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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特色栏目的创设 ,是打破重复雷同 (全、散、小、弱) 、千刊一面的有益尝

试. 特色栏目的创设可以凸现学报的个性特色和优势 ,吸引读者 ,实现以点带面 ,形成传播强势 ,扩

大学报的知名度 ,提高学报的竞争力.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可以依托学科优势 ,通过学科的细分、交

叉、细分并交叉进行特色栏目的创设. 特色栏目的创设应遵循持续性、差异性、创新性、科学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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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是按照一定的分类将若干有共通性的稿件组织在一起的 ,它具有连续稳定性. 栏目是支撑学报的骨

架 ,栏目设置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报的影响力和传播效应[ 1 ] . 目前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大多数都以“数学研

究”、“物理学研究”、“化学研究”、“生物学研究”⋯⋯这种方式设置栏目 ,栏目的设置重复雷同 ,千刊一面. 笔

者认为特色栏目的创设 ,能凸现学报的个性特色和优势 ,实现以点带面 ,形成传播强势 ,有效地扩大学报的知

名度 ,提高学报的竞争力.

1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特色栏目创设的意义

1. 1 　特色栏目可以凸现学报的个性特色和优势 ,在学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出版家邹韬奋先生说过 :“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 ,生存已成为问题 ,发展更没有希望了”. 学报的个性特

色 ,是区别于其他学报的重要标志 ,也是衡量期刊质量的标准之一. 如果学报的栏目设置“全、散、小、弱”,就

像“大杂烩”,稿源分散 ,影响力就小 ,市场竞争力就弱[2 ] . 反之 ,如果学报的栏目设置能围绕学科优势 ,认真进

行市场调研 ,从读者需求和学报的实际出发 ,设置出有个性特色的栏目 ,就能在学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形成学

报的“马太效应”,使学报得到长足的发展.《聊城师院学报》创设的“模糊数学及其应用”和“金属有机与生物

无机化学研究”栏目 ,突出显示了学报的学术亮点 ,在学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聊城师院数学系与化学系也因此

成功地申办了硕士学位点.

1. 2 　特色栏目可以吸引读者 ,实现以点带面 ,形成传播强势

一般来说 ,读者读报先读标题 ,然后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信息 ,而读期刊则先读栏目 ,从自己的研究方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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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选择特定的栏目 ,然后读标题 ,再选择自己要读的文章. 栏目的设置 ,起到了为读者领航的作用. 特色栏目

作为一本学报的最亮点 ,在读者或研究者心中能留有较深的印象 ,读者对特色栏目情有独钟 ,往往是载有栏

目、专辑的学报来函索要订购的人比较多. 这主要是因为栏目、专辑刊载内容集中、新颖、有特色 ,容易引发读

者注意 ,激起阅读兴趣[ 3 ] . 特色栏目激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就能实现以点带面 ,形成传播强势 ,使学报在特

定受众中具有广泛的认知度和美誉度.

2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特色栏目创设的新路径

2. 1 　细分

任何一所高校都有它的学科优势和学术带头人以及重点课程建设.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在创设特色栏目

时 ,并不一定都从一级学科考虑 ,也可以从二级及以下学科进行深度挖掘. 学科细分是特色栏目创设的一个

途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创设的“溶液化学研究快报”和“理论物理研究快报”、《聊城师院学报》创设的“模

糊数学及其应用”等特色栏目 ,在国内有较高的知名度[4 ] .《沈阳工程学院学报》创设的“分布式能源”栏目 ,在

社会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受到了国家能源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该栏目已成为该刊发展的切入

点和特色标志[5 ]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依据本校在解析不等式研究方面的优势 ,把数学不等式研究从数学研

究中细分出来 ,设置“数学不等式研究”栏目 ,致力于刊发校内外数学不等式研究方面的高质量的论文.“数学

不等式研究”栏目的设置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 2007 版数据显示 ,学报影响因

子为 0. 262 ,居全国大学学报\ 教育综合类\ 教育学院 40 家学报之首. 从 2009 年起 ,学报被德国《数学文摘》

确定为收录源刊. 据统计 ,2008 年刊登了 22 篇数学论文 ,有 21 篇被《中国数学文摘》收录 ,同时被德国《数学

文摘》收录的有 16 篇. 由此可见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可以通过学科细分突出显示学术亮点 ,使学报具有惟我

所有别人所无的独特的施展空间 ,形成个性特色.

2. 2 　交叉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 ,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纳米科学、地球科学已成为当前最有影响力的学科 ;信息

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环境技术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自然科学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学科交叉 ,

相互渗透 ,又将形成新的学科前沿 ,发生新的突破 ,这是当今科技发展的一个特征[ 6 ] . 作为反映科学技术成果

的高校自然科学学报 ,面对目前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形势 ,也应关注学科的交叉. 学科交叉也是特色栏目创

设的一个突破口. 例如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创设了“ 交叉科学研究”栏目 ,栏目内容涉及地方经

济、旅游产业、城市规划、信息环境等学科[7 ] .《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从 2004 年第 3 期起创设了“科学

技术学研究”栏目 ,旨在发展科技哲学、科技史、科技社会学、科技政策和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最新成果[8 ] .《湖

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创设了“数学与计算机科学”栏目.《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创设了“数

理科学”栏目. 这些栏目的创设顺应了学科交叉发展的实际 ,值得借鉴.

