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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学报，是由高职院校主办的以反映本

校学术科研成果为主旨的综合性学术期刊。长期以

来，高职院校学报作为承载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之

一，成为反映高职教育层面学术发展动态、发展方向

和研究水平的主要渠道。为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
师资队伍的培养以及搜集、储存、报道、传播、交流和

展示高职教育学术研究的成果立下了汗马功劳。笔

者认为，学术期刊本质上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在

人们的使用过程中，不断地被人为地赋予“拟人化”
的丰富涵义，逐步形成其试图不同于其他类期刊的

内涵属性，比如学术性、理论性、创新性、独特性、校
际性、地域性、规范性等等。如何使自己的学报成为

品位高、影响大、学术号召力强、读者覆盖面广、具有

独特风格、形成卓越品牌的学术期刊，是每一个高职

院校学报编辑们的共同梦想。梦想何以成真? 运用

管理学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解读: 就是通过作者和

编辑们的共同努力，使得作为“拟人化”的工具的高

职学报实现整体绩效的最大化。关于绩效，1988 年

布伦巴克提出，绩效不仅是实现目的的工具，本身也

是结果，是为完成任务的精神和体力方面所做的努

力的结果。［1］对于高校学报而言，绩效就是追求达

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优、人优我特”的始

终领先一步的效果，而保证和保持这种绩效的可持

续发展的独特能力，就是高职院校学报的核心竞争

力。

1 提升核心竞争力，是高职学报发展

的生长点

当代社会的竞争是每个人都无法逃脱的挑战:

竞争对手的进步越来越快，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服

务对象越来越成熟，竞争也将越来越激烈。学术期

刊的竞争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愈演愈烈，这也是高职

院校学报面临的不可回避的严峻态势。
我国现有期刊 9821 种，学术期刊占一多半，达

5300 多种。其中高校的学报有 1700 余种，仅从数

量而言，不说蔚为大观，也称得上可观。但就具体的

学报个体特别是高职学报来说，要在学术期刊的海

洋之中，哪怕是学报的群体之中脱颖而出，也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仅从发行量来看，由于学报长期以来

形成的自身格局、出版形式和内容的综合性以及消

费者特定需求的指向性，造就了学报的“小众化”特

征，使得学报“很难有大的发行量，达到 1000 份的都

不够 50%，有的学报就发行 200、300 份，放在图书

馆自己发一发，这样的期刊不在少数”。［2］缺乏市场

竞争能力，是高职院校学报长期以来一直无法去怀

的心病。
从世界范围看，受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对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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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行业造成强烈冲击; 同时，包括互联网在内的网络

媒体、移动媒体等新媒体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技术越

来越成熟，对传统媒体的影响颇大，甚至有取而代之

之势，“狼来啦”呼声四起。作为学报服务对象的读

者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法发生变革，阅读习惯和观

念也因之改变。形势逼人，高职学报危机四伏，这绝

不是危言耸听。
面对现实，高职学报如何站稳脚跟，走出困境，

突出重围，谋求新的发展，这是每一个编辑人员都应

该思考的问题。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不

断地更新观念，认真分析和把握形势，准确定位，及

时调整思路，加强学报自身建设，主动适应和融入不

断发展的外部环境，寻求新的加速发展的生长点，才

能立于不败之地。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花大力

气打造和提升学报的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的概念是 1990 年美国密西根大学

商学院教授普拉哈拉德( C． K． Prahalad) 和伦敦商学

院教授加里·哈默尔( Gary Hamel) 在其合著的《公

司核心竞争力》(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
ration) 一文( 发表在 1990 年的 5 月到 6 月的哈佛商

业评论( the havord business review) 上) 中首先提出

来的。他们对核心竞争力的定义是: “在一个组织

内部经过整合了的知识和技能，尤其是关于怎样协

调多种生产技能和整合不同技术的知识和技能”。
从与产品或服务的关系角度来看，核心竞争力实际

上是隐含在公司核心产品或服务里面的知识和技

能，或者知识和技能的集合体。严格地讲，核心竞争

力就是对形成组织竞争优势发挥关键作用的活动或

流程。核心竞争力能帮助组织创造并保持优于竞争

对手的、能够更好地满足特定客户群对成功关键因

素要求的能力，而且该能力很难被模仿。［3］高职学

报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其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可持续

