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在其官方网站公布的《2013 年具有普

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名单》显示，

全国共有普通本科院校 879 所，普通高职(专科)院

校 1265 所，经国家批准设立的独立学院 287 所，经

国家审定的分校办学点 50 个. 广东省共有 137 所

院校，其中普通本科院校有 41 所、独立学院 17 所、
分校办学点 0 个、高职（专科）院校 79 所.[1]根据以

上数据，对广东省高校的学报进行调查发现，4 家

普通本科院校学报没有公开刊号，15 家独立学院

学报没有公开出版刊号，而高职高专类的学报尤为

严重，只有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广东轻工职

业技术学院、顺德职业技术、深圳职业技术、广东交

通职业技术、广州铁路职业技术、清远职业技术学

院等十几家学报有公开出版刊号，内刊学报占全省

高校的 62%以上，如此多的学报或学刊没有公开刊

号，且现行的期刊审批制度使得内刊学报难以转

正.这些内刊学报现阶段面临着诸多困境,成为制约

内刊学报做大做强和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现行的人

事考核与评价机制，内刊学报编辑在编辑系列职称

的评定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很难和公

开学报竞争，使得内刊学报发展日趋困难.而在高

校的评估体系中，学报也没有应有的位置，学报几

乎被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种种原因造成内刊学报编

辑队伍十分不稳定，很多编辑都把学报岗位当成

“跳板”，没有长久打算，心思不在学报上，工作起来

也敷衍了事.编辑队伍的不稳定，编辑素质提不高，

直接影响内刊学报的学术水平和编辑质量，影响刊

物的可持续性发展.

1 广东省内刊学报编辑队伍的现状

1.1 人员偏少，人手不足

新闻出版总署规定学报编辑部至少达到“专职

编辑季刊 3 人、双月刊 5 人，月刊 7 人”的最低标准[2]，

但是内刊学报由于起步晚、底子薄，绝大多数没有

自立门户，只是挂靠在科研处、教务处或者高等职

业研究所等部门，主编往往由学校领导或部门领导

兼任，编辑部工作人员一般为 2 人，甚至仅有 1 人.

对广东省的高职高专内刊学报调查发现，60%以上

的内刊学报编辑人员数量不符合配备要求，相当一

部分学校只有 1 人办刊，更有甚者，全部都是兼职

人员.兼职的编辑由于身兼多职，无法一门心思办

刊，更无法潜下心来研究编辑学问，只是应付式地

去编辑学报，缺乏专业理论与编辑技术支持，很难

办出高质量的学报.

1.2 待遇偏低，流动性大

由于现行的管理制度使得内刊学报很难转正，

内刊学报主板单位的领导对于这一“可有可无”的
刊物难免不重视，不管是资金支持还是人力支持都

明显不足.这就使得学刊编辑部被边缘化，变成一

个编外组织，编辑部人员的待遇比教师或其他行政

岗位低，直接导致编辑队伍频繁流动.

1.3 编龄过短，专业性不够强

内刊学报由于种种原因，质量得不到有效提

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编辑编龄过短，缺乏相关的

专业知识，自身业务水平不够，与学报编辑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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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差距极大.在编辑部这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的边缘化部门工作，编辑的工作积极性不高，都抱

着“骑驴找马”的心态，一旦可以调岗或有更好的单

位，都会选择离开.人员的频繁变动造成编辑队伍

的编龄过短，专业性不够，很多人刚熟悉编辑部的

工作内容及工作流程，甚至还没来得及学习基本的

编辑技能就流失了.而兼职编辑更是以本职工作为

重心，编辑学报也就成为了一项需要完成的任务，

只求完成不求专业，所以兼职编辑也没有心思去提

高自身的编辑专业知识和编辑技能. 如此不良循

环，对编辑队伍的建设存在严重威胁，对学报的长

远发展不利.

