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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升高校学报办刊质量的路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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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睿

(重庆工商大学 学报编辑部 重庆 400067)

[摘要 ]提升学报的办刊质量 ,可在以下五个方面做一些具体的改革和尝试 :第一 ,加强栏

目策划和选题策划 ,办出一些有特色的栏目 ,变被动收稿为主动约稿 ;第二 ,建立作者数据库 ,

稳定和扩大高水平作者队伍 ;第三 ,严把审稿关 ,缩短审稿时间 ,增强刊发论文的时效性。第

四 ,编辑加工力求规范化 ,努力提高编排质量 ;第五 ,重视编辑的继续教育 ,提高编辑的业务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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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强选题策划 ,变被动收稿为主动

约稿
当前 ,有不少高校学报的稿件来源为自然来

稿 ,即作者的自发投稿。自然来稿的弊端是显而易

见的。首先 ,自然来稿盲目性较大 ,在很大程度上

抑制了编辑在期刊栏目组配和稿件选择方面的主

观能动性。造成了期刊的栏目因稿而设 ,随意性增

大 ,不利于刊物保持适度的稳定性 ,并且在这种稳

定性中形成特色和风格。一本没有特色和风格的

期刊是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其次 ,自然来稿对

于大多数普通学报来说 ,不易搜集到质量上乘的稿

件。普通学报对于一些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稿件来

说缺乏必要的吸引力 ,这类稿件往往会投向办刊水

平较高的核心期刊。而加强选题策划 ,主动约稿将

有利于提高办刊的计划性 ;有利于合理安排栏目结

构 ,优化论题、文稿 ,摆脱全靠自由撰稿人来稿办刊

物的被动局面。有利于坚持期刊既定的办刊宗旨 ,

创造和保持期刊特色。为此 ,学报应在日常自然来

稿的基石上 ,另辟蹊径 ,有的放矢地组稿以扩大稿

件来源 ,提高稿件质量。首先 ,学报要加强栏目策

划和选题策划 ,办出一些有特色的栏目。高校学报

应依托本校科研和教学的强项领域体现本校的科

研和教学的水平和特色。还可以挖掘本地区特色 ,

办出一些有鲜明区域特点的栏目 ,做到人无我有 ,

人有我新。然后在年初将栏目设置和选题计划向

社会公布 ,公开征集编辑部所希望的相应选题的稿

件 ,避免作者投稿的盲目性 ,增强来稿的针对性和

计划性。其次 ,应对不同稿件区别对待。对编辑部

主动约稿的稿件 ,在审稿通过的情况下 ,可以在免

收发表费用的基础上再视具体情况发放较高的稿

酬。对一些国家重大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高水

平论文可以免费优先刊发。第三 ,建立奖励机制 ,

吸引优质稿件。编辑部可以制定并公布具体的奖

励措施 ,对被二次文献转载、摘编和取得重大社会

反响的论文作者 ,可以追加稿酬 ,如该作者再次投

稿并通过审稿可免费为其发表论文。

二、建立作者数据库 ,稳定和扩大高水

平作者队伍
源源不断的优秀稿件是学报质量提高的保证。

而优秀稿件来源于一支高水平、较稳定的作者队

伍 ,因而学报编辑部必须以战略的眼光 ,应用计算

机网络技术建立作者数据库 ,在稳定老作者的同

时 ,热心培育新作者 ,特别是对于曾经在本学报上

发表过学术论文并被二次文献转载、摘编和取得较

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作者应收入数据库 ,并加

强联系 ,关注其研究进展为其学术研究提供支持 ,

用优惠条件吸引其将优秀的论文再次投到学报。

作者数据库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作者简介、联系方

式、主要学术成果、课题项目及其研究进度 ,在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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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发论文的时间和论文名称以及所获得的奖励

