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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出版质量综合评价指标

对高校学报办刊理念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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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学报》编辑部，２１００３７，南京

摘　要　期刊质量综合评估体系对现阶段高校学报的办刊理

念提出了新的要求。分析了评估体系中基础建设条件、环境资

源条件、出版能力、经营能力等４个板块的指标对期刊生存和

发展的要求。认为期刊的合理定位、规模、效益等要求高校学

报办刊理念具有规范性、经济性、有效性及开放性，期刊编辑尤

其是学报编辑办刊理念转变的必要性表现在规范办刊行为、注

重办刊过程的经济性、提高科技期刊的各种效益，以及创造条

件使期刊保持可持续良性发展等４个方面。

关键词　期刊出版质量；评价指标；高校学报；办刊理念

犚犲狇狌犻狉犲犿犲狀狋狊狅犳狌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犼狅狌狉狀犪犾狊犳狉狅犿 狋犺犲狏犻犲狑狆狅犻狀狋狅犳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犻狀犱犲狓狅犳犼狅狌狉狀犪犾狆狌犫犾犻狊犺犻狀犵∥

ＺＨＥＮＧ Ｙａｎｙｉ， ＬＩ Ｙａｎｗｅｎ， ＷＡＮＧ Ｇｕｏｄ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Ｙｕｅｈｏｎｇ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ｉｄｅａ，ｉｔ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ｅｄｉｔｏｒｓｔｏｈａｖｅｎｅｗ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ｏｕｒ

ｉｎｄｅｘ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ｅ．，ｂａｓ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ｏｍｅｅｔ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ｔ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ａ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ｐｒｏｆｉｔｓ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ｓｍｕｓｔｈａｖｅｔｈｅｉｒ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ｅｄｉｔｏｒｓ ｗａ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ｏｎｆｏｕｒｐａｒ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ｓ，ｉ．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ｔｉｏｎ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ｐｒｏｆｉｔ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ａｎｄ 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ａｎｄｇｏｏ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犓犲狔 狑狅狉犱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犃狌狋犺狅狉狊犪犱犱狉犲狊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ＥｄｉｔｉｎｇＢｏａｒ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１００３７，Ｎａｎ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全国期刊出版

质量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试行）》［１］，包括全面评估期刊出

版质量综合表现的各项主要指标，分为基础建设条件、环

境资源条件、出版能力、经营能力４个板块，１７个类别约

６０余个具体指标。旨在建立全面反映期刊出版活动全流

程的质量与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形成期刊出版优胜劣汰

机制，发现和警示不合格出版主体，鼓励和扶持优秀期刊

做优做强，全面提高期刊出版产业的整体质量和效益，引

导期刊出版主体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科学发展。

笔者学习该评估指标体系后认为，高校学报必须

认真分析当前形势下自己的特点及发展趋势，转变办

刊理念，合理定位，争取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

１　基础建设条件指标对办刊理念的规范化要求

１１　出版条件规范　评估指标设置印刷设备手段选

择，反映的是出版的基本条件是否具有优越性，发行手

段反映的是出版的基础能力，技术设备则是提高出版效

率的基础。目前高校学报工作更多追求学术影响力，编

辑大都把注意力放在编辑出版环节，而评估体系中的印

刷和发行手段多采用委托方式，很少研究学报刊后流通

条件。随着期刊流通渠道、传播方式的变革，高校学报

要改变只注重产品本身，不注重产品流通、传播手段的

观念，争取主办单位的支持，规范出版条件，多角度考查

学报出版效益，尤其要利用新媒体手段，推出诸如ＯＡ、

电子函件推介单篇论文、手机订阅、学术热点网络发布、

专题论文定向推介等发行方式，将数字学报发行作为传

统发行的补充。也许经过一定时间的实践，学报发行的

主流会变成数字学报。从这个角度讲，出版条件的规范

也是高校学报出版应对期刊改革（制）的基础。

１２　出版机制规范　规范的体制机制综合并集中地反

映期刊出版单位体制机制建设的完整性和现代化程度，

出版者在出版活动过程中的有序化程度，以及出版活动

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体制机制指标主要考查法

人资质状况和基本出版制度建设、人事制度建设、收入分

配制度建设情况［１］。高校学报编辑部本身为非法人出版

单位，不具备进入出版市场一些环节的资质，但从出版效

率的角度看，高校学报有必要了解市场条件下各种出版

体制机制的内涵，要考虑办刊的投入产出比，合理优化编

辑部人事、收入分配以及出版流程中的各种制度，达到学

报出版的有序性和高效率。此外，在国家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的背景下，高校学报如何科学界定性质和功能、在构

