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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視角·
主持人語:
CSSCI(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係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開發

研製的人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其中文全稱為“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自 1998 年建立以來,
已經建設成為一個擁有學術期刊、學術集刊、港澳台及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學術圖書等多個引文數

據庫的大型人文社會科學文獻數據平台,業已成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評價的知名品牌,贏得了

海內外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的廣泛認可。
2021

 

年
 

5
 

月,CSSCI
 

正式發布了
 

2021 ~ 2022
 

年來源期刊目錄。 新版目錄共收錄了來源期刊

615 種,涉及
 

26
 

個學科分類,擴展版來源期刊
 

229
 

種。 其中有
 

43
 

種期刊新晉升為
 

CSSCI 來源期

刊目錄;有
 

27
 

種期刊從
 

CSSCI
 

來源期刊目錄調出(列為 CSSCI
 

擴展版);有
 

37
 

種期刊又從擴展版

調出。 同時收錄學術集刊 223 種。 雖說每兩年一次的目錄更新屬於南大評價中心的例行公事,但新

版 CSSCI
 

來源期刊的公布還是引起各界廣泛關注,其中仍有若干新的舉措。 其一,拓寬評價視野,
新增報紙收錄。 將《人民日報·理論版》和《光明日報·理論版》納入收錄範圍。 其二,創新期刊分

類,單列冷門絕學。 獨立新增“冷門絕學”類,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具有重要意義。 其三,拓展收

錄範圍,增列台灣期刊。 CSSCI 共收錄了
 

30
 

種台灣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此舉對推動兩岸學術

交流、構建面向全球的中文學術成果傳播平台、增強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影響力具有積極作用。
筆者有感於此,以為還有兩個方面可以有所加強。 一是除了已經新增設的台灣學術期刊,還需

要增列港澳地區的學術期刊,並從總體上有序地推進全球中文學術期刊的收錄範圍與學術質量。
這是中國學術期刊乃至中國學術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二是加快 CSSCI

 

英文版的研製。 據悉,
CSSCI 已經建成了包括 100 餘種一流中文學術期刊英文題錄的索引數據庫,今年還新增收錄了十

餘種雙語出版來源期刊的英文版收錄。 目前內地外文學術期刊已有近千種(包括僅有
 

ISSN
 

號的

刊物),雖然自然科學類的刊物佔多數。 這是一個不小的群體,如何推進此類學術期刊評價體系的

研究與收錄,進而促進中外學術交流,值得相關部門的重視。
在學界充分關注 CSSCI 在內地發展的同時,我們不妨把眼光放得更長遠一點———CSSCI 應該

在國際化的道路上更好地跨出新的一步———處理好本土化與國際化的這組關係。 多年來,筆者曾

多次撰文,認為經過 20 多年的耕耘,CSSCI 已經具備了國際化發展的若干基礎條件,學術界與期刊

界也對其未來寄予厚望。 假以時日,CSSCI 終會邁出這一步———從本土化走向國際化,乃至比肩

SSCI 與 A&HCI,成為世界上知名的數據庫,那將是學界的福音,對中文學術期刊國際化將是一個

有力的推動。 這也是對 CSSCI 的期待。
回到“總編視角”專欄。 本期推出劉益東教授《開放評價、前沿學習與開放教育革命》及徐雅雯

博士《期刊學術不端行為的倫理困境及破解之道》。 劉益東認為,信息技術和開放評價使得學習者

都可向最好的教師學習。 開放評價可及時獲得系統化的前沿知識,改變學習對象二缺一(只有系

統的教科書,沒有系統的前沿知識)的局面。 大 IT+、開放教育資源、翻轉課堂等教學新探索、向最

好教師學習、前沿學習、人才評價客觀化等將引發開放教育革命,一流大學或將面臨重新洗牌。 徐

雅雯指出,學術期刊作為傳播知識的重要載體和推動知識創新的重要資源,對於保護學術誠信生態

和捍衛學術道德規範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 期刊編輯作為學術期刊出版工作的重要行為主體,不
僅需要內在的道德約束力,也需要外在的行業規範監督和完善的期刊評審機制。 　 　 (劉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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