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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月琴  2011年12月28日10: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由17家大学学报通过自主联合，成立由各综合性学报组成的

联合编辑部，对拟在各综合性学报发表的文章同步进行数字化、专业化编排，在主要一级学

科，联合共建系列专业期刊。系列专业期刊以专业性见长，出版载体以数字版为主，主打更

为迅捷的网络渠道，为高校学报的改革与发展探寻了一条实践路径。 

  截至2011年12月，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的17家高校学报编辑部联合创办的“中国高校系

列专业期刊”已运作近一年。这种新型期刊的突出特点是突破了传统的期刊包装，由一校一

刊、各自为政的综合性期刊，经重新编目组合、打破校域界限、集中名校科研优势，形成系

列网络专业期刊。 

  它的起步和创办是源于教育部2003年以来实施的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建设的基础，既

是高校学报名刊工程建设的延续，也是综合性学术期刊探索专业化、集约化、网络化发展的

有益尝试，为高校学报的改革与发展探寻了一条实践路径。 

  千刊一面千刊一面千刊一面千刊一面    高校社科高校社科高校社科高校社科学学学学报报报报呼吁呼吁呼吁呼吁变变变变革革革革 

  在中国，高校社科学报从《东吴学刊》创办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它在当时大学校园

中可谓凤毛麟角，为现代思想文化传播、学术人才培育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

的50年代中期和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高等院校大发展，高校学报规模也迅速

扩大。根据“全国高校学报资料中心”2001年的统计，全国高校社科学报高达1130种，占当

年全国所有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2/3以上。 

  由于定位和办刊模式相同，出现了千刊一面的现象。正如《新华文摘》编审张耀铭所

说：“编辑方针趋同，编辑模式趋同，栏目设置趋同，甚至探讨的社会热点问题也趋同。大

家一味走‘泛综合化’的路子，文学、史学、哲学、经济、法学、社会学、教育学面面俱

到。众刊一面，使读者失去了新鲜感和阅读的兴趣。”千刊一面的状态和分科文集的模式成

为学界诟病的话题。 

  也因此，教育部2003年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名栏”建设工程，吹响了高校

社科学报改革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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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自主自主自主联联联联合合合合    十七家十七家十七家十七家学学学学报报报报共建系列共建系列共建系列共建系列专业专业专业专业期刊期刊期刊期刊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由17家大学学报通过自主联合，成立由各综合性学报组成的

联合编辑部，对拟在各综合性学报发表的文章同步进行数字化、专业化编排，在主要一级学

科，联合共建系列专业期刊，于2011年3月在中国知网首页开辟专区呈现，包括《马克思主义

学报》、《文学学报》、《哲学学报》、《历史学报》、《政治学报》、《经济学报》、

《法学学报》、《社会学报》、《教育·心理学报》、《传播学报》等。 

  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不同于“二次文献”。首先，系列专业期刊与综合性学报同时出版甚

至更早，两者都是首发，只是同一产品的不同包装，而“二次文献”则有明显的时滞；其

次，系列专业期刊与综合性学报是一体两面、合二为一的，而“二次文献”与原刊编辑部并

没有任何组织上的关系；再次，系列专业期刊与作者有着直接联系，而“二次文献”编辑部

与作者是隔绝的。因此，系列专业期刊是一种全新的期刊样式。 

  综合性学报名刊与系列专业期刊相依共存，各展其长：在论文组合上，分别以综合性和

专业性见长；在出版载体上，分别以纸本和数字版为主；在出版时间上，完全同步或后者更

早；在传播途径上，前者以保持纸本传统为主，后者则主打更为迅捷的网络渠道。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专业专业专业专业期刊期刊期刊期刊实现实现实现实现三突破三突破三突破三突破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创办，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由纸质期刊重新组合为专业网

络期刊，而是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办刊模式。它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三个突破：突破了高校之

间的门户壁垒，尝试了学报间联合办刊的方式；突破了纸质专业期刊的单一模式，尝试了专

业网络期刊的方式；突破了单一主体的办刊模式，实现了学术期刊共同体与企业的合作办刊

方式。它探索了纸质期刊和网络期刊、综合期刊与专业期刊、单一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三

个统一”的实现路径，是目前国内高校首个以自主联合方式与国内主流网络媒体合作创办的

系列专业期刊。 

  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为高校学报名刊学术共同体的建立搭建了平台。由共同创办者组成的

主编联席会、联合编委会、联合编辑部，由所有参与学报共同创立，正如《南京大学学报》

主编朱剑所说：“它们是高校的，却不再专属于某一校，故而是开放的；以它们为纽带，名

刊工程能够真正成为共建共有的开放平台，名校之间的门户之见虽不能彻底破解，但学报名

刊之间的壁垒可望就此拆除，名刊背后的名校的群体优势即可尽显。” 

  通过联合办刊，各编辑部原来各自为政的办刊思路得到梳理，在更多的学术交流和协商

中达成统一认识和规范，有助于建立起学术共同体的运行机制。它为实现教育部名刊工程的

建设目标，探索高校社科学报集约化、专业化、网络化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 

  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创办将有助于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的建立。如朱剑所言：“数字化

专业系列名刊的创设能有效地锁定作者和读者群，他们将成为对这些期刊最有发言权的评价

者，从而有望实现以学术共同体为评价主体的期刊评价机制的重建。同时，数字化专业系列

名刊的建立也为期刊人正确对待评价数据创造了条件，可以发挥评价数据应有的作用，而不

必再为其所左右。合理的评价必将促进期刊的良性发展。” 

  “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 虽然问世还不久，但目前这种尝试是富有成效的。从来自学

者和同行的反响看，他们对专业刊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良好的评价。专业刊从创办至今近一

年的时间里，无论是点击率还是下载率，都是原发纸质刊所无法比拟的。这一方面提升了原

发纸质刊发文的适用率，另一方面有助于原发纸质刊品质的提升，形成了原发纸质刊与专业

网刊互动发展的良好态势。 



 

  （作者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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