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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高校学报的办刊定位：特色化办刊
文 / 陈永

高校学报的办刊定位要以读者、竞争和效益为导向，其关键在于通过

差异化的办刊选择来突出办刊特色，获得竞争优势。

随着出版业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数字化、网络化和信

息化出版趋势的形成，学术期刊之间的竞争日渐加剧，高

校学报传统的非竞争性办刊定位已不能适应办刊环境的变化，有

必要从竞争角度探讨高校学报的办刊定位问题。

一、高校学报需要调整办刊定位
高校学报自诞生起就有自己的定位。《东吴月报》《清华学

报》和《北京大学月刊》等我国早期的高校学报，在创刊之初

大都把高校学报定位为“展示高校研究成果、帮助交换知识和

增进学术交流的非营利性的学术期刊”。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

部、原新闻出版总署曾多次下发文件为高校学报进行多次定位，

但其核心都是“高校学报是高校主办的服务于科研和教学的非

营利性学术期刊，实行事业体制”，只不过是早期强调“高校学

报是主要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而后对

“主要反映”和“综合性”不再加于限制［1］。教育部、原新闻

出版总署对高校学报的这一定位，是一种政策性、指导性、宏

观性、非竞争性的定位，是基于计划体制、事业体制环境下对

高校学报的定位，强调的是高校学报的社会服务功能，重视高

校学报的社会效益。长期以来，高校学报一直在此定位下开展

编辑出版业务，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目前，我国共有期刊9900多种，其中，科技期刊近5000

