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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校科技期刊盈利模式谈期刊改革的分类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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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期刊改革步伐的进一步加快，高校科技期刊
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其改革迫在眉睫。目前高校多数科技期

刊较少盈利或不盈利，其原因除了认识上的问题，还与期刊的

定位、办刊规模、人才储备等有关。高校科技期刊的改革要从

改变科技期刊的权属关系入手，改变期刊管理模式，“弱化”主

办单位的“主办权”，将“主办权”与“出版权”“发行权”分离，分

层次推进改革，并建立适应期刊市场化运作的人才聘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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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以来，新闻出版总署提出非时政类报刊特
别是经营性报刊一律转企改制，实现公司化运作，并制

定了报刊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由于高校科技期刊

的特殊性，目前尚没有针对高校科技期刊改革的具体

方案。高校科技期刊是我国的 ３大科技期刊群之
一［１］。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科技期刊在传播科学研究

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培养高层次人才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近１０年来，高校科技期刊办刊人逐渐更新
办刊理念，充分发挥高校的办刊优势，期刊的学术水平

和编辑出版质量不断提高，学术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

越来越大［２］。许多高校科技期刊努力进行市场化探

索，借助高校的优势开展以品牌建设为中心的综合经

营，形成了一定的办刊特色；但面对国际期刊的质量精

品化、运营集约化、手段信息化、市场细分化、竞争全球

化的趋势，高校科技期刊的竞争力显得明显不足［３］。

面对当前我国期刊改革步伐的进一步加快，高校科技期

刊如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从理念上、体制上跟上期

刊改革的步伐，变得十分迫切。笔者试从我国高校科技

期刊的盈利模式入手，探讨如何分类推进期刊改革。

１　我国高校科技期刊的收入结构

　　总的说来，我国高校科技期刊的经营尚处于起步
阶段，虽然有部分期刊率先走向市场，期刊经营取得了

成效，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相比于数

量庞大的高校科技期刊而言，这些仅仅是极少数，绝大

多数的高校科技期刊是较少盈利或是不盈利的。

高校科技期刊的主要收入结构如下。

一是发行收入。发行收入应成为期刊主要的收入

来源。《Ｓｃｉｅｎｃｅ》的发行收入占其总收入的 ３７．５％；
２００７年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会内）发行收入占总收
入的１９．０％［４］。高校科技期刊出版周期较长，双月刊

和季刊占高校科技期刊总数的８１．４％［５］，且发行量普

遍较小。林丽萍等［６］调查了福建省高校５１种学报的
现状发现：７６％的高校学报发行量在 １０００册以下，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册的只有２家，无一家学报的发行量超
过３０００册；只有８家学报承认有发行收入，但根据其
发行量可以推算，其发行收入也是非常有限的。

二是广告收入。美国《Ｓｃｉｅｎｃｅ》的广告收入占总
收入的５０％，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会内）广告收入占
３３．７％。高校科技期刊除少数广告经营较好的医学类
期刊以外，从总体上说，广告经营现状还不尽如人意，

福建省５１家高校学报，没有一家有广告收入。
三是品牌经营性收入。主要包括期刊的培训费、

会议费、版面费、审稿费等经营性收入，以及围绕期刊

品牌进行的延伸服务收入。《Ｓｃｉｅｎｃｅ》品牌经营收入
占总收入的１２．５％，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会内）品牌
延伸经营性收入占３１．５％。高校科技期刊绝大多数
都收取版面费和审稿费，以缓解办刊经费的不足。除

少数期刊开展培训、会议等经营活动外，绝大多数期刊

尚未开展相关的经营性活动。

由此可以看出，高校科技期刊的收入远远不能支

付办刊的支出。高校科技期刊既有期刊的商品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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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肩负着为高校传播科学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和培

养人才的重任，因而其主办单位一般都愿意从学校事业

费中拨款来办期刊。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学校提供

办刊经费，保证了期刊的正常出版，但另一方面，又在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高校科技期刊的改革与发展。

