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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地图”为科技期刊栏目经营导航
刘 岭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编辑部，524025，广东湛江

摘 要 为更好地促进科技交流、引导科研走向，科技期刊栏

目经营已经开始从学科论文的汇编向积极主动的栏目策划方

向发展，栏目所涉学科领域的科研信息即“学术地图”能够为科

技期刊栏目经营提供导航。这就要求编辑对“学术地图”有清

晰的了解，在工作中有必要尽快研究章法，从多种途径来构设

“学术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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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map" provides navigation for sci-tech period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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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guide scientific research，sci-tech periodicals have
been developing from the sole compilation of scientific papers to
positive column planning．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information that
column subject areas cover can be called " academic map" ． It
could provide navigation for the management direction of sci-tech
periodicals． It requires the editor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
academic map" ．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how to set up "
academic map" from a variety of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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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期刊大多规模小、实力弱，在学术交流中

的作用被日益“边缘化”，目前已远不能反映我国重要

的科研成果，也难以担负起促进科学技术交流、维系我

国科学共同体成员纽带的作用［1-2］。鉴于形势的严峻，

科技期刊出版业内不少人士从办刊的体制、机制、政

策、科技期刊评价体系等方面作了很多思考与探索，出

现了不少亮点，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有些科技期刊

近些年着力经营品牌栏目或者策划有影响力的专题栏

目、重点号等动态性相对较强的栏目，增强了期刊的科

技信息传播、学术交流和科研导引能力。如《光学·精

密工程》自 2007 年第 3 期开始设置《现代应用光学》栏

目，经过几年的积淀，凭借其突出的学科影响力和浓郁

的栏目特色，荣登吉林省 2010 年学术期刊名栏榜。再

如《现代纺织技术》注意到 2010 年初以来的民工荒给劳

动密集型的纺织企业带来严重问题，立即于当年开设如

《纺织生产节能降耗及新技术应用》《减少用工，提升产

品档次》等专题栏目，引领企业通过技术改造解决用工

紧张的难题，引起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3］。

从总体上看，科技期刊栏目经营已呈现由宽泛、分
散的学科论文“大拼盘”逐步向具体化、专门化与精细

化的科研专题，热点、难点问题推进的趋势［4］，这种栏

目经营趋势有利于从局部突破，带动科技期刊整体竞

争力和学术影响力的提升。

1 “学术地图”的引领作用

科技期刊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及其栏目经营的

趋势，事实上要求栏目编辑不能再做等米下锅的科研

文章的汇编者，而要成为积极主动的栏目策划、经营

者，在传播科技信息、促进科技交流、导引科研走向方

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角色的转型对科技期刊编辑掌握

科研领域信息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辑如何判

断现有栏目的老化程度，如何能及时策划有较高理论、
技术价值的专题栏目，如何感知并设置聚焦科学技术

领域热点、难点的重点号、专题号这类动态性栏目，都

需要编辑对所涉科研领域的信息状况、动态以及布局

了然于胸。在此可借用“学术地图”来表征编辑所需

掌握的科研领域的信息。“学术地图”本是专业科研

人员对某学科或某研究方向研究状况加以梳理，借以

理清发展脉络及学术布局的形象说法，如《中国传媒

经济研究的“学术地图”———基于共引分析方法的研

究探索》［5］等。科技期刊编辑需要掌握的“学术地图”
当然与专业科研人员的要求有别，它需要立足于期刊

栏目的特殊需要，为期刊栏目的经营方向提供导航。
1) 根据对学科发展趋势的了解，及时判断已设栏目

的老化程度，并设置能适应某一科研领域发展阶段的相

对稳定的栏目。如小油田在计划经济时代较少考虑经

济效益问题，但到市场经济时代必须讲究经济效益，《小

型油气藏》杂志已设栏目《石油地质》《油田开发》等无

法容纳这些内容。根据新的趋势该刊增设了《技术经

济》栏目，逐渐发展成《小型油气藏》的特色栏目［6］。
2) 根据科研领域的前沿动态和社会当前的需要，

策划动态性相对强的专题栏目、重点号和专题号等。
如《中华医学杂志》根据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围绕

“胃肠黏膜屏障”这样一个跨专业选题组稿并召开了 3
届全国性研讨会。会后部分优秀稿件在《中华医学杂

志》以“重点号”形式刊出，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和实

践提供了有益参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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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尽可能了解与掌握科研领域作者、审稿专家的