生存与发展的吸引、拥有和控制作者、读者和市场的

独特影响力和核心能力。只有真正拥有和提升核心

竞争力，找到自身发展的新的生长点，高职学报才能

做到地位得以提升，品牌得以升华，才能阳光明媚，

春风得意，才能可持续地和谐发展。

2 提升高职学报核心竞争力的途径

2． 1 准确定位
定位，是确定某一事物在一定环境中的位置。

高职学报定位即编辑人员通过调查研究，判断并确

定学报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准确位置。它大致涉及

学报的层次、内容、对象以及编辑主体等诸多方面。
2． 1． 1 高职学报层次定位

层次是系统在结构或功能方面固有的等级秩

序。具有多样性，可按照事物的质量、能量、运动状

态、空间尺度等多种标准划分。不同层次具有不同

的性质和特征，既有共同的规律，又各有特殊规律。
高职学报属于学术期刊的一个种类，在学术期刊中，

它有自己的相对的层级地位，即使在高校学报群体

内部，由于具体的学报自身的各种条件不同、反映的

学术成果的水平不同、知名度和美誉度不同、在社会

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不同、社会影响力也不同。所以，

客观上，不同的学报的层次、地位也相应存在差距，

形成不同的层次，这是无须讳言的，也是符合学报发

展的客观规律的。
高职学报应该认真研究学术期刊以及学报群体

的发展态势，了解竞争对手的生存状况，明确自身在

学报群体乃至学术期刊群中的层级位置。必须要清

楚我是谁，我服务的对象是谁，我跟服务对象是一种

什么样的关系，我应该为服务对象提供什么样的服

务。所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只有知道自己到了什

么山，才能确定唱什么样的歌。这个“山”，就是高

职学报的层次定位。客观地讲，高职学报不能和综

合性高等院校学报特别是诸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等学报比拼高低，也难以达到这样的学术地位和学

术水平，这种学术的层级划分具有一定的先天性，与

学报依托的母体———高等学校本身的层级位置是相

互关联的。高职学报在学术地位、传播空间、学术影

响力等方面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通过我们的努

力，从地域性、专业特色、应用性等方面突破，形成自

己的优势和特色，在高职学报群乃至同层次的刊物

中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2． 1． 2 高校学报内容定位

明确了学报的层次定位，才能正确选择和确定

学报的内容。
内容是学报吸引广大社会公众注意力，满足社

会公众特别是目标公众需求的根本所在。学报是学

术期刊，应该在某个领域或某个专业具备较高的学

术水准和创新性，突出浓郁的学术性，倡导“有思想

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王元化语) ，恪守学术期

刊的“学术性、创造性和探索性”宗旨，发他人之未

发，言他人之未言。通过刊发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反

映学术思潮，预测学术走向，倡导优良学风，激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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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笔者认为，不同层次的学报，应该反映不同

层次的内容，满足不同层次社会公众的需求。一本

学报，无论其名头多么响亮、外观多么华丽、编辑队

伍多么壮观、印刷多么精美、广告多么耀眼( 这些也

是学报成功的充分条件) ，在内容上不能突破“千刊

一面”、“千篇一律”的惰性模式，没有适合目标公众

的准确定位，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特别是目标公众的

实际需求，或一味追求所谓高水准而好高骛远，或为

了牵就作者或读者而降格媚俗，都是没有生命力的。
高职学报首先要为高职教育服务，系统、科学地

研究高职教育，探寻高职教育的发展规律。高职院

校在改革、发展的大潮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办学风

格和办学特色，不断地丰富了高职教育的理论和实

践，为高职学报内容的创新性和丰富性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同时，高职院校往往和地方经济文化的发

