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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办高校内涵式发展转型给学报摆脱办刊困境带来了良好的机遇，随着民办高校一流学科的建设及
高层次人才的加盟，其科研水平和科研实力不断提升，为民办高校学报工作开创新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作者

队伍的日益壮大、特色栏目的精心打造，编辑业务素质的提升将是未来民办高校办好学术期刊的重要前提。长远

来看，民办高校学报要真正走出办刊困境，尚需仰赖一流学科专业建设和师资队伍结构优化的强力支撑。当下来

看，通过联合办刊等方式破解民办高校学报发展难题则不失为一条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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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民办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推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过

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民办高校的发

展，除办学资金来源于非国家财政外，和众多

的公办高校一样，它也必须遵循教育规律，承

担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

承创新”的大学使命，但民办高校由于发展历

史短，不论是哪一个方面，整体上和公办高校

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科研领域。但根据武书

连中国大学排名榜、软科中国大学排名榜、中

国校友会榜、民办高校科研竞争力榜等诸多的

大学排名榜数据显示，民办高校中不论是科研

论文、基金项目还是发明专利授权，近年来都

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和发展，越来越多的民办

高校已经从最初的粗放式发展道路走向提高办

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但作为民办高校学术阵地和窗口的学术刊

物———学报，除了浙江树人大学学报、黄河科

技大学学报、北京城市学院学报、湖北函授大

学学报等４家有正式刊号外，其余民办高校的
学报都是内部刊物。内部刊物虽然具有公开刊

物的大部分属性，但在信息化时代，其具有的

不公开性极大地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作为评

价刊物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的一切因子和计量指

标更无从谈起。因此，在众多民办高校选择非

营利性法人属性的大背景下，如何办好这份作

为知识传播、文化积累、理论创新、精神创造

的载体和摇篮，助推民办高校实现四大功能、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学术期刊———学报将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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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面对民办高校学报发展中

的种种不堪境遇，在新的时期，民办高校的学

报究竟如何办，将是对民办高校管理者和期刊

从业者智慧的考验，意义深远而重大。

一、民办高校学报发展面临的问题及

困境

（一）民办高校学报起步晚，大多都没有正

式刊号

从目前民办高校学报看，最早的湖北函授

大学学报从１９９４年就开始办刊，但其中断断续
续，从１９９９年才恢复正常出刊程序，黄河科技
大学学报、北京城市学院学报也是从１９９９年取
得办刊的正式资格，浙江树人大学学报则创刊

于２００１年，所以民办高校学报有正式刊物以
来，时间也不过２０余年。其他没有取得刊号的
民办高校学报，也就是被称为内刊或内部资料

性出版物的创刊时间也基本上不会超过这一节

点，还有一些不过八九年时间，新近创刊的也

有不少。按照以前的规定，内刊的名称采取的

都是 “校名＋学报”的方式，近年来，新闻出
版管理部门对内刊做了许多规定，如不得使用

“ｘｘ报”“ｘｘ刊”“期刊社”“杂志社”“刊号”
等字样，不得在内文中以 “本报” “本刊”自

称，在封面醒目位置印刷标注 “内部资料，免

费交流”等字样。有的省市还规定，内刊不得

按照正式刊物的格式刊登文章，要多以资讯的

方式报道本校的教育教学科研情况，很多内刊

不得已，只能打擦边球，无法严格按照学术论

文的规范刊发论文，有的民办高校干脆将内刊

名称改为 “ｘｘ学院资讯”。

（二）受观念束缚，从管理部门到民办高校

对学报重视不够

　　民办高校的发展走的是市场化道路。在近
４０年民办高校的发展历程中，民办高校一直在
促进还是规范的政策演变中徘徊前行。《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提出 “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

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要 “大力

支持民办教育”，但随后的 《民办教育促进法》

及其实施条例又没有将相关的政策制度落实到

底；在大力推进社会力量办学的同时，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末兴起，根据２００３年文件 《关于规范并

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

管理的若干意见》以及２００８年教育部２６号令
《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规定又设立了公办

民助性质的独立学院，在这一系列的政策操作

中，扩大招生规模，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普及化成为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因

此，民办高校的任务主要被定位为为国家、社

会培养和输送大量的人才，科研不是民办高校

的主要工作，因此，办不办学报，在国家相关

管理部门及民办高校举办者看来都不是最重要

的事情，所以，在规划、经费、人员、设备等

配置上都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在２０２０
年疫情暴发以来，学报编辑人员成为民办高校

