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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術期刊與“雙一流”建設

范　 軍

［提　 要］ 　 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簡稱“雙一流”）使高等學校學術期刊發展面臨著新的

問題與挑戰，也帶來了良好的機遇。 無論在國際還是國內，歷史上還是現實中，大學、學科與學術期

刊之間都不乏互生共榮的典型案例，盤點這些案例可以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 媒體融合的深入與

“雙一流”建設的契合，更給大學和學術期刊雙雙開拓了新的發展路徑與巨大空間。

［關鍵詞］ 　 “雙一流” 　 大學　 學科建設　 學術期刊

［中圖分類號］ 　 Ｇ２３７．５ ／ Ｇ６４　 ［文獻標識碼］ 　 Ａ　 ［文章編號］ 　 ０８７４⁃１８２４（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１９⁃１２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１ 日，教育部、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關於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以下簡稱“雙
一流”）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公佈，一流大學建設高校 ４２ 所，一流學科建設高校 ９５ 所。 為此，
國務院專門印發了《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 黨的十九大報告特別強

調，要“加快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７ 日，教育部等

三部委又聯合發佈了《關於高等學校加快“雙一流”建設指導意見》，這個“意見”從人才培養、內涵

建設、深化改革等方面對高校加快“雙一流”建設提供了指導。 ８ 月底，教育部又在上海召開了“雙
一流”建設現場推進會。 這些都標誌著我國加快高等教育現代化、建設高等教育強國已經進入了

新階段。 ９ 月 １０ 日，習近平主席在新時代第一次全國教育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強調要加快一

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鼓勵高校辦出特色，在不同學科不同方面爭創一流，為加快“雙一流”建設

指明了方向。 如何借助“雙一流”建設的有利條件進一步提升大學學術期刊的質量水平和國際影

響力、傳播力，同時又通過大學學術期刊的發展助力“雙一流”建設，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動，則是擺

在我們面前的新課題、新使命。

一

“雙一流”建設為我國大學學術期刊發展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和更堅實的基礎。 改革開放 ４０
年來，我國學術期刊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數量大幅增加，質量不斷提高，國際影響力也有較大提升。
１９７８ 年，我國創刊和恢復出版的學術期刊只有 ７８０ 種，而到現在，我國各類期刊超過一萬種，經認

證的學術期刊已達到 ６，４４９ 種（包括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 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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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刊司李軍司長說，經過總局兩批學術期刊清理認證工作，共認證社科學術期刊是 １，９１８ 種；①而

中國期刊協會會長吳尚之給定的社科類學術期刊數量是 ２，６６０ 種，②二者有較大出入，不知後者是

不是把部分學術集刊也放進去了（就我所知，如果完全把集刊統計進去應該相差不止 ７４２ 種）。 近

些年來，我國的社科期刊不僅數量日漸增多，門類更加齊全，體系更加完善，而且學術水平、辦刊綜

合質量也穩步提升。 社科學術期刊對於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科學文化事業、服務國家經濟社會

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在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中，高等學校期刊（包括綜合性的大學學報

和各種專業期刊，還有為數不少的學術集刊）無疑是一支“主力軍”，其數量、規模、質量、影響力都

不可小覷。
我們這裡所說的學術期刊出版，既包括傳統形式的紙質出版，也包括新型出版（或融合出版）；

主要討論社會科學期刊，也部分涉及自然科學期刊。 作為大學期刊出版母體的高等學校，尤其是進

入了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高校，不僅是培養人才的搖籃，而且是科學研究的殿堂，是一個地

方乃至全國、甚至有一定國際地位的科學文化高地。 從世界範圍看也是如此，大學歷來是學術成果

生產的重要機構，是學術研究的制高點。 據統計，全世界 ２ ／ ３ 的論文是大學發表的，３ ／ ４ 的諾貝爾

獎獲得者在大學工作。 這就使以展示成果、弘揚學術、服務社會為宗旨的大學學術期刊出版有了堅

實的依託。
我國當下的大學“雙一流”建設，一是把高水平人才培養作為首要標準；二是把產出國家經濟

社會發展需要、國內外公認的優秀成果作為重要考量；三是把形成的重大影響力作為最高標準。 新

的政策支撐，新的資源配置，可以期許的更高水平的師資隊伍和科研成果，無疑會成為高等學校學

術期刊出版的源頭活水和不竭動力。 說到底，“雙一流”建設就是要堅持以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為

核心，以立德樹人為根本，以支撐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為導向，從而全方位提升我

國高等教育的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 而且“雙一流”戰略的提出是對過往“９８５”、“２１１”教育工程

建設造成的大學辦學模式日漸趨同的撥正，不再強調規模和數量，而是突出質量和特色。 這意味著

未來的高校建設將以學科、專業為主導，追求內涵式發展。 特別是國家“雙一流”建設高校在學科

建設和專業建設上，更要發揮優勢，形成學科高原，打造專業高峰，真正成為具有世界水平的一流大

學和一流學科。 這種轉變在學術期刊上的反映，就是教育部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推出的 Ａ 類期刊目錄。
雖然出台後存在著較大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份目錄是與“雙一流”高教戰略的精神一致，引導

學術評價由數量轉向質量，重在原創價值、學術貢獻和學術影響力。 這給學術期刊和學術出版帶來

了壓力，也帶來了動力。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審議通過了 １５ 個重要文件，
其中之一是《關於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 在科學技術界，人們認可的所謂“世
界一流期刊”是指能發表最具原始創新意義的研究成果，並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認可、學科影響

力指標位居世界綜合或學科領域定量統計排名前 ５％的期刊。 一流的科技期刊是與世界科技中心

相伴相隨的，它們傳承人類文明，匯聚科學發現，引領科技發展，往往是一個國家科技競爭力和文化

軟實力的直接體現。 對於當下中國來說，著力培育一流期刊是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基礎性工程，對
於建設世界創新高地、聚集一流創新要素具有至關重要的樞紐作用。 雖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