２　我国高校科技期刊盈利困难的原因

　　一是认识问题。高校是我国学术成果的重要产
地，高校科技期刊承载着本校科研学术交流、维护本校

的学术声誉等任务；因此，高校领导大多将本校的科技

期刊作为学术阵地而加以支持，如提供必要的办公场

所和办刊经费，配备一定数量的编辑人员，等等。另一

方面，不少高校又不承认本校期刊的先进性，将本校的

科技期刊降格使用，从而导致优秀成果流向校外期刊。

上述认识上的问题，直接导致办刊人员无所适从，办刊

的目的性不明确，期刊是否盈利的问题更是无从谈起。

二是定位问题。近年来，许多高校科技期刊利用

高校的办刊优势进行市场化探索，有的取得了较为明

显的成效，期刊的市场竞争力及学术影响力得到较大

的提升；但多数高校科技期刊在更新办刊理念方面行

动迟缓，有的高校还将期刊定位于为本校师生科研交

流服务的层面上，导致期刊的稿源、发行等受到较大的

制约，期刊的盈利更是困难。

三是规模问题。目前我国高校科技期刊数量多，

不少高校的期刊中心同时出版多种期刊；但规模小，发

行量少，印数不多，有的编辑部只有两三人。让这样的

期刊走向市场并盈利是不现实的。

四是人才问题。科技期刊的出版发行涵盖着整个

出版产业链，包括市场调研、读者定位、选题策划、组稿约

稿、编辑加工、印刷制作、发行、市场反馈等一系列过程，在

这个出版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各类专门的人才；

而目前高校给期刊编辑部配备的人员远不能适应期刊出

版的要求，高校也不能为期刊社配备上述各方面的人才。

高校科技期刊要想实现市场化运作十分困难。

３　改革建议

　　针对我国高校科技期刊盈利困难的现实问题，笔
者认为，我国高校科技期刊的改革应循序渐进、分类推

进，根据不同期刊的不同特点，多层次、多方法、多步骤

地进行。

一是从改变科技期刊的权属关系入手，改变管理

模式。我国的科技期刊管理规范已实施多年，现有的

管理规范将期刊的主办单位列为最重要的办刊先决条

件，主办单位为期刊提供了办刊人员、办刊场所、办刊

经费等，“主办权”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因此，在高校科

技期刊的改革中，建议“弱化”主办单位的“主办权”，

同时将“主办权”与“出版权”“发行权”分离开来，这

样就在管理规范的层面上为期刊的生存和发展营造了

更大的空间。“主办权”与“出版权”的分离，就为期刊

的联合、重组提供了可能。柳斌杰署长最近强调，要按

照中央关于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中要实现资源重组的要

求，抓紧推动“三个一批”：做强做优一批，整合重组一

批，停办退出一批，加快培育骨干出版传媒企业。高校

科技期刊不从体制上改变目前期刊的权属关系，弱化

主办单位的“主办权”，实现 “主办权”与“出版权”的

分离，就很难实现改革的目标。

二是分层次进行改革。目前我国高校科技期刊中，

由于不同高校科研学术水平不同，期刊的学术水平和影

响力差异也较大；因此，在期刊改革中可根据不同高校不

同的期刊采用不同的改革措施和改革步骤。如可根据期

刊读者的不同分为学术类期刊和技术类期刊，根据期刊

是否以盈利为目的分为非营利性期刊和营利性期刊，根

据期刊是否具有公益性分为公益性期刊与非公益性期

刊。期刊改革可根据期刊的类型分层次推进，基本具备

市场化条件的，可先期实行转企改制、公司化运作。

三是建立适应期刊市场化运作的人才聘用机制。

科技期刊实现市场化运作，关键在人才［７］。目前我国

高校的人才管理体制以及受编制、级别的影响，尚不能

吸纳出版产业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现有的编辑出版

人员由于其现有的“事业身份”，也较少有“转企”的愿

望：因此，必须建立一系列有利于期刊市场化的用人机

制———一方面从战略的高度吸引和培养出版产业链上

各个环节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可采用“双轨制”的人

才管理机制，稳定编辑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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