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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世纪虽然才刚刚拉开帷幕，但中国的学术期刊在这短

短的两三年时间里，却一改此前水波不兴的平寂状态，而有了

若干可供描述的变化。变化的产生缘于诸多原因，其中高校管

理体制改革的量化趋向，即是其中主要的一项。正是这样一些

方案与学术期刊自身的利益追求相结合，合力引发了新世纪中

国学术期刊的种种变化。这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科研考核量化管理。所谓科研考核量化管理，简单说，

就是每一职称的教师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比如一学年或几个学

年)，需完成与之相应的科研工作量，并以此作为教师工作是

否合格的衡量标尺之一。这种“实绩”考核被拿来与教师个人

的经济利益挂钩，他们的岗位津贴或科研奖金的发放，甚或能

否获得续聘资格，都与这样的考核相关联。由此，从本质上来

说，目前中国高校普遍执行的科研考核量化管理，是兼有考核

与福利两个特性的。而这两个特性，无论考核还是福利，其最

终的政策指向，都落到了教师个人的切身利益。这势必促使高

校教师为了这至关重要的个人的切身利益，努力完成科研考核

工作量，从而生产出大量的质量不等的学术论文。

    学术期刊的等级性划分，即将所有学术期刊划分为诸如权

威学术期刊、核心期刊、非核心期刊的做法，为这一考核工作

的开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依赖于这样的等级性划分，学术量

化考核有了一个可操作的基础。兹以清华大学为例列表说明如

下：

新世纪中国学术期刊生态变化论析

    (资料来源：根据赵晋华《大学人文学科“量化”管理引

发争议》一文所引《清华大学文科科研量化计算办法(讨论稿)》

有关数据整理得出，载《中华读书报》2001 年 7 月 18 日，第

9版)

    在这样的考核办法中，学术论文的价值(科研考核中体现

出来的分值)并不决定于文章本身的学术价值，而取决于发表

论文期刊的“档次”；同样，作为学者学术成果的学术论文，其

评价标尺也已经不在论文本身的学术含金量，而在于该论文发

表的期刊的档次。如表格所列举的，同一作者的同一篇论文，

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发表在“非核心期刊”的“效应”

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的差别可以大到20 倍。

    然而，虽然认识到这样的现象颇有“黑色幽默”的效应，

在当前中国高校的科研考核工作中，这样的记分模式却仍然是

流行的(所不同的只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不同的学校在

划分不同学术期刊的档次时，略有出入，狠一些的重点高校，

大约只承认表格中的前三项)。与此相配套的是，各个学校发

放的科研津贴，也与期刊的“档次”相对应。甚至，在至关重

要的决定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的评审办法中，学术期刊的档

次也被无限度地放大了。一些全国知名的高校，在他们评审教

师任职资格的条件时，尤其是副教授晋升教授时，主要的就是

看这位被评审的老师在全国权威学术期刊或重点学术期刊上发

表了多少文章，而其他发表在“非核心期刊”甚或一般核心期

刊上的论文，则“无暇顾及”了，哪怕这部分文章的数量非常

多、质量也非常高。

    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由于期刊的等级性划分与个人的实

际利益被人为然而却紧密地联系起来，此前即已隐约存在的期

刊等级的“意义”迅即在整个学术界凸显出来，而此前中国学

术期刊的生态平衡，也随之迅即打破。

    2. 研究生学位授予条例的修订。和高校科研考核的量化

管理一样，研究生学位授予的前提条件也正日趋量化。一般的

趋势是，学生在被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前，必须要有一定数量

的论文发表，有的甚至还规定了刊物的级别。这样的措施同样

牵涉到学生个人的切身利益甚至前途。由此，全国那些为数不

     期刊等级                分值(以每发表一篇论文计算)

被 SSCI 和 A&HCI 收录或

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论文 40分

《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ISSHP 收录论文 30分

国内权威学术期刊 20分

国内重点学术期刊

(即普通核心期刊) 10分

其他核心期刊  5分

非核心期刊  2分

□ 朱晓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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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在校研究生们，无论硕士或者博士，同样无可避免地加入

到了学术论文的生产行列之中，成为那些质量高低不一的学术

论文的又一生产主力，并因此影响到学术期刊生态的变化。

    3.人事聘任制度的酝酿推广。这是一项尚处于蓄势待发的

改革措施。从目前试行单位的改革方案来看，其大体的框架是

教师任职资格终身制的打破，即消解原先个人对于单位的归属

感，以几年一聘(比如三年)的方式，来促进人员的流动。在就

业紧张的今天，这种流动性无疑增加了教师本人的生存危机—

—假如科研考核量化管理的最坏结果只是考核的不合格，那

么，人事聘任制的酝酿出台，则直接指向更为根本的就业问题。

    正是在这一系列措施的牵引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

期刊的生态平衡有了各种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 稿源流向的两极分化。首先的变化表现在稿源的流向

上。一方面，在高校科研考核制度性制约与利益刺激下，期刊

界原先即已存在的等级性划分，在当下社会被强调到了极致，

从而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每一个作者都竭力把自己的文章投给

核心期刊，最好是权威期刊。而那些普通的非核心期刊，则因

为利益关系的制约，正日益受到那些文章高手的冷落，尤其是

受到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作者的冷落。因高级职称的科研考核任

务相对较重，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年内的生产能力又有局限，

所以解决的方案只能是尽可能地提高每一篇文章的效能，即发

表在核心期刊上。随之而来的变化是，那些数量极少的权威、

核心期刊稿满为患，而为数众多的非核心期刊，则因为“档次”