种，高校所办期刊2500多种，高校学报则有1700种左右。从

总量上看，现有高校学报已经不少，但是在传统的非竞争性办

刊定位之下，高校学报在发展中也暴露出较多问题。其一，目

前仍有不少高校学报实行封闭办刊，其任务主要是帮助本校的

师生完成科研任务、发表论文，这既不利于办刊水平的提高，

也不利于学术的广泛交流。其二，目前大多数高校学报是“小

而全”的综合性刊物，服务对象不明确，办刊风格相近，栏目

设置雷同，服务特色缺乏，刊物的吸引力不强。其三，目前不

少高校学报已逐渐蜕变为行政化和任务型刊物，缺乏读者意识、

服务意识、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和经营意识，其服务形象欠佳、

服务效能低下。其四，目前大多数高校学报办刊能力有限，发

行量偏低，知名度不高，竞争实力不足，“弱、小、散”的问题

突出。

自加入WTO以来，我国出版业的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加深加

快，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出版业的竞争。如今，出版

社改制已经完成，而报刊改制也正在深化之中。2012年7月30

日，原新闻出版总署印发了《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

办法》，该办法的出台对高校学报影响很大，一时间有关高校学

报是否一定要转企改制的议论不断。其实，无论高校学报是否

转企改制，高校学报都已无法回避竞争这一问题。一是我国现

有的数千家学术期刊之间必然存在相互竞争的关系，而为了争

取成为“核心期刊”，不少学术期刊已经主动参与竞争。二是自

教育部启动“名刊、名栏建设工程”以来，高校学报之间的竞

争也逐渐加大。三是随着出版业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数

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出版趋势的形成，学术期刊之间的竞争

已从国内转向国际，从纸质转向数字，从平面转向立体，从现

实转向虚拟，竞争日趋激烈。因此，高校学报传统的非竞争性

办刊定位已经不能适应办刊环境的变化，高校学报要尽早调整

办刊定位以应对未来的变化。

二、高校学报办刊定位的导向
高校学报的办刊定位可以借鉴企业的市场定位，因为企业

的市场定位是为了获得差别竞争优势的定位。市场定位这一概

念 早由美国广告学者Ries和Trout提出。他们认为，定位要

从产品开始，而那个产品可以是一件商品、一项服务、一家公



27出版广角  2014 年 3 月上

专题

V
IE

W
 O

N
 P

U
B

L
IS

H
IN

G

司、一个机构或一个人；定位是指要针对潜在顾客的心理采取

行动，即将产品在潜在顾客心目中确定一个适当的位置，而这

个适当的位置就是处于顾客“心智阶梯”中的有利位置。菲利

普·科特勒认为，市场定位是建立传播产品在市场上的关键特

征与利益［2］。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市场定位实际上就是利

用差异化的产品、服务、形象、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等，努力

在目标顾客心目中占据与众不同的“头脑份额”，以便区别竞争

对手和制造差别优势，进而获得有利的生存发展空间。因此，

高校学报的办刊定位要以读者、竞争和效益为导向，其关键在

于通过差异化的办刊选择来突出办刊特色，获得竞争优势和谋

求长远发展。

1. 以读者为导向

高校学报要为谁办刊？这是高校学报办刊定位首先要解决

的问题。在学术交流日益开放和全球化的今天，高校学报不能

只限于为主办学校服务，而是要走出去更好地为学术服务。高

校学报更不能沦为作者发表论文的工具。高校学报作为一种学

术性读物，读者是高校学报的订阅者、 终消费者和 终评价

者，高校学报必须要以读者为中心，为读者办刊。为读者办刊，

就要以读者的需求为导向，根据读者的需求确定刊载内容。为

读者办刊，不能仅限于满足读者的需求，而是要争取读者的满

意和忠诚，以求得读者的长期支持。因此，高校学报要努力提

供有质量、有特色的刊载内容。其实，为读者办刊是高校学报

与其办刊环境中诸要素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而能否与读者、

作者、编辑人员、审稿人员、主办学校、出版管理部门、同行

等组织及个人建立和保持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事关办刊的成

败。

2. 以竞争为导向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证明，竞争是打破垄断、提高效率和

促进发展的有效手段。垄断迫使消费者只能接受质次价高而无

特色的产品和服务，而公平、有序、充分的竞争却能让消费者

享受质优价廉而有特色的产品和服务。目前仍有不少高校学报

怀着浓厚的“校本位”和“刊本位”思想，其进取意识不强，

惧怕竞争，闭门办刊。高校学报如果不参与竞争就难于提高办

刊水平，也就无法扩大社会影响。一方面是与“核心期刊”“名

刊”和“名栏”等无缘，另一方面是优质稿件缺乏，导致读者

寥寥无几，高校学报 终陷入困境。

任何一家高校学报所拥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而读者和作

者的需求却是多元的，那么高校学报如何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呢？

美国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教授认为，低成本和差异化是获

得竞争优势的两个途径。高校学报作为小众刊物，其成本变动

对订阅量影响并不明显，因此高校学报获得竞争的 优途径是

差异化。差异化的办刊定位有利于高校学报选择适合自身发展

的服务范围，而在特定的服务范围内集中优势资源更易打造有

品质、有特色、有竞争力的服务。

3. 以效益为导向

办刊效益是高校学报在社会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体现。

高校学报开展编辑出版业务必须讲求办刊效益。高校学报的办

刊效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方面。高校学报的社会效

益是指高校学报通过发表科研成果、传播科研信息、参与学术

评价和促进学术交流等而服务于国家的各项事业。高校学报的

经济效益是指学报通过经营编辑出版业务、服务读者和作者、

参与市场竞争而获得利润。作为学术期刊，高校学报始终要把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在此基础上努力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讲求办刊效益，能有效促进高校学报以集约化的办刊模式开展

编辑出版业务，从而有效提高高校学报的办刊水平和竞争能力。

三、高校学报办刊定位的选择
高校学报的办刊定位首先要从行业定位开始。“高校学报是

高校主办的服务于科研和教学的学术期刊”，这是高校学报的行

业定位，是高校学报区别于其他刊物的 基本定位，也是高校

学报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对于每家高校学报而言，其具体

的办刊定位有以下三种模式可供选择。

1. 综合性高校学报

高校学报一开始就是综合性期刊，这是因为高校本身就由

诸多学科构成。1978年，教育部在《关于办好高等学校哲学社

会科学学报的意见》中指出：“高等学校高校学报是以反映本校

教学科研成果为主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综合性高校学报采

取的是无差别办刊定位，即把所有的科研工作者都视为读者和

作者，同时向他们提供无差别的服务。这种办刊的主要优点是

稿源较充足，读者面广，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主办学校的科研

和教学状况，能够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但其缺点也不容忽视，

刊物缺乏个性，办刊模式易被模仿。客观地说，在学术研究尚

处于较低水平而学术期刊数量有限的时期，早期的综合性高校

学报能够主动承担发表科研成果和促进学术交流的重任已十分

难能可贵。然而随着高校学报数量的快速增长，综合性高校学

报出现了“千刊一面”的问题，不少高校学报既没特色也没质

量，对读者和作者缺乏吸引力。这不是说综合性高校学报一定

不能办好，而是说综合性高校学报办好并不容易。办好综合性

高校学报要有相当的办刊实力，要有优质而充足的稿源，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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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的刊载内容，而主办学校的社会声誉和学术资源至关重

要。目前有不少名校的综合性高校学报办得很成功，知名度高，

影响力大，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清华大学

学报》、《人民大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

科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南开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已是“核心期刊”和“名刊”。成功的综合性高校学报

是“靠质量取胜”，其刊载内容多是精品。但是，对于大多数高

校学报而言，很难做到“五个指头一般长”， 综合性的办刊定位

其实并不适合大多数高校学报。

2. 专业性高校学报

专业性高校学报是服务于某一研究领域、某一学科或某一

专业的高校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自然科学版”“工学版”

