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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质量是期刊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提出了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高校学术期刊质量体系的三条思

路 ,介绍了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和外部质量保证体系两部分的各个组成要素的作用 ,并以重庆大学期刊社的实践为

例 ,分析了逐步完善期刊质量评价体系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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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Quality is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journals. This paper proposed three ideas in const ructing a mor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quality system of academic journals ,described the various element s and their roles in 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and ex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Taking the practice of Periodical Press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measures to gradual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journal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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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学术期刊主要指高校主办的以专门学者为

作者和读者对象 ,以刊登原始研究报告、学术论文、

综合评述为主要内容的学术理论刊物。高校学术期

刊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反映社

会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教育事业各方面知识创新研

究成果的重要载体 ,是展示学校学术水平和科研实

力的重要窗口和培养教学科研人才的重要阵地 ,在

促进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 ,推动我国科学文化事业

繁荣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质量既是学术

成果的生命 ,理所当然也是学术期刊的生命。近年

来 ,国内出现的一系列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事件为

学术期刊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警示和要求 ,期刊建

设必须以提升质量为中心 ,质量是期刊建设和发展

的重要基础。

1 　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是学术期刊发展的核

心要求

　　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公报 ,2007 年全国共出版

期刊 9 468 种 (其中综合类 479 种 ,哲学、社会科学

类 2 339 种 ,自然科学、技术类 4 713 种 ,文化、教育

类 1 175 种 ,文学、艺术类 613 种 ,少儿读物类 98

种 ,画刊类 51 种) [1 ] 。武汉大学科学评价研究中心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课题组将其中 6 170 种中

文期刊严格界定为“学术期刊”(指学术论文数超过

期发论文总数 50 %的期刊 ,且主要是刊载一次文献

的期刊) ,其中专业类期刊 4 665 种 ,学报类期刊

1 505 种[ 2 ] 。另据统计 ,截至 2004 年 4 月 ,我国高等

学校共办期刊 2 712 种 ,其中科技期刊 1 494 种 ,哲

学社会科学期刊 1 218 种[3 ] 。从总体上看 ,学术期

刊约占国内期刊总数的 2/ 3 ,高校期刊约占国内期

刊总数的 1/ 3。

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国内学术期刊数量不断增

加 ,质量不断提高 ,在构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方面发

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与创新型

国家建设的要求相比 ,质量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4 ] 。

目前学术期刊普遍存在创新力不足、特色不鲜明、发

行量少、同质化、功利化等问题 ,学术界、期刊界和主

管部门的一致看法是“全、散、小、弱”,很多学术期刊

仅仅是在为少部分作者办刊 ,论文的作者几乎就是

刊物的读者群[5 ] 。如何提高高校期刊的学术水平和

学术质量问题是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最主要、最核心

的问题[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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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期刊管理工作规范化 ,促进期刊提高质量