等等。对于一些有潜力的作者 ,也要加大关注力

度 ,为他们建立数据档案。这样的作者因为还处在

不为人知、默默无闻的阶段 ,更有同普通学报合作

的强烈意愿 ,再加上他们往往年富力强也是最容易

出成果的阶段。通过建立作者数据库 ,可以加强与

作者的联系 ,为编辑部主动约稿提供便利条件。

三、严把审稿关 ,缩短审稿时间 ,增强

刊发论文的时效性
审稿制度是学报管理的基本制度之一 ,是学报

质量控制的重要保障 ,建立健全学报的审稿制度 ,

对学报的健康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目前多数学报

普遍实行的审稿制度是三审制 ,即每篇稿件的刊发

都要经过责任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主编终

审三个步骤。三个审级互为补充 ,各有侧重 ,上一

审级的意见制约下一审级的意见。这一审稿制度

对稿件进行层层把关 ,逐级筛选 ,确保了稿件质量 ,

所以必须认真贯彻三审制这一审稿的基本制度。

同时 ,由于学报刊发稿件的专业性、复杂性和

严肃性 ,又源于学术研究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在责

任编辑初审之后大多数学报又增加了专家双向匿

名审稿这一环节。所谓双向匿名审稿即是指作者

个人的基本情况不告知专家 ,专家个人的基本情况

也对作者保密。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专

家审稿的客观和公平。最大程度控制了人情稿、关

系稿的数量。为了提高专家审稿的效率 ,责任编辑

首先要对来稿进行筛选 ,也就是对论文进行初审 ,

初审工作责任编辑应严格把关。对选题、内容不符

合栏目要求的文章以及水平明显偏低的文章可以

直接退稿。对于熟悉领域的来稿 ,责任编辑可以直

接进行专业审稿 ,对达到可以刊用水平的稿件或者

有修改价值的稿件可以直接与作者联系发表或退

修事宜。一些经过初审之后仍较难把握的论文可

以送给专家进行审阅。通过初审把关 ,可以对用稿

质量起到一个初步的控制作用。专家审稿环节可

以克服编辑由于自身所学专业和视野所带来的局

限 ,对稿件的学术价值予以较为准确判断 ,提高审

稿质量。

但是 ,专家审稿在实践操作中还存在一些这样

那样的问题 ,诸如 :审稿时效迟滞 ,选稿时不能很好

协调稿件储备与栏目的关系等 ,需要进一步完善。

为了克服专家审稿的缺陷 ,编辑部只能把专家审稿

意见作为参考意见 ,对于栏目需要而相关选题稿件

储备不多的可适当放宽用稿标准。对于稿件储备

量较大的则可从严掌握用稿标准。结合我国学报

发展的实践 ,可积极推行校际间相互协作、交换审

稿制度 ,并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建立网上收

稿、审稿和采编查询系统 ,以提高刊发论文的时

效性。

同时 ,为了提高论文评审的可信度 ,学报还应

建立动态审稿专家数据库。审稿专家数据库的有

效运作是学报学术质量的重要保障 ,动态审稿专家

库的建立对学报的学术质量提高非常重要。学报

应注意考察所选用的审稿人 ,并根据学科的发展情

况及时更新、及时补充审稿专家 ,从而保证审稿人

不但与论文作者的专业对口 ,而且做到研究方向对

口。具体做法则可以从编委会中选择审稿人 ,或由

编委推荐其相关领域的审稿人 ;从编辑本人熟悉的

专家、教授中选择审稿人 ,或请他们推荐其相关领

域的审稿人 ;从教育部每年公布的博士、硕士研究

生导师名单中选取审稿人 ;或通过其他途径选择合

适的学者作为审稿人。将审稿人的专业、电邮、地

址等情况输入数据库 ,稿件通过编辑初审后就可从

该数据库中及时查找到合适的审稿人 ,并通过网络

快速传递审稿信息 ,最后再将审稿意见经过处理后

通过电子邮件或网上审稿系统快速、准确地传给作

者。通过现代网络技术 ,编辑、审稿人、作者便可打

破时空限制 ,从而提高编辑审稿的效率。

四、编辑加工力求规范化 ,努力提高编

排质量
编辑加工规范化就是按照教育部办公厅 2000

年 1月 18日印发的《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编排规范 》(修订版 )以及早在 1999年 2月 1日国

