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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理念在编辑工作中具有 “灵魂” 作用。 网络传播

环境下， 期刊信息服务方式及读者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

我国高校学报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习惯于传统出版方

式的学报编辑， 必须树立现代编辑意识， 首先要在理念上

进行转换与创新， 抓住机遇促进学报发展。 网络传播环境

下， 高校学报编辑应该具有出版流程的数字化理念， 出版

经营的市场理念， 出版 模 式 的 集 约 化 理 念。 由 此转 变 思

维， 深化改革， 加快高校学报发展的步伐。

一、 出版流程的数字化理念

积极应对数字出版的挑战， 是每位高校学报编辑所必

须面对的课题。 坐而论道， 消极观望， 只能造成 “落后挨

打” 的局面。

1. 通过数字平台， 加强网络系统建设和集成应用

目前， 大部分高校学报的数字出版意识还是比较迟缓

和滞后， 很多高校学报虽建立了自身的数字化学术平台，

但由于认识不到位、 资 金 投 入 不 足 和 实 施不 力 等 诸 多 原

因， 致使学报数字化学术平台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 基本

上限于本学报发布基本信息。 高校学报编辑要掌握新的技

术和手段， 从审稿、 编辑加工、 排版、 设计、 校对、 印刷

到发行全面实行数字 化变 革， 提 高 数 字 化 出 版 的 创新 能

力。 应加强其稿件采编功能、 远程处理功能、 学术交流功

能、 编者作者读者互动功能、 学术不端检测功能等系统化

建设及其集成应用， 走规模化、 集成化道路。

2. 改造传播、 生产和运营平台， 实施多元化战略

学报的本质是为了学术交流， 传播最新的研究方向和

研究成果， 所以第一要务是要扩大学报的覆盖面、 传播力

和影响力。 网络的 多 媒 体 特性 让 学 术 信 息 发 布 更 加全 方

位、 多角度、 多层次。 学报要根据文章的不同特点， 以不

同的形式展现其独创 性 和 学 术 价 值， 满 足 受众 的 多 元 需

求， 扩大学报的知名度。 学报界应打破壁垒， 在人才、 稿

源、 经营方式上互通有无， 让纸质出版、 手机出版、 网络

出版、 电子阅读出版等形式实现多媒体的阅读消费成为可

能， 所以， 应积极推进学报内容的聚合， 使技术的应用更

好地促进学报的发展， 从而提高学报数字化出版的创新能

力。

随着云计算、 三网融合和 3G 等信息技术的发展， 期

刊要提高自身的影响力， 必须要站在全新的战略高度来生

产和发行。 媒介融合致使阅读消费呈现多元化、 碎片化。

高校学报作为学术期刊主力军， 就要融入新的媒体， 实现

由作者 为 中心 到 读 者 为 中 心 的 转 变、 从 “读 者” 到 “用

户” 的转变。 根据用户需求， 以数字技术为依托， 实施构

建 “全媒体” 内容生产、 传播和运营平台战略。 正如魏忠

良提出的期刊要 “以 新 的 媒 介 生 态 角度 打 造 以 用 户 为 核

心、 跨媒体、 跨区域、 跨行业、 跨资本、 高渗透的新的传

播平台”[1]。

二、 出版经营的市场化理念

1. 厘清学报的商品属性

高校学报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因其学术性和理论

性、 不可代替性和 “公益事业性”， 许多编辑固守传统编

辑的理念， 对学报的市场属性认识不清。 学报具有商品的

属性， 它的市场功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基本上被淡化

了。 在网络传播环境下， 厘清学报的商品属性具有相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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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意义。 高校学报在出版过程中以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为

