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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 分析了高职高专学报的质量状况, 从编辑出版的角度讨论了高职高专学报的质量控制与发展策略, 认为编辑缺位、审

稿曲解、编辑出版流程虚化是影响质量的关键因素。在编辑部内部实行严格的质量管理、提高编辑职业能力、落实编辑责任制度,

可以有效提高学报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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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Analysis the quality of vocat ion al college jou rnals, from the angle of edit ing and pub lish ing in vocat ional college jou rnals discuss ion

of qual ity control and developm en t s trategy, th ink ed it vacancy, review ing perversion, ed iting and pub lish ing process fals ified are th e key factors

affect ing the qual ity. In the new sroom sets- up strict qual ity m anagem ent and im provem en t of editor� s p rofessional ab ility, imp lem ent ed itor

respons ib ility system, can effect ively increase the journal overall qua 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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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报质量是学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通常从政治质量、学

术质量、编辑质量和出版质量 4个方面加以评价 [1]。学报质

量影响因素众多, 从期刊管理与评价政策到编辑部内部具体

运作方式, 高校学报界进行了持续的大量的讨论 [2- 6]。但这些

探讨对近十年来逐步发展起来的高职高专学报缺乏针对性。

就高职高专学报的办刊现状而言, 从学报编辑出版的角度探

讨学报的质量控制方法,更能切合现实。

� � 一、总体质量概况

高职高专学报特指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出版的由高

等专科学校或职业技术学院主办并以校名冠名的学报, 以区

别于其他类型的高校学报和高职高专院校主办的内部资料性

学报。高职高专学报在 1998年新闻出版总署下发  关于建立

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的通知!以后得到了快速发展, 以双

月刊和季刊为主, 出版内容涵盖农林、医药、师范、工程技术、人

文社科等领域。

与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和专业性应用型大学主办的学报相

比, 高职高专院校主办的学报, 办刊历史较短, 办刊能力较弱,

读者认可度不高, 学术影响力较低。金欣对 2007年 88种职业

技术学院学报的年度综合引证数据作了具体的分析, 认为高

职学报的载文量、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他引总引比、基金论

文比、即年指标等评价数据在高校学报群均不占优势 [7]。高

专学报的相关数据分析结果与此相似。

高职高专学报基本上被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

据库收录, 但被国外检索机构收录者则凤毛麟角。在北京图书

馆 ∀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 ∀中

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 CSSC I)来源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

献信息中心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

学学报学会 ∀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 #、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 ∀中国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 CSCD )来源期刊#、中国

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等国内有影

响的核心期刊遴选体系中,未见高职高专学报入选。

在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期刊评比活动中, 高职高专学报获

奖者亦无优势。以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组织的

高校科技期刊评比为例, 在 2006年、2008年和 2010年三届

∀中国高校精品∃ 优秀 ∃ 特色科技期刊奖#评比中 ,高职高专

学报累计入选精品期刊 0种, 入选优秀科技期刊 7种, 入选特

色科技期刊 11种;在 2004年和 2009年全国高校科技期刊优

秀编辑质量奖评比中,获奖高职高专学报分别是 4种和 11种。

高职高专学报的编辑出版受到办刊体制、办刊条件等诸

多因素的制约, 整体质量的提高可谓任重道远。在编辑出版过

程中, 建立内部质量管理制度, 实施编辑质量控制,通过提高编

辑职业能力和编辑质量, 从而有效地提高学报总体质量, 无疑

是现实的可行的一种选择。

� � 二、编辑出版的主要问题

学报编辑部是具体运行编辑出版职能的机构, 编辑是出

版制度的具体执行者。但是,高职高专院校在学报出版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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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编辑出版管理制度的执行、编辑职业能力的考量、办刊条