裁员的主要对象，加上新闻出版总署相关的文

件规定，使得民办高校学报由内刊转为正式期

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民办高校的学报步入了

更加尴尬的发展困境。

（三）稿件数量少、质量差，特色栏目无法

持续

　　办刊，最大的期望就是有一大批优秀的作
者和源源不断的质量上乘的来稿，虽然我们臆

测每个作者来稿的目的和动机，但作为内刊，

很多时候为了争取到好的稿件，绝大多数民办

高校的学报不敢加入任何类型的电子期刊方阵，

有时候甚至在学校网站也不敢透漏相关信息，

以保障各类来稿 “一稿多投”嫌疑的消除。所

造成的后果，一是优秀稿件抢着发，在交流过

程中发现民办高校学报的 “一稿多投”现象还

较严重；二是有些急功近利的人，或者是公开

期刊的内部人员，或是中介机构，打时间差，

将一些优秀稿件改名换姓或稍加修改投到民办

高校学报，从而使得民办高校学报背负了办刊

不规范等很多不必要的指责。

除了优秀稿件少以外，民办高校学报的来

稿数量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少，质量也差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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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主要原因还在于民办高校学报没有刊号，

对外基本上没有多大影响，特别是在教师职称

评定、课题结题等一些重要问题上对老师的帮

助不大，因而，对教师的吸引力不大。而对于

民办高校而言，为了鼓励教师投稿，制定了一

系列奖励、优惠措施，如发放稿费、计科研积

分等。但让人感到尴尬的是，在高校排名、教

师职称评审、课题结题等问题上统计的或是能

起作用的又必须是发表在正式期刊上的论文，

所以对民办高校而言，办学报从某种意义上纯

粹是一种无效的投入。办不办学报，对学校的

发展似乎影响不大。

为了使学报办得有影响力，很多民办高校

结合学校及地域发展特色设立了相应的特色栏

目，但民办高校的科研主要围绕相关课题展开，

而课题和特色栏目的相关度又不是很大，加上

学校没有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或者成立了相

应的研究机构但人员配备不足或科研水平有限，

常常使特色栏目 “等米下锅”。有时候即使有相

关的来稿，但限于科研水平，文章的学术性有

所欠缺，加上学报内刊的性质，基本上在国内

或相关研究范围内几乎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

（四）编辑队伍人员少、结构单一，缺乏培

训和交流

　　编辑是完成从作者到栏目再到最后期刊成
型的桥梁，是高校学报办刊中最主要的人员组

成，但鉴于民办高校学报内刊的性质，即使有

庞大的编委会组成人员，但受民办高校繁重的

行政与教学、科研等工作的羁绊而常常无暇他

顾，所以最终所有的流程都只能落在编辑身上，

而出于精简人员、降低成本的目的，加之民办

高校学报多为季刊，所以民办高校学报的编辑

人员较相应的公办高校学报人员要少得多，有

很多实际上只安排了一个人在运作，而民办高

校的学报多为综合性期刊，这样的编辑构成显

然无法完全把握不同专业来稿的质量。较少的

来稿数量和较差的来稿质量给编辑带来较大的

工作量，使得编辑有限的精力完全投在征稿、

约稿和稿件的编辑加工方面，基本上没有机会

和同行交流，或参加相应的业务培训，何谈提

升素质？工作中遇到问题，连能够交流的人都

找不到，很多时候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自己

硬着头皮去解决。在学校内部管理上，学报编

辑也多作为行政人员而不是专业人士管理，职

称问题成为编辑心中 “永远的痛”。因此，在这

样的工作环境、氛围，在这样的编辑队伍的前

提下，民办高校学报提升办刊质量和办刊水平

的难度可想而知。

（五）近年来受到电子出版物的极大冲击

在新闻出版署及地方新闻出版局的管控下，

很多民办高校的学报更多的被要求办成资讯性

质的刊物，而互联网所具有的即时性、全面性、

便捷性等特征在资讯的传播方面具有更大的优

势，特别是智能手机强大的功能，给人们的阅

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从网

络获取资源，越来越依赖于从手机上阅读资讯，

快手、抖音、西瓜视频、微信读书等等软件几

乎可以代替所有的纸质出版物给人们带来的便

利，因而近年来民办高校更热衷于学校信息化

的建设，但基于前面原因的分析，为了保障学

报作者来稿不至于产生 “一稿多投”的嫌疑，

内刊大多数又无法制作成电子资源。所以，随

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庞大的

电子资源给民办高校学报的运作也带来了极大

的冲击。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互联网管理的加

强，民办高校学报论文进入知网资源库已彻底

成为历史。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应对互

联网带来的冲击、办好互联网时代的民办高校

学报，是民办高校学报发展中面临的又一重大

问题。

二、民办高校学报走出困境面临的机遇

大学学报是大学科研实力的展现，是对外

学术交流的窗口，是培养科研人才的平台，是

青年教师成长的摇篮。一份高水平的学报，不

仅承担着学术成果交流的重任，更承担着推广

科学技术、传播科技信息、扩大高校及科研机

构影响力的重任，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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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什么样的学校，因此，高校无不重视高水