會的上述文件重點是講科技期刊，但對社會科學期刊具有同樣的參考價值。 這樣一種大背景，特別

是高校“雙一流”建設給大學學術期刊無疑是提供了新的發展契機，也提出了新的更高標準和

要求。
綜上所述，當前的這些大背景大戰略，對高等學校的學術出版，尤其是學術期刊出版毫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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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好的消息。 前不久，《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原主編龍協濤教授在一次高校期刊建

設研討會上提出應將創建世界一流期刊納入學校的“雙一流”建設，成就世界一流大學、世界一流

學科、世界一流期刊，認為創建一流的學術期刊可以為高校的“雙一流”建設提供巨大的助力。 這

為學術期刊和學術出版指明了方向，但前行之路也充滿了困惑、疑問、阻礙和波折，必定不是一條簡

單、平直的道路。 如何搶抓機遇，加快建設步伐呢？ 放眼世界，回望歷史，我們無疑還可進一步從國

外（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一流大學、一流學科與學術期刊的良性互動中，從中國現代大學與學術

出版的互生共榮中，得到更多有益的啟示。

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如何抓住新的歷史機遇，國外一流大學和大學學術期刊出版的相互依存、
相互促進給了我們有益的啟示。 在西方，有學者把大學的圖書館、實驗室和出版機構稱為繼教學、
科研之後的“第三勢力”，認為它們能代表一個大學的學術成就和學術風範，賦予大學學術出版（期
刊是其中的重要板塊）崇高的職責與使命。 一流的大學需要一流的學術出版為支撐，一流的學術

出版同樣需要以一流大學為依託。③這方面最為典型的是享有盛譽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

學及其各自的出版機構。④

牛津大學出版社始創於 １５ 世紀末，是大學的一個部門。 牛津大學的目標直指研究、學術和教

育的一流水平，出版社則通過在全世界開展出版活動來推動這一宗旨的實施。 ５００ 多年來，牛津大

學出版社通過高質量的研究與出版活動，已發展成每年在 ５０ 多個國家出版 ４，５００ 多種新書的世界

最大的大學出版社。 據牛津社官網介紹，該社業務分為這樣幾個類別：學術專業、教育、字典、英語

教育和大眾圖書，牛津期刊是學術專業下設的一個分部。 牛津出版期刊已有逾百年的歷史，它的第

一本學術期刊是 １９０７ 年出版的《醫學季刊》（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ＱＪＭ ）。 牛津期刊致力

於出版優質的學刊並將其傳播給最廣大的受眾，以此踐行自己的學術使命和價值。 牛津社出版了

３５０ 多種期刊（２０１９ 年將達到 ３５７ 種），其中 ２ ／ ３ 是受各類學會或學術機構委託出版。 期刊內容分

為：人文、社會科學、法律、自然科學和醫學 ５ 大類。 在百種期刊 ＩＳＩ 影響因子排名中，牛津期刊在

前 １０ 名中的占比最高，在後 ５０ 名中所占比例最低。 在最新版《期刊引證報告（２０１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ｉ⁃
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 簡稱 ＪＣＲ，是全球權威的期刊評價文本）中，牛津社的 ２６９ 種期刊有影響因子，其中

１７１ 種的影響因子在提高。 具體數據：在 ７ 個科目中牛津期刊的影響因子排名第 １ 位，並有 ７ 種期

刊得到了影響因子第 １ 位的殊榮。 ２３．４％的牛津期刊在至少 １ 個科目中排名前 １０％，５２．８％的牛津

期刊在至少 １ 個科目中排名前 ２５％，６３．６％的期刊影響因子在升高。 牛津社是第一家將一種成熟

的期刊轉變為開放獲取出版的出版社。 目前牛津社有超過 １００ 種期刊使用部分開放獲取模式，９
種期刊採用完全開放獲取模式。 牛津社還會代表出版夥伴選擇不同的開放獲取出版模式，例如一

些學會可以設置一段禁看期，之後其期刊文章就可以免費獲取。 另據有關資料，還瞭解到牛津大學

學術期刊的典型個案，值得重視。 如《美國歷史評論》，該刊創辦於 １８９５ 年，由康奈爾大學歷史系

和哈佛大學歷史系聯合創辦。 在長達百年的出版歷史中，它的主辦單位先後有康奈爾大學、印地安

那大學伯明頓分校、芝加哥大學；從 ２０１２ 年起，它的出版事宜由牛津大學負責。 最新版的《期刊引

證報告（２０１７）》顯示：該刊的影響因子為 １．７３０，在 ＳＳＣＩ 數據庫該年收錄的 ８９ 種歷史學類期刊中

高居榜首。 再如《美國歷史期刊》，它前身是創辦於 １９１４ 年的《密西西比河谷歷史評論》，１９６４ 年改

為現名。 目前該刊為季刊，出版單位是牛津大學。 最新版的《期刊引證報告（２０１７）》顯示：該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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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因子為 １．０３２，在 ＳＳＣＩ 數據庫該年收錄的 ８９ 種歷史學類期刊中居第 ３ 位。
比起牛津社來，歷史同樣悠久的劍橋大學出版社十分重視期刊出版。 劍橋社的部門設置分為

三大塊：劍橋學術、劍橋英語、劍橋教育。 學術期刊從屬於學術部門，所屬期刊均可以通過劍橋社的

線上平台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ｒｅ 獲取。 劍橋大學社不僅是國際領先的人文社會科學出版社，也以專業權

威的自然科學期刊出版獨樹一幟。 每年都會出版一些探討新興交叉領域的學術期刊，也積極和各

學術協會合作出版優秀的期刊。 如 ２００７ 年新增 １９ 種新期刊，２００８ 年新增 １５ 種期刊。 劍橋社與國

際著名的學術機構合作，不僅保障學術的權威性，也保證為會員和全世界讀者提供高質量的服務。
劍橋社還採取兼併、收購等辦法，擴大期刊群。 例如 ２００４ 年，該社收購了 Ｇｒｅｅｎｗｉｃ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ａ
和 Ｔ． Ｍ． Ｃ． Ｐｒｅｓｓ，這使得劍橋社的學術期刊在醫藥（尤其是麻醉、神經外科）和法律方面都有所加