2. 3 　细分并交叉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人类知识信息飞速发展 ,学科分类进入了一个更加细化和交叉融合的新时

期. 学科细分并交叉也是特色栏目创设的一个方向. 学报可对本校的学科优势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 挖掘出能

真正体现学科特色的细分并交叉学科 ,创设特色栏目. 如《焦作工学院学报》依托学校在与煤矿开采有密切联

系的“瓦斯地质”这一新兴学科上的优势 ,创设了“瓦斯地质与安全工程”栏目. 特色栏目改变了刊物面貌 ,激

发了刊物的活力 ,给整个刊物带来了新气象[9 ]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创设的“机电与自动

化”、“农业与生物技术”等栏目 ,突现了学报的特色 ,吸引了大量校外作者踊跃投稿 ,使得其自然科学版在这

几年的影响因子大幅提高 ,成为了多家重要数据库 (如 CA、AJ 、ZM)的期刊源[10 ]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利用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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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师资力量、科研能力 ,创设了“三峡生态与环保”特色栏目 ,极大地扩大了学报的知名度 ,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

力 ,大大提高了学报的学术地位与威望[11 ] .《聊城师院学报》创设了“金属有机与生物无机化学研究”栏目 ,突出

显示了学报的学术亮点 ,在学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聊城师院化学系也因此成功地申办了硕士学位点.

3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特色栏目创设的原则
3. 1 　持续性原则

阅读心理学认为 ,人们的阅读要求是持续的、不间断的 ,一旦间断 ,读者的阅读情绪就会受到影响 ,阅读

欲望就会减弱 ,可能最终失去读者. 传播学的“重复性”原则也认为 ,传播要使受众接受信息 ,需要反复传播某

一特定的信息 ,以增强“刺激”,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12 ] . 特色栏目的创设一定要考虑到栏目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能在学界产生积极影响的特色栏目都是经历了多年持续稳定的发展的.

3. 2 　差异性原则

所谓“差异化”,其实就是商业经营理念中基于市场细分基础之上的“错位竞争”. 所谓错位竞争 ,简言之

就是你干什么我不干什么 ,你这么干我那么干. 错位竞争是一种互补性的竞争方式 ,通过寻求市场空白点 ,力

求形成自家特色. 差异性竞争的实质是使栏目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替代”的内在品质 ,从而凸显栏目特色实

现突围[13 ] .

3. 3 　创新性原则

江泽民同志在科学大会上对“创新”的意义进行了高度的概括 , 他说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 是

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充分说明了创新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特色栏目 ,创新是必要的 ,没有创新就没有

生命力. 栏目的创新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不断创新是保持栏目生命力的不竭的源泉. 栏目的创新 ,包

括栏目合并、栏目细分、栏目细分交叉 ,甚至是栏目内容选题的收窄或扩大等等. 栏目的创新 ,主要目的是更

为有效地突出学报的特色和亮点 ,最大可能地提高栏目的影响力.

3. 4 　科学性原则

特色栏目的创设不能只讲“新、异、特”,还必须与本校的实际联系起来. 编辑要根据刊物的客观规律 ,按

照刊物的宗旨、办刊目的、读者对象以及发展需求 ,进行一种有依据、有目标、有策略、有计划、有评估和有反

馈的思想过程和行动方式 ,通过与类似的刊物进行比较 ,通过求异思维 ,独辟蹊径 ,创设出可持续发展的特色

栏目. 特色栏目创设后 ,还要努力构建作者群 ,做好栏目的宣传工作 ,使特色栏目健康发展.

4 　结　语

重视特色栏目的创设 ,是高校自然科学学报打破重复雷同、千刊一面的有益尝试.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要

充分利用学科优势创设出“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 ,人优我特”的栏目 ,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学科优势并不一定

都表现在一级学科 ,还可能表现在二级及以下学科 ,或细分并交叉的学科. 因此 ,通过学科细分、交叉、细分并

交叉来创设栏目突出显示学报特色和学术亮点 ,是学报特色栏目创设时的思考方向. 栏目的特色一旦形成 ,

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还会与其支持环境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使其特色得到加强. 如何从整体上提高学报办刊

质量 ,扩大学报的影响 ,学报特色栏目的创设在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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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set2up of the columns wit h distinguishing feat ur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o take

t he beneficial at tempt of breaking away f rom the stereotyped repitition of being wholesome in content ,

dispersed in topic , small in amount and weak in influence. To set up t hese columns , emp hasis can be laid

on t he distinguishing feat ures and st rengt h of t he journal , effort s to at t ract readers , to fan out f rom point

to area , to st rengt hen p ublicity , to enhence the journal rep utation and promote t he competiting ability.

The superiority in academic subject s , detailed classification , intersected classification and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are all t he element s to draw on in the process. The set2up of t he columns wit h distinguishing

feat ures should follow t he principles of being continuous , diversed , innovative and scientific.

Key words :t he journals of nat ural scienc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columns wit h distinguishing

feat ures ; superiority in academic subject ;detailed classification ; intersected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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