平学报的建设。

（一）民办高校内涵式发展为学报建设提供

了良好的机遇

　　近年来，随着民办高校内涵式发展，为提
升广大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创造了积极的条

件，每年有大量的教师、科研人员参加学术交

流，出外进修、访学等，民办高校日常开展的

学术交流活动也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民办

高校无论是在英文三大检索期刊，还是在国内

ＣＳＳＣＩ、ＣＳＣ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都呈明显
的增长态势；国家社科基金、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也有较大突破，省部级课题项目更是 “芝麻

开花”，呈 “井喷”式增长，发明专利和横向

项目也是逐年增加，民办高校科研团队实力不

断增强，这一切都标示，民办高校不再是只能

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型大学，而是逐步向教学

和科研并重的大学迈进。在这样的氛围下，创

办能代表民办高校自身科研水平和科研实力的

公开性平台———学报似乎已经顺理成章，所欠

的只是国家相关部门的审批而已。

（二）“双一流”专业的培育为学报参与建

设学科提供了源头活水

　　学科专业建设是支撑民办高校内涵式发展
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民办高校先后有一大批

重点学科和专业进入省级和国家级一流学科和

专业建设序列，这就为学术期刊提升办刊水平

提供了强有力的抓手。地方文化是特色，学科

专业建设也是特色。《教育经济评论》凭借的就

是北师大教育学部教育经济学专业强大的师资

力量。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论坛》的特色栏目

———珠宝首饰文化研究也是在该校珠宝学院各

学科专业的基础上打造的。因此，民办高校的

特色学科专业建设和学术期刊之间完全可以形

成良性的互动：学术期刊通过调动特色专业院

系的学科优势与学术能力主编及主编团队的学

术把握、学科引导与专业判断，激发编委会学

科专家撰稿、审稿、荐稿，学科编辑融入学术

社区与科研过程，通过选题指南及组稿、约稿

对学科重大问题与研究前沿引领，对跨领域、

跨学科、交叉学科的开放审视与精准引进等参

与学科建设；而学科建设则通过科研团队积极

地撰稿、审稿和荐稿，发表有开拓性、创新性

成果推广学术成果的发表与交流，并将期刊发

表的成果及时吸纳到课题研究、课堂教学、教

育教学成果之中等参与到学术期刊的建设之中。

总之，学科建设需要学术期刊的驱动，而学术

期刊更需要学科建设的引领，二者是相辅相成，

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民办高校一流学科和专

业的建设正是进一步提升民办高校学报建设的

源头活水。

（三）人才储备为学报建设提供了优秀的作

者资源

　　民办高校依赖于校外师资力量发展的状况
已经成为历史，随着自有师资队伍的打造，民

办高校教师队伍中不但有自己的讲师、副教授，

也有教授，不但有大量的硕士加盟，博士入职

人数亦不在少数。公办高校很多退休的教授、

硕导、博导，他们也是退而不休，积极地加入

到为社会主义培养接班人的民办教育事业当中，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和旺盛的

科研热情，为提升民办高校的科研水平做着较

大的付出。另外，对于民办高校而言，还有一

个利好的消息，就是国家允许公办在职教师也

可以加盟民办高校教师队伍而不必担心原公职

的变动。因此，民办高校积极发挥教授、博士

的科研引导作用，积极构建高水平的科研团队

和学术共同体，相信民办高校的科研实力还能

再上新台阶。实际上，很多民办高校近几年之

所以在科研排名榜上名次不断上升，与这些人

的加盟不无关系。有了高水平科研团队的引领，

民办高校学术期刊 “等米下锅”的窘状必被改

观，在未来的发展中也必然会大放异彩。

三、民办高校学报走出困境的对策建议

经过多年的发展，民办高校学报随着民办

高校内涵式发展，也不断走向成熟。民办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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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交流学术成果、推广科学技术、传播科学