2 造成内刊学报编辑队伍不稳定的因素

2.1 出版管理部门尚未完全把内刊学报的发展提

到重要议事日程，内刊学报角色被边缘化

内刊学报地位低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出版管理

部门没有把内刊学报的发展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

甚至有些出版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认为，期刊管理

主要是针对有公开刊号的期刊，尤其是经济效益和

文化效益好的期刊. 学报在他们眼中发行量少、交
流范围狭窄，没有任何的效益可言，因此对学报的

管理本就不上心.而内刊学报更是学报群体中的弱

者，“第三世界”中的“第三世界”，出版管理部门基

本视之为“鸡肋”，对它们实行冷处理的管理.很多

内刊学报按照公开刊物的要求严格办刊，并怀着满

腔热情申请公开刊号，但是他们的申请报告不是泥

牛入海、杳无音讯就是被束之高阁，或者是得到“上

级没有下达指标”的答复，严重打击了内刊的办刊

积极性.

2.2 现行的人事考核与评价机制及内刊学报编辑

职称申报的局限性，造成编辑队伍极不稳定

现在，不管是普通高校、科研所对学生在读期

间一般都有发表论文的要求，高校教师及各行各业

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评定、晋级也同样对发表文章

的数量与质量有着严格、明确的要求，这也是期刊

赖以生存的重要力量.但是，这些文章的发表基本

上都需要在有公开刊号的刊物发表，内刊学报即使

质量再好，也没有获得承认的资格.这也从另一个

角度限制了内刊的稿源，增加了内刊学报对外稿和

优质稿件的吸收难度.恶性循环下，内刊学报的办

刊质量也受到严重影响，让内刊学报的编辑人员产

生无力感及职业厌倦.

而且，内刊学报在办刊过程中受到诸多限制，

现行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还

是 2009 年实施的，里面对内刊编辑评职称有诸多

限制.即使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内刊由于种种原因，

在科研项目的申报和各种奖项的评比中，也不能与

公开刊物相比.内刊编辑在科研和评奖方面也就缺

少先天优势，这对评职称也是非常不利的.

2.3 制度缺失，很多院校没有单独成立学报编辑

部，没有按照新闻出版总署的规定建立健全相应的

专职编辑队伍

《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出版学报

的高等学校，必须建立学报编辑部，由分管校（院）

长领导.”就目前的广东省高校的办刊情况而言，制

度缺失都是常见现象，内刊学报几乎没有单独设立

编辑部，多是附设在科研处、教务处或者高等职业

研究所下面，几乎沦为附属单位.另外，新闻出版总

署规定学报编辑部至少要有 3-7 个专职编辑，但几

乎所有的内刊学报都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多数学报

最多只有两个专职人员，甚至只有一个专职人员包

揽所有一切事物，其他人员由各专业、学科的教师

或者行政人员兼任.因此，内刊学报的编辑队伍建

设是远远不够的.

2.4 在高校的相关评估体系构建中，没有学报应

有的地位

教育部 2013 年 5 月 8 日在其官方网站公布的

《2013 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

学校名单》数据显示，高职（专科）院校超过了总数

的一半.然而，在目前有关高职院校的评估体系构

建中，并没有学报的应有地位.从教育部颁布的《高

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来看，产

学研结合的 8 个评估指标受到各个院校的高度重

视[3]，但在指标的等级和说明中却只字未见提到学

报.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的通

知》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
以反映本校科研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是

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4].学报是展示本

校产学研结合成果的重要平台，但是却没有在评估

指标体现中有所体现，这难免会影响学院领导和上

级主管部门对学报的重视，不利于学报的发展.

2.5 培训机制不完善，内刊学报编辑缺乏培训机

会

高校学报有关出版管理条例要求从事编辑工

作者必须具备出版专业技术资格.编辑的业务素质

直接决定了学报的质量，从一定意义上说，编辑人

员对学报办刊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内刊学报几乎

都是单位内部使用的，即使有对外交流，但交流面

也非常窄，所以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内刊学报的编

辑管理不严，没有明确要求内刊学报编辑具备出版

专业技术资格.另外，内刊学报由于不受学校重视，

很多院校都是抱着“能正常出刊就行”的态度，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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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支持有限，很难在编辑人员的进修学习、学术

活动等方面提供时间、经费及制度保障.而内刊学

报编辑大多是半路出家或兼职的，更需要加强编辑

业务知识和编辑技术的学习，加深专业知识的深

度，拓展交叉学科的广度，这样才能提供办刊水平

与办刊质量.

