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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针对目前高校学报稿源流失事实 ,从办刊模式、体制机制、外部环境、编辑素质等多个角度出

发 ,全方位地剖析了高校学报稿源流失的深层次原因 ,即 :办刊模式陈旧 ;栏目专业背景制约 ;学校政策影

响 ;行业发展制约 ;自身体制制约 ;编辑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缺乏宣传策略 ;指出只要找准原因 ,并制定相应

的完善措施 ,学报稿源就会实现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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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期刊行业的发展壮大 ,期刊之间的竞争也日益加剧 ,期刊对稿源的争

夺已成为关系其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优质稿源是科技期刊学术质量的决定因素 ,是形成科技期刊核

心竞争力的基础。目前 ,高校学报的稿源面临着因国内外期刊的夹击而严重减少的局面 ,全国几乎所有高

校学报稿源流失 (特别是优质稿源流失 )成为不争的事实。为实现高校学报的可持续发展 ,对高校学报稿件

流失原因做全方位的分析 ,以制定相应的应对之策。

1　办刊模式陈旧

学报界历来把内向性和综合性看作是学报的基本属性 ,即学报刊发的稿件以校内为主 ,要反映校内所

有学科的研究成果 ,刊载所有学科而不是单一学科的成果 ,为校内科研服务 [ 1 ]。内向性意味这高校学报的

作者群是单一的 ,集中在校内 ,可选范围较少 ,造成学报定位较低 ,而校内作者也有了“照顾 ”心理 ,只将二、

三流稿件投向学报 ,一流稿件大量流失 ;综合性导致读者面狭小 ,传播速度缓慢。学报的庞杂内容注定了只
与个体读者的小部分需求相吻合 ,而且这种吻合也没有明显的规律 ,不易为读者个体重视。对读者来说 ,一

本高质量的综合性期刊还不如一种质量中等的单科期刊实用。根据调查表明 ,单科性期刊一次可传递读者
所需信息的 90% ,而综合性的学报只能传播相应学科的极少一部分。信息传播大为受限。而期刊的作者群

基本也源于读者群 ,读者群的狭小客观上造成了作者群的减少。另一方面 ,对作者来说 ,希望自己的研究成

果为更多的专业人士所了解和赏识 ,故而也愿意选择专业性更强的单科期刊。

同时 ,受高校学报办刊宗旨限制 ,以刊发高校内稿为主的内向性办刊模式导致学报缺乏竞争机制 ,传统

小作坊式的办刊模式市场性薄弱。无论在编辑手段上还是在发表周期上都缺乏有效的激励措施 ,如较长的

审稿周期 ,原始的纸质而非电子或互联网的审稿模式等 ,都使得高校学报在与大量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期刊

竞争中丧失优势。

此外 ,论文的刊出时滞是稿源竞争中的又一个重要方面。目前有很多专业性期刊由双月刊改为月刊 ,

由月刊改为半月刊甚至旬刊 ,许多学报仍为双月刊 ,有的甚至是季刊 ,出版周期长成为学报明显的竞争劣
势。目前高校学报大多仍采用传统“三审制 ”选稿办刊模式 ,审稿的周期长 ,加之修改所耗费的时间 ,使得一

篇文章所负载的学术信息往往迟滞于当前人们所讨论关心的焦点问题。审稿时滞长 ,发表周期长 ,都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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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作者的投稿热情 ,不利于学报吸引优质稿件和确保作者对创新成果的首发权 ,久而久之遏制了刊物影响
力的提升 ,又反过来影星刊物稿源。

2　栏目专业背景制约

一本好的期刊必须有优秀的有特色的栏目 ,而栏目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优秀的专业团队作者支撑。高

校学报的栏目设置大部分都是依赖于所在高校的专业背景情况 ,也可以说 ,所在高校的学科专业科研水平

直接决定其学报的发展状况。水平较高的知名大学除拥有本校的知名专家学者的论文外 ,还会拥有大量因
其较高的影响力而投向它的优质外稿。此为 ,较多的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也意味着一批优秀的潜在的年

轻作者队伍 ,这会为栏目的不断发展注入许多新鲜的活力。但对缺乏高水平学科支撑的普通大学来说 ,这
方面的稿源确实难以保障。学科发展的不均衡同时也造成了学报稿源发展上的不平衡。例如 ,一所以经济

学 ,管理学、文学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其社科类较之理工类就有较大的学科优势 ,学报的稿源也源源不

断 ,其中不乏名家的高水平文章。而劣势的理工科专业却难以支撑学报的更好发展。由此可见 ,专业背景
尤其是所在高校的专业背景对学报稿源建设的影响力。

3　学校政策影响

根据三大国际检索系统收录文章情况来衡量科研水平和实力 ,已成为我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事实上的

标准。为扩大学校的影响力与知名度 ,许多高校都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教师三大检索等源刊和影响引子高的

