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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大学要办好人文社科期刊

李忠云

(华中农业大学 校长办公室,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高水平大学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更要办出优秀的人文社科期刊。高水平大学需要优秀的人文社

科期刊作学术平台和理论引导,与人文社科类的学科专业发展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期

刊要有崇高的价值目标,努力追求学术上的纯洁、理论上的创新与实践上的契合。高水平大学要办好人文社科

期刊,必须动员全校师生投送最优质的稿件,邀约校外人文社科专家撰写特稿,以经营的理念服务好作者和读

者,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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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学技术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趋势下,在
人类对个人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追求下,人
文社会科学的地位日益凸显。为了塑造校园文化和

精神,培养人文素质和综合能力突出的创新型人才,
现代大学纷纷加强人文社科建设,创办人文社科期

刊。然而,在林林总总的学报类人文社科期刊中,优
秀的期刊并不多见,能影响和推动学校发展的期刊

更是少之又少。于是有人质疑:大学到底需不需要

人文社科期刊? 大学人文社科期刊的价值在哪里?
面对学报类人文社科期刊的现实状况,高水平大学

应正确认识人文社科期刊的地位和作用,端正价值

追求,勇于改革创新,整合力量,积极办刊,使大学与

期刊相互支撑,互促共进。

  一、高水平大学需要优秀的人文社
科期刊

  高水平大学不仅要传承知识,培养人才,而且要

发展学术,培育文化,使人才培养良性循环,科学发

展。作为研究成果发表公布的重要载体,优秀的人

文社科期刊在高水平的大学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

角色。

1.高水平大学需要优秀的人文社科期刊作学术

平台

在以“高深知识的教与学”为本质特征的现代大

学里,学术研究的地位至高无上[1]。高水平大学大

都是学术优秀的大学,更把学术研究奉为至尊。20

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许多高水平大学有意识地朝

着多科性、综合型迈进,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加强人

文社科研究。高水平大学的教师们开展人文社科科

学研究,需要寻找学术权威高、自己信得过的媒介以

交流研究观点,发表科研成果。除了在校外的国内

外优秀学术报刊上发表文章外,他们希望校内也有

这样一个学术平台,便于了解研究动态、展示阶段成

果、唤来研究伙伴、启迪研究思维。就学校而言,高
水平大学需要创办优秀的人文社科期刊,不仅为教

职员工提供一个人文社科研究的高水平学术平台,
而且可以吸引校外同行专家学者进行争鸣,逐渐发

展成为人文社科领域享有较高声誉的理论阵地。在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发布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

览》(2008年版)中,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共121个,
其中高校就有67个,占55.37%[2];在南京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2010—2011年来源期刊目录》中,综合性人

文社 科 期 刊 共 120 个,其 中 高 校 有 70 个,占

58.33%[3]。高水平大学要汲取成功办刊者的经验,
办优人文社科期刊,搭建一流学术平台。

2.高水平大学需要优秀的人文社科期刊作理论

引导

高水平大学需要优秀的人文环境和社科基础,
建设校园特色文化、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要有科学的

理论作指导。优秀的人文社科期刊不仅是学术交流

的平台,而且是先进理论的载体。高水平大学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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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人文社科期刊上的成熟理论作指导,解放教职

员工的思想观念,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推动教育教学

改革和各项事业进步。为弘扬“实践教育”思想,构
建、完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清华大学于2004年12
月举行了以“实践教育教学理念”为主题的教育工作

专题讨论会。围绕这一主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从2004年第6期至今,发表了以校长顾秉林为首的

有关专家包括《加强实践教育 培养创新人才》[4]、
《实践教育在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

用》[5]、《加强实践教育:研究型大学培养创新人才的

必由之路》[6]、《创新性实践教育———基于高水平学

科建设的创新人才培养之路》[7]等20多篇理论文

章,从国内到国外、宏观到微观等不同层面探讨了世

界高水平大学发展进程中如何理解和认识实践教

育、加强和改进实践教育的问题,及时地指导了基于

“实践教育”思想的教育教学改革,有力地促进了清

华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中实践教育的完善和发展。
刘延东在第19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上指出,高
校除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外,还有文化传

承的基本功能。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期刊要办好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这个理论平台,以学术研究促进

