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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学报》以学术性、实践性、规范性为特色，是

我国信息与知识传播类核心期刊和中国科技核心期

刊，主要栏目有《理论研究》《编辑工程与标准化》《改

革探索》《经营管理》《期刊现代化》《人才培养》《办刊

之道》《学术争鸣》《标准修订讨论》《编辑人物》《编辑

感悟》《名刊风采》《有问必答》《谬误辨析》《他山之

石》《读者·作者·编者》等。读者对象为科技期刊及

科技图书编辑人员，编辑出版研究者、管理者等。该刊

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

会主办，１９８９年２月创刊，起初为季刊，２００１年起改为
双月刊。该刊自１９９２年以来连续５次被评选为中文
核心期刊，排在２００８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５
版）》出版事业类 １１种核心期刊的第 １位［１］，连续 ３
年（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排在《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
心版）》管理学类２０种期刊中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
第１位［２］。在中国科协举办的第３届优秀科技期刊评
比中，《编辑学报》荣获二等奖。本文主要针对该刊基

金论文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探讨该刊重要学术影响

力的形成原因，并对加大编辑学专项基金资助提出了

建议。

１　方法和指标

　　手工检索《编辑学报》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各期，记录每
年发文量，逐篇查阅论文篇首页地脚注，如有基金资

助，则记录基金类型和基金数量。因１篇论文可能受
２种或２种以上不同类型基金资助，或受同一基金类
型的多个项目资助，故分别记录基金论文数和基金数

量。例如：某文地脚注“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资助项目（２００６ＢＡＨ０３Ｂ０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７０６７３０１９）；中国科技信息所科研项目预研基金
资助项目”，则记为基金论文１篇，基金数量３项；“基
金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０８Ａ０６０２０３００７；
２００８Ａ０６０２０３００２）”，则记为基金论文１篇，基金数量２
项。整理数据，统计分析该刊近１０年发表论文的数量
及年代分布、基金论文产出的年代分布及基金论文比、

基金资助的类型、基金资助的地区分布等，从而全面了

解该刊基金论文产出的特点和规律。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曾尝试采用中国期刊全文数

据库或中国引文数据库为检索工具对《编辑学报》发

文量及基金项目进行统计，但发现检索结果很不理想：

一是发文量数据不准确，检索工具将补白文章以及

《编辑人物》《编辑感悟》等栏目内的文章均统计为论

文，致使所报告的发文量大于实际论文数；二是对基金

项目统计不完整，如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基金未

被统计在内，而事实上该基金资助的论文数量最多。

２　结果

２１　年发文量、基金论文数及基金论文比　见表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编辑学报》共发表论文２１７１篇，其中
２８８篇受３６１项各类基金资助，基金论文比达１３．３％。
除２００１年外，各年发文量比较稳定，平均在２２０篇左
右。基金论文数和基金数量均以２０１０年为最多。
２２　基金类型及地区分布　３６１项基金包含１０６种
不同的基金类型，按级别分为国家级（如国家科技支

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重大项目等）４４
项，省部级（如各省科技厅基金、教育部、新闻出版总

署基金等）５２项，厅局级（如各省教育厅、新闻出版局、
市级基金等）５３项，学会、协会（如中国高校科技期刊
研究会、中国科协基金）１４４项，大学基金５１项，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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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基金１１项，信息所或研究所基金５项。

表１　《编辑学报》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发文量、基金论文数
及基金论文比

年份 发文量
基金

论文数

基金论文

比／％
基金数量

篇均

基金数

２００１ １７０ １４ ８．２ １７ ０．１０
２００２ ２０５ １７ ８．３ ２０ ０．１０
２００３ ２１５ ２２ １０．２ ２４ ０．１１
２００４ ２２１ ２８ １２．７ ３１ ０．１４
２００５ ２２０ ２９ １３．２ ３７ ０．１７
２００６ ２１７ ４１ １８．９ ４５ ０．２１
２００７ ２２２ ２７ １２．２ ３１ ０．１４
２００８ ２４２ ３５ １４．５ ４５ ０．１９
２００９ ２３６ ２９ １２．３ ４３ ０．１８
２０１０ ２２３ ４６ ２０．６ ６８ ０．２１
合计 ２１７１ ２８８ １３．３ ３６１ ０．１７