家新闻出版总署印发的《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

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 》的要求、统一格式、统一标

准进行编辑加工 ,使稿件更整齐、更规范。编排规

范化对提高刊物的质量和知名度 ,加速信息传递和

交流 ,扩大刊物影响 ,维护学术刊物的严肃性都大

有益处。实现学报编辑加工规范化是我国学术界

融入国际学术界体系的前提 ,也是学术信息传播、

存储、检索的需要。

目前高校学报编辑加工规范化在逐步完善 ,但

仍存在许多问题。编辑加工规范化的一个重要方

面就是对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进行规范化处理 ,

而这些又是作者和编辑容易忽略的地方。实践中

很多作者的摘要撰写不够规范 ,如使用第一人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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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自我评价 ,或是以文中某一段文字代替了事等

等。重视摘要的撰写和编辑就是要使文章摘要真

正成为论文内容的梗概、原文的浓缩 ,以最简洁的

方式向读者呈现最准确的论文信息。提炼出来的

关键词能准确表达主题信息 ,具有显著的区别性 ,

不能是动词 ,并且不少于 3个 ,最好能达到 6 - 7

个。关键词提炼得好能提高论文被检索的概率 ,从

而提高论文学术成果的利用率。参考文献就是要

明确标示引自他人文献的学术思想、理论、成果和

数据 ,体现出引用文献的严肃性和作者对他人劳动

成果的尊重 ,并且可以为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

方便。

五、重视编辑的继续教育 ,提高编辑的

业务素质
提升学报的办刊质量 ,必须借助于高素质的编

辑队伍。因为稿件的组织、鉴别、取舍、加工等主要

靠编辑来完成。一期学报得以顺利出版的中心环

节也是编辑环节。其他环节都是围绕编辑环节展

开并为之服务的。对编辑的素质要求将着重于其

所应具备的智能结构。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要

求 : ( l) 兼具某一学科的专业知识和编辑出版的专

业知识 ,既能发现与编辑本人所学专业相同的学科

领域中他人研究成果中的学术价值及所孕育的新

思想 ,又通晓编辑出版方面的专业技能。 ( 2)具有

创造性思维能力与科学的思维方式 ,保持对新生事

物的敏感 ,善于以开放的心态发现稿件中的创新性

观点。 (3)具有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能够用编

校软件对作者的稿件进行编辑、排版、修改和校对 ,

能通过电子邮件方便、快捷地将稿件送给专家评

审 ,与作者交流意见和讨论问题 ,利用网络的传输

功能与强大的检索功能 ,对稿件作出客观、可信的

鉴定。随着数字化出版趋势的进一步发展 ,可以预

见 ,在未来的若干年内 ,学报将逐步进行信息化的

改造 :编辑、出版、管理等主要环节实现信息化 ,这

对编辑人员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处理能力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所以 ,学报要提高办刊质量 ,必须十

分重视编辑主体的继续教育和业务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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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a th for effectively ra ising per iod ica ls qua lity

in h igher learn ing in stitution s
YANG Rui

( Editoria l O ffice, 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 usiness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Raising periodicals quality needs real reform and can be tried in the following such five aspects as consolidating titles

of column and selected top ics, which creates title of column with characteristics and which changes accep ting manuscrip ts into ar2
ranging manuscrip ts in advance, setting up author database, which aim s to stabilize and enlarge higher - level authors number,

strict manuscrip t app roval for publication, which needs to shorten the time of app roval and increases real - time effectiveness,

standardizing editing and p rocessing to raise edition and composing quality, and emphasizing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the editors to

raise p rofessional level of the editors.

Keywords: journal; edition; selected top ics; quality; manuscrip t;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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