大学文化传承功能的发挥。

3.高水平大学需要优秀的人文社科期刊带动学

科专业发展

高水平大学的优秀人文社科期刊是人文社科类

学科专业开展研究的重要依托,是相关学科专业理

论发展的重要引擎。优秀的人文社科期刊不但能为

高水平大学的教师们提供专业理论研究成果的发表

园地,而且能用期刊上刊载的理论成果指导和推进

学科专业发展。以教育学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在全

国37种教育学CSSCI来源期刊中拥有《教育与经

济》《教育研究与实验》2个分别名列第9和第13的

期刊[3],并且拥有1个可以发表教育学论文、位列全

国综合性社科期刊前5名的CSSCI来源期刊———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8],这些期

刊与专业发展密切结合,互相促进,确立了学校在国

家教育学重点学科的突出地位;华中科技大学虽为

理工科大学,但十分注重人文建设和教育研究,创办

了《高等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个期刊,
如今这2个期刊都已进入37种教育学CSSCI来源

期刊,并且《高等教育研究》多年来一直名列第二,成
为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有力带动了学校

的学科建设,使学校的高等教育相关专业处于全国

领先地位;清华大学在教育研究上不甘落后,创办的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现代教育技术》也分别进入了

37种教育学CSSCI来源期刊,学科地位与《清华大

学教育研究》在CSSCI中的地位一样,正在逐年明

显提升;北京大学后来居上,创刊于2003年的《北京

大学教育评论》现已稳居37种教育学CSSCI来源

期刊的第三名,该校的教育学科也在相应地快速

发展。

  二、高水平大学人文社科期刊的价
值追求

  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期刊不同于一般大学的

人文社科期刊,也区别于社会上专门的人文社科期

刊。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期刊应坚持自己的定位

与特色,树立崇高的价值追求。

1.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期刊要追求学术上的

纯洁

一般大学的人文社科期刊大都是校内师生学术

文章的专栏,侧重平衡校内关系,满足于自娱自乐;
社会上专门的人文社科期刊大多是政府政策的图解

集和建言榜,注重宣传党中央的声音,考虑照顾各方

面的社会关系。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期刊则要充

分彰显高水平大学的学术本性,追求学术上的纯洁。
其一,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期刊要以发展学术为

取向,按质量高低决定是否刊用稿件,杜绝一切关系

稿,确保期刊创优。其二,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期

刊要坚守学术道德,不以盈利为目的,不因作者交不

起或不交版面费而拒登优秀稿件。其三,高水平大

学的人文社科期刊要严把稿件入口关,检查伪造、抄
袭、剽窃等不良迹象,清查学术腐败。

2.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期刊要追求理论上的

创新

高水平大学是优秀学术的代表,致力于科学研

究和知识发展。作为研究成果发表的重要媒介,高
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期刊要追求和推动人文社会科

学的理论创新。其一,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期刊

要认真筛选稿件,仔细识别稿件中的继承与突破,努
力选登具有原始创新和重大建树的优秀理论文章。
其二,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期刊要明确办刊方向,
凝练办刊目标,及时公布专业领域内的理论难点、热
点和焦点问题,围绕重大问题组织专题讨论,引导和

鼓励作者创新。其三,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期刊

要注重推介自己刊物上刊出的创新性理论文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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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兄弟院校刊物、其他学术媒介和新闻媒介、国内

