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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应用中国知网的论文被引频次统

计量化方法，筛选出社科学报研究的33篇高被

引论文，从中概括出社科学报研究的7个热点

问题，即学报现状与改革方向、学报栏目特

色、学报学术规范、学报编辑素质、学报编排

规范、学报审稿、学报评价问题。研究发现，

相关作者绝大多数是管理者或学报编辑人员，

论文绝大多数发表在社科学报上。这在某种程

度上形成了学报研究的封闭性和重工作指导轻

理论研究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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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各界对社科学报的批评日渐增

多，社科学报研究逐渐成为编辑出版学研究的重要

领域。根据文献计量学观点，在特定研究领域的大

量研究论文中，被引频次高的论文具有一定的研究

热度和影响力，这些论文研究的问题构成该领域的

研究热点。本文通过量化方法对社科学报研究的热

点进行探讨。

一、研究方法和高被引论文筛选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是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文

献网络出版总库。数据检索日期为2012年4月4日。

以“主题”检索“学报”并含“社科”，或者以

“主题”检索“学报”并含“文科”，在出版、新

闻与传媒、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等三个学科进行 

“高级检索”，共获得有效文献2 725条，共有482

篇文献被引，经过两轮被引次数的平均值线上遴

选，获得高被引论文共有33篇，共被引476次，如

表1所示。从这33篇高被引论文中，可以发现我国

社科学报研究热点。

从上述文献的时间分布可以看出，2004年后社

科学报研究文献猛增。2004～2007年，每年的社科

学报研究高被引论文都超过5篇。这是因为2004年

教育部开始实施的名刊工程在各界持续产生较大影

响。2008年以来，统计所得高被引论文不多，主要

是由于出版学论文半衰期较长，2008年以后高被引

论文仍处于攀升期。

二、高被引论文研究的热点问题

33篇高被引论文反映了社科学报研究的7个热

点问题：学报现状与改革方向、学报栏目特色、学

报学术规范、学报编辑素质、学报编排规范、学报

审稿、学报评价。对学报现状和改革方向进行判断

是学报研究中不易绕开的问题，被引用次数最多。

1．研究热点问题第一梯队集中在社科学

报发展现状与改革方向层面

（1）社科学报面临的问题

□ 理论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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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名 作者 作者单位 文献来源 发表时间 被引
频次

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
务——在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的
讲话

袁贵仁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北京大学学报（zs）
长沙大学学报

2002-11-20
2003-03-25

 63

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 张耀铭 新华文摘杂志社 清华大学学报（zs） 2006-03-15  58
学术期刊与学术规范 杨玉圣 中国政法大学美国政治与

法律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学报（zs） 2006-03-15  39

徘徊于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 朱    剑 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 清华大学学报（zs） 2007-07-15  37
关于高校社科期刊发展问题的思考 田敬诚 教育部社政司出版处 清华大学学报（zs） 2006-03-15  27
论学报编辑学者化的必要和可能 杨焕章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

究会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5-11-16  24

关于文科学术论文的鉴审问题 王振铎 河南大学学报（zs） 1985-05-01  17
形成高校文科学报特色三要素析 余昌谷 编辑之友 1999-03-25  16
高校文科学报的栏目创新：意义、功能与方
法

崔    宁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之友 2004-01-25  15

学报编校合一的利弊与对策 冯自变 编辑之友 1999-03-25  13
论名刊工程的创新价值与引导意义 李   频 北京印刷学院出版传播与

管理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sk） 2004-11-25  13

核心期刊的评选与高校文科学报中的核心期
刊

范   军 编辑之友 1999-11-25  10

对高校文科学报发展战略的探讨 曾   新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zs） 2004-05-15  10
“名刊”之路——由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名刊工程”引发的思考

林桂芝 东北财经大学杂志社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4-03-15    9

高校人文社科综合性学报学术规范评价指标
前100名统计分析

鞠秀芳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
究评价中心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rs） 2008-06-10    9

高校社科学报特色栏目建设的重要意义 石勇妮 承德民族师专学报编辑部 承德民族师专学报 2007-03-15    8
颠倒关系的再颠倒——学术期刊编排规范与
“评价权力”关系辨析

朱   剑 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 清华大学学报（zs） 2007-11-15    8

论高校文科学报大读者群的形成 殷靖华 编辑学刊 1996-12-15    7
关于学报编辑审稿的几点思考 钱澄等 扬州大学学报编辑部 苏州大学学报 2000-10-10    7
彰显个性特色 打造品牌栏目——高校社科学
报品牌栏目建设浅论