和健康发展”,期刊行政管理部门针对期刊质量管理

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新闻出版署 1994 年 10

月 14 日颁布了《期刊年度核验暂行办法》,1995 年 6

月 13 日发布了《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理标准》(试

行) ,并配套制定了学术理论类、互作指导类、时事政

治类、文学艺术类、综合文化生活类、教学辅导类、信

息文摘类等七类期刊的质量标准及质量评估办法 ,

2001 年 2 月 22 日发布了《关于严格执行期刊三审

制和三校一读制度保证出版质量的通知》,明确要求

“各类期刊的出版必须坚持质量第一的指导思想 ,强

化严格管理、重在质量的办刊意识 ,努力保证期刊的

出版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和要求”[7 ] 。国家科

委、中宣部、新闻出版署 1992 年 4 月 2 日联合发布

《科学技术期刊质量要求》,1994 年国家科委发布

《关于颁布五大类科技期刊质量要求及评估标准的

通知》。这些文件对学术期刊的质量从期刊的政治

标准、学术标准、编辑标准、出版标准四方面提出了

明确要求。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司长王国庆

2009 年 1 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报刊司 2009 年

监管工作的重点是加大查处报刊违规、新闻采访秩

序失范以及学术期刊质量存在的问题 ,力争两年内

建立完整有效的报刊出版质量标准体系。进一步完

善报刊、期刊出版产品准入制度 ,建立期刊出版质量

评估体系和出版质量管理标准 ,提高期刊的学术质

量和水平 ,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出版产品[8 ] 。

新闻出版学界和业界针对期刊质量问题 ,从全

面质量管理、质量控制、质量评价、质量建设、质量保

障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提出了

诸多促进期刊质量提高的对策措施 ,形成了有一定

实践指导价值的研究成果。全面提高高校学术期刊

质量 ,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学术期刊质量保障体系 ,

更好地适应文化体制改革“从数量扩张为主向质量

提高为主转变”的要求 ,充分发挥高校学术期刊在知

识创新、知识传播中的载体和平台作用 ,为繁荣社会

主义的学术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2 　高校学术期刊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思路

其一 ,贯彻全面质量管理思想。在突出高校学

术期刊办刊特色的基础上 ,坚持全面质量管理的办

刊思想。这一思想必须涵盖期刊编辑出版流程管理

的整个过程和各个环节 ,如选题策划环节、查重检测

环节、审稿定稿环节、编辑加工环节、校对审读环节、

出版印刷环节、质量反馈环节。

其二 ,建立约束监督与质量反馈制度。有重点、

有目的、有针对性地组织对期刊的质量审读 ,通过自

检、互检、普查、重点抽查等形式加强对期刊编辑出

版过程的质量监督管理 ,注重作者、读者和专家提出

的质量反馈意见。

其三 ,树立以学术为本的长远发展思想。学术

期刊具有出版周期相对较长、学术交流相对滞后等

难以克服的矛盾 ,其研究成果的影响是长远的未来。

因此 ,必须树立以学术为本、面向未来的长远发展思

想 ,加强对热点、重点以及对当前和未来具有深远影

响的研究成果的宣传力度 ,提升成果的学术质量 ,从

而延长学术期刊的生命周期 ,根本提高学术期刊在

学术界和期刊界的影响力。

3 　高校学术期刊质量保障体系组成要素

高校学术期刊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 ,影响因素复杂多样 ,重要性各不相同。主

要由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与编辑出版流程密切相关)

和外部质量监控体系 (与质量考核评估密切相关)两

部分构成。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组成要素 :其一 ,主办单位

(高校)负责确定期刊建设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建设目

标 ,从办刊条件、办刊经费方面为期刊质量建设提供

政策和物质保障 ;其二 ,编辑出版单位 (期刊社和编

辑部)是期刊日常业务管理工作核心 ,负责编辑出版

全过程管理 ,编辑队伍的编辑活动决定学术期刊最

终体现的政治、学术、编辑、出版综合质量 ,为期刊质

量建设提供组织和人员保障 ;其三 ,主编和编委会负

责把握办刊方向和学术质量 ,为期刊质量建设提供

坚实的学术和业务保障 ;其四 ,教学科研团队兼具作

者、审稿专家、读者多重身份 ,贯穿于知识的产生到

应用的全过程 ,为期刊质量建设提供内容和保障。

外部质量监控体系组成要素 :其一 ,新闻出版行

政管理部门 (新闻出版署、新闻出版局) 对期刊的日

常监督和管理 ,对期刊开展的年度核验、期刊综合质

量考核、编校出版质量考核等 ,有助于期刊质量建设

的规范化和长期化 ;其二 ,主管单位 (教育部)和期刊

行业协会 (期刊协会、高校学报研究会、期刊编辑学

会等)组织的评优活动 ,如社科学报名刊名栏、高校

精品科技期刊评选等 ,有助于期刊质量建设的品牌

化和特色化 ;其三 ,国内外期刊评价机构和权威文献

检索机构对期刊的收录和检索情况 ,为期刊编辑出

版者提供期刊和刊载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分析资料 ,

科学地利用这些评估指标和结果将会激励和推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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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学术质量的全面提升 ,有助于期刊质量建设的科