外专家学者等对研究成果的关注与支持,不断推进

理论创新。

3.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期刊要追求实践上的

契合

人文社会科学是一种思想的力量,但决不能高

悬云端、坐井观天,必须追求与实践的结合[9]。高水

平大学的人文社科期刊一方面要努力刊出理论精

品,追求学术成果发表上的最高权威,另一方面要注

重理论的运用和实际问题的解决,追求理论与实践

的有机统一。其一,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期刊要

重视选择刊发学科专业建设方面的理论探讨文章和

现状分析文章,追求学科理论与专业实践的结合,指
导学校人文社科类的学科专业发展。其二,高水平

大学的人文社科期刊要追求校园文化理论与大学办

学实践的结合,重视刊发相关的高水平文章,并将其

中的优秀理论推荐用于指导学校的文化建设和教育

教学改革。其三,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期刊要追

求人文社科理论与社会发展实践的结合,站在国家

强盛、人类进步的高度,寻求能够切实促进社会和

谐、世界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学术力作。

  三、高水平大学办好人文社科期刊
的建议

  高水平大学不仅需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而且

需要优秀的人文社科期刊。办好人文社科期刊,高
水平大学必须整合校内资源,借助校外力量,提高服

务水平。

1.动员全校师生投送最优质的稿件

优质稿件是优秀期刊的内涵和本质,是优秀期

刊生命常青的基础和依托。办好人文社科期刊,高
水平大学首先要集中校内力量,从学校获得最优质

的稿件。其一,教师是人文社科研究的专业人员,人
文社科期刊要把他们作为优稿产生的主要来源。学

校要动员全校人文社科类学科专业的教师和其他学

科专业对人文社科有所研究的教师,将基于研究成

果写成的最优秀稿件投给学报,第一时间在学报上

发表出来。其二,研究生尤其博士生是研究创新的

生力军,人文社科期刊要充分重视和吸收他们的稿

件。学校要动员人文社科类学科专业的研究生,挑
选最好的稿件投送给学报,将其作为研究生在校学

术成绩的重要参考。其三,非教师系列的管理者是

大学建设的一线人员,人文社科期刊也要把他们作

为优质稿件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要动员管理

人员积极调查研究,谋划事业发展,将思考和建议整

理成“理”“例”结合的优秀文章,争取在学报刊发。

2.邀约校外人文社科专家撰写特稿

作为公开出版的刊物,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

期刊上要有社会的声音。除挖掘校内优质稿件潜力

外,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期刊要邀约校外专家供

稿,拓展优质稿源。其一,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期

刊要围绕学科建设和大学发展,邀约校外专家撰写

高质量稿件,引领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方向,促进大

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其二,高水平大学的人文

社科期刊要围绕社会改革的突出问题,邀约校外专

家撰写深度分析的理论文章,帮助人们认清现实,化
解难题,坚定信心,寻找出路。其三,高水平大学的

人文社科期刊还要围绕社会重大突发事件,邀约校

外专家及时撰写解读文章,指导人们透过现象,认识

本质,端正心态,防患未然。

3.以经营的理念服务好作者和读者

目前,除少数高校学报发展势头良好外,大部分

高校学报都面临着影响力低、稿源状况差等生存与

发展的问题。要走出困境,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

期刊必须进行服务创新。其一,高水平大学办刊要

树立经营理念,在筹划营谋中讲求效益。学报类期

刊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无限地扩大发行量或增加直接

经济效益,而主要在于寻求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
其二,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期刊要以经营的理念

服务作者,做好通联工作,激发作者对刊物的情谊,
并慧眼识稿,快速发表富有创新的稿件,想方设法推

销创新成果[10]。其三,高水平大学的人文社科期刊

要以经营的理念服务读者,适当扩大赠阅面,促使读

者认识和接纳刊物,并通过专题报告、新闻媒体等在

适宜人群中宣传刊物的成效和影响,将有潜力的读

者培养为作者,吸引更多潜在的读者。

4.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

人文社科期刊能不能上水平、上质量,最重要的

还是在于编辑,没有编辑素质水平的提升、责任感的

增强,期刊质量的提高是很难的。编辑队伍的成长

应优先于刊物的成长,特别是要有敬业精神、政治责

任感和吃苦耐劳的品质。编辑要用多种方式加强科

技知识的学习和业务进修,不断提高专业水平和业

务能力,努力把握好“两个规律”:一是期刊规律,二
是学术规律;“两个前沿”:一是期刊前沿,二是学术

前沿。只有把握了期刊发展规律和学术前沿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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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引领学科的发展,才能及时反映当前的热点问

题,才能跟上行业主流前进的步伐。只有这样,编辑

才能成为办刊的行家、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只有

这样的编辑,才能组成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只

有这样的编辑队伍,才能办出优秀的人文社科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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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LIZhong-yun
(PresidentOffice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isaveryimportantcomponentinhigh-leveluniversities
wherejournals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shouldbewellpublished.Excellentjournalsofhumani-
tiesandsocialsciencesarequitenecessaryinhigh-leveluniversitiestobecometheacademicplatformand
theoreticalguidance,whichwillcomplementeachotherwiththedevelopmentofdisciplinesofhumani-
tiesandsocialsciences.Journals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inhigh-leveluniversitiesshouldpur-
suenobleobjective,academicpurity,theoreticalinnovationandpracticalintegration.Allteachersand
studentsareencouragedtocontributehigh-qualityarticlesandexpertsin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outsidetheuniversityshouldalsobeinvitedtowritespecialarticlessoastowellpublishjournalsofhu-
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Finally,businessconceptionshouldbeemphasizedtosatisfactorilyserve
authorsandreadersandhigh-qualityteamofeditorsshouldbe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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