件的支持等方面大多缺乏应有的重视。部分学报编辑部附设

于教务处、科研处或高教所, 混淆学术出版与教育管理和研究

的工作性质, 从而引发诸如经费投入与使用、人员配置与培养、

出版运作与质量监控等一系列问题。主办单位对学报出版性

质的认识偏差, 直接地表现为编辑缺位、审稿形式化和出版流

程混乱等现象。这是大部分高职高专学报质量失控的关键

因素。

1�责任编辑缺位

责任编辑缺位包括主编缺位和编辑缺位。部分高职高专

院校作为主办单位对学报出版理念和功能的认识存在偏差,

导致学报出版工作边缘化, 编辑职业泛职业化, 国家有关出版

政策, 往往难以落实。主编由院 (校 )长兼任,副主编由编辑部

挂靠机构处长兼任, 学报出版的主要负责人实质上是兼职挂

名; 编委会成员由校内各系 (部 )主任加少部分学科教授组成,

基本上只是名义上的编委, 并没有权利与责任的规定, 难以发

挥作用; 编辑大多来自教学岗或管理岗, 且多为兼职,鲜少学报

按规定足额配备专职编辑。这是大部分高职高专学报编辑部

的人员构成状况。

这种状况引发的结果是, 稿件三审制度和三校一读制度

流于形式。主编 (副主编 )难以专注于学报的整体建设和学术

出版工作, 更不可能熟悉具体的编辑出版规范, 对于学报的宗

旨和功能、学报的定位和发展、内容的策划和审稿人的选择、稿

件的终审和决审、编校质量的审核与监控, 多因无力专司其职

而无奈放任。至于有的主编 (副主编 )违背出版政策, 甚至改

正为缪, 也都不足为奇。编辑或专职或兼职,受制于专业视野、

职业训练、工作条件,其编辑工作往往局限于文字加工和编辑

技术加工。有些编辑部甚至漠视责任编辑的权利,只允许责任

编辑对稿件进行形式加工, 不允许责任编辑对稿件提出任何

建议。选题策划、文稿初审等编辑工作, 基本未能展开。

主编和责任编辑不同程度的缺位, 或是不同程度的不作

为甚至无力作为, 消解了学报出版的 ∀守门#规则。高职高专

学报存在全刊或同类文稿体例不一、科学性错误、专业术语不

规范、低水平重复、表达混乱、学术不端等现象, 学报编辑出版

质量失却必要的把关 ,主编和编辑未能履行应有的职责。

2�专家审稿曲解

学术出版遵循的普遍原则是同行评议。高职高专学报编

辑部因编辑人员学科专业的局限和学报大综合的特点, 专家

审稿一环通常由外聘审稿人完成。同行评议在一些高职高专

学报编辑部被解读为具有高级职称者对文稿的审查, 即遴选

审稿专家的条件是高级职称,不论专业和研究方向。送审稿件

的可能遭遇是, 稿件内容切合审稿人的专业研究方向, 审稿得

以正常进行, 稿件有望得到同行的评议; 稿件内容与审稿人专

业研究方向不同, 审稿人以专业不对口退审,或者审稿人随意

给出空洞的毫无价值的评议。

审稿是专业而复杂的行为。审稿质量也受诸如审稿偏倚、

审稿过程、审稿主体、审稿要求等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

因素中, 尤以审稿主体为关键,即审稿人是决定审稿质量的关

键因素。在责任编辑初审缺失, 主编终审缺失, 三级审稿制度

惟余专家复审把关的情况下, 文稿的评价取决于审稿专家的

意见。如果审稿专家选择失误或审稿专家审查失误,则文稿必

定无法得到中肯的评价, 文稿的水平取决于作者的学术研究

能力。三审制度形同虚设, 学术鉴审流于形式, 学术质量问题

的存在也就在所难免。

3�编辑流程虚化

严谨的编辑出版流程可以保证学报编辑出版的各个环节

有序地规范地进行。稿件被刊登前,需要经过三级审查和反复

修改及编辑加工, 这些工作需要作者、审稿人、责任编辑、主编

共同参与。但是, 高职高专学报的机构设置和编辑人员配备的

现实状况, 难以保证学报的编辑出版按程序展开。三级审稿制

度往往简化为专家审稿,稿件的取舍以专家审稿意见为准。三

校一读制度简化为责任编辑独自校对与审读。主编履职更多

地止于签字批准付印,并不关注稿件的学术质量和编校质量,

更不考虑所刊稿件对学报风格、专业建设和学校声誉的影响。

有些责任编辑限于专业和职业能力, 对稿件质量的把握力有

不逮, 对编辑规范的执行力不从心。编委参与稿件的取舍, 或

编辑部内部召开讨论稿件或审稿意见的会议, 付印前后审读,

这些做法在高职高专学报界并不多见。多数情形是,编辑出版

流程形式化, 以专家审稿意见决定稿件的去留, 没有年度出版

计划, 没有报道重点, 只求填满版面, 按期付印, 将高职高专学

报变成定期出版的论文集。

流程监控缺失,稿件的处理过程失去必要的监管,编辑的

工作缺乏必要的考核,学报编辑出版过程即可能陷入混乱。遗

失稿件、拖延送审、非同行审稿、粗编乱校、稿件取舍随意,都将

