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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对全国 9所地方综合性大学所办的 13家学报的办刊情况进行调查和统计的基础上

进行分析 ,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启示 :学校高度重视、主编办刊思路清晰是学报发展的关键 ;质

量取胜、特色发展是必由之路 ;开辟优质稿源、吸引高水平稿件是重中之重 ;增加学报评价指标中的

地域因子是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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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对地方综合性大学学报办刊情况有较为全

面的了解 ,进而分析影响地方综合性大学学报发展

的因素 ,总结地方综合性大学学报成功的办刊经验 ,

最终为确定地方综合性大学学报的发展理念及发展

战略 ,探索其发展模式打下良好的基础 ,笔者对全国

9所地方综合性大学学报的办刊情况进行了初步调

查。通过调查结果的统计与分析 ,获得了宝贵经验

和有益启示。

一、问卷调查内容的确定与形式设计

为全面了解影响地方综合性大学学报发展的因

素及其重要性 ,问卷调查的内容不但要反映稿件来

源及稿件采用情况 ,还要反映影响学报发展的外在

因素 (如学校的办学类型和水平、学校的优势与特

色学科和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影响 )和内在因素
(如办刊理念、编委会作用及审稿制度等 )。

问卷调查表的形式设计要尽可能使被调查者填

写时简捷方便。因此 ,有关的数据都采用选择题或

填空题 ,一般问题也尽可能用填空题。涉及到需要

用语言表述的问题 (如发展理念、编委会作用、学报

发展的关键或瓶颈问题等 )也尽可能直截了当 ,使

被调查者能一语中的。

被选择的 9所地方综合性大学都是以省会城市

或副省级城市命名的大学 ,且大都是省市共建以市

为主的学校。这 9所学校分别是上海大学、扬州大

学、烟台大学、深圳大学、青岛大学、宁波大学、广州

大学、济南大学及江汉大学。其中有 2所大学 (上海

大学与扬州大学 )是国家“211”工程大学 ,其余 7所

大学均有很强的相似性。

二、主要调查结果统计与分析

笔者对上述 9所地方综合性大学学报的自然科

学版和人文社科版发出了问卷调查 ,对少数学校学

报编辑还进行了访谈。共发出问卷调查表 18份 ,收

回 13份。被调查的学报编辑部同仁给予了无私的

支持 ,作出了大量的统计工作。问卷调查表填写

较为客观、真实。下面分几个方面进行归纳、统计

和分析。
(一 )学报来稿和刊用的有关数据

问卷调查表包括了年均稿件录用率、论文刊出



时差、约稿和组稿刊出比例和基金项目论文刊出比

例。前两项数据可以说明来稿是否充裕 ,后两项数

据可以说明高水平论文的刊出比例。论文刊出时差

是指从收到论文时间到发表时间所经历的时间长

度 ;约、组稿录用比例是指刊出的稿件中约稿和专题

组织的稿件所占的比例 ;基金项目论文刊出的比例

是指所刊出的稿件中有科研项目资助的比例。

表 1～表 4分别列出了 13家地方综合性大学

学报 (包括自然科学版和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均稿

件采用率、论文刊用时差、约稿和组稿刊出比例以及

基金项目论文占总刊出论文比例的情况。

表 1　13家编辑室年均稿件采用率统计

年均稿件采用率 / % 编辑室 /家

< 10 1

10 - 20 5

20 - 30 3

30 - 40 2

> 40 2

表 2　13家编辑室论文刊用时差统计

论文刊出时差 / 月 编辑室 /家

< 3 3

4 - 6 6

7 - 9 3

> 9 1

表 3　13家编辑室约、组稿占刊出稿件比例统计

约、组稿占刊出稿比例 / % 编辑室 /家

< 10 3

10 - 20 7

> 30 3

表 4　13家学报基金项目论文刊出比例统计

基金项目论文占总刊出论文比例 /% 学报 /家

< 20 1

20 - 50 4

50 - 90 4

> 90 1

未提供数据 3

　　关于基金项目刊出比例 ,在提供了数据的 10家

学报中 ,小于 20%的极少 ,只有 1家 ,绝大部分在

20% ～90%之间 ,还出现了 1家大于 90%的学报 ,

大于 50%的学报则占到 1 /2,这是可喜的。两头小

中间大的橄榄型分布也是正常的 ,只是相对于高校

学报这种高水平的学术期刊而言 ,小于 20%的学报

就需要加大约稿力度了。

有关学报编辑部所提供的数据基本上是客观真

实的。这些数据虽然有一些闪光的部分 ,如基金项

目论文率 ,但整体上看地方综合性大学学报优质稿

源仍然不足 ,大部分学报论文刊出时差为半年左右 ,

这与同仁的估计相一致 [ 1, 2 ]。表 1统计表明大部分