　注：基金论文比＝基金论文数／发文量×１００％；篇均基金数 ＝基金数

量／发文量。

３６１项基金的地区分布如下：北京１９４项，高居首
位，占５４％；广东３０、陕西２４、湖南１５、河北１４、湖北
１２，河南、浙江各１１项，重庆９、江苏９，安徽、黑龙江、
辽宁、吉林、上海各４项，山东、贵州各３项，广西、福建
各２项，四川、天津各１项。

按基金数量，排名前１０位的基金名称见表２。除了
这１０项基金外，资助论文较多的基金还有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５项）、广东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基金（５项）、教
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专项课题（４项）、河南省科技攻关项
目（４项）、湖南省科技计划项目（４项）、湖南省教育厅
资助项目（４项）、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４项）、辽宁省
教育厅科技研究项目（４项）、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
目（４项）、浙江省高校编辑学研究项目（４项）等。

表２　按基金数量排名前１０位的基金名称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数量

１ 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基金 １０８
２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 １８
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５
４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基金 １１
５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资助课题 ８
６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专项课题 ８
７ 湖北省教育厅项目 ８
８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７
９ 河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７
１０ 陕西省教育厅科研基金 ７

３　讨论与建议

３１　《编辑学报》论文整体水平较高，学术影响力不
断增强　国内期刊越来越重视基金资助论文，许多期
刊为基金论文开设绿色通道，如优先发表、减免版面费

等［３］。它们看重基金论文的主要原因如下。

１）基金论文质量普遍较高［４］。一个基金课题能

够申请成功，必须经过同行评议、专家讨论、科技查新

等多层评审程序，最终资助的项目均具有一定创新性，

国内外、本行业或省内未见相同研究，这些基金资助的

论文自然也具有创新性。

２）期刊评价重视基金论文比［５］。国家行政部门

及期刊评价机构评审优秀期刊、核心期刊、统计源期刊

时，均有一项指标为“基金论文比”，即该刊基金资助

论文占所有发文数量的比例，而且这项指标的权重越

来越大。《编辑学报》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共有２８８篇论文
受３６１项各类基金资助，基金论文比为１３．３％，篇均
基金数 ０．１７。对比《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２０１０
版）》数据，在１１种出版事业类核心期刊中，《编辑学
报》基金论文数量和基金论文比均排在第１位，从而
成为我国编辑出版界重要而权威的学术期刊。

《编辑学报》的学术影响力还表现在该刊被评价和

分析的频率也非常高。从中国知网检索到的题名里包

含“编辑学报”的７６条结果中，有近３０篇是对该刊的评
价和文献计量分析，其中有一篇硕士学位论文专门对

《编辑学报》近１０年学术影响力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
是：学术期刊的内容特色是学术评价高指标的重要因

素；高水平的作者队伍是期刊持久影响力的来源；贴近

实践、指导实践是期刊高被引的基础；选题的新颖性、前

瞻性为即时影响力的关键，学术期刊的高学术影响力印

证了坚持质量和特色是期刊可持续发展的动力［６］。

２０１０年５月，有作者以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文献网
络出版总库为统计源，从文献引证的角度分析《编辑

学报》高被引论文的分布规律。研究结果表明：《编辑

学报》被引文献２５４５篇，被引率为７３％，前１０篇高被
引论文每年都在被引用，具有旺盛的生命力［７］。

由此可见，《编辑学报》在同类期刊中具有明显的

特色和优势，成为业界读者最喜爱的专业刊物之一。

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读者群定位准确，栏目特色鲜明，办刊

人员专业水准高，开拓敬业精神强，编排的标准化和规范

化程度高。我们分析，编辑部能够兼听正反两方面的意

见和建议，及时发表来自读者和作者的意见与建议，无形

中拉近了与读者、作者的距离，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当然，编辑部在进一步吸纳高水平基金课题论文以