3 构建稳定的内刊学报编辑队伍策略

3.1 出版、人事管理部门转变观念，加大对内刊学

报的扶持力度

新闻出版总署、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及省市教育

主管单位，应该重视高校学报建设，尤其是内刊学

报，多给予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支持，提高高校学

报编辑的社会地位，提高高校学报编辑的工作成果

和自我效能感，给予内刊学报编辑与普通高校学报

编辑平等的发展平台.让内刊学报的编辑的职称评

定之路能够更顺畅，稳定年轻编辑队伍.

3.2 打破“内刊学报终身制”
目前出版行业的管理机制不完善，对内刊学报

的发展存在制约因素，明显存在“内刊学报终身制”
的现象.其实，很多内刊学报经过多年的发展与进

步，学术水平和编辑水平都得到非常大的提高，完

全满足公开发行的要求，但就是因为管理机制的问

题，几乎很少能成功申请公开刊号，即使有也是寥

寥无几，对大多数内刊学报来说，申请公开刊号就

只能“望洋兴叹”.因此，完善管理制度及运行机制，

建立制度性淘汰机制，打破“内刊学报终身制”，对

学报期刊资源进行适度整合，给予优秀内刊学报申

请公开刊号的机会，才能提高内刊学报的办刊积极

性，提高学报的办刊水平.

3.3 加强对内刊编辑队伍的培训，建设专业化的

编辑队伍

编辑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对学报质量有着

至关重要的影响.编辑要有较强的出版专业知识和

技能，这不但要求编辑要有广阔的知识面，还应具

备相应的专业知识.编辑的学者化，要求编辑除了

掌握熟练的专业知识外，还应树立自己的学术专

长，这样，编辑才能具有独特的眼光，才能提高编辑

水平和质量.因此，有关管理部门和主管院校应该

注重编辑人员的培训，首先要为编辑人员进行进修

学习和参加学术活动提供经费支持和时间保证，并

从制度上进行保障落实，通过“走出去”，破除“闭门

办刊”的弊端，让他们能够及时了解相关的政策法规

及科学的最新动态以及编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

次，积极鼓励内刊编辑人员参加编辑职业资格证书

考试，做到持证上岗，提高编辑队伍的专业化程度.

3.4 主办单位提高对内刊学报的认识，提高学报

的地位，加大对学报的支持

很多内刊学报的主办单位不能清楚认识到学

报的重要作用，认为内刊学报是一个鸡肋式的存

在，不能为学校提供经济收入，对学校的招生宣传

也起不到重要作用，可有可无.因此对内刊学报的

支持非常有限，地位边缘化.

内刊学报的领导应该充分认识到学报在高校

的地位与作用，提高对学报的重视，在各方面给予

大力支持.前面已提到，学报编辑部的人员设置有

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如果内刊学报能够严格按照国

家相关部门的政策要求，配备充足的人手，并本着

“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原则，精心挑选最合适的

人才放到编辑部，而不是把编辑部当成一个教辅机

构，放在边缘化的位置.提高学报地位的同时，在待

遇和激励机制上，对学报编辑人员也应与学校其他

部门和单位的教师一视同仁，提高他们的待遇，促

进他们的工作和学习积极性，提升学报的办刊水平

和质量.

3.5 内刊学报采取措施，提高质量，扩大影响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

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内刊学报想要提

高自身的地位和待遇，首先要从内因出发，提高编

辑队伍的自身素养，提高办刊水平和质量，在发展

策略上应侧重于提高编辑素质、培育作者群、建特

色栏目、借助网络宣传等途径,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虽然内刊学报的刊号是“省内”的，但是办刊思想应

该是开放的，必须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以规范树形

象，以质量立地位，塑造特色品牌之路，只有这样，

才能提升自身的品味与地位，引起主办单位和出

版、人事管理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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