和“理学版”的、高校学报都不属于专业性高校学报，而“医

学版” “化学版”“经济学版”和“管理学版”的高校学报则属

于专业性高校学报。专业性高校学报服务对象专一，办刊定位

明确，专业特色明了，易于提高刊物的社会影响力和竞争力。

但是，要办好专业性高校学报并非易事。一是稿源问题。主办

学校如果是“单科性”高校，本校稿源较充足，维持办刊不是

很难；主办学校如果是“综合性”高校，就要依赖校外稿源，

维持办刊不易。二是利益平衡问题。“综合性大学”是当下众多

高校的追求，而所谓“单科性”高校的学科、专业已不再单一。

三是办刊风险的问题。专业性高校学报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

一个篮子里”，而在与近5000家科技期刊的竞争中，专业性的

定位就一定能获胜吗？因此，大多数高校学报很难做到“一个

指头特别长”，专业性办刊定位也不适合大多数高校学报。

3. 特色性高校学报

对于大多数高校学报而言，综合性办刊定位和专业性办刊

定位都不是 佳选择，而应选择特色性办刊定位。所谓特色性

办刊定位，就是利用差异化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方式、

服务形象和服务文化等来突出办刊特色，以便区别竞争对手和

获得差别优势，从而保证刊物的可持续发展。相对于综合性高

校学报的“无差别”和专业性高校学报的“专一化”，特色性高

校学报是“有选择的专门化”，其办刊难度不高，且易凭借特色

获胜，这是因为“挑出一两个长指头并不难”。我国历史悠长，

各地的地理、经济、文化和历史等千差万别，各地高校的教学

和科研也五彩缤纷，各地高校学报完全可以依托本地和本校的

特色资源办好刊物。2004年起教育部启动了“名栏工程”，《武

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的“哲学”、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的“世界史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的“岳

麓书院与传统文化”、《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

“蒙古学研究”、《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的“北京学研究”和《滨

州学院学报》的“孙子研究”等栏目入选。这说明“以特色办刊、

以特色竞争和以特色发展”的办刊模式大有可为。

四、特色化办刊定位的实现
“特色”即“差别”，意味着与众不同。企业一般利用差异

化的产品、价格、渠道、服务等要素来制造差别竞争优势，而

高校学报可利用刊物的外观、刊载内容和办刊文化来凸显办刊

特色。

1. 选择有特色的刊载内容

高校学报的刊载内容犹如企业的产品，每一个栏目所包含

的内容就如一个产品系列。综合性高校学报是“生产全系列产

品”，特色性高校学报是“生产数个特色系列产品”。因此，特

色性高校学报的栏目数量不宜过多，重点栏目有5个左右即可，

而特色栏目有1~3个就好。所谓重点栏目，就是能够代表高校

学报整体办刊水平的栏目；所谓特色栏目，就是能够突出体现

高校学报办刊特色和办刊优势的栏目。重点栏目、特色栏目的

选定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要充分考虑读者和作者的需求，

充分利用本校、本地的优势资源和特色资源，充分了解刊物之

间类似栏目的竞争状况， 后才做出可行的取舍。建设好特色

栏目是高校学报的办刊重点，而使之成为公众认可的品牌栏目

则是高校学报的办刊重任。

2. 创设有特色的刊物外观

特色性高校学报还应拥有个性化的外观形式，以便公众能

够瞬时注目。高校学报的封面要典雅大方，尽可能体现出本地、

本校和本刊的特色；高校学报的编排要符合学术规范，尽可能

避免错漏，但又不至于使人感到沉闷；高校学报的印制要力求

精美；高校学报的信函、通知和电子邮件等也要保持统一格式

且利于宣传。随着期刊网络化趋势的形成，不少高校学报有了

自己的网页，而网页自然也就成为高校学报的“门面”。因此，

高校学报要对网页的结构形式、内容形式和功能形式进行精心

设计，以便吸引网友来访，从而达到宣传高校学报的目的。

3. 形成有特色的办刊文化

办刊文化是办刊过程中形成并被共同遵循的价值信念、行

为规范以及行为方式。对内而言，办刊文化是能否有效形成刊

物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竞争力的关键；对外而言，办刊文化是

能否有效塑造刊物良好社会形象的关键。在办刊过程中，高校

学报可从服务理念、服务态度、服务行为、服务技能、服务体制、

服务方式和服务标准等方面着手，培养出适合于自身发展且易

于公众识别的个性化办刊文化。

（作者单位：嘉应学院学报编辑部，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

科“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学科共建项目“高校学报营销研究” 

GD12XXW04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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