主， 通过分工合作， 共同创造具有物质形态的智力成果，

具有使用价值； 并 通 过 流 通 到 达 读 者 手中， 具 有 交 换 价

值。 作为独特的商品， 它必然受到一般经济规律的制约。

在坚持学报的公益性和学术性不动摇的同时， 其市场功能

和市场潜质也是不可忽视的， 这决定了编辑在选题策划和

宣传时要更多地关注受众， 与其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高

校学报编辑虽然不直接创造产品， 但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

行选择和优化， 是再创造， 不但要根据国家的政策方针和

法律法规来进行选题策划、 编辑稿件， 同时也得根据读者

的需求， 兼顾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2. 打造个性特色品牌， 实施品牌战略

学报品牌是一个学报的办刊理念、 市场定位、 风格特

色、 营销策划和整体形象等多方面的综合体现， 高校学报

虽不以营利为目的， 但引入品牌战略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

义。 随着报刊出版业市场化、 产业化步伐的加快， 期刊必

将进入个性化、 品牌化出版的时代。 高校学报只有建立品

牌经营理念， 制定个性特色品牌的发展战略， 才能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

个性特色是学报内在质量的本质特征， 学报品牌必须

要有自己的个 性 特 色， 才 能 有 亮 点。 目 前， 高 校 学 术期

刊， 尤其是拼盘式的综合性期刊， “趋同化” 现象非常严

重。 栏目策划上因强调其综合性， 大都成了拼盘式刊物，

形成了固有僵化呆板的办刊模式， 没有发挥出综合性的长

处， 只是一盘散沙， 造成低水平的重复。 由此， 创新编辑

理念显得尤为重要， 拓展选题视野， 做好栏目策划， 找准

学科定位是树立学报个性特色品牌的关键。 可根据自身地

域、 学科、 专业、 人才、 文化等优势， 主动揽稿， 精心设

计， 朝特色化方向发展。 特色化 “并非仅限于选题， 在选

题以外， 期刊的编辑意识、 整体策划、 专栏设计、 学科优

势、 研究方法、 行文风格等诸多方面”[2]都可进行品牌定位

与设计， 从而彰显自己的个性， 这是学报走出困境的可行

之道。 打造品牌栏目， 聚合本领域优秀学者组成学术共同

体， 建立稳定的高水平的作者群， 采用问题化与专题化的

运作方式， 强化编辑的文化意识与主体意识， 打造优质的

编辑团队， 让品牌良性可持续发展， 以带动编辑意识、 学

科优势、 研究方法、 行文风格、 版式设计等诸多要素的提

升， 达 到 “人 无 我有， 人 有 我 优， 人 优 我 特” 的 境 界。

许多高校学报在特色栏目设计方面已有成功经验， 以广东

社科类学报为例，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依托潮汕地区，

有计划、 有目 的 地 不 断 深 化、 拓 展 “潮 学研 究” 特 色 栏

目， 展开学术争鸣； 《嘉应学院学报》 以展现客都梅州的

“客家文化研究” 而别具风格；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的

“教育学/心理学论坛” 品牌栏目以 “学术性、 权威性、 应

用性” 为宗旨， 依托学校的强势学科， 使品牌栏目发展壮

大； 《广州大学学报》 的 “廉政论坛” 栏目围绕党和国家

重大科研课题， 紧扣社会焦点为视角等， 这些学报充分利

用所处的地域等特点， 精心策划， 以特色栏目为亮点， 提

升学术品位， 具 有独 特 的 学 术 视 野 和 文 化底 蕴， 成 绩 斐

然， 在学报界有较好的口碑。

3. 产品营销、 服务全媒体化展望

数字技术有可能带来出版内容相对过剩的问题， 高校

学报也面临同样的困惑， 因此必须实施品牌传播战略， 加

强学报品牌推广， 提高学报知名度。 高校学报经营管理长

期与市场脱节， 学报市场理念滞后， 引入市场理念并不是

单纯指学报能获得多少经济收入， 而是要能适应社会的需

求， 按照市场基本规律运作， 能够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学报必须综合运用网络传播的高速快捷的手段， 站在

全局性、 战略性、 前瞻性的高度， 根据读者的需求， 通过

广告、 媒介、 名人、 地域等多种要素对理论研究的前沿成

果进行有效推广， 才能推进学科体系、 学术观点、 科研方

法创新， 才能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使学报的传播影响力得

到充分发挥， 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由于政策性、 体制性等诸多原因和高校学报自身的固

