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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不入主流 难成一流

　　“我们最终评价100年前的某一本期刊时，肯定不会说那个时候那本期刊在什么时候

被英国女王评了什么奖，而是说它发表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国科协副主席、国际工业

与应用数学联合会主席、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运筹学会会刊》主

编袁亚湘认为，评判一流学术期刊最重要的标志是发表过谁的文章，发表过什么伟大的文

章。在上月举行的第八届上海期刊论坛的院士主编高峰论坛环节，这位学数学的院士对一

流学术期刊的评价标准让与会者感觉犹如醍醐灌顶。同时，也获得受邀演讲的《北京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原主编龙协涛，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师范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蒋重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兼《文史哲》

杂志主编王学典，《上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副主编李爱军等认同。

　　怎样评价一本期刊是否是一流期刊？什么才是一流学术期刊的评价标准？怎样推进建

设一流学术期刊？站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与会专家学者对中国学术期刊发展提出了更深层

次的思考和更高标准的要求。　　

　　优秀期刊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谈起办期刊的使命和任务，袁亚湘表示，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本期刊的好

坏是以发表文章的好坏为评价标准，而不是获得了什么奖项。因此，袁亚湘认为，评价优

秀学术期刊的真正标准是发表了行业最优秀的文章，“禁得起历史考验的期刊就是优秀的

期刊”。

　　“一本期刊的主编与编辑，一定要有信仰，要以办该领域内最优秀的学术期刊为远大

目标。”袁亚湘说。

　　龙协涛也表示，办刊人承担的使命非常重大，从中外期刊的发展历史证明，无论是科

技成果还是社会的创新成果，78%都是发表在期刊上。因此，期刊的发展可以看出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的理论思维，一个国家民族的理论思维达到什么高度，就反映了一本期刊学

术水平的高度。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王学典非常关心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期刊究竟能否起到引领的

作用？能否引导创造学术潮流？在他看来，从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期刊也是学术思维创

造者，在学术演化过程中，期刊也可以成为积极能动的一方。

　　王学典认为，从西方流传来的人文社会科学框架已经无法解释中国发生的重大变迁，

中国亟须基于中国经验、反映中国历史文化特点的案例、数据和材料所组成的人文社会科

学体系，这是期刊的职责所在。从“与西方接轨”到“与传统接轨”，从“反传统”到

“弘扬传统”，从“追求西方化”到“追求本土化、中国化”，已经成为当下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的潮流和主流。因此，要尽可能投身到这种潮流中去，投身到创建中国哲学社会科

学体系这一事业中去。王学典认为，“不入主流，难成一流”。

　　一流期刊可推动中国发展

　　龙协涛批评了现在不少作者将研究成果首发在国外期刊上的风气，同时，也不赞成将

科技论文写得非常繁杂。他认为，科学追求的境界要正确性，也要简洁性。他举例说，陈

景润发表《哥德巴赫猜想》时，是从240页压缩成18页。大道至简，是科学的追求，也应

当是学术期刊的追求。

　　同时，龙协涛表示，办一流期刊要勇于办成“龙门期刊”，即要勇于跨过西方的定

位，要用中国的话语来定义。办一流期刊要不忽视现在的名家，还要扶持未来的名家。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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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新人也是一流期刊的责任与使命。

　　“怎样理解人文社科期刊的一流？仅仅谈特色，仅仅讲好中国故事吗？讲特色的时候

有没有评价体系？能不能讲故事的时候，与人家讲到同样的水平？”蒋重跃分享了他的两

个思考。其一，评价人文社科期刊的方式有3种：引用、文摘、采用，这些评价方式是指

挥棒，用得好可推动学术研究、推动学科发展。如何将3条标准构建成合理的评价体系，

是当前亟待讨论的问题。目前不少评价机构认识到，评价要从文章做起的重要性，比如人

大资料复印中心、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等都重视从论文本身开始做评价，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其二，关于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者的价值观

与他的真理观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个人价值观很容易闯进并占领对学术研究问题的解

读，怎样通过建立一种自律或者制度来呵护学术规范，更有利于增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