学化和专业化。

内部质量保证是高校学术期刊质量保障体系的

基础 ,通过加强内部质量管理 ,促进期刊质量的全面

提升 ;外部质量监控是完善高校学术期刊质量保障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外部对期刊质量的信息

反馈 ,不断调整质量控制举措 ,保障质量目标的顺利

实现。

内部和外部质量体系的组成要素是学术期刊编

辑出版系统信息流的组成单元 ,系统中各种信息相

互影响、相互作用 ,惟有各组成单元的正向汇集 ,内

部质量保证与外部质量监控相统一 ,才能有效促进

期刊质量保障目标的顺利实现。

4 　高校学术期刊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举

措 ———重庆大学期刊社的实践

　　近年来 ,为改善办刊条件和发展环境 ,实现期刊

资源的优化整合 ,各高校纷纷成立了期刊社、期刊中

心、学报编辑部等 ,对人财物实行全面综合管理 ,降

低运行成本 ,提高办刊效益。

重庆大学于 2001 年 1 月 17 日将原重庆大学、

重庆建筑大学、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各期刊编辑

部合并 ,正式组建重庆大学期刊社。期刊社是集期

刊管理和期刊出版于一体的学校直属二级单位 ,现

管理 8 种期刊 ,其中直接承办《重庆大学学报》《重庆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重庆大学学报英文版》《土木