強。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收購了 ＣＡＢＩ（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的期刊部。 ＣＡＢＩ
的 １５ 種關於生物、農學和營養學方面的高質量學術期刊的加入，使得劍橋社在生命科學及 ＳＴＭ 方

面的期刊出版得到了強化。 它的 １００ 多種人文社科類期刊中，有 ５５％的期刊被 ＳＳＣＩ 和 Ａ＆ＨＣＩ 收
錄（國內大陸地區曾經只有華中師範大學《外國文學研究》被 Ａ＆ＨＣＩ 收錄）。 它涉及的學科並處於

領先地位的包括歷史、地域研究、政治學和語言學等。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和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是所在學科排名第 １ 位的期刊，此外，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ｏｄａ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等都是在中國最

受歡迎的期刊，是很多綜合性大學教學和研究的必備之選。 劍橋創辦於 １９４７ 年的刊物《國際組

織》（季刊）也很成功，影響力很大。 最新版的《期刊引證報告（２０１７）》顯示：該刊的影響因子為 ４．
５１７，在 ＳＳＣＩ 數據庫該年收錄的 １６９ 種政治學類期刊中高居第 ２ 位，在 ＳＳＣＩ 數據庫該年收錄的 ８５
種國際關係類期刊中居第 １ 位。 到 ２０１８ 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３８０ 多種同行評議的學術期刊。
２０１９ 年，預計該社的期刊目錄中還會再添 ７ 種。 這些期刊均可以通過其線上平台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ｒｅ
獲取。

作為大學出版社，劍橋社向來十分支持各種可持續發展的開放出版，他們非常尊重學者們希望將

學術成果分享給最廣大受眾的想法。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該社啟動了新的開放式研究出版議程，成為世界

上首家在自己的線上平台加入分享服務的大學出版社———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ｒｅ Ｓｈａｒｅ。 通過它，作者或訂

閱者可以讓期刊文章生成只讀鏈接，並通過網絡將該鏈接推薦分享給任何人，使他們免費閱讀該期刊

文章的最終見刊形態，同時文章的使用情況將被記錄，使作者可以展示自己成果的影響力。
比牛津社、劍橋社規模小很多，歷史也較短的哈佛大學出版社有自身特色，其出版模式被稱為“哈

佛模式”，即“學術出版模式”，而且主要是圍繞學科專業出版發行個性鮮明的學術圖書。 與麻省理工

學院出版社擁有 ４０ 多種學術期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擁有 ５０ 餘種學術期刊不同，哈佛大學

出版社只有學術圖書資源。 但哈佛大學旗下的哈佛商學院卻在期刊編輯出版方面成就不俗。 與哈佛

大學出版社不同，哈佛商學院出版社擁有自己的兩種權威期刊———《哈佛商業評論》和《哈佛通訊》。
創刊於 １９２２ 年的《哈佛商業評論》既是商學院的標誌性雜誌，也是全球頂尖級的管理雜誌，被譽為“管
理聖經”；而《哈佛通訊》也具有重要的影響，在美國的工商界有“管理利器”之稱，實戰、技能、工具，是
其最顯著的特徵。 １９８０－１９８５ 年，《哈佛商業評論》平均年利潤就超過 ２００ 萬美元；１９８５ 年該雜誌發行

量 ２４．３ 萬份，僅重印雜誌就收入 ２５０ 萬美元；１９９０ 年，淨利潤高達 ３００ 萬美元。 加上案例、其他圖書和

雜誌，哈佛商學院出版社經濟效益是非常可觀的，在這方面它遠遠超過哈佛大學出版社。 最新版《期
刊引證報告（２０１７）》顯示：《哈佛商業評論》的影響因子為 ４．３７３，在 ＳＳＣＩ 數據庫該年收錄的 １４０ 種商

科類期刊中排第 １９ 名，屬於一區期刊。 這家刊物可說是雙效俱佳，名利雙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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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可見，世界一流大學與學術出版、學術期刊的互動沒有統一的模式，但它們在期刊國際化

上的開拓、學術話語權上的把握、在秉持用戶至上理念推進期刊開放獲取、在加強學術出版與大學

發展上的密切聯繫等方面，既使我們看到了國內大學和大學期刊與它們的差距，也看到了努力的方

向和可行的路徑。 我們需要高度重視的是，西方發達國家近年來在學術出版尤其是學術期刊出版

方面積極應對開放知識浪潮的衝擊，正在努力構建以開放獲取出版、開放教育資源、開源軟件和知

識共享授權為基礎的開放知識的體系構架。 國外一流大學的學術期刊出版中，開放存取（Ｏｐｅｎ Ａｃ⁃
ｃｅｓｓ，簡稱 ＯＡ）期刊已逐漸成為一種全新模式、主導模式，不斷發展壯大，得到全球學術界的認同，
並成為各大搜索引擎和數據庫收錄的對象。 有材料顯示，在學術期刊的開放存取方面，巴西、印度、
土耳其等國也遠遠超過了我們。 倘若我們還是停留在傳統思維、傳統觀念、傳統做法基礎上，還是

把學術期刊論文當作牟利的工具，以賺一點小錢為樂，那麼再過五年十年，將會與發達國家顯現出

巨大的而又難以追趕的差距。

三

除了牛津、劍橋、哈佛等世界名校，國外有特色的、高水平的非一流大學也高度重視學術期刊的

作用，並有自己的特點和經驗。 就像運動員，能當全能冠軍的人是非常少的，但可以拿單項或某幾

項冠軍的人則比較多。 世界一流大學畢竟是極少數，更多的大學各有自己的歷史、傳統、特點和學

科優勢。 那些有特色的高水平大學、有自己優勢學科的大學要想保持甚至擴大自身的優勢，辦出學

校的特色、風格和水平，學術出版、學術期刊出版往往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這方面成功的案例也