及其他优良稿件方面还可以进一步加大力度，通过设立

“基金绿色通道”和“快速发表通道”及优稿优酬等措施提

升办刊水平和学术影响力，推进刊物的可持续发展。

３２　《编辑学报》基金级别较低，呼吁国家设立或增
加编辑出版类基金　《编辑学报》近１０年刊发论文所
受的３６１项目基金类型中，国家级４４项（１２％），省部
级５２项（１４％），而学会、协会基金（主要为中国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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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研究会基金）１４４项（４０％），大学校级基金
５１项（１４％），可见高级别的国家级层面的基金论文所
占比例较小。据新闻出版总署网站信息，２０１０年我国
有９８８４种期刊，１９３９种报纸，出版图书３２．８万种，
从业人员有几十万之多；而目前设立的国家级编辑出

版专项基金却很少，即使有一些，也主要资助图书出版

和期刊国际化发展，针对编辑学研究的基金少之又少。

目前我国比较有影响的专业基金如下。

１）国家出版基金。用于支持国家重大出版项目，
主要针对图书出版，打造传世精品。

２）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建立学术期刊科学
遴选和培育机制，重点支持代表我国学术水平、具备国际

办刊能力、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学术期刊发展。力争在

“十二五”期间培育２０种左右自主品牌、达到国际一流学
术水平、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形成

２００种左右代表我国学术期刊最高水平、国内外学术影响
力呈现较快上升态势的国家优秀学术期刊，推动我国学

术期刊整体学术质量、学术影响力全面提升，建立具有国

际一流水平、全面反映我国代表性研究成果的期刊集群。

３）精品科技期刊工程。为促进我国科技期刊提高出
版质量和论文水平，推动我国科技期刊学术繁荣和健康

发展，自２００６年起，中国科协启动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
目，设立了培育国家知名期刊（Ａ类）、国内领衔期刊（Ｂ
类）、精品后备期刊（Ｃ类）项目，年均资助资金超过１０００
万元，成为对科技期刊支持力度最大的支撑项目。

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
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为提高我国学术期刊的水平而

设立的专项基金，其申请者须是已被美国科学情报研

究所的ＳＣＩ、ＳＣＩＥ或ＳＣＩＳｅａｒｃｈ收录的中国自然科学
类期刊，或在《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公布的年度总

被引频次排在前５０名的中国自然科学类期刊，该专项
基金主要用于与提高期刊学术水平和整体质量直接有

关的组稿、编辑、出版及发行等方面的支出。

５）学会基金。全国或各省与期刊有关的学会设立
的编辑学基金，针对期刊从业人员而设立，鼓励和支持

他们从事期刊和编辑理论与实践研究。有影响力的学

会基金有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科技期刊学研究项

目、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编辑学研究项目，各省级

学会也设有许多基金，如广东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基金、

浙江省高校编辑学研究项目、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究

项目、河北省科技期刊编辑学基金、重庆市高校学报研

究会科研项目等。学会属民间社团组织，其设立基金的

宗旨为鼓励、推动和支持关心期刊的研究者开展期刊的

学术研究工作。一般而言，学会基金资助力度不大，多

者几千元，许多还仅是立项无资助，属鼓励性质。

虽然编辑从业人员也可以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高级别基金，但申报成功率很

低，这主要与编辑人员群体性质和国家级基金资助方

向有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受中面广泛，近年来每年

批准资助项目超过１万项。据新华社报道，２０１１年中
央财政将继续大幅增加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投入，

计划资助资金达１２０亿元，较上年增长超过１６％［８］。

鉴于我国有近万种期刊几十万编辑人员，不但传

统编辑学仍有大量有待研究的内容，而且随着计算机

和网络的发展，电子期刊、无纸化编校系统、单篇论文

评价体系等现代编辑学课题层出不穷；因此，我们呼吁

设立或增加国家级层面高级别的编辑出版类基金，其

研究成果必将提升中国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有助于指

导国内众多小规模期刊的生存和发展。

４　结束语

　　《编辑学报》基金论文比在同类期刊中非常出色，
这是该刊学术影响力的重要反映。我们呼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专设编辑出版类

基金，以资助和鼓励国内广大编辑人员从事编辑学理

论和实践研究。

本研究虽未对《编辑学报》论文产出情况进行分

析，但该刊基本维持每期不超过４０篇论文的做法值得
赞赏。特色和精品造就了《编辑学报》的辉煌，也成为该

刊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柱。编辑、读者、作者往来互动

也是该刊稳定作者队伍和读者群的非常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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