１５２



编　辑　学　报 第２４卷

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发挥作用［２］，通过改革探索适合

高校学报发展之路就显得十分必要。

１３　出版行为规范　关于各种类型期刊的出版行为

准则，《期刊出版管理规定》［３］从期刊主管、主办单位责

任落实情况、出版行为规范、采编行为规范、期刊出版

单位负责人资质、经营违规和年度核验质量等方面作

了明确规定。这从政策管理层面对高校学报编辑提出

了硬性指标，比如出版行为、编辑资质等必须符合《规

定》要求，否则直接影响编辑的职业稳定度；因此，高校

学报编辑不再是单纯的文稿编辑，必须时刻让自己具

备出版人的资质，必须时刻用规范的编辑行为为社会

服务，以提升精神产品的通用性。

２　环境资源条件指标对办刊理念的经济化要求

２１　出版资源经济性　从评估体系政策环境指标分

析可知：行业政策调控方向指标考量该类期刊在现行

政策下的发展空间；市场环境指标考量期刊出版单位

占有市场资源的能力以及在同类期刊竞争中的竞争优

势；出版资源指标考量期刊出版单位信息资源的丰富

程度、信息获取的便利程度以及垄断性信息资源的占

有量；资本实力指标考量期刊出版单位适应市场机制

的能力［１］。对于高校学报而言，这些指标的设置不仅

仅考查学报本身，更重要的是考查编辑对出版资源经

济性的认知。编辑在办刊过程中，身处“象牙塔”、工作

“为人作嫁”、仅仅恪守“编辑六艺”等理念，已经远远不

能适应现实的要求，编辑的创造性劳动必须涉及出版

的全过程，尤其是同质化严重的学报出版中，如何充分

利用行业发展优势、争取垄断性信息资源、整合已有优

质资源、借势特色资源经济性等，对学报的发展空间是

新的挑战，对高校学报的办刊思路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２２　出版行为主体经济性　出版行为主体包括主管、

主办单位和出版人力资源［１］。评估体系中人力资源指

标考量期刊出版单位人员的规模、整体素质、岗位设置

的合理程度，以及出版人员对期刊出版专项技术的掌

握能力；主管、主办单位支持力度指标直接影响期刊编

辑的工作地位；期刊荣誉度则考量期刊出版单位为国

家、地区或行业权威机构的认可程度。学报在办刊中

如何合理设定期刊在行业、区域、市场中的形象，如何

把出版经济性原则恰当体现在期刊出版的全过程，还

需要在出版策划、资源收集与整合、专化期刊特征等方

面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３　出版能力指标对办刊理念的有效化要求

３１　出版规模有效化　出版规模指标体现着期刊被

社会认同的程度。根据评价体系中对“规模”的解释，

目前我国期刊规模较大的基本是文化生活、时尚、教辅

等类型的期刊，这些期刊的编辑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文

字工作者，他们更多体现的是在市场环境中或在产业

领域中的办刊理念、经营能力、集约化发展手段等，当

他们找准办刊定位、实现规模化发展后，理所当然地成

为出版行业的导向性标志，引领行业的前进方向。而

实现规模化的过程中，创新能力是提高办刊水平的核心

动力。在新的形势下，高校学报需清醒认知期刊的发展

环境和发展趋势，主动调整思想观念、创新办刊体制机

制、探索发展新模式、服务科研成果的展示和转化过程；

要营造有利于学术创新成果发布的浓厚氛围，让期刊成

为同行业、同领域创新活力的交流平台，汇聚创新的源

泉，让读者、审者、作者都愿意发挥自己的积极性。

３２　出版内容有效化　对期刊尤其高校学报内容的

评价是整个评价体系中考量期刊最具体的指标，期刊

质量既包括学术水平，也包括编辑水平、出版水平等。

一期学报的出版往往凝聚并体现了编辑人员的策划能

力、文字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并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编

辑人员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等［４］。出版内容的有效

性，要求学报应从内容舆论导向、恪守学术道德、所刊

载文章的内容在相关行业系统领域内发挥的作用、出

版产品的专业质量、国际交流程度及国际影响力等方

面提升自己期刊的形象，不单发挥编辑个体的力量，更

要借势作者、审者、编委以及科研团队的影响力，从选

题创新度、内容学术水平、行业（学科）影响力、期刊编

排规范、美观程度等角度确定自己不同阶段的工作重

心，为完成有效出版奠定基础。

３３　出版形式有效化　传统出版形式指标主要考量

纸质期刊编印质量是否符合《期刊出版形式规范》的规

定。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渗透，出版形式指标更要反

映多媒体融合时代期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能力，体现

办刊人（或机构）对未来传播市场的前瞻性和占有实

力［１］。目前高校学报大都采取各种方式争取进入国内

外各种数据库，参与纸质期刊的数字化出版，以期加快

传播速度和广度，扩大学术影响力，进而增强出版主体

在多媒体融合时代的市场生存能力［５］，而这一现象还

会持续一定的时期；因此，当前的期刊出版形式要求高

校学报在提高期刊出版的有效性时多层面调整办刊理

念，既追求内容资源的多角度开发利用，也追求出版形

象的独特性，让形式服务于内容，创造品牌效应。

４　经营能力指标对办刊理念的开放性要求

　　经营能力指标分为经营规模和经营效益，主要评

价办刊的收益和成本支出。规模和效益是当前出版业

的现实追求，高校学报需要更新理念，不能只执著于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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