真理性，这值得学术期刊的编辑与作者共同努力。蒋重跃表示，学术研究要尽量具有一定

的客观性，这也是其心目中一流学术期刊的底线。

　　建设一流学术期刊有方法

　　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取决于主编、编委和编辑部的水平。袁亚湘认为，有些期刊的

主编已经是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但是，办一本优秀的学术期刊，如果主编不投入是办不好

的，也办不成一流期刊的。“主编要在刊物定位、栏目设置、具体约稿方面亲力亲为。”

而有些期刊的编委，不少是挂名，很多事情都是编辑部在做，可是编辑部不能代替编委。

袁亚湘表示，一本期刊的几十个编委中有几个编委能够把他挂名的期刊自己重视并认真对

待？编委能够发挥出作用，期刊的水平就能明显提升。至于编辑部的水平，也是一本期刊

发展的关键因素。“吸引优质稿源是办好高水平学术期刊的根本任务，编辑部不能守株待

兔，编辑部的编辑要与作者、读者关系密切，要融入到学科队伍中。”袁亚湘举例说，编

辑要对重点单位、重要学术活动等了如指掌，不同学科的期刊编辑要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

收集优秀的文章。

　　龙协涛则非常肯定上海大学期刊社的集约化管理探索和实践。同时，他还以牛津大学

期刊社为例进行了阐释，“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出版，一流的管理水平”。牛津大学期刊

社目前有300多种学术期刊，既有科技的，也有社科的，他们的集约化发展与管理的模式

值得借鉴与学习。目前，国内不少一流高校期刊仍然是“小作坊式”作战，与牛津大学期

刊社的现代大编程作战相比差距很大。因此，龙协涛认为，“要建设一流的学术期刊，还

需要有一流的管理。”

　　袁亚湘也表示，办世界一流学术期刊国际化必不可少，但是所有的国际化不是为了国

际化而国际化，还是要想办法找到国际上优质的、一流的文章才是国际化。

　　对此，李爱军也有深入的观察和思考。据其介绍，中国科研人员发表在国内SCI期刊

上的文献量不超过发表在全球SCI期刊量的10%，这意味着国内失去了大量一流科研成果的

首发权，其结果是影响我国在科技议题设置、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的话语权。

　　从办刊上说，李爱军认为，期刊是可以引领学科发展的，而要引领学科发展就要能够

汇聚一批从事某一领域的研究者关注自己的期刊。当然，期刊办得好，自然能够引起业界

研究者的关注，而关注得多自然就办得越来越好，李爱军表示，这个过程是一个博弈的过

程。

　　为此，李爱军提到了创办一流学术期刊的“中国智慧”，一种选择是在中国领先的前

沿领域创办学术期刊；另一个选择是，是否有能力、有魄力把不同的资本、不同的资源汇

聚到期刊上，让期刊能够完全跳脱出只在学术研究者里流转的被动局面。

　　李爱军举例说，新能源和新材料是当今世界战略前沿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国具有不

可比拟的优势，中国是最大的新能源消费大国，而华人是这个领域中全球最大的群体，

70%的新能源学术论文是华人发表的，所以，上海大学期刊社创办了一本相关的学术期

刊，就是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与贡献呈现给全世界。

　　此外，李爱军还介绍了一种对期刊文章的科学管理方式——全生命周期管理，即在全

球搜索相关子领域的优秀大家，通过自己刊物的主编、编委同时也是该领域知名的科学家

或者研究者推荐寻找并约请该领域顶级科学家或学者撰写稿件，在拿到文章后，尽量减少

作者把精力放在语言润色上，而由期刊社的专业人士为其润色文字；在审稿上，引入专业

化的工具帮助编辑界定学术上及版权上存在的问题等。同时，借助新技术为学术出版进行

数字化转型，借用一个纸版上的二维码，受众可以通过扫描之后看到一篇科学论文怎样从

实验开始自备材料到最后测试成功，这种模式很受科学家的好评，也使不少上海大学期刊

社出版的学术期刊迅速在国际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推进一流学术期刊建设”，是这次高水准学术论坛的主题，

而对中国期刊业而言，这一主题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尤其是2019

年8月中国科协等四部门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强调要

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构建开放创新、协调融合、世界一流的中国科技期刊体

系。建设世界一流期刊，既是中国科技期刊的目标和方向，也应当是中国学术期刊的目标

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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