程   苹 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zs） 2005-05-30    7

一刊两制：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文
献引证体例的最佳选择

马忠文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清华大学学报（zs） 2007-09-15    7

关注策划：近年间我国高校社科学报发展的
新动向

周祖谦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辑之友 2003-07-25    6

学术特色的缔造者——论新时期高校社会科
学学报编辑的素质

曾    新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sk） 2004-06-25    6

社科学报编辑应确立新的学术理念 潘胡锁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山西师大学报（sk） 2005-08-30    6
同行专家的双向匿名审稿制度辨析 林士平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 重庆工学院学报 2005-09-30    6
名刊、名刊工程及其导向功能 魏琳等 江西财经大学当代财经杂

志社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5-10-25    6

对高校社科学报创建特色栏目的思考 陈小凤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
报编辑部

广西大学学报（zs） 2005-10-27    6

高校人文社科学报的学术局限与栏目特色 张雪山 成都大学学报 成都大学学报（sk） 2006-06-30    6
论高校社科学报特色栏目的策划与建设 苏    慧 中南大学出版社 湖南大学学报（sk） 2006-07-28    6
综合类社科学报如何在竞争中谋发展 刘曙光 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 甘肃社会科学 2006-09-25    6
论高校文科学报特色栏目的确立与经营 张慧英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术期刊

社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sk） 2006-11-10    6

地方高校社科学报特色栏目的准确定位 吴海霞 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
学版）编辑部

出版科学 2007-09-15    6

期刊在编排中易出现的问题及对策——以河
北省高校文科学报为例

陶爱新
等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编辑部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sk） 2008-06-15    6

合计 476

表1 基于中国知网被引频次统计的社科学报研究高被引论文列表（zs指哲学社会科学版，sk指社会科学版，rs指人文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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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章是《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

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在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

研讨会上的讲话》。袁贵仁认为总体上处于“全、

散、小、弱”状态的高校社科学报，与中央要求做

大做强的目标相差甚远。①从此，“全、散、小、

弱”成为对高校社科学报现状的一个基本判断。

《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与需要解决的问

题》一文把社科类学术期刊面临的困境可归纳为：

发行量小、经费短缺、学术期刊的行政化、“趋同

化”现象、学术腐败。②

《徘徊于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

择》一文把社科学报面临的难题概括为综合性还是

专业性、全面出击还是有所取舍、开门办刊还是

自我封闭、依靠专家还是编辑办刊、重选题策划还

是重文字编校、匿名审稿还是编辑审稿、执行编排

规范还是执行评价规范、重评价指标还是重独立风

格、纸质版还是电子版、面向市场还是拒绝经营等

十个两难选择。③上述判断社科学报问题的3篇文

章分别列被引排行榜的第1、第2、第4位，共被引

158次，是核心作者的核心文献。

（2）社科学报的发展方向

研究者从社会转型、学术转型、学术期刊转型

的背景下判断学报发展方向，认为社科学报应向市

场化、特色化和类群化方向发展。

《关于高校社科期刊发展问题的思考》认为

高校期刊的发展必须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变化，不

断更新和改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打破计划经

济的运行模式，引入市场经济模式。高校期刊的

发展趋势是专业化、品牌化、网络化、产业化、

规模化。④

《对高校文科学报发展战略的探讨》提出高

校学报必须对外开放，通过设立特色栏目来创立

自己的学术特色，树立自己的学术品牌，还提出

了建立学术特色及特色栏目具体的建议。⑤

《论高校文科学报大读者群的形成》认为评

价编辑出版工作及其刊物的标志，归结到一点就

是看刊物读者的拥有量及其对读者产生的效益。

读者群形成的关键在于刊物编排的内容和形式、

在于编辑出版工作者的素质、在于他们的思想和

视野及其开拓精神。⑥

2004年教育部开始实施名刊工程。李频⑦、

林桂芝⑧、魏琳⑨等对名刊工程的创新价值与引导

意义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名刊工程”以对期

刊类群的理性认同为基础实施分类指导，匡正高

校学报的发展观念，突出和激励“名栏”建设，

为我国高校社科学报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机遇，

图1 社科学报热点问题研究论文被引次数占总被引次数的比例

学报现状与改革方向
49%

学报栏目特色
17%

学报学术规范
10%

学报编辑素质
9%

学报编排规范
7%

学报审稿
6%

学报评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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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了方向。