损害学报的整体质量和学报的声誉。

� � 三、解决策略与讨论

学报出版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编辑工作。在特定的外

部办刊环境下, 解决高职高专学报的质量困境, 讨论学报的编

辑出版过程, 是实现内部突围的现实选择。针对高职高专学报

编辑出版的现状, 应从管理制度、人员培养、流程控制等方面,

着手解决学报的质量问题。唯有质量的保证,才能谋求学报的

良性运作和进一步发展。

1� 有效的内部管理

新闻出版总署 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对出版机构和出版专

业人员均作出了明确的要求 [ 8]: ∀有适应期刊出版活动需要的

组织机构和符合国家规定资格条件的编辑专业人员%%期刊

出版实行编辑责任制度, 保障期刊刊载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的规定。#对此规定, 教育部针对高校学报颁布了 高等学校

学报管理办法!, 进一步强调学报出版机构的设置和职责 [9] :

∀出版学报的高等学校,必须建立学报编辑部%%学报编辑部

实行主编负责制%%学报编辑部要建立和健全征稿、审稿、保

密、编辑人员岗位责任、稿件处理、财务、稿酬和档案等各项制

度, 并制定年度工作计划, 实行科学化管理。#

办有学报的高职高专院校, 应该掌握国家的出版政策, 正

确认识高校学报的功能和运作要求, 认识学报在专业建设和

学校发展的作用。出版机构是学报编辑出版运作的基础。高

职高专院校应当重视学报编辑部的设置和建设, 解决基本的

建制、经费、办公场所、办公设备、编辑专业人员等问题。学报

编辑部应该按照国家有关出版政策, 制定并完善相应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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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 力求机构到位、人员到位、工作到位、管理到位,以保

证编辑出版依法规按程序开展。

编辑部应建立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包括稿件管理制度、

三级审稿制度、用稿制度、编辑和校对制度、编辑部例会制度、

内部审读制度、编辑岗位绩效考核制度等, 落实主编负责制和

编辑责任制, 以制度保障选题、审稿、用稿、编辑加工、校对、印

刷等各环节的质量。编辑部应制定严谨的审稿流程、编辑加工

流程、校对流程,以严谨的流程监控编辑出版过程,实现每一个

环节的有效的质量监控。通过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促

成主编、责任编辑、审稿专家、编委等各岗位职责的履行, 明确

责任编辑的权利和责任, 实现编辑责任制和主编负责制的管

理目标。

稿件管理应重视来稿登记管理、保密管理和分类归档管

理。编辑部应设计合理的来稿登记表,明确来稿登记事项和责

任者, 未经登记的稿件不得进入审稿流程。录用稿件在刊发

前, 其学术观点及相关资料应保密。刊用稿和未刊稿应分类

存档。

三级审稿应明确审稿资质, 明确各级审稿的要求,制作合

适的审稿单, 规范审稿行为, 提高审稿质量。责任编辑履行初

审职责: 对来稿作初步筛选,借助相关数据库查重,判断稿件的

专业方向和研究内容是否符合办刊宗旨和发稿范围, 以确定

是否接受投稿; 检查稿件要素是否齐全, 初步评估稿件的创新

性、科学性、学术性或应用性, 提出送专家复审或送主编核准退

稿的建议, 并按要求填写初审报告。审稿专家的选择, 除职称

要求外, 应以学术能力和学术声誉为标准。审稿专家应按要求

填写复审报告, 重点评价稿件的创新性、科学性、学术性或应用

性, 向作者提供有用的建议。主编履行终审职责, 审读全稿,解

决初审和复审提出的问题, 或发现及解决初审和复审未能发

现的问题, 根据出版法规、学术规范和稿件的学术价值,从学报

整体的角度给出稿件录用与否的决定性意见, 并签署录用或

退稿的决定。

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期刊出版管

理规定!、 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 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