還不少，給我國更多的進入世界一流學科建設的大學多方面的啟發。 這裡我們來看看美國兩所並

非名校的佩斯大學、洛克菲勒大學及其學術期刊出版。
美國的佩斯大學建校於 １９０６ 年，位於世界最大的經濟和金融中心紐約市，是紐約面積最大的

私立綜合性大學。 主要院系有魯賓商學院、戴森藝術與科學學院、計算機與信息系統學院、教育學

院、法學院、護理學院等。 佩斯大學充分利用身處紐約這個國際性大都會的金融、藝術、科技中心等

優勢，讓學生獲益匪淺，同時為學生提供了各種各樣的機會。 作為一所整體實力並不太強的大學，
佩斯大學能辦 ３ 種全球頂尖的商科類和管理類期刊，值得學習和仿效。 若單從影響因子來看，全球

商科期刊中影響因子排名第 １、第 ２ 和第 ７ 的刊物均由該校出版。 全球權威的大學排名機構 ＱＳ 的

數據顯示，佩斯大學的國際排名一般在 ６００～ ７００ 區間，在美國的排名在 １５０ ～ ２００ 區間。 但是它的

商科在全球屬於一流學科，魯賓商學院被權威評價機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 （Ｕ． Ｓ．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評為全球一流商學院。 佩斯大學所出版的 ３ 種一流期刊與一流學科之間有著明顯的

互相依存和促進的關係，而且似乎期刊對學科的促進作用更大一些。
佩斯大學的 ３ 種商學期刊是《管理學會年刊》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ｎａｌｓ）、《管理學會期

刊》（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管理學會評論》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這 ３ 種

刊物均為美國管理學會下屬的刊物，其出版事宜由佩斯大學負責。 《管理學會年刊》（半年刊）１９９４
年之前沒有固定的出版機構；從 １９９４ 年開始，由佩斯大學負責出版。 《期刊引證報告（２０１７）》顯
示：該刊的影響因子高達 ９．２８１，在 ＳＳＣＩ 數據庫該年收錄的 １４０ 種商科類期刊中位居第 １ 名，在
ＳＳＣＩ 數據庫該年收錄的 ２０９ 種管理學類期刊中也位居第 １ 名。 其影響因子遠超同為商科一流期

刊的《哈佛商業評論》。 《管理學會期刊》（雙月刊）創辦於 １９５８ 年。 《期刊引證報告（２０１７）》顯示：
該刊的影響因子為 ６．７，在 ＳＳＣＩ 數據庫該年收錄的 １４０ 種商科類期刊中位居第 ７ 名，在 ＳＳＣＩ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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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該年收錄的 ２０９ 種管理學類期刊中位居第 ４ 名。 《管理學會評論》（季刊）創辦於 １９７６ 年。 《期
刊引證報告（２０１７）》顯示：該刊的影響因子為 ８．８５５，在 ＳＳＣＩ 數據庫該年收錄的 １４０ 種商科類期刊

中位居第 ２ 名，在 ＳＳＣＩ 數據庫該年收錄的 ２０９ 種管理學類期刊中也居第 ２ 名。 顯而易見，在佩斯

大學，優勢學科與一流期刊出版相互輝映，相得益彰，協同發展，形成了學術出版與學科建設的良性

互動。 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８４ 年起步的佩斯大學出版專業教育也有一定特色和影響，國內許多學者

和研究生都曾前往該校出版系就讀或訪學。
無獨有偶，美國的洛克菲勒大學及其出版社也在學科建設與期刊發展方面積累了寶貴經驗。

他們不求最大，但求最好，在生物醫學領域創造了輝煌。 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於 １９０１ 年創立的這所

大學，是一所只招收生物醫學方面研究生的小型私立大學，典型的小而精，小而優，小而特。 ２０ 世

紀科學領域許多重要的突破都是誕生於這所大學的實驗室，其中有 ２３ 位科學家、細胞生物學家獲

得了諾貝爾獎。 與專業建設、人才培養、科學研究互相配合，該校出版了 ３ 種生物醫學類學術期刊。
一是創辦於 １８９６ 年的《實驗醫學雜誌》。 該刊在 １００ 多年的歷程中始終是報道實驗醫學領域最新

研究進展的重要平台。 二是創刊於 １９１８ 年的《普通生理學雜誌》，２０１８ 年正好是 １００ 周歲，以登載

有關生理學的基礎生物學、化學和物理機制方面的原創文章為特色。 三是創辦於 １９５５ 年的《細胞

生物學雜誌》。 作為原創的國際性期刊，它為當代細胞生物學研究的重大課題提供了一個重要的

陣地。 ３ 本刊物緊緊圍繞所在大學的學科優勢、人才優勢，互相之間既有所聯繫，又分工不同，各具

特色，形成互補關係。 強有力的專業支撐，悠久的辦刊歷史，嚴謹的辦刊態度，使得它們在世界生物

醫學期刊領域均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同時也有效地促進了大學母體的科學研究、人才培養與學科

建設。⑥

可見，一流大學、一流學科與學術期刊共同存在於教育與出版交織而成的場域中，彼此之間存

在著緊密的耦合關係。 在學術場域、文化資本與象徵資本是關鍵性的力量代理者，一流學術期刊是

建設一流高校、一流學科的極為重要的象徵資本，相互間形成共生共榮的烘托關係。
毫無疑問，佩斯大學也好，洛克菲勒大學也罷，還有前面提及的牛津、劍橋、哈佛商學院，它們各

自的學術期刊對其學科貢獻度都是很高的。 事實上，國內高校主辦的 ＳＣＩ 收錄期刊，從發文量和被

引頻次等方面都對其高校 ＥＳＩ 學科建設有重要的貢獻，也有可圈可點之處。
對大學及學科的學術評估，基本科學指標（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ＥＳＩ）數據庫已成為當今