信息，建立作者数据库和审稿专家数据库，并加强与业

内专家的联系，加大约稿力度，为栏目策划、组稿约稿

提供优质稿源保障。
4) 根据对科研前沿信息的了解和对作者情况的

掌握，可更有针对性地做好为科研服务工作。如《中

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特别为创新性强的优秀稿件

设置了《研究快报》栏目，其特点就是“快”，受到作者

热烈欢迎［8］。再如《中国电机工程学报》《地理学报》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等很多科技期刊

都在网上建立优先出版通道，也是为学术价值较高的

稿件提供另一种“快”的服务。这些服务是对作者、读
者缩短出版时滞需求的有力呼应。

5) 根据对同类期刊办刊情况的掌握与比较，发现

优势、学术冷门或新的生长点，对自身期刊进一步准确

定位，运用差异性原则设置栏目，打造自身特色。
简而言之，编辑需要综合权衡“学术地图”中学科

发展信息、专业人员信息、同类刊物信息这 3 个板块的

信息，才有可能诞生一个既具学术价值又具可行性的品

牌栏目、专题栏目或重点号、专题号。判断的最大基准

是栏目的价值，由学科发展信息作出评估，这应该是一

个栏目存在的基本前提; 其次要关注的是稿源，这是由

作者资源决定的，而作者都是从专业人员中发展而来

的; 第三要正确定位期刊的生存空间，从差异中寻求竞

争力和影响力的生长点，这需要从同类刊物的信息中获

得。一个栏目的经营，必须兼顾考量这 3 个板块的信

息，这才是一个稳定的架构，才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

2 “学术地图”的构设途径

如前文所述，“学术地图”对栏目经营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在日常工作中有必要尽快研究章法，从多种途径来