学报年稿件采用率都在 20% ～30%之间 ,这与论文

刊出时差不匹配 ,也许来稿的质量不够高。约、组稿

占刊出稿比例大部分编辑室占 20%以内 ,说明学报

约、组稿的力度还不够大。基金项目论文刊出比例

足以说明问题 :基金项目论文刊出比例较高 ,该学报

论文学术水平则相对较高 ,这些学报也已先后进入

核心期刊行列。如基金项目论文刊用比例最高的深

圳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不但是核心期刊 ,而且是

E I收录源期刊。

(二 )学报编辑部为提高学报水平和质量所作

的努力

问卷调查表设置了学校编辑部 (室 )是否制订

了提高学报影响力的中长期规划和分阶段计划 ,如

何充分发挥编委会的作用 ,是否设置及如何设置与

学校优势、特色学科相应的特色栏目 ,如何吸引校内

外高水平专家、教授向学报投稿等方面的问题 ,由此

分析地方综合性大学学报为提高学报影响力作了哪

些方面的努力。

在上述 13家地方综合性大学学报编辑室中 ,有

11家制订了提高学报影响力的中长期规划和分阶

段计划 ,说明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学报的发展 ,学报编

辑部一心一意谋发展 ,聚精会神抓质量 ,学报水平和

质量有较大的提高。深圳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上海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扬州大学学报 (自然

科学版 )、烟台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和人文社会科

学版 )、广州大学 (自然科学版和社科版 )还分别制

订了学报的发展策略 ,为学报的发展设计了可行的

路径。

编委会是学报的专家咨询机构 ,编委会的作用

体现在两个方面 : (1)对学报发展规划、发展策略进

行咨询论证 ; (2)在学报、专家及作者之间起桥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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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编委除了本人应积极为学报撰稿、审稿把关外 ,

还应积极向校外专家约稿 ,向学报推荐校外审稿专

家。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 ,在 13家地方综合性大

学学报中 ,绝大多数都较好地发挥了编委会上述两

个方面的作用。这些学报的办刊经验证明 :凡是编

委会作用发挥得好的学校 ,学报水平提升就快。有

的学报还对编委撰稿、约稿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学校

根据编委履行职责情况 ,定期对编委进行调整。深

圳大学学报、上海大学学报和烟台大学学报的自然

科学版还聘有校外、海外著名专家担任编委 ,请他们

撰稿、约稿 ,为扩大学报影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3家地方综合性大学学报中有 9家设置了与

学校优势及特色学科、地方文化特色和社会热点、难

点问题相应的专栏 ,如上海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的“通信 ”、“材料 ”和“力学 ”专栏 ,宁波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的“宁波帮研究 ”、“浙东文化研

究 ”,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的“廉政论坛 ”、

“人权研究”栏目。他们的经验表明 :开设特色栏目

可彰显学报特色 ,提升学报水平 ,是地方综合性大学

学报特色发展的必由之路。

13家学报都在努力开辟优质稿源 ,如责任编辑

积极参与校内外相关学科的学术研讨会议 ,积极向

校内外专家约稿 ,为他们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 ,编辑

部对外所约高质量稿件有优惠政策 ,如刊用不收版

面费 ,并实行优稿优酬。有 4家学报对校内高水平

专家在本校学报上发表论文有其具体要求。这样做

有利于吸引高水平稿件 ,有利于提升学报水平。

学报的学术水平取决于作者、审稿专家和编辑 ,

而学报的编辑质量基本上取决于编辑。上述各学报

编辑部都有严格的编排要求 ,大多数学报编辑部均

设置了编辑互校环节 ,建立了审读制度。部分编辑

部要求编辑深入研究编辑理论与实务 ,掌握编辑规

律 ,在此基础上撰写相关论文并开展研讨。这些对

编辑工作的规范和编辑质量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调查发现 ,上述学报编辑部为提高学报水平和