展紧密结合，与行业的发展唇齿相依，这为高职学报

的内容的独特性和研究特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

方面，诸如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的“粤北瑶壮文

化研究、清远研究”，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的

“道路与交通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研究”，广州水

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的“水利与土木工程”广

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的“经济与文化研究”和广东

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的“农垦与热带作物研

究”都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2． 1． 3 高职学报作者对象定位

作者是指进行文学、艺术或科学创作的人，即进

行直接产生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的人。
高职学报作者指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人，是高职学

报完成和实现其搜集、储存、报道、传播、交流和显示

学术研究成果目标的直接依靠对象。依靠什么样的

作者，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编辑，也决定了你编辑的

是一份什么样的学报。
2． 1． 4 高职学报读者对象定位

读者是学报的上帝。读者是哪些人，不仅规定

了学报的内容，也规定了学报的市场空间。因此，读

者对象定位是高职学报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编辑方

针、办刊宗旨等等都要以此为前提和出发点。
要强化一个观念，即期刊( 不论是高职学报还

是其他刊物) 首先是为读者服务而不是为作者服务

的，更不是为编辑者服务的。学报是给读者看的，也

是必须面对市场的。对于学报而言，市场是一个以

学报专业特色和学术水平为中心的市场辐射圈，这

个圈的大小取决于一个学报的专业影响力和办刊人

员的市场拓展能力，也取决于一个学报对读者对象

的定位准确程度。读者对象定位准确，就能最大限

度地满足读者对象的需求。读者的需求越强烈，读

者为满足需求所采取的行为就越有力而且越执着，

学报的影响力就越大，价值也就能得到更加充分的

体现。只有当一个学报与读者对象之间产生情感共

鸣、燃起情感对话的火花时，这个学报才有可能升华

成为一个品牌。
2． 1． 5 高职学报编辑自身定位

高职学报编辑在完成和实现高校学报搜集、储
存、报道、传播、交流和展示学术研究成果目标的过

程中，作用十分重要，地位和身份也相对复杂。学报

编辑以编辑加工的方式客观上参与学术成果展示的

创造性劳动，又是学术成果最初的阅读者; 既是学术

成果的选择者，又是学术成果的推广者。但我们要

清醒地认识到，学报编辑实质上是一个服务者，为作

者发表学术成果服务，为读者获取学术成果信息服

务，就其本质而言，具有鲜明的中介属性，它分别与

作者和读者之间形成一种双向对称的互动关系: 在

目标上将学报与作者和读者的利益置于同等重要的

位置上; 在方法上坚持学报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双

向传播与沟通。
2． 2 开拓进取
2． 2． 1 探寻高职学报的办刊规律

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

系。人们要想在活动中获得预期的目的，即取得成

功，就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认识和尊重客

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高职学报也有自身的

发展规律。相对于其他学术期刊，高职学报有着一

些相对特殊的特点，比如管理体制、办刊模式、作者

队伍与读者对象、发行范围、运作机制等等，优劣共

存，把握好了，可以成为得天独厚的优势，促进学报

的发展; 把握不好，可能成为桎梏身手的劣势，阻碍

学报的发展。因此，认真研究每个学报办刊的优势

和劣势，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探寻高职学报的办刊

规律，认识和尊重客观规律，是每一个高职学报编辑

部和编辑人员必须做好的必修功课。
2． 2． 2 人才强刊，形成内力

高职学报办刊成功与否，人的因素起决定性作

用。管理者人员、编辑人员、校对人员、出版发行人

员等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运用著名的“木桶

原理”作比，都是组成木桶的各根木条，学报这只木

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根木条。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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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刊是一种对整体实力要求极高的职业，任何一点

