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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类部分核心期刊 编辑格式的调查研究 

师曾志 钟智锦 

摘 要: 根据《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对16种文化事业/信息与知识传播类核心期刊

的编辑标准进行了调查研究，分析了这些期刊编辑格式规范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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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这篇调查报告指出了新闻出版类部分核心期刊编辑格式存在的问题，值得

引起重视。本刊在这方面与兄弟期刊存在很大差距，发表此文不在于对兄弟期刊提出意

见，而是以此鞭策自己认真执行国家标准。这一期我们开始在学术论文题下列出摘要和关

键词等信息，以逐步向规范化方向前进。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3版），根据中文报刊

社科资料索引库、中国社会科学文献题录数据库、中文社科报刊篇名数据库的被索量、被

摘量、载文量，选取了23种文化事业/信息与知识传播类核心期刊。这些期刊是目前推动

新闻学、出版学以及新闻出版业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代表着

新闻出版业发展的阶段与研究的水平。 

  学术期刊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一定的学术规范和质量管理标准，这在新闻出

版署1995年6月30日发布的《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理标准（试行）》中做出了明确的规

定，即为保证社科期刊质量，其质量管理标准主要体现在政治标准、业务标准、编辑标准

及出版标准四方面。 

  编辑标准的内容在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格式 GB/T  

3179―92》（以下简称GB/T 3179―92）中已充分体现出来。它尽管冠以科技期刊的名

称，但实际上，该国家标准对社会科学期刊，也就是说对整个学术期刊都是适用的。它规

定：每篇论文一般应附有摘要和关键词，并且摘要编写应参照1986年国家标准局颁布《文

摘编写规则GB 6447―86》（以下简称GB 6447―86）。文摘、关键词编写在学术交流中有

重要作用，它们为文献查询和检索提供了方便，为二次文献的编制以及参考、全文数据库

的建立都有重要意义。 

  编辑有关标准还要求在每篇文章题名下应列出作者姓名及工作单位，这对研究者判断

文献价值、与作者进一步展开学术交流提供了参考与依据。作者工作单位在一定程度上避

免了作者姓名重名现象的发生，为查询二次文献和文献数据库等提供一定的条件，也有利

于为评定研究机构、大学等研究实力与水平提供统计数据。 

  文后标准主要参照的是1987年国家标准局颁布《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GB 7714―

87》（以下简称 GB 7714―87）。它是对印本学术期刊的规定。目前，我国对电子期刊和

其他电子资源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还没有国家统一的标准。 

  制定期刊编辑标准是为解决文献数量激增与学术传播之间的矛盾采取的一种行之有效

的方法，是提高学术传播效率的重要手段，对学术传播意义重大。为此，国内外有关机构

都制定了这方面的标准，如1977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了《文献工作  期刊的编排格式

ISO8―1977（E）》（以下简称ISO8―1977（E））、《电子参考文献著录标准ISO/690-

2》，1988年颁布的《中国标准刊号》（GB 9999―88），以及上面提到的各种国家标准

等，它们对期刊编辑标准规范与统一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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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新闻出版类期刊编辑标准执行情况，2001年9月我们对北大图书馆藏有的23种

新闻出版类核心期刊中16种的编辑格式进行了调查。这些刊物分别是《编辑学刊》、《中

国记者》、《新闻战线》、《中国出版》、《中国图书评论》、《新闻与写作》、《中国

科技期刊研究》、《当代传播（原新疆新闻界）》、《编辑之友》、《出版发行研究》、

《新闻与成才》、《编辑学报》、《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知识》及《新

闻大学》。 

  一、封面信息 

  期刊封面是读者了解期刊基本信息最直接、最方便的渠道，它应告诉读者关于该期刊

的刊名、卷期号、出版周期、主办单位、重要文章等信息。这些信息是读者在翻阅期刊前

渴望得到的内容，但在笔者调查的这16种核心期刊中，并非所有的都具备这些封面信息。

   

  

 

表一：16种新闻出版类核心期刊封面信息一览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刊名、卷期号这两种最基本的内容完全具备外，其他信息都有不