2．研究热点第二梯队分散在学报编辑出版

实务层面

（1）学报栏目特色

较早论述学报特色的论文是《形成高校文科

学报特色三要素析》，这篇文章指出，学科优势、

地域文化、编辑主体是形成高校文科学报特色的三

要素。⑩教育部实施“名刊工程”后，学报特色栏

目建设受到很大关注，相关研究呈现出井喷态势。

2004～2007年间共发表了九篇高被引论文：《高校

文科学报的栏目创新：意义、功能与方法》 《高

校社科学报特色栏目建设的重要意义》 《彰显个

性特色 打造品牌栏目——高校社科学报品牌栏目

建设浅论》 《对高校社科学报创建特色栏目的思

考》 《高校人文社科学报的学术局限与栏目特

色》 《论高校社科学报特色栏目的策划与建设》

《综合类社科学报如何在竞争中谋发展》 《论高

校文科学报特色栏目的确立与经营》 《地方高校

社科学报特色栏目的准确定位》 。特色栏目建设

成为研究人次和被引次数最多的学报编辑出版实务

问题。

（2）学报学术规范

研究这一问题的两篇文章的作者都来自学界。

《学术期刊与学术规范》一文指出，在推进学术规

范方面，学术期刊负有重要责任。人文社会科学学

术期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论文集模式”一统天

下，缺乏学术批评和学科评论，高校系统刊物存在

着严重“自留地化”现象，被强令推行的现行高校

文科学报系统的注释模式很不合理，非学术化因

素对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普遍的压力。

《高校人文社科综合性学报学术规范评价指标前100

名统计分析》一文经过实证研究，发现高校人文社

科综合性学报在有机构论文比指标上表现突出，远

高于人文社科类其他专业期刊，位居首位。  

（3）学报编辑素质

在提倡编辑学者化方面最有影响的论文发

表于1995年，随后，学报编辑被要求具备新的素

质。《论学报编辑学者化的必要和可能》 《关注

策划：近年间我国高校社科学报发展的新动向》  

《学术特色的缔造者——论新时期高校社会科学学

报编辑的素质》 《社科学报编辑应确立新的学术理

念》 等4篇文章认为学报编辑应具备以下素质：学

者化、关注策划、缔造学术特色、确立新的学术理

念。

（4）学报编排规范

在高被引论文中，有《学报编校合一的利弊与

对策》、 《颠倒关系的再颠倒——学术期刊编排规

范与‘评价权力’关系辨析》 《一刊两制：综合性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文献引证体例的最佳选择》

《期刊在编排中易出现的问题及对策——以河北省

高校文科学报为例》  4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这4

篇文章分别从编校合一、评价权利、引证体例、编

排问题等角度对编排规范进行了研究。

（5）学报审稿

审稿是编辑出版工作的关键环节。《关于文科

学术论文的鉴审问题》 《关于学报编辑审稿的几点

思考》 《同行专家的双向匿名审稿制度辨析》  等

3篇文章分别介绍了鉴审学术论文的主要方法、审稿

工作的性质及需要处理的几对关系、同行专家的双

向匿名审稿制度的优势与不足等审稿方法、原则与

制度层面的问题。学报审稿的3篇文章发表跨度达20

年，显示了学报审稿研究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

义。

3．研究热点第三梯队是学报评价问题

《核心期刊的评选与高校文科学报中的核心期

刊》是进入社科学报研究高被引论文阵营的唯一一

篇学报评价研究文章。这篇文章与信息管理学科的

实证分析方法不同，是一篇介绍核心期刊评选知识

的文章。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学报高被引论文的作者绝大多数是管理者或学

报编辑人员，只有少量来自学界。论文绝大多数发

表在社科学报上，只有少部分发表在专业期刊上。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编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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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是社科学报研究高被引论文发表的两个主要阵

地。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学报研究的封闭性和重

工作指导轻理论研究的传统。高校社科学报研究只

有与知识传播体系研究相联系，进而与知识生产方

式研究相联系，最终与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研究

相联系，才能跳出学报看学报的老路，找到学报发

展的正确方向，这应该成为转型期高校社科学报研

究的基本思路。为此，亟须研究者对高校社科学报

与社会发展关系、高校社科学报与主管主办单位关

系、高校社科学报与学科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做出解

答。

   （梁小建系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讲师；李武系上
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讲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12YJC860024）；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码：TJX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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