局部劣势都会在高职学报出版的整体效果上被放

大。
高职学报依托高等学校办刊，“近水楼台先得

月”，具有一定的人才优势。但高职学报编辑工作

是一项专业性很强同时又是整体性要求很高的工

作，既要求编辑人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能

力，又需要编辑人员具备团结合作的协作精神，建设

一支素质高、业务精、能力强、协作好的编辑团队，充

分发挥每一个编辑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高涨热情，

营造一种和谐进取的团队氛围，培养和造就一支高

素质的学报编辑出版人才队伍，形成共同创造的合

力，是高职学报发展的重要保证。
2． 2． 3 加大宣传力度，拓展学报市场

要有一种不进则退、优胜劣汰的危机感和紧迫

感。改变过去那种“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好酒不

怕巷子深”的传统思维模式，也要摈弃高职学报编

辑极易产生的“任其自然”的冷漠思维，要有强烈的

忧患意识，面对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的现实，要有一种

强烈的竞争意识。要使学报编辑们将求创新、出精

品、谋发展当作自己责无旁贷的生存意识、责任意

识。主动出击，树立“好酒也要勤吆喝”的新观念，

加大宣传力度，主动适应市场，利用一切的机会宣传

自己的学报，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理解自己的学

报，扩大高职学报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挖掘潜在的市

场需求和读者需求，创造市场、创造读者，使高职学

报走出高职校园，拓展高职学报的市场空间。
2． 2． 4 加大投入，健身强体

囿于高职学报长期以来发展的多种局限，大多

数学报自身造血功能相对不足，尽管各主办单位给

予了相应的资金投入，但大多数只能维持运行，发展

动力不足。这种状况下的高职学报，需要主办单位

和相应机构加大投入的力度，使高职学报逐步强健

起来，逐步增强学报自身造血功能，才能产生正面的

“马太效应”，发挥正能量，做到强者更强，形成良性

循环的学报发展局面。
2． 2． 5 发掘亮点，突出特点

同其他期刊一样，高职学报必须以质量求生存，

以特色求发展，以个性铸品牌，这是提升高职学报核

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高职学报要想可持续发展，

形成品牌，独领风骚，必须花大力气发掘自身亮点，

突出自身特点。正如邹韬奋所言: 没有个性或特色

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就更没有希望了。期刊

的竞争，实质上就是个性的竞争，其核心竞争力取决

于刊物的办刊宗旨、理念方针、读者风格等方面不易

为别的刊物模仿、替代或超越的能力。虽然现在社

会已经不是“一招鲜，吃遍天”的时代，但是，或以专

业特长显优，或以地方特色见长，已经成为高职学报

编辑人员的共识，也正在为广大编辑人员实践之中，

许多学报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值得更

多的高职学报学习和推广。
2． 3 与时俱进

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放眼当今世界，风云

变幻。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趋成熟，数字出版的高

速发展，新媒体的风起云涌，对以传统出版形式为主

的高职学报形成强烈的冲击。这是高职学报必须面

对的现实，对于高职学报而言，既是挑战，同时也孕

育机遇。数字化出版是出版手段的一次革新，是出

版的延伸和发展，为出版业拓宽了一片新的天空，也

是社会发展的进步的必然结果。面对现实，高职学

报不能站在原地慨叹无可奈何，更不能把自己立于

数字化出版的对立面，应该主动出击，认真研究数字

化出版等新媒体的特点，探究彼此优劣，主动与新媒

体联姻，相互取长补短，使传统媒体长期不懈努力形

成的内容优势与新媒体日新月异的技术优势相结

合，视新媒体技术为春风送暖，携手新媒体技术如虎

添翼，寻求合作，共谋发展，相得益彰。

3 提升高职学报的核心竞争力是高职
学报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为学术性期刊，高职学报自身特点十分突出，

优势明显，局限性也同样明显。在新形势下挑战与

机遇并存，努力打造和提升高职学报的核心竞争力，

既是必需的，也是可行的，是高职学报发展的必由之

路。高职学报的发展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必须脚踏

实地，把握机遇，客观评价自己，结合实际准确定位，

实事求是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寻找新的生长点，因势

利导打造和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创新思维，开拓

发展，高校学报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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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uilding of Core Competence of College Journal
LIU Shengping

( Journal Editorial，Guangdong AIB Polytechnic College，Guangzhou 510507，China)

Abstract: Fierce competition，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exist simultaneously． College Journals must find its
way，and search for scientific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build and upgrade its core competence，cooperate with
new media technology，then could have faster and bett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llege journal; core competence; location; cooperation; new media techn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