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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学术阵地，打造学术精品 

——2004年《出版科学》漫评 

赵 楠 

     

  近几年来，学术界刮起了一股浮躁趋利之风。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科学》却坚守自

己的学术阵地，以学术性和理论指导性体现了不小的竞争力，以自甘淡泊和兢兢业业显示

了自己的学术品格。笔者总览2004年的《出版科学》，它的学术性特征及其文章的高品位

值得关注。2004年《出版科学》共有文章147篇，其中学术文章92篇，约占62.59%，仅从

统计数字上看，它的学术性特征就可见一斑。从内容上分析，2004年《出版科学》的学术

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前瞻性的眼光紧密关注  

  时代与学术热点  

   《出版科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园地，继承发扬了学术研究要关注时代这一优秀传

统。它关注时代发展趋势和学术发展动态，以前瞻性的眼光刊发前沿的学术理论成果，激

发学术创新，引导学术潮流。《出版科学》的时代性最鲜明地体现在它的两个栏目——

《卷首语》和《专论·特约稿》中。这两个栏目将党的方针、政策，将编辑出版行业的最

新动态与编辑出版工作的实际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刊物的导向作用，为编辑出版事业的发

展和政府宏观决策提供服务。  

   《卷首语》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要求。如2004年第2期的《新闻出版信息化

工作要加快发展》是全国新闻出版行业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向业界传达的信息：“加快新闻

出版行业信息化建设将再一次提上重要日程。”2004年第4期的《科学发展观与出版业的

发展》，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新闻出版业的特点和实际相结合，提

出新闻出版业也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之路。  

  《专论·特约稿》着重刊登名家学者的重磅力作，对时代热点和学术热点进行政策和

理论引导。2004年《出版科学》的《专论·特约稿》对当前的热点问题和出版体制改革进

行了较充分的论述。如2004年第2期宋木文同志的《关于出版社企业属性问题的通信》，

对二十年来出版社属性问题的讨论作了梳理，对当前出版体制改革有启示和参考作用。

2004年第5期石峰同志的《论出版工作的文化取向》，提出在以市场取向为目标的出版体

制改革中，要关注出版的文化取向，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到出版体制改革中，树

立科学的文化地位观、发展观和效益观。文章强调，在出版体制改革中，出版工作者要面

临与应对大众文化庸俗化、民族文化西方化、传统文化边缘化的挑战，增强责任意识、大

局意识、竞争意识，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该文具有正确的导向作用。  

  二、致力于编辑出版学基础  

  理论的研究和编辑出版史的开掘  

  编辑出版学的基础理论和编辑出版史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先决条件，都不可轻视。如

今趋时应景的文章颇多，沉下心来进行编辑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编辑出版史研究的精品

太少。而《出版科学》却依然致力于编辑出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编辑出版史的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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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的《出版科学》中编辑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共22篇。这些文章充分体现

了在丰富占有专业研究成果基础上的创新和突破，并从高层次上进行了理论的总结和归

纳。2004年第5期范军同志的《关于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讨论》，对二十年来学术界关于

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讨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将以往的研究划分为哲学视野、社会文

化学视野、传播学视野及散点透视中的研究，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出版科学》中许多

文章以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研究编辑出版学，并提出了一些新视角、新思想。

2004年第2期的《文化视角下的编辑与出版》，吸收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研究中的概念和方

法，开拓了一个区别于编辑理论研究、工艺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新的研究视角，是一个有潜

力的课题。2004年第5期《出版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及其理论体系的提出》一文，借用传播

学的理论研究出版学，并提出了系统的理论体系，使出版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出版科学》专门开设了《编辑史·出版史》专栏，2004年的《出版科学》中这一专栏共

刊登研究文章16篇，其翔实的史料和独特的视角让人感受到厚重的文化气息，也体现了严

谨踏实的治学态度。2004年第5期的《我国辞书出版史上一件珍贵的史料》，公开了中共

中央关于《辞海》修订工作的批示和电文，介绍了《辞海》修订工作的背景，体现了党中

央对大型工具书编纂及修订工作的关心和重视。2004年第4期的《鲁迅的翻译出版思想与

实践》，独辟蹊径研究鲁迅的翻译出版思想，对当今翻译出版工作有很大的借鉴和指导意

义。  

   三、“学”与“术”相统一，  

  理论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学”与“术”是应当紧密结合的。学术期刊作为

学术的载体，要兼顾“学”与“术”，即要兼顾理论性与实用性。《出版科学》力避“经

院哲学”式的学术研究，而是从丰富多样的和变化发展的编辑出版实践中总结理论，指导

实践，理论性与实用性兼备。  

  《出版科学》力求全面反映编辑出版实践，其中关于编辑出版工作的文章涵盖了编辑

出版工作流程、组织管理、财务管理、版权和国际贸易、出版集团、编辑出版人才教育等

各个方面，囊括了报纸、期刊、图书、多媒体、网络等各种出版方式，力求用最大的信息

量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使各个方面的读者都能从中受益。  

  《出版科学》注重研究发展变化着的编辑出版实际，研究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条

件下编辑出版的固守和趋同，研究高新技术迅速发展及信息化时代编辑出版新的方式和手

段，以求编辑出版理论也与时俱进。如《信息化与出版管理创新》《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WTO体系下中国出版业的竞争策略》《经济全球化与出版文化的民

族特色》《中国出版产业化进程与国家文化安全》等，都是新时期编辑出版工作者需要面

对和解决的问题。  

  《出版科学》不惜版面刊登了2003年度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的试题，

武汉出版社编校语文知识竞赛试题，关于邹韬奋的知识测试题等，为培养和指导青年编辑

打开了一扇窗户。  

  办刊十几年来，《出版科学》以办精品刊物为奋斗目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许多文

章为《中国编辑研究》、《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出版工作》转载。

《出版科学》的成功说明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学术期刊只能以学术性作为其立足点，以

弘扬学术和积累文化作为主要任务。如果以丧失学术性来追求经济效益，那样的学术期刊

只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自我。不足的是，《出版科学》中本省作者的文章占绝大多

数，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的影响力。如果能进一步扩大开放性，吸引众多作者，相信

《出版科学》能为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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