所限，正面临着空前的“优稿”危机。

    正是这样，那些权威、核心期刊的生存机遇越来越好，同

样是在“实用”的层面上，由于职称评审的需要，又由于科研

考核的需要，他们的稿源源源不绝。由此，哪怕这些学术期刊

的发行量依然很少，哪怕发表其中的学术文章与当下社会的联

系依然不很紧密，这些刊物的生存机遇及其在社会上的地位，

较诸上一个世纪，都有增无减，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它们决

定了教师包括教授们的命运。正是在这样的关节点上，新世纪

以来，中国的学术期刊在生存的层面上呈示出了两极分化的状

态。那些为数众多的非核心期刊假如不主动出击——从编辑方

针到栏目设置、稿酬支付、约稿措施方面作一番改革，而仍然

坐等来稿，那么，等待他们的结局可能是离“学术”越来越远，

而仅仅充当起科研积分、学位授予的工具——虽然日益面临着

“优稿”危机，但那些为数众多的非核心期刊也并非就过不了日

子，在科研考核的大棒下，那些被硬逼着来写文章的作者，以

及出于毕业考虑的大量的研究生们，在日益填补着作者的空缺。

    2. 需求面前编辑地位的提高与心态的转化。在写作队伍

日益扩军、文章发表要求日益提高的前提下，当前中国学术期

刊编辑的自身地位，较诸以前应是大有提高。在某些特殊的场

合，甚至还到了炙手可热的地步。作者们的态度日益变得谦

卑，而编辑人员的心态则相对有些从容甚至自大起来。一位普

通学报的编辑在私下场合曾经表示，对那些为数众多的自动来

稿，他们几乎是看也不看的，除非有人推荐介绍。我们不能不

敏锐地察觉，在当前中国学术期刊编辑的心理中，正有一种类

似于“君临作者”的心态在产生。正是这样，当笔者在许多场

合听到老师们抱怨那些“小编辑”的傲慢的牢骚时，我想，情

况虽未必就一定如老师们所抱怨的，但对于我们编辑人员自身

来说，却有必要对这样一种现象持一种自省的态度。

    3. 学术期刊腐败现象的可能滋生与部分刊物办刊重心的

转移。在高校科研考核日益强化的带动下，由于写作活动背后

存在的明显的利益牵引，致使当前中国学术论文的写作已经不

再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学术活动。由此，我们不无忧虑地观察

到，当前中国学术期刊腐败现象滋生的几率也在大大增加。腐

败的可能性基于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权

威期刊、核心期刊，或是非核心期刊，情况是一样的。一方面

是买方市场的需要，出于科研考核、职称晋升、毕业拿学位或

者获取更多的科研奖金的考虑，大量的高校教师与在校的研究

生们，都需要有各种各样层次不一的学术期刊来充当他们发表

科研成果的阵地；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办刊思路的

不断被“激活”，一些期刊为其自身的经济利益与办公条件计，

也在寻求种种改善条件的渠道，如与某个组织联合，以对方赞

助出版的方式出让版面，或者，就是简单的以作者支付“版面

费”的形式出让版面，以此满足师生、编辑的共同需要。这样，

论文的发表除了原有繁荣学术的一义外，还附加了一种各取所

需的交换关系。

    要改变目前中国学术期刊存在的这种种隐忧，除了加强编

辑人员个体的道德自觉意识，包括其敬业精神以外，还需从以

下方面努力，庶几可以使我们的刊物仍然在学术的轨道上正常

运行。

    1.积极借鉴文化刊物、优秀出版社的策划理念，对刊物自

身的学术定位，以及定位确定以后的栏目设置、话题组织乃至

作者队伍的组建等问题，作一系统筹划；改进版面的编排方

式，努力使学术刊物也呈示出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抵达的美学高

度，而一改以前千刊一面的状况；加强刊物的时代意识，使学

术和时代的发展变化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改进刊物质量的

基础上，同时致力于刊物的发行工作，通过正常的努力与渠

道，促使刊物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上获得双赢的格局。

    2. 与作者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努力构建一个

涵盖本单位内外的稳固的作者群，约请一些专家学者为自己的

重点栏目撰写稿件；同时下大力气发掘培养一些有学术潜力的

年轻作者。这一点在期刊等级日益森严、普通学术刊物“优稿”

危机加强的今天尤显重要。在我们的编辑理念中，也许已经到

了打破以前校内校外、职称职务等种种限制的时候，而尽可能

多地将发稿的条件局限到文章本身的学术质量上来。

    3. 对优秀的稿件给予相对优厚的报酬，杜绝收取版面费

的现象，因版面费实乃学术期刊腐败的一大诱因。

    4.在编辑部内建立健全的审稿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无

论是专家匿名审稿，或者编辑部内部讨论审稿，均须以秉持学

术公正的原则为前提。

    这些措施的实行，当然不是要使我们的学术期刊在生态上

退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使“学术”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里能够呈示出她本来就该具有的“大

气”。同时使我们的学术期刊能摆脱生存上的困境，从而走上

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                               ■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