世界範圍內普遍認可的重要指標工具之一。 在我國，目前公認的“雙一流”考量體系中最核心指標

是 ＥＳＩ 學科排名。 國內已有學者就中國高校主辦的 ＳＣＩ 收錄期刊對 ＥＳＩ 學科貢獻度進行量化研

究，其方法和結論都很有意義。 作者利用 ＥＳＩ 和 ＩｎＣｉｔｅｓ 數據庫，從發文量和被引頻次兩個方面研

究中國高校的 ４２ 種 ＳＣＩ 收錄期刊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對 ＥＳＩ 學科的貢獻度，旨在評估中國高校主辦期

刊和 ＥＳＩ 學科發展的匹配度，並提出促進兩者和諧發展的措施和建議。 文章涉及的 ４２ 種樣本期刊

的主辦單位集中在 ２３ 所高校，其中清華大學和浙江大學主辦的期刊各有 ６ 種，其次為上海交通大

學和吉林大學，各有 ３ 種，之後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南京大學、四川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和中國地

質大學，各有 ２ 種，其餘高校均為 １ 種。⑦有研究者據此進一步分析指出，高校主辦的 ＳＣＩ 收錄期刊

從發文量和被引頻次兩個方面對其高校 ＥＳＩ 學科建設作出了較大貢獻。 例如，中國石油大學（北
京）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對學校 ＥＳＩ 地球科學學科貢獻不小，發文量貢獻度 １５．７％，被引頻次貢獻度

１２．０％。 華中科技大學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對
學校 ＥＳＩ 臨床醫學學科貢獻度也不低，發文量貢獻度為 １５．５％，被引頻次為貢獻度 ６．６％。 那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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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大學有多家 ＳＣＩ 收錄期刊者，往往對本校同一學科具有明顯的累加貢獻。⑧

我們也贊同有關專家的意見，在目前英語仍舊是國際學術界主要同行語言的背景下，中國大學

需要積極創辦更多的能與國際接軌的英文學術期刊，而不是簡單地鼓勵把國內專家學者的優秀成

果拿回來在中文刊物上發表。 中國高校的英文學術期刊包括 ＳＣＩ 收錄期刊，既要關注其對本校學

科貢獻，同時也絕不能關起門來自己玩，只發或主要發表本校作者的論文。 在科技期刊領域，人們

言必稱 Ｎａｔｕｒｅ，該刊總部是在英國，而多少年來總是美國學者的文章在這裡刊載的最多，英國論文

占比一般只在 ２０％左右。 顯然，要辦好世界一流的學術期刊，就要吸納世界一流的作者，刊發世界

一流的成果。 讓本校作者、國內專家和國外學者同台競技，才能更好地促進人才成長和高水平成果

的推出，也才能更高水平地助力自己相關學科的建設。
上面講的這些都是自然科學方面的刊物，人文社科期刊其實也很需要進行這樣的仔細分析。

國內有少數人文社科期刊進入了類似 ＳＳＣＩ、Ａ＆ＨＣＩ 檢索系統的，這些刊物對所在高校的相關學科

貢獻度多大，有哪些經驗，還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問題，都值得深入研究。 我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
有些是完全可以和國際接軌的，如理論經濟學、管理科學與工程等，無疑需要主要依靠國際評價體

系來進行。 而有些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學科，如中國史、中國語言文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等，從期刊

角度看就只能主要依靠中文核心期刊等來進行評價（當然不能把這些評價極端化、簡單化）。 我們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對學者、學科、學院和大學的評價往往只看在 ＳＣＩ、ＳＳＣＩ 等國際檢索系統收錄期

刊是否發表文章，發表了多少篇論文，而到底研究了什麼問題、有什麼重要的學術貢獻反倒得不到

應有的重視。 不少高校和科研機構重獎 ＳＣＩ 收錄期刊論文，近些年這種風氣開始向人文社會科學

領域蔓延，即便是在中國獨有的傳統文史哲領域，也唯西方是崇。 據說，某些單位對一篇普通的

ＳＳＣＩ 論文的獎勵是 ＣＳＳＣＩ 論文的 １０ 倍，甚至更高。 因此，一方面我們要重視一流學術期刊的培

育，另一方面又不能簡單地、片面地用期刊本身來作為學術評價、人才評價的唯一標準。
一所大學擁有成為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南大 ＣＳＳＣＩ 來源期刊的刊物，無疑會對本校相關學科有

重要貢獻，但貢獻度到底多大，還是需要用數據來說話，這方面的量化研究目前還很薄弱。 武漢大

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近年來組織校內信息管理學專家，對本校創辦的人文社科學術期刊做年度

質量分析報告，很有成效。 但裡面對這些刊物與學科相互促進的關係，對刊物、學科貢獻度的分析，
還可進一步加強。 就筆者所知，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在教育部的高校學科排名中，連續幾次都是

位居第一，這與該院辦有《圖書情報知識》、《出版科學》兩種 ＣＳＳＣＩ 來源期刊應有一定關係，近年另

有兩種新期刊加盟，在學術界的影響也越來越大。 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一些大學的頂級學院、優
勢學科都有自己的高水平學術期刊，如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辦有《國際新聞界》，復旦大學新聞

學院辦有《新聞大學》，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新近也創辦了《新聞與傳播評論》 （原為學術集

刊）。 這些高水平學術期刊、集刊對該學院及其學科的貢獻，其實也是可以進行個案研究的。

四

除了上面提及的，現當代中國大學中學術期刊和學科建設、學校發展相互促進的成功案例也還

頗不少。 筆者在《民國時期的大學出版》一文中曾經說：“民國時期各大學普遍重視出版活動，把出

版工作視為培養人才、改進教學、提升學術水平的重要一環。 在制度設計層面上，設立了大學出版

委員會，從宏觀上指導和管理出版工作。 在機構設置層面，設立了大學出版部（組或社），負責具體

的出版事務，並接受出版委員會的指導和管理。 在出版物刊行層面，民國時期的大學出版物包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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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期刊和報紙。 民國時期大學出版的最突出貢獻還在報刊，尤其是期刊方面，出現了一批高水平