构设“学术地图”，而非粗放的、无章可循的、缓慢的信息

获取、积累状态。从知网上以“期刊栏目”作为主题词，查

阅 1994—2012 年关于期刊栏目研究的文献，共计 362 篇。
经归纳可以看出，这些论文研究路径基本上是从期刊栏

目的设置原则、方法、特色、作用、特点等角度入手来探

求栏目在内容、栏题、栏目版式设计等方面的优化策略，

而鲜有研究者关注到“学术地图”的清晰度和新鲜度会

影响到栏目经营的高度。在此兹举一些构设途径。
2. 1 树立以专业人员信息为核心的“学术地图”构设

理念 “一个策划再好，如果不能实现，只能以单纯的妄

想告终。妄想和策划之间只隔着一张薄纸，妄想若能实

现，就是精彩的策划，但这张薄纸的差距往往是天差地

别”［9］。尽管栏目的策划、经营以栏目的价值为首要评

判标准，但归根结底需要稿件支撑，才具可行性; 因此，

在构设“学术地图”的过程中，编辑始终要把对专业人员

信息的跟踪与联系放在首位，以学术编辑的使命感，拿

出新闻记者的敏锐、娱乐记者的锲而不舍，采用多种方

式与业内专家加强联系，在与业内人员的联系中发展作

者队伍和审稿专家队伍、了解科技前沿信息等。
2. 2 加强外向型联系是构设“学术地图”的重要途径

1) 紧贴学术活动、学术会议等学科前沿活跃地

带。学科领域重要的学术活动、学术会议等往往是科

技领域发布最新科技成果、云集高层专业人员的活跃

地带，创造机会紧密跟踪与参与，是及时获取学科发展

前沿信息和联系专业人员很好的机会。
《光学·精密工程》自 2009 年计划出版英文光学

期刊、实施国际化现代运营管理模式以来，编辑部多次

参加了国内举办的各种光学学术会议［10］。其门户网

站的动态信息显示，2010 年 7 月—2012 年 12 月编辑

部参加行业领域国际会议 6 次。如在参加第 2 届国际

生物电子与生物信息学会议中，编辑通过听取大会报

告了解领域内最新进展，并向参会专家宣传介绍编辑

部目前出版的几种期刊，同时还邀请到美国、英国以及

国内的专家供稿和审稿［10］。《光学·精密工程》近几

年快速成长为我国现代应用光学与微纳米技术和精密

工程领域的国际性学术期刊，应该说与其编辑人员近

年积极参与这些重要的学术活动和会议密不可分。
2) 与各级学会深度合作，走访与学科相关的科研

院所、重点大学、实验室、工程中心等。如 2012 年 12
月，《水产学报》《上海海洋大学学报》编辑部走访广东

海洋大学、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中国

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科研院所，举行作者交流座

谈会。作者就他们关心的用稿标准、出版时滞等问题

进行咨询和提出意见，并对如何扩展审稿专家库、建立

优先发表绿色通道等提出建议，编辑部对他们提出的

问题和建议则作了详细的解答和回应。这对扩大期刊

学术影响力，争取更多优质稿源有着积极的意义。
科技期刊加强外向型联系的收益可用《光学·精密

工程》参会报道来概括: 通过参加这些会议，结交各领域

专家，了解各领域的最新进展，并向参会知名专家介绍

期刊，寻求潜在的合作机会［10］。这些站在学科前沿、现
场获得的资讯、建立的联系与进行的期刊宣讲，其效果

是办公室编辑工作无法比拟的。科技期刊的办刊资源、
条件及定位虽然各有差异，但是要想提升办刊水平，在

未来的发展中就应当进一步加大外向型联系力度。
2. 3 积极发掘常规办公室工作中的“学术地图”的构

设途径 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 Paul Zurkowski 最早

于 1974 年提出信息素养( information literacy) 这一概

念，“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及主要的信息源使问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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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解答的技术和技能”［11］。栏目编辑要做个有心人，

在常规办公室工作中利用信息工具和主要的信息源也

能发掘构设“学术地图”的很多途径。
1) 善于利用学术检索系统获取信息。目前，网络检

索技术和大型专业化数字平台为科技期刊编辑获取信

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科学引文索引》( SCI) 、《德温

特专利索引》( DII) 、《科技会议录索引》( ISTP) 、《英国

物理 学、电 技 术、计 算 机 及 控 制 信 息 社 数 据 库》
( INSPEC) 、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数据库( MEDLINE) 、
《工 程 索 引》( EI ) ，ISIWeb ofKnowl-edge 数 字 平 台

等［12］，都采用定制化和智能化检索技术，可以提供高精

度和高效率的专业信息提取服务。科技期刊编辑通过

这些平台可以及时、准确地掌握世界范围内科技领域的

动态以及从事此类研究的权威机构或人员，这对栏目编

辑构设“学术地图”将提供十分有价值的信息。
2) 充分利用新媒体发掘作者资源和专业信息。

电子函件、在线聊天、留言板、论坛发布、微博、手机等

多种新媒体方式，也是编辑发掘作者资源和专业信息

的土壤。例如，科技期刊可通过创办论坛来发现专业

领域的信息并团结一批作者，进而组稿。如《体育学

刊》近年打造体育在线论坛，在论坛发帖和回帖中发现

并发展了一批有创造力、有学术深度的作者，卢元镇教

授在论坛中与陆作生教授就《我国体育概念的界定》一

文展开学术争鸣，在学界引起不小的震动，该刊编辑部

适时邀约这 2 位教授将各自的成熟观点汇总成文发表

在刊物上［13］。这样，刊物既有了引起学界关注的专业

内容，也发展了作者。总之，科技期刊利用新媒体的互

动、灵活、便捷的优势可以打造学术交流的网络平台，进

而在交流中发掘有价值的信息和扩大作者资源。
3) 加强与作者、审稿专家、编委的联系，从中获取

学科发展信息和发展作者资源。他们都是专业人士，

是 Paul Zurkowski 提到的“主要的信息源”，是期刊生

存与发展最宝贵的资源。编辑在日常工作中要注意利

用组稿、约稿、审稿以及修改稿件等机会加强与这些专

业人士的沟通。例如，《中华医学杂志》2001—2010 年

被引频次在 100 次以上的文章，多为向编委约的稿。
该杂志每年有 32 期以上都设有重点号，其内容也都是

编辑和相关专业编委共同组织策划的［7］。可见，加强

与专业人员的联系合作，更有利于获得前沿的学科信

息和优质稿源，对提升科技期刊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
4) 通过学科研究综述类文章了解学科发展动态

和具有代表性专业人员的基本情况。学科研究综述类

文章会非常清晰地论述研究领域的发展情况和最新进

展，以及开展科研工作的主要机构及人员，这也是科技

期刊编辑快速了解学科和专业人员信息的便捷途径。

例如，罗非鱼是我国南方最重要的水产养殖品种

之一，也是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品种［14］，地处南方的具

有海洋水产特色的《广东海洋大学学报》经常会收到

“罗非鱼”方面的稿件。栏目编辑想就这方面稿件审

稿或者组稿，可从知网登录，按照主题检索输入“罗非

鱼”和“进展”这 2 个词，得到 2011、2012 年共计 9 篇

有关罗非鱼养殖和综合加工方面的研究进展，再按照

主题检索输入“罗非鱼”和“综述”，得到 2011、2012 年

共计 8 篇有关罗非鱼养殖或综合加工方面的综述。可

以看到，最近 2 年的这些研究进展或综述一是描述了

研究的进程，二是涉及目前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三

是提到了相关研究人员。对这些信息进行解读，可为

栏目编辑组稿和审稿提供很有价值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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