质量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比笔者和蒋滔等 [ 325 ]在

2006～2008年的论文所述更为全面 ,对地方综合性

大学学报发展颇有启迪。

在问卷调查表中 ,笔者就学报的水平与学校学

科建设的水平和科研水平是否相一致设置了一个问

答题 ,统计结果见表 5。

表 5　学报水平与学校学科建设水平

和科研水平的关联情况

关联情况 学报 /家

一致 4

基本一致 6

不一致 1

无法评价 1

未填 1

　　大多数学报编辑部认为学报的水平落后于学校

学科建设水平和科研水平。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 ,

即校内高水平稿件流失 ,而校外高水平稿件又不足

以弥补。因此 ,地方综合性大学学报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

三、几点启示

问卷调查表中还设置了一些征询性问题 ,如影

响学报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哪些 ? 如何突破 ? 用现

行的期刊评价体系来评价地方综合性大学学报是否

合理 ? 如何改进 ? 通过对这些问题调查结果的统

计 ,总结前述各部分内容 ,得到四点启示。

(一 )学校高度重视、主编办刊思路清晰是地方

综合性大学学报发展的关键

所有被调查的学报编辑部都认为 ,思路决定出

路 ,境界决定品牌 ,只要学校领导高度重视 ,主编办

刊思路清晰 ,有战略眼光 ,学报发展就会有明确的目

标和现实可行的举措 ,就能争取学校各方面的支持 ,

吸引和凝聚高水平作者队伍 ,建立一支素质精良的

编辑队伍 ,学报的学术水平和编辑质量就有可能大

幅攀升。

(二 )质量取胜、特色发展是地方综合性大学学

报发展的必由之路

质量是学术之本 ,特色是创新之源。地方综合

性大学总体不如国家一流大学 ,地方综合性大学学

报不可能每个学科都能与相应的专业性期刊相提并

论。但地方综合性大学学科齐全 ,总有其优势学科 ;

学校所在地方亦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秉性 ,地方综

合性大学学报依靠其优势学科的有力支撑 ,擦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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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化的招牌 ,打造品牌栏目 ,彰显学报特色 ,就有

可能提升学报水平 ,闯出一条差异化发展之路。

(三 )开辟优质稿源 ,吸引高水平稿件是学报发

展的重中之重

学报能否办好 ,关键是要有充足的高水平稿件。

突破这一瓶颈 ,须多管齐下 : ( 1)充分发挥名人、名

栏效应 ,向校内外知名专家约稿 ; (2)把组织高水平

稿件作为学校各学科带头人的责任落到实处 ; ( 3 )

采取各种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 ,动员校内专家、教

授、博士踊跃向学报投稿 ; ( 4)学报各有关责任编辑

要积极参与校内相关学科的学术研讨活动 ,掌握学

校各学科学术研究和科学研究动态 ,及时发现、发表

学校重大科研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及各种原创性

成果。

(四 )改革学报评价指标是地方综合性大学学

报更好、更快发展的必然要求

调查发现 ,各有关学报对用现行的学术期刊评

价指标体系来评价地方高校学报存在很大的争议 ,

赞成者和反对者各占一半。因为现行的学术期刊评

价体系是造成校内高水平稿件流失的直接原因。建

议国家相关部门和权威评定机构对学术期刊评价指

标体系进行改革 ,如对地方高校学报增加“地方论

文发稿率 ”,“地方课题率 ”等评价指标 ,
[ 6 ]创造一个

较为公平的环境 ,使地方综合性大学学报能有机会

参与竞争。

(感谢各学报编辑部同仁及课题组老师对此调

查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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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f journa ls of loca l com prehen sive un iversities and the im plica tion s
L IU Shaohua, WU Zhenghua

( Editoria l D epartm ent of Journal, Guangzhou U 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13 journal offices of 9 local comp rehensive univer2
sities,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useful suggestions were obtained as follows: universities leaders and editors in chief

should put enough emphasis on and have clear thinking of the quality and feature of the journal, which are crucial

factors to journal development. Moreover, it is of ultimate importance to open up sources of high quality papers and

increase the geographical factor in journal evaluation.

　　Key words: local comp rehensive university; survey; statistics; experience; imp 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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