有特性， 导致市场意识薄弱， 重作者而轻读者， 在发行和

服务方式上相对单一。 媒体生存的基本规律就是谁拥有更

多的读者或者用 户， 谁 就 能 够 走 在 前列。 三 网 融 合 背 景

下， 用户的需求多元性决定了期刊必须改变服务方式， 高

校学报的电子产品形式具有很大运营潜力。 在纸质版发行

量小的情况下， 网络 版 市 场 和 移 动 版 市 场 具有 很 大 的 空

间， 高校学报与各大数据库的合作方式目前只是 “媒体搬

家， 内容移植”， 盈利低下， 必须通过传统优质内容的整

合， 深挖掘电子产品盈利模式， 实现科研信息的多样化呈

现、 多层次衍生、 多角度交互以及多渠道服务。

三、 出版模式的集约化理念

集约化是经济领域中的术语， 指在充分利用一切资源

的基础上， 更集中合理地运用资源以提高效益。 高校学报

出版集团的构建， 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目前高校学报出

版 现 状 基 本 是 “单 打 独 斗 ”， 分 散 经 营 ， 总 体 上 还 处 于

“全、 散、 小、 弱” 状态， 这是困扰高校学报发展的四大

瓶颈。 学报要想打破僵局， 得从 “外延扩大， 强化内涵”

着手， 摒弃 “本校办刊为本校” 观， 建立为全社会服务的

“大学报” 观。 对于联合办刊的思路， 同仁们提出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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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朱剑提出 “集约化的要义在于对有限

资源的整合和充分利用以获取最大的效益， 而并不一定要

把分散在各校的编辑部整合到某一高校或企业实体中去，

现代化的资讯条件完全可以做到不受行政区划和管属限制

的异地整合。 这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的集约化。 [3]”王素琴认

为 “最理想的方案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学报网站， 可以叫

做 ‘中国高校学报网’。 这个网站实行企业化管理， 它以

股份制形式集资成立， 获得初始的注册资本、 固定资产和

流动资金。 尝试编辑出版和发行分离， 通过出版网络化、

发行企业化， 达到学术价值传播最大化。 [4]” 笔者认为， 由

“单打独斗” 转变到 “开 放 合 作”， 各 个 高 校 学 报 加 强 合

作， 通过与一定范围内院校或企业联盟， 跨越行政区划和

管属限制的异地整合， 利用数字平台使其在规模上、 经营

上、 传媒业务的运作方式上有较大突破， 不仅仅是几个高

校学报编辑部或者企业的简单组合， 而是政府要加大投资

力度， 给予学报人、 才、 物的扶持和政策支持， 调整优化

学报结构， 组建强有力的期刊集团， 加强品牌建设， 开拓

市场， 从而结束各自为战的学术期刊的孤岛状态， 构建传

播、 生产和运营平台， 真正实现规模效应、 产业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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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区位偏僻、 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农村来说，

如何克服少数民族农村信息化建设的 “最后一公里”

难题， 对于少数民族农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2011—2012 年， 笔者组织西南民族大学师 生 30

余人， 面向 内 蒙 古、 新 疆、 宁 夏、 广 西、 西 藏、 云

南、 贵州、 青海、 甘肃、 湖北等省、 自治区少数民族

地区发放调查问卷 34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230 份， 对

我国主要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媒体使用习惯， 重点对

手机出版： 突破少数民族
农村信息传播瓶颈的最优选择 *

●林晓华 邱艳萍

摘要： 根据 2011—2012年的实地调研数据分析， 我们看到， 手机已成为少数民族农 （牧） 民的日用品， 对

于区位偏僻、 居住分散的少数民族农村来说， 手机出版有望成为突破少数民族农村信息传播瓶颈的最优选择。

本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对手机出版如何真正 “嵌入” 少数民族农 （牧） 民的生活， 并对少数民族农村的经

济发展起到 “提振” 作用， 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探索。

关键词： 手机出版 少数民族农村 “提振”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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