同程度的忽略，尤其是出版周期这一项，忽略率竟达81.25%。新闻出版业具有很强的实践

性，其期刊出版周期反映了期刊内容更新的快慢，对读者及时了解业界动态、最新研究成

果等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也是读者订阅、购买期刊的重要依据。 

  期刊主办单位是读者了解该期刊背景的重要渠道，也是期刊出版中马太效应表现方面

之一，即如果主办单位是读者心目中比较有权威、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得很活跃的机构，那

么人们会比较信任它们主办的期刊，这样不仅可以吸引关注学术发展动态的读者去阅读，

从期刊收录的文章来了解该机构最近感兴趣的学术活动方向，而且也会有更多的人为其投

稿。此外，标明主办单位还有利于促进主办单位和期刊编辑部之间的互动。期刊质量是主

办单位内在学术水平和外在形象的一种表现，考虑到这一点，将主办单位标示于封面上，

可以提高主办单位对期刊的重视，督促编辑把好质量关。 

  从调查中，笔者发现，50%的新闻出版类期刊封面上具备该期的主要目次，这与过去

相比是一大进步。然而，从帮助读者了解每本期刊重点内容，从而迅速找到自己需要的信

息来讲，还存在很大不足，应当引起另外50%新闻出版类期刊编辑部的重视。 

  二、页眉信息 

  页眉处理是否规范同样能体现期刊的编辑质量，对读者和期刊来说都是非常有用和必

要的。ISO8―1977（E）中规定：“出版物的每一页应便于迅速识别必要的栏目。这种著

录项目可能出现在任何位置上，但在每页上必须处于相同的位置。它应当包括：期刊的刊

名，适当加以缩写；日期、卷号、期号；页码；文章的篇名，适当加以缩写；一些作者或

第一作者的姓名。” GB/T  3179―92 中也要求“正文部分应在页眉或其他适当位置标示

有便于迅速识别的必要项目：a.期刊刊名（外文并列刊名可以按规定适当缩写）；b.卷

号、期号、出版年月。”  

  由表二统计数据显示，从总体上看，新闻出版类期刊编辑部都十分重视页眉的设计，

有页眉的占到总数的81.25%。从页眉内容上分析，刊载最多的是“栏目名”，占总数的

封面信息 有（种数） 有（百分比） 无（种数） 无（百分比）

刊名 16 100%    

卷期号 16 100%    

出版周期 3 18.75% 13 81.25%

主办单位 11 68.75% 5 31.25%

该期的部分目
次

8 50% 8 50%



© 2001-2003 出版科学杂志 版权所有  
报刊转载必须征得同意并支付稿酬，网络转载必须注明作者及本刊网址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4楼403室 邮政编码430072 电 话：027 68753799 传 真： 68753799 E-mail: cbkx@163.com 
技术支持：cgz@163.com  

81.25%，其中有6种期刊的页眉信息只有栏目名称，占总数的37.5%。然而，在ISO8―1977

（E）和GB/T 3179―92 里所规定的页眉信息中，文章名、作者名等重要信息忽略率最

高，均为87.50%；其次刊名和卷期号的忽略率为43.75%。可见新闻出版类期刊页眉信息设

置还有待于进一步规范。 

 

 

  表二：16种新闻出版类核心期刊页眉信息一览表 

  值得注意的是，有个别期刊的页眉上标明了英文刊名、期刊网址和出版周期。这些信

息虽然不在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规定的范围之内，但是却有利于拓宽期刊传播广度，有利

于读者全面了解期刊，并且增加读者获得期刊的途径  通过因特网购买或者免费阅读期刊

的电子版，这对于购买不方便的读者更是益处多多。 (ID:225) 

页眉信息 有（种数） 有（百分
比） 

无（种数） 无（百分
比） 

刊名 9 56.25% 7 43.75%

英文刊名 1 6.25% 15 93.75%

卷期号（包括出版年
月） 

9 56.25% 7 43.75%

文章名 2 12.50% 14 87.50%

作者 2 12.50% 14 87.50%

栏目名 13 81.25% 3 18.75%

栏目主持 1 6.25% 15 93.75%

网址 1 6.25% 15 93.75%

出版周期 1 6.25% 15 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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