学报编排规范!、 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 中

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 科学技术期刊

管理办法!、 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理标准!、 文后参考文献著

录规则!、 量和单位!等国家相关法规和标准为依据 ,结合学

报的具体情况, 建立编校制度和阅评制度。

2�明确的质量目标

学报编辑部对学报的宗旨、性质、功能应有正确的认识,明

确高等学校学报 [ 9]的性质是 ∀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

主的学术理论刊物#,功能是 ∀为教学和科研服务, 传播文化知

识和科学技术# ,要求是 ∀学报编辑工作要坚持 &质量第一 �的

原则, 按照国家有关期刊质量要求和评估标准, 全面保证学报

的政治方向、学术水平和编辑出版质量%%学报编辑出版工

作应履行办刊宗旨, 严格审稿,认真做好文稿的技术加工和语

言文字加工工作, 全面执行有关国家标准和规定, 保证学报编

辑出版工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质量是学报存在和发展的基

础。学报编辑部应强化质量意识,确立学报出版的总体质量目

标, 探讨稿件质量、审稿质量、学术质量、编校质量、印制质量、

服务质量等评价指标,建立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 并将质量目

标分解到相关编辑和各编辑出版环节, 辅以严谨的编辑出版

流程控制, 明确规定主编、编委、编辑、审稿人的责任和权利,确

保稿件的处理严格按流程执行。

总体质量目标确定后, 应从编辑和出版的具体操作层面

上, 寻找实现质量目标的途径和方法。学报编辑部应了解学校

的专业优势、区域特点和科研状况, 根据学校的专业优势和区

域优势, 分析可能的作者群体和读者群体, 准确定位学报,合理

设置栏目, 制定征稿要求。栏目和征稿要求既可以体现学报的

总体质量目标, 又可以指导读者阅读,方便作者了解学报的用

稿范围和学术要求,减少盲目投稿, 还可以帮助审稿人了解学

报的用稿特点和评判标准。

正确认识优质稿源。优质稿源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的

学报出版层面, 都各有选稿标准。侧重基础理论的学报, 即使

是优秀的技术应用类稿件,亦难获青睐。高职高专学报选题策

划应切合学校技术应用型的办学特点, 根据学报的定位, 依托

专业优势和区域优势, 策划选题,组织稿件,争取优质稿源。编

辑应练就 ∀沙里淘金#的慧眼和能力, 在来稿中淘选适合学报

刊登的文稿, 并且甄别专家的各种评价意见,再后选择出适合

自己学报的稿件。不符合学报办刊宗旨和报道范围的文稿,不

管多优秀, 都应该舍弃。高职高专学报尤其不应该背离高校学

报的办刊宗旨, 为了追求学术影响力, 不顾学校实际,不惜代价

向名家约稿, 大量刊发名家或优秀或平庸之作。

编辑应熟悉编辑出版规范和标准, 对文稿精编细校, 消除

文稿的政治性、科学性错误,订正文稿的题名、摘要、关键词、结

构、表达、图表、数据、量与单位、参考文献等要素, 使之书写规

范、结构严谨、表述严密, 专业术语规范标准, 图表简明得体,量

和单位使用正确 ,以期通过编辑加工提升文稿的学术质量。学

报版式应设计合理,版权页规范, 印刷和装订符合要求。按照

年度出版计划和期出版计划, 以及栏目设置的要求 ,合理组配

文稿, 培育学报风格,逐步提升学报的整体影响力。

3�合适的职业编辑

从编辑出版控制的角度看, 学报能否办好, 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主编和编辑的水平。学报质量问题,可以归结为编辑职业

能力问题。学报编辑工作贯穿选题策划、组稿约稿、审稿修改、

编辑加工、校对排版、印刷发行的出版总过程, 每一个环节, 都

渗透着编辑的智慧和能力。只有高水平的编辑,才能发现和培

养优秀作者, 在大量的稿件中发现真正有价值的学术信息, 引

导作者完善研究 ,并收获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提高学报的质量。

但是,高职高专学报工作的边缘化,导致学报编辑配备的随

意性,入行门槛低, 泛职业化倾向明显。高职高专学校选配编

辑,甚少关注编辑的专业学术训练、教学科研资历和出版专业从

业资质等因素, 通常是随意从其他岗位调剂。而编辑在学校的

地位和发展空间,也难以吸引优秀的专业教师和科研人员。

编辑是一种职业,与教师、实验师、图书管理员一样, 只是

一种具体的专业工作岗位, 要求具备一定程度的专业训练和

基本的适任条件。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 !明

确了职业准入要求和管理办法 [ 10],  期刊出版管理规定! [8]要

求出版机构配备 ∀符合国家规定资格条件的编辑专业人员 #,

 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要求 [ 11] (下转第 10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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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计的高技能专门人才#。我院把培养目标明确为: ∀培养适
应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体现了高职教育培养人才的 ∀高素
质#、∀技能型#∀面向一线#的特点。