建筑与环境工程》《高等建筑教育》5 种期刊 ,并对学

院承办的《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室内设计》《灯与

照明》3 种专业期刊进行业务指导、监督和检查。

重庆大学创办于 1929 年 ,是教育部直属、国家

“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重点大

学。学校目前拥有 26 个学院 ,全日制在校学生

58 000 余人 ,学科覆盖理、工、文、经、管、法、医、农、

教育等众多学科门类。围绕学校“打造与建设高水

平研究型大学相适应的办刊条件和发展环境 ,进一

步明确各期刊的建设和发展目标 ,大力提高办刊水

平”的要求 ,2006 年 4 月期刊社积极推进集中管理

运行机制改革 ,办公室统一搬迁至 600 平方米新办

公场地 ,实现学校承办的 5 个期刊编辑部集中统一

办公。成立了综合办公室 ,对人事、财务、资产、档

案、后勤等工作实行全面综合管理。制定并逐步完

善了与集中管理相适应的各项规章制度 ,如期刊管

理办法、岗位职责、绩效管理办法、财务管理办法、奖

励暂行办法、职工考勤制度、职工慰问制度等 ,各种

规章制度均体现了改革精神和公正、公开、公平的基

本原则。加强了团队和制度建设 ,优化人员配置 ,建

立起以目标管理为导向 ,以团队管理为核心的运行

模式。加强了期刊的信息化和网站建设 ,购买了期

刊稿件采编系统和期刊稿件远程处理系统 ,为期刊

实现全文上网浏览及数据库检索、网络在线办公提

供了极大方便。

以增强期刊核心竞争力为目标 ,以栏目建设和

特色专题研究为突破口 ,采用全面控制与重点控制

相结合、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估相结合的措施 ,全面提

高期刊质量 ,建立并逐步完善了期刊质量保障体系。

其一 ,加强专家约稿 ,提升来稿整体水平。积极

发挥骨干编委的作用 ,加强与校内外重点学科、重点

实验室、985 创新平台、研究基地和专家的联系 ,在

把握相关学科发展现状和水平的基础上 ,尽可能站

在较高的起点上 ,了解国内外学术动态 ,约请一些知

名专家为期刊撰稿 ,以保证来稿的整体质量上一个

新台阶。大力吸引优秀稿源和优秀作者 ,在可能情

况下引导作者投稿的地区分布和学科分布。

其二 ,调整期刊栏目 ,突出期刊特色 ,坚持栏目

主持人制度 ,走专题化道路。栏目建设是期刊质量

的生命线 ,也是形成期刊社会影响的主要载体。编

辑部经过广泛调研 ,在继续强化特色栏目的基础上 ,

调整了一些学科优势并不突出的栏目 ,增加和加强

了具有相对学科优势的栏目或专题 ,并增设热点栏

目 ,同时对于重点栏目实施栏目主持人制度。

其三 ,加强学风建设 ,严肃学术纪律 ,高度重视

学术品牌的声誉和信誉 ,杜绝学术不端行为的滋生 ,

倡导优良学风和文风 ,强化行业自律 ,坦诚接受社会

监督。充分利用“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 ht tp :/ /

check. cnki. net)对所有来稿和约稿进行相关检测 ,

在论文送审前、返修后、定稿出版前多次查重 ,严防

学术抄袭。

其四 ,加强审稿环节 ,建立审稿专家库 ,严把论

文学术质量关 ,实行同行专家的匿名审稿制度。

其五 ,加强用稿与遴选稿件的制度化 ,坚持稿件

三审制、主编终审制。责任编辑根据栏目建设需要

确定需要发表的优秀稿件 ,交由期刊常务副主编初

选 ,并经学科编委、执行编委、学报主编逐级审查通

过后定稿。

其六 ,建立了严格的编辑制度和校对制度。聘

请外籍人员、出国留学人员参与英文摘要、关键词的

审定工作。加强编辑校对环节管理 ,保证论文编排

规范 ,消灭语法错误和错漏贻误。除参加新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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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组织的编校质量考核外 ,组织开展期刊内部互评 ,

对期刊的编校质量和编排规范进行综合检查 ,促进

期刊编校质量不断提高。

其七 ,调整期刊论文数量和页码 ,改版整体设

计。编辑部根据学校学科建设和建设研究型综合性

大学的发展需要 ,着力提升期刊的整体载文质量 ,发

文篇数减少 ,篇均页码数增加。期刊的装帧设计力

求体现学术性、特色性和高品质。

其八 ,加强编辑队伍建设 ,不断提高编辑人员素

质 ,努力营造岗位成才氛围。对职工的上岗培训、继

续教育、学历深造、出国留学等给予大力支持。期刊

社现有人员 25 名 ,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 14 名

(占 56 %) ,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员 14 名 (占

56 %) ,其中博士和在读博士 5 名 (占 20 %) ,是一个

具有较高职称结构和学历结构的学术团体。高素质

的编辑队伍保证了编辑的策划和组稿能力 ,为学报

质量的提升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其九 ,外树形象 ,大幅度提高期刊的社会影响。

期刊在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刊物质量的基础上 ,

加强了广泛的对外宣传 ,多次召开期刊建设与发展

专家座谈会 ,与众多的学术名家、检索机构、专业协

会等建立了广泛联系 ,显著地扩大了期刊在学术界、

期刊界的社会影响。

其十 ,加强与出版印刷单位的联系和沟通 ,不断

提高期刊的印装质量 ,实现期刊内容和形式的高度

统一。

“学高为范 ,学桴为先”,面向未来 ,重庆大学 8

种期刊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 ,以“提高质量、突

出特色”为主题 ,树立“以质量求生存 ,以特色求发

展”的办刊理念 ,进一步解放思想 ,实施“依托名校 ,

服务学术 ,与时俱进 ,奉献精品”的发展战略 ,力争打

造一批“名刊、名栏”,为学校建设世界高水平研究型

大学的办学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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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安全措施的完整性 ,适时调整和变化安全管理

办法 ,完善管理制度 ,提高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 ,并

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以保障高校学报信息化建设

的顺利进行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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