刊物上发表论文 ,并根据所发国内外期刊的级别在资金资助、科技成果评估、技术职称评定与考核方面给予

较高的待遇 ,这些待遇要远远高于在本校学报或国内普通期刊上发表文章 [ 2, 3 ]。这种不平等的导向政策使

得学报赖以生存的作者群 ———本校教师的论文尤其是优秀论文大量流失。诚然 ,投向是自由的 ,但这是指
给予作者以充分的选择权利 ,而不是认为地加以干涉或误导 ,造成学报等期刊在稿源竞争中的不平等。

4　行业发展制约

30年来 ,我国出版业空前繁荣 ,各类期刊长足发展。1978年我国各种期刊有 930种 ,到 2006年达到

9 368种。其中科学、工程技术类期刊 5 068种 ,社会科学类期刊 4 318种。至 2007年底 ,全国期刊总数则迅
速增长到 9 468中。按总数计 ,中国已经进入期刊大国行列。但是单位数量科技人员拥有的期刊种数越多 ,

也就意味着平均印数的下降 ,发行量的减少 ,影响力的降低 ,也就意味着分配到每种期刊的稿源就越少。除
此之外 ,为了增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各类期刊都不惜增加页码 ,缩短刊期 ,多出增刊。这样 ,无形中又造

成了稿源竞争的加剧。

5　自身体制制约 [ 4 ]

高校学报都是由所在高校主办的 ,从编辑部的机构设置、人事任免、财务管理到规章制度均由高校相应管

理部门决策。编辑部门并不能按照本身的工作特点、发展规律决定工作方针 ,束缚了编辑部工作人员的手脚 ,

挫伤了编辑人员的能动性。它排斥竞争 ,本质上属于事业单位性质。发行量的多少、效益的好坏与办刊人员关
系不大 ,干多干少一个样。在这种体制制约下 ,办刊人员缺乏做强做大的动力 ,很少关心学报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 ,高校学报大多数学者型主编对经营策略知之甚少 ,对影响学报发展的重要因素———稿源的经营管理缺少

良策 ,从而导致整个学报缺乏活力 ,编辑人员主动经营意识不强 ,对稿源开发的积极主动性明显不够。

6　编辑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学报编辑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学报的质量 ,对学报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过去那种传统的办刊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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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刊一面的编辑思路 ,已经严重制约着学报的生存和发展 ,需要学报编辑人员进行深刻的自我革命 ,即不仅从
观念、能力、知识结构、技能方面彻底地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变 ,而且需要积极进取的心态 ,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关注学术动态的同时 ,更要考虑市场的定位 [ 5 ]。目前 ,高校学报在编排过程中首先面临着网络化、数字化、智
能化的冲击。这在客观上要求学报编辑要有更高的素质 ,具备现代化的编辑手段 ,才能胜任。新时期的学报编
辑不仅要具有广博的综合知识 ,精通编辑业务 ,熟练运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 ,还要具备良好的交际能力 ,创新能
力 ,成为一专多能的全才 ,这样才能适应学报发展的需要。同时 ,还要随时关注同类期刊的发展 ,找出自身的不
足与差距 ,明确今后努力的目标与方向 ,使期刊质量不断提高 ,吸引更多的作者 [ 6 ]。

7　缺乏宣传策略

高校学报长期以来的制度、观念制约 ,使得它的被动性极强、市场化运作不足 ,基本上没有对外宣传的
概念。这使得它的知名度不够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该刊 ,所以根本谈不上投稿 ,这也是缺乏作者群的一个重
要原因。首先 ,不注重对作者信息的宣传。学报作为一种学术出版物 , 必然发挥着社会导向作用。学报在
将作者的学术成果推向社会的同时 , 也将作者本人推到了同行专家面前 ,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专家学者都
是通过在杂志上发布成果而走向成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 学术刊物能起到推出新人并助其成才的作用。
学报在刊发作者研究成果的同时 ,如果注重对作者研究方向、已取得的成果、正在进行的研究以及作者的社
会职衔等作者信息的介绍 , 必然会激发作者的投稿欲望。其次 ,对各种学术会议和期刊评奖活动重视不够。
事实上 ,多参加学术会议一方面可以了解行业信息 ,便于组稿 ,另一方面可以向专家和参会人员推荐杂志并
发现作者。通过参加各类期刊评奖活动 ,除了能够督促增进期刊各方面的质量外 ,还可以扩大知名度 ,吸引
作者。再次 ,与国内外各大检索机构、数据库联系不够 ,丧失了成为它们收录期刊的机会。因此 ,要想吸引
作者、保证稿件不流失并扩大作者队伍 ,对刊物的宣传必不可少。

高校学报稿件流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要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理出头绪来 ,找出问题的主要方面 ,并针
对性的制定出整改措施 ,稿件流失现象将会大大改善 ,而且相信新的大量的优秀稿件也会不断投向学报 ,学
报也将会实现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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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loss of manuscrip t sources for the journal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loss of manuscrip ts such as backward journal2running mode, restriction by column spe2
cialty background,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cie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nd restriction by the development and
system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olds that the quality of editors needs to be imp roved and that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re short of p ropaganda strategy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journals can realize p roper development if the rea2
sons are accurately found and if related policies are made and per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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