明确了培养目标就确定了培养规格和培养模式的方向和

原则, 也树立教育教学行为的核心, 因此,只有准确把握高职人

才培养目标, 才能正确设计好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案, 才能有

利于高等职业教育正确定位,做到持续健康和谐的发展。

3�改革和不断完善课程体系, 是实施 ∀ 135#人才培养模式
的关键。

确立了高职人才培养目标, 第二个问题是明确高职人才

培养规格。如果说培养目标是质的规定,那么培养规格就是量

的尺度。人才的培养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也就是

说, 只有通过人才培养规格 (即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 )的演

化, 才能实现培养目标。

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素质结构三位一体, 就是使学生认

知, 会事,做人, 全面反映高职人才培养规格的本质与特征。与

此对应, ∀ 135#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优化理论教学体系, 强化实
践教学体系, 内化素质教育体系。

优化理论教学体系就是设计合理的知识结构, 主要包括

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之所以提出 ∀优化#二字, 就
是指高职教育要按照 ∀理论教学以应用为目的#的原则, 在理
论教学中做到有的放矢, 注意实践教学必须掌握的知识, 弄清

需要引用结论的知识 ,去掉在实践中缺乏使用价值的理论。

强化实践教学体系就是突出实践能力在培养高职学生中

的关键地位。仍然, 能力是全方位的,包括专业能力、方法能力

和社会能力, 还可以指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创业能

力和发展能力等, 但对应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 ∀技能型# ∀面向
一线#的特点,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 无疑是高职教育的重中
之重。强化实践教学体系也就是要注重和强调实验课程建设、

课堂实践教学和课外实践教学, 提高实践教学的课时比重, 使

之与理论教学大致相当,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一技之长,

这是高职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的根本所在。

� � 内化素质教育体系将学生的知识与能力升华和在高层次
上的再现, 主要是指社会素质、心理素质和职业素质三个方面

的提升, 从而演化为学生的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知识、能力、素质的划分是相对的,知识不经内化不会形成

素质, 内化了的知识不经运用, 也不可能形成能力。处理好三

者的关系, 权衡好三者的比重, 构建好三个课程体系,才是高职

人才培养的关键所在。

4�狠抓培养过程的闭环管理,是实施 ∀ 135#人才培养模式
的必然路径。

确立高职人才培养规格和内容, 第三个问题就是明确人

才培养路径和方法。∀ 135#人才培养模式中的 ∀ 1#是人才培养
目标, ∀ 3#是教学设计和课程建设的原则, ∀ 5#是教学实施流程
和路径。

这是在教学流程中提取的最重要的五个环节, 同时也构

成了不断改进、提高和完善的一个闭环管理。其中, ∀人才需
求剖析#是办学的前提,办学规模和专业设置都依赖于深入的
市场调研; ∀岗位能力对接#是专业和课程建设的基础, 只有建
立在岗位 (岗位群 )基础上的能力培养, 才不会 ∀闭门造车#,才
能体现职业教育的生命力 ; ∀课程体系优化 # 是培养目标与规
格的具体化, 这是实施教学的关键; ∀职业能力培养# 强调着力
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 是教育教学

的核心; ∀顶岗实习跟踪#是人才培养目标的落脚点,也是落实
就业导向的重点。这五个环节做好了,整体教学过程及其实施

细则便如纲举目张,水到渠成。

∀ 135#模式提出一个闭环管理的概念, 强调的是高职教育
不是三年一个简单的循环,而是一个不断改进、持续提升循环。

强调要善于总结经验, 汲取教训, 特别是专业设置, 课程建设,

教学方法和就业指导等工作,要坚持一年一进步, 三年一大步。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高职教育又何尝不如此呢。

(上接第 126页 ) � ∀专职编辑人员按任务定编, 一般季刊 (或

半年刊 )不少于三人,双月刊不少于五人, 月刊不少于七人 ,并

设一定数量的专职编务人员。外文版期刊编辑部应配备外文

专职编辑。#这些管理规定, 说明出版工作的专业性和严肃性,

编辑职业必须遵守具体的操作规范和工作流程。

高职高专院校应重视学报编辑的资质审查, 按国家相关

法规合理配置专职编辑, 保证专职编辑人员具备良好的职业

操守、扎实的语言文字能力、合理的知识结构及与学报出版范

围一致的专业知识背景。主编和编辑应按规定持证上岗,认真

完成规定学时的出版专业从业人员继续教育。为解决高职高

专学报综合性和编辑专业局限的困境, 可以试行编辑职能分

工, 设立学术编辑和文字编辑,分别负责学术内容的编辑和文

字技术标准的编辑。学术编辑可以聘请学科专家兼任,负责文

稿的学术质量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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