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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学报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是从我国高职学报的现状看，具有领先技术导向性的、有一定影响力的
高职学报较少，因此确定高职学报的功能定位显得十分必要。应该充分发挥高职学报倡导求真务实精神的作用，在实际工
作中增强服务意识，并积极探索面向社会办刊，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为企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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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状及原因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整个国

家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发生变化，产业结构调整

也在逐步深入，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06 年国家教育部

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

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高职教

育，我们的高职院校受到了巨大鼓舞，展示出蓬勃

生机。在这个大背景下，高职学报面临全新的发展

机遇和挑战。高职学报是伴随着高职院校的发展

而发展起来的，现阶段有一定规模的高职院校一

般都设立了学报编辑部，创办学报刊物，配备相应

人员，并在办公经费上予以支持，但是学报编辑部

仍然是高职院校的边缘部门，远没有得到应有的

重视，多数高职学报都没有独立的行政建制，一般

都是和别的部门，例如高教研究室等合署办公，或

者挂靠在科技处等科室，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学报

编辑部人员少、规模小、发行量小、影响力弱，且多

为内刊。
从我国高职学报的现状看，具有领先技术导

向性的、在高校和行业企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高

职学报较少，多数高职学报创刊时间短，办刊理念

陈旧，竞争意识不强，经营机制老化，稿源不足，缺

乏高质量的应用型稿件，学报缺少影响力，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不高。存在以上问题主要是因为：第

一，在现有的体制下，高职院校学报编辑部作为事

业单位的一个部门，不管在实际工作中多么边缘

化，学校还是会按照省教育厅的相关文件给予资

金、人员、办公场所等支持，而学报编辑部的主要

任务就是按时出刊。在这种情况下，高职学报的工

作人员本身没有生存压力，也就没有发展动力创

造更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第二，高职教育发

展的时间毕竟还短，相应地，高职学报也还没有找

到自身准确的定位。很多高职学报自创刊之日起，

就以普通大学学报为发展模式，而没有从自身特

点出发，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及优势去办刊。高职院

校的培养目标是服务生产第一线的高级蓝领，作

为高职学报应该办成具有较高应用价值的学报，

反映实用性较强的科研成果，与普通高校追求理

论高度、学术价值区别开来，这样才能有自己的鲜

明特色，从而在学报领域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第

三，高职学报一直以来被当作反映本校教学水平

和科研成果的窗口，但是由于我国高校之间水平

差距甚大，这些院校在科研基础、科研能力等方面

存在很大差别，这样，科研实力不强的高职院校的

学报局限于刊载本校创新性不强、理论性弱的论

文，校际不平衡非常明显，科研人员在出版这一公

共资源领域面临极大的不公平，而且目前的职称

评审制度主要是看在国际、国内有学术影响力的

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情况。因此，优质稿源都集中于

有影响力的核心刊物，普通大学学报已经出现稿源

缺乏的现象，高职学报这一现象更是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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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职学报在办刊方向上的发展趋势

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认为：“学报是借以报告

吾校现状于全国教育界”，“吾校现状”应该是指学

校的教学和科研现状。长期以来，高职学报和普通

高校学报一样，一直被当作反映高校教学水平和

科研成果的窗口，但随着高等教育和期刊学报的

改革和发展，高校学报这种狭义的窗口功能已经

弱化，学报的发展受到严重挑战，尤其是高职学

报，仅靠本校作者已经无法维持刊物质量，因此，

大多数高职学报必须采取开放式用稿方式，学报

承载的学术压力，反映的学术水平已经与主办学

校几乎毫无关联。而且学校在政策导向上也是鼓

励本校的论文投向国际、国内有学术影响力的刊

物，这也是几乎所有学校教学评估和职称评审的

重要指标，实际上，学校本身已经逐步淡化了本校

学报的窗口功能，读者并不认可学报的窗口功能，

校内作者也不会盲目维护学报的窗口功能，不愿

把高质量的论文投向本校学报，这也使得高职学

报面临巨大的用稿压力[1]。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不

断影响着社会职业岗位的发展变化，社会对生产

一线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为

满足这一需求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高职教育

发展起来。高职学报是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而发展起来的，因此，高职学报的定位应建立在高

职教育定位的基础上。高职教育既是高等教育又

是专门技术教育，其目标是培养适应生产、建设、
管理、服务一线所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高

职教育的这种定位决定了高职学报的办刊方向：

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等一线，突出应用理论

的研究，侧重于应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促进科技

成果的转化，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

三 高职学报的功能定位

（一）倡导求真务实的精神
近年来高职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

同时也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一个重要方面是

高职院校缺乏理性的思考和缜密的研究，缺少独

立自主的科学见解，因此，办好高职学报，在全校

范围内培养教学、科研的学术研究风气，倡导求真

务实的精神是十分必要的。在论文的采用及编辑

加工中，高职学报要以国家标准、科技期刊规范对

作者提出具体要求，并在独立见解、充实内涵、科
学严谨、恪守规范等方面加以具体的引导，作者在

修改过程中对自己的文章乃至研究进行重新审视

和思考，不仅提高了论文的质量，而且有利于建立

起科学严谨的研究风气，同时，学报也应具有一定

的文化影响力，即通过高质量的论文和规范严谨

的编辑风格提供样板、范例，对读者和作者发挥群

体的导向作用，由此可见，学报的学术领导功能，

文化建设功能是十分明显的[2]。
（二）提高服务意识
高职学报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面临种种挑战