的學術刊物。”⑨民國時期的學術期刊，大致有三種來源：一是新式學會創辦的專業期刊；二是各大

學創辦的學報及其他學術性刊物；三是獨立的專業學術機構創辦的學術刊物。 如果說在圖書出版

領域，社會上的出版機構像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等還佔有絕對優勢的話，一到期刊特別

是學術期刊出版領域，大學出版機構就不僅毫不遜色，反而有更加驕人的成就。 民國時期最好的人

文社科學術期刊有所謂“四大名刊”，它們是清華的《清華學報》（１９１５ 年創辦），北大的《國學季刊》
（１９２３ 年創刊），燕京大學的《燕京學報》（１９２７ 年創辦），另外就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其中前 ３ 種都是大學所辦。這和當今所謂權威刊物基本上被中國社會科學院所壟斷的情形

完全不同，箇中緣由當然很複雜，不在此處細說。
上述 ３ 種大學所辦的學術期刊各有特點。 《國學季刊》隸屬於北大國學門，章門弟子、著名訓

詁學家沈兼士擔任國學門主任，刊物的編委會主任則由新派教授胡適擔綱，“發刊宣言”就是出自

他之手。 該刊大力倡導國學研究，引進新的理論和方法，刊登了眾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金

石學、古器物學的論文，對推動國學研究的深入開展具有重大意義。 《燕京學報》先後擔任主編的

有容庚、顧頡剛、齊思和幾位著名教授。 該刊特別注重刊發文學和藝術學，尤其是戲曲研究方面的

成果，注重學術信息傳播和反映前沿學術動態。 《清華學報》是文理科綜合的刊物，在社會科學方

面側重於社會問題研究，一些對改善國計民生有實際意義的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領域的

文章受到重視。 以上述 ３ 家期刊為代表的大學學術期刊，在推動現代大學制度創設、促進現代學術

規範建立、型塑現代知識與學科體系諸方面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燕大併入了北大，
今日的北大、清華歷史地位的形成，這樣一些學術期刊的積極作用沉澱其間。 筆者以為，現在既有

的中國現代出版史、民國出版史，很少甚至基本不寫大學出版，其實是個缺憾，如果把學術出版、尤
其是學術期刊出版作為一個重要方面，中國出版史是有必要重寫的。

除了上述 ３ 種期刊之外，還有《北京大學月刊》值得一提。 《北京大學月刊》１９１９ 年 １ 月創刊，
是文理綜合性學術月刊。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比上文提及的《清華學報》更具大學學報的特質，
不光因為《清華學報》是 １９１５ 年 １２ 月由清華學校創辦，而清華學校 １９２５ 年才設立大學部，更是因

為北京大學是中國近現代第一所綜合性國立大學，並曾一度代行全國教育的最高行政管理機關的

職能。 該刊由蔡元培任主編，編輯部成員包括胡適、李大釗、朱希祖、沈兼士、劉文典、馬裕藻等。 刊

物以倡導學術研究、網羅眾家學說、發表學術見解為宗旨，刊登了大量屬於當時科學前沿探索的論

文，極大的推動了當時中國高等教育科研事業的進步與發展，是中國自己創辦的最具典型意義和最

富大學學報形態及特徵的學術刊物，它更以其學術編輯成就而飲譽當時的學術界，在近代中國學術

由舊到新的轉變中，影響了一代學術。 在其 ４ 年共 ９ 卷的出版歷史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發現人

文、社科方面的論文數量逐漸增多，佔據較大比重，而理科、工科的論文數量則逐漸減少，這固然與

新文化思潮和刊物貼近現實、強調研究實際問題的編輯方針有關，但更重要的應該是受到北京大學

學科建置和學術發展的影響，作為學術期刊的《北京大學月刊》必然要與學科建設保持同步，實現

共振，以推動學校、學科的建設與進步。 後來《北京大學月刊》被《國學季刊》（１９２３ 年創刊）、《社會

科學季刊》（１９２４ 年創刊）和《自然科學季刊》（１９２９ 年創刊）分而繼之，這又是學術期刊適應大學

學科建設、專業設置的典型反應。

新中國成立後的大學學術期刊在社會主義新型大學的建設與發展中也曾有過一些堪稱典範的

事例。 比如，山東大學的《文史哲》就是一個典型。 這份名刊創辦於 １９５１ 年 ４ 月，起初是山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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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和歷史語文研究所部分教師一起辦的同人性質的刊物，後來被收編成為山東大學學報之一。
它的創辦和發展，與時任校長的華崗教授有密切關係。 創辦之初的《文史哲》以學者氣息濃厚的同

人刊物起步，主動踐行了鼓勵爭鳴和多元觀點並存的學術傳播理念；在“雙百”方針貫徹過程中，又
更加積極地投身其間，成為國內學術爭鳴的重要陣地。 數十年來，該刊在魯迅研究、《紅樓夢》評
論、中國歷史問題分期、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亞細亞生產方式、批判胡適、批判宋江等話題上都有

重要的影響。 特別是前期在立足學術前沿、活躍學術氣氛、引領學術方向上可圈可點。 當然，《文
史哲》有過輝煌歷程，也有過苦難歲月，故事很多，無法細說。 我們這裡還要特別強調的是作為山

東大學主辦的重要人文學術期刊，對山大學術發展和學科建設的重要作用。 例如，從 １９５４ 年第 ７
期到 １９５５ 年第 １２ 期，用連載方式分 １８ 期刊載了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文學史稿》。 這是新中國

成立後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構架和闡釋中國文學歷史的第一部系統性的著作，此書使山東大學文學

史研究的重鎮地位由此確立。 刊物後來還發表了有關此書座談會的多位專家發言，把推介與評價

推向高潮。 此外，該刊從 １９５５ 年第 ４ 期起連載（用了 ４ 期）蕭滌非的《杜甫研究》，加上此前所發蕭

滌非的系列杜甫研究論文，山大杜詩研究的地位因此得以奠定。 後來，《文史哲》還和中華書局合

作出版“文史哲叢刊”，出版了數種相關書籍，進一步擴大了影響，促進了學科建設。

無獨有偶，新時期以來的中國人民大學學術期刊與學科發展互動，成就特別突出。 作為國內人

文社會科學教育名校和研究重鎮，該校注重發揮人文社科認識世界、傳承文明、創新理論、諮政育

人、服務社會的作用，又在學科建設方面成效顯著。 在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 ２０１７ 年