与危机，学报要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富有生机和

活力，就必须时时改革创新，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面向社会办刊，提高服务意识。首先，高职

学报在为作者服务的同时也要积极为读者服务。
在学报的日常管理工作中服务作者的意识远大于

服务读者，而作者对学报的关注度也最高，现在的

职称评审与发表论文息息相关，大家都在尽力多

发文章，这为学报提供了丰富稿源,同时也促使学

报和作者关系更紧密，学报不仅重视和资深专家

学者保持联系，争取名家名篇，也会团结和吸引一

批积极为学报提供稿件的青年教师、高校研究生。
学报和科研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

学报也在某种程度上做着科研队伍培养的工作。
重视作者是必要的，但是增强为读者服务的意识

也同样重要，学报作为一种出版物，只有在被人阅

读时才能使其功能与价值得以全部显现，学报的

最终目的是供人阅读，因此，高职学报要想在众多

期刊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发展成为有一定影响力

的刊物，就必须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改变以往学

报为读者服务的被动局面，本着尊重读者的原则，

努力捕捉读者的阅读心态与阅读走向及其动态变

化，根据读者需要遴选稿件，力求使学报与读者需

求合拍，以保障学报的深入发展。观察国内外的一

些优秀的期刊，它们办得有新鲜感和时代感，注重

可读性，读者意识强，他们视读者为自己的衣食父

母，这种强烈的读者意识使它们的影响力大增，也

拥有了无数的读者和作者。为读者服务并不是新

话题，出版界的前辈们早就提出了这个口号，它对

今天高职学报的发展仍有意义[3]。
另外，重视发行工作也是强化学报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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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方面。学报服务于社会的功能只有借助于

发行工作得以最大程度地实现，所以，高职学报应

该把发行工作作为整个学报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当前高职学报乃至整个高校学报界普遍存在重编

辑加工轻出版发行的现象。认为学报是学术刊物，

将自己区别于社会上的其他期刊，竞争意识服务

意识淡薄，按时出刊就完成了工作任务。高职学报

多数没有刊号，发行量很小，一般几百份，主要用

于兄弟院校、同行业间免费赠阅交流，这使高职学

报处于一种封闭的、极少读者的被动状态。这种状

态严重阻碍了学报的传播功能，也制约了高职学

报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一点应该引起全体高职

学报同仁的高度重视，学报编辑部的每一位工作

人员都要关心发行工作，掌握高职学报发行工作

的特点，努力拓宽发行渠道，扩大对口的院校之间

的交流，特别是高职院校学报间的交流，扩大在行

业企业间的传播范围，从而增强社会影响力。高职

学报还可借鉴一些现代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与

市场经济接轨，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服务社会的

功能。
（三）面向社会、企业办刊
高职学报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其主要是面向地

方的经济建设办刊，因此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成为

高职学报最主要的功能定位，这也促使其了解地

方经济建设与企业的需求，特别是技术进步的状

况和需求，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高职学报面向

企业办刊既能为经济建设也能为自身发展创造出

经济效益，进而产生出良好的社会效益。高职学报

应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策划选题，约稿组稿，这就要

求高职学报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从实践中来，到实

践中去”的原则，对生产一线中出现的新问题，产

生的新技术、新经验有敏锐的触觉，并及时引导科

研人员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在科技工作实践中

不断提高教育工作者、科研工作者的教学水平、学
术水平和实践能力。高职学报是高职院校与企业

生产、技术、管理人员及其他科研院所交流与沟通

的桥梁，使科技得以交流互动，以利于科技创新及

地方经济发展。
高职学报面向企业办刊更应注重新理论、新

技术的实用性、针对性。传播的信息和推广的技术

应能指导企业生产实践，能切实解决经济建设中

的实际问题，因此，高职学报的办刊人员要深入企

业实际，了解和熟悉市场及相关企业迫切需要解

决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利用高职学报在相关领域、
行业的影响和优势，积极参与各种相关行业的展

览和研讨会，及时掌握相关行业的发展动态和前

沿课题。高职学报要多与政府机构、各地科委、行
业企业协会等联系沟通，了解相关信息，编辑部还

应与相关院校、学会等定期召开专业学术年会或

行业信息发布会，多渠道传播生产一线的信息，并

由此推广刊物，扩大刊物的社会影响力，促使传统

的办刊模式向适应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的现代办

刊机制转化，这有利于高职学报的开放式发展，为

市场化运作创造条件，同时也有利于企业的科技

开发，为生产第一线提供信息保障，这对于经济建

设、企业进步和刊物发展都有促进作用。
高职学报面向企业办刊还要有针对性地选择

所涉足的行业领域和相关行业，在内容取向、学术

风格、栏目结构上形成个性化特色，在相关行业领

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和存在价值，这是高

职学报区别于普通高校学报并在竞争中得到不断

发展的重要支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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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Functional Position of Journal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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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re are no influential technology-oriente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journals which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is circle. So
it is very necessary for journals to determine its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a role of advocating the pragmatic spirit. Journals
should be enhanced the sense of services, and explored society actively. They should work for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erve for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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