公佈的全國一級學科評估結果中，獲評 Ａ 類學科總數為 １４ 個，其中 ９ 個是 Ａ＋。 這個人文社科學科

排名在全國所有院校中都是處於絕對領先地位的。 這中間，學術期刊的作用不可低估。 人民大學

書報資料中心公開出版發行人文社科領域 １４８ 種期刊和 ６ 大系列數據庫產品，其編輯的年度報刊

資料索引是中國重要的文獻索引之一。 名校名牌專業辦名刊，而且形成了期刊集群，極大地推動了

學科的建設與發展。 其實，這樣的典型在中國大學發展史、大學學術期刊發展史上應該還有一些，
值得深挖和總結。

歷史給我們的啟示是：當下的“雙一流”建設要做的工作很多，任務很重，但學術期刊無疑是一

個很好的“抓手”。

五

“雙一流”建設背景下高等學校與學術期刊並行共進需要進一步總結探索，廣泛學習借鑒，不
斷開拓創新。 在一流大學的名單中，浙江大學位居前列。 而浙江大學在一流大學建設中一直非常

重視學術期刊群的打造。 浙大將學校主要的學術期刊整合歸併到出版社旗下，統一管理，形成合

力，並注重轉型升級。 據浙大學術期刊網介紹，成立於 ２００８ 年的學校期刊中心目前已有 １８ 種期

刊。 包括《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工學版、理學版、農業與生命科學版、醫學版，《工程設計學

報》，《地基處理》，《浙江大學學報》英文版 Ａ 輯（ＪＺＵＳ－Ａ ［Ａｐｐｌ Ｐｈｙｓ ＆ Ｅｎｇ］）、Ｂ 輯 ＪＺＵＳ－Ｂ ［Ｂｉ⁃
ｏｍｅｄ ＆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Ｆｒｏ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Ｅｎｇ（ＦＩＴＥＥ）、Ｗｏｒｌ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ＷＪＰ）、
Ｈｅｐａｔｏｂｉｌｉａｒｙ ＆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ＢＰＤ－ＩＮＴ）、Ｆｏｏ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ＦＱＳ）、Ｗｏｒｌ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ＪＥＭ）、Ｖｉｓｕ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ＶＩ）、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Ｒｏｂｏｔ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ＬＥＲＳ）、Ｂｉｏ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ＢＤＭ）、Ｗｏｒｌ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ＪＰＳ）等 ７
種中文期刊和 １１ 種英文期刊，另有多種加盟刊，包括《高校應用數學學報》、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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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Ｍ－ＪＣＵ）、《高校化學工程學報》、《管理工程學報》等。 目前，浙大還在

設法創辦新刊、推出學術輯刊方面不斷發力，屢屢有新的舉措。
多年來，浙大期刊中心秉承百年老校“求是創新”校訓和“海納江河、啟真厚德、開物前民、樹我

邦國”的浙大精神，以浙江大學為依託，精辦學術期刊，恪守學術誠信，獲得了學界和業界的肯定，
先後有多種期刊獲中國出版政府獎、百家科技 ／社科期刊獎、中國最具國際影響力學術期刊獎等多

項全國性榮譽。 ２０１７ 年學報英文版被國際出版界推薦，與法國、澳大利亞等國際知名出版集團共

同入圍倫敦國際書展“國際學術出版卓越出版者”提名，是該獎項首次有學術期刊入圍，向世界展

示了中國乃至亞洲的學術期刊形象。 目前，該期刊中心已有 ６ 種期刊被 ＳＣＩ 數據庫收錄，有 ６ 種期

刊先後入選中國科技期刊國際影響力提升計劃，１ 種期刊入選國家社科基金期刊資助項目。 在 ２１
世紀的今天，浙大辦刊人正用行動踐行著期刊的精品化、國際化、數字化辦刊理念，以國際化的胸懷

廣納高水平的學術科研成果，嚴格評審規範，建設數字平台，創辦特色名欄，集聚一流學者，傳播優

秀學術成果，在努力推動中國學術國際化和國際學術中國化的同時，努力為全人類的共同進步做出

他們的貢獻。
作為進入一流大學建設行列的著名高校，浙江大學發展勢頭良好，學術期刊建設顯然是他們的

重要舉措之一。 而那些整體上沒有進入一流大學，而有部分學科進入的高校也各有自己的具體做

法和成功經驗，並且還在繼續探索。 如上海體育學院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創辦了中國大陸第一本也是唯

一一本英文版體育學術期刊，旨在全方位、深層次報道國內外運動與健康科學領域前沿性研究成

果，搭建國際學術交流平台，促進學科建設與發展。 兩年後因為刊登論文質量水平突出，引用率和

轉載率高，被科學引文索引（ＳＣＩ）和社會科學引文索引（ＳＳＣＩ）收錄，成為中國第一本被 ＳＣＩ 和 ＳＳＣＩ
數據庫同時收錄的體育類學術期刊。 上海體育學院也正是依託這一學術平台，與國外高校進行頻

繁、活躍的學術交流和科研合作，在國際論文合作比例上表現出色，所以在 ２０１７ 年“全球體育類院

系學術排名”中進入百強行列，位列中國大陸院校之首。 毫無疑問，這本在國內外頗具學術影響力

的刊物對上海體育學院體育學入選一流學科是一個重要的砝碼，也必將在一流學科的建設和發展

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無獨有偶，北京林業大學也有著相同的做法。 該校依託優勢學科林學在 ２０１４ 年創辦了英文學

術期刊《森林生態系統》（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組成由中、美、德等 １６ 個國家的近 ５０ 名知名專家的編

委會，向全世界徵求高質量稿源。 同時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組織兩次國際研討會，借此組建了千餘

人的國際審稿專家團隊和穩定而優質的作者隊伍。 這份學術刊物的創辦和發展，為北京林業大學

林學專業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推力，從發文量和被引頻次兩個方面對“雙一流”考量體系中最核心

指標 ＥＳＩ 學科排名作出較大貢獻，這也讓北京林業大學的林學專業順利進入了世界一流學科建設

名單。 入選一流學科後學科、專業建設力度的加大，反過來又促進了《森林生態系統》的發展，辦刊

水平和國際影響力得以不斷提升，２０１８ 年初被 ＳＣＩ（科學引文索引）收錄，並於 ６ 月獲得首個 ＪＣＲ
（期刊引用報告）影響因子———２．４２６，在國際林學領域的 ６６ 種期刊中排名第 １２ 位，是我國唯一一

份進入 ＪＣＲ 林學領域 Ｑ１ 區的期刊。

又如上海大學期刊社於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５ 日舉辦第二次主編聯席會議，就專門探討學術期刊與

“雙一流”建設的關係，並且將部分期刊納入學校“一流學科三年建設規劃”之中。 上海大學期刊社

是獨立建制，刊社下設《上海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應用科學學

報》、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社會》、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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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自然雜誌》、《秘書》、《應用數學與計算數學學報》、《運籌學學報》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和 ＣＳＲ 共 １３ 個期刊編輯部。 出版的刊物涉及自然

科學、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的各個領域。 上海大學入選一流學科的是機械工程，但上大期刊社另闢

蹊徑，以《社會》雜誌為核心，在全國社會學期刊中建立了“全國社會學專業期刊聯盟”，向著“期刊

專業化、出版數字化、經營集約化、評價標準化、傳播國際化、互動社區化”的方向努力。 上海大學

注重學術期刊的對外輻射和橫向聯合，意在通過學術期刊建設培育新的一流學科增長點，推進學校

人文社會科學的大力發展。
筆者所在的華中師範大學，政治學和中國語言文學雙雙進入一流學科建設行列。 政治學科是

以原先的科學社會主義專業為基礎建設發展而來，而華中師大早在 １９７８ 年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創

辦的《社會主義研究》，為這個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壯大立下了汗馬功勞。 此外，高原教授 １９８０ 年代

主編的高等學校教材《科學社會主義》被全國各高校廣泛採用，也為該學科地位的奠定起了關鍵性

作用。 華中師大漢語言文學專業在全國近 ７００ 家大學同類專業中能脫穎而出，成為全國同類專業

進入一流學科建設的 ５ 家單位之一，實屬不易。 這裡既有該校文學院文學和語言學齊頭並進、民間

文學等特色學科成績突出等因素，更有學術期刊的重要扶助之功。 華中師大的漢語言文學專業就

有 ３ 種進入 ＣＳＳＣＩ 的專業學術期刊，它們是《外國文學研究》（雙月刊）、《漢語學報》（雙月刊）、《華
中學術》（輯刊）。 另有一個面向中學語文教育的《語文教學與研究》。 其中，《外國文學研究》２００５
年開始被 Ａ＆ＨＣＩ 收錄，曾是中國大陸唯一被該國際知名期刊索引收錄的刊物，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該刊的宗旨是反映外國文學理論、思潮和創作的新動向，刊載我國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的新成

果，開拓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的新領域、新課題，拓展我國文藝學界的視野並提供借鑒。 該刊

通過主導的兩個國際性學術組織———中美詩歌協會、國際文學倫理學批評研究會策劃並定期主辦

國際學術會議，加強與海外大學與科研機構的交流合作，吸納海外優質稿源，同時也將華中師大及

中國的外國語言文學學科學者、研究成果推向海外，有效地促進了學科的健康持續發展和影響力提

升。 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從 １９９７ 年以來的 ４ 任主編均

來自文學院，有中文專業學術背景，文科學報則始終將漢語言文學作為支持的一個重點，也對學科

建設起到了一定的扶助作用。 如果說學科是月亮，期刊就是星星，那麼，多種學術期刊圍繞著一個

學科運行，就形成了眾星捧月的效果，其累加效果顯而易見。
世界一流大學是以一流學科為依託的，而學科建設與發展，離不開一流的學術期刊做支撐。 但

無論是一流大學、一流學科，還是一流學術期刊，其發展都需要深厚的歷史積澱和文化積累，需要經

過長期的品牌經營，厚積薄發，久久為功。 羅馬城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 本文主要從具體事例入

手，探討了大學“雙一流”建設與學術期刊的關係問題。 在我看來，這主要不是一個理論課題和學

術話題，而是一個有其時代內蘊和現實意義的實際問題。 我們從若干中國的、外國的，歷史的、現實

的豐富而鮮活的事例中，不難悟出一些道理，學到某種策略。 學術出版，內容為王，大學要繼續發揮

傳統期刊優勢，將期刊內容做好做優，瞄準國際高水平同類期刊，不斷提升刊物的學術價值和學術

質量。 與此同時，還要像中國期刊協會吳尚之會長所強調的那樣，加快融合創新，既要立足於把傳

統期刊繼續做強做大，鞏固立足點，又要創新思路，加快推進傳統紙質期刊的影響力向新興網絡空

間延伸，拓展傳播渠道，實現兩者的一體化發展，找好佈局點，尋求新的增長點。 隨著融合出版的深

入發展，逐漸成熟，學術期刊面臨著從訂戶到用戶、從傳統思維到互聯網思維、從線下到線上、從相

對封閉的出版到開放獲取出版、從國內到國際等諸多方面的機遇和挑戰。 在融合創新方面，大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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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期刊迫切需要配合“雙一流”建設，做好知識服務、信息服務的大文章；真正樹立用戶至上理念，
採取切實措施推進學術期刊的開放獲取，更加積極主動、卓有成效地助推大學的學科建設，服務整

個學術事業的發展。
〔本文承王雅菲講師、曾建輝副教授、歐陽敏博士在有關資料搜集和翻譯方面提供了

幫助，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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