信息、扩大民办高校及科研机构影响力，虽然

面临着在夹缝中生存的困境，但在民办高校教

学与科研水平展示、学科建设支撑、青年教师

成长以及学术引领和舆论导向等方面发挥的作

用无可替代，对于民办高校学报来说，目前最

大的困惑就是没有申请到国家正式的刊号，所

谓 “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在目前民办高

校分类管理的大背景下，促进民办高校的学报

步入正式期刊的序列，以推进民办高等教育及

民办高校学报的健康发展。

（一）练好内功，打造强有力的作者阵营

前文提及民办高校近年来科研取得了明显

的进步，科研实力大为提升，科研成果较为丰

硕，为民办高校学报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持，但是，由于民办高校办学历史短，

文化积淀还不是特别深厚，加上自身发展还存

在着很多问题，所以，和公办高校特别是办学

历史悠久的９８５、２１１高校相比，民办高校的科
研水平和实力整体上还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

所以，欲打造民办高校高质量的学术期刊，必

先打造优秀的教师队伍，欲打造优秀的教师队

伍，必先提升教师的科研实力和科研水平。民

办高校近两年发展面临的最好机遇就是： （１）
国家允许公办在职教师加盟民办高校；（２）进
入民办高校的公办高校退休教师具有丰富的教

育教学经验及科研实力；（３）有越来越多的博
士及海外留学人员入职民办高校等，这对民办

高校来说，的确是让人很振奋的。所以，对于

民办高校来说，如何将这些人员留得住、用得

好，并进一步加大引进力度，将是提振民办高

校科研实力之关键所在。另外，对现有其他教

师，通过传帮带、科研培训、进修、访学等形

式，尽快提高其科研能力。总之，民办高校科

研实力只有整体的提升，才能为民办高校高质

量学术期刊的打造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打造特色，开辟打上民办高校烙印的

独特研究领域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两批的认定，

全国共有学术期刊６４３０种，所以，如何在强刊
如林的大背景下创出自己的路子，非特色莫属。

地域文化是特色，学科专业建设也是特色，民

办高校学报最大的特色应该是 “民办”，凡是跟

民办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成为民办高校学报重点

关注的问题，同时，民办高校学报还要结合国

家发展大势及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打造

属于自己的特色。有很多学报，就是因为有特

色栏目而在学界有较隆声誉，比如 《浙江树人

大学学报》的 “民办高等教育”、 《齐鲁学刊》

的 “孔子、儒家、齐鲁文化研究”、《郑州大学

学报》的 “美学·美学环境研究”、《河北大学

学报》的 “宋史研究”，等等，都入选了教育

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栏建设名单。所以，民

办高校学报的发展，也必须突出特色，以质量

求生存，以特色谋发展。为此，必须准确定位、

突出优势，加强策划、注重创新，并做好长期

的谋划，这样，民办高校学报才能在强刊如林

的期刊界有一席之地。

（三）建章立制，通过提升编辑素质打造具

有高水平民办高校学术期刊

　　学报是展示高校科研实力的窗口和培养青
年教师学术能力的园地，教育部关于 《高等学

校学报管理办法》 （教备厅 ［１９９８］３号）和
《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

学报工作的意见》 （教社政 ［２００２］１０号）等
文件都规定：“高校必须把学报工作列入学校工

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加强对学报工作的领导。

学校党政领导要像重视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

一样重视学报工作，定期听取汇报，研究解决

办刊中的问题，检查学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的情况和办刊质量状况。”但民办高

校受各种因素影响，不论在学报人员配备、机

构设置、选题策划、组稿约稿以及后期稿件的

编校、印制、交流等都不是很规范，有很多民

办高校学报编辑部精简到只有一个人；还有些

民办高校学报，由教师或行政人员兼任编辑，

这些都给学报工作的正常开展带来很大影响。

编辑是学术质量的把关者、学术阵地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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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的编辑及编辑队伍，是学报可持续发展

的需要，更是意识形态的重中之重。编辑素质

事关学报质量的提高，而学报质量又关乎学校

办学声誉和社会影响，所以民办高校要从意识

形态的高度，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

重视学报工作、重视编辑人才培养。优秀的编

辑，应该是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丰富的专业

知识、娴熟的业务技巧和高尚的专业情操的高

层次、复合型人才。民办高校，不但要提升编

辑的业务素质，更要赋予编辑更大的学术权力，

通过高素质的编辑队伍，提升民办高校学术期

刊的学术性、专业性，全方位展现民办高校的

科研实力和办学质量。

（四）联合办刊，通过对口扶持与学科建设

协同创新打造民办高校学术期刊的新类型

　　电大、高职、地方普通高校、“双一流”都
有自己公开的期刊，有的学校还不止一种，而

７５７所民办高校，仅有 ４家有公开的刊物，所
以，民办高校应该积极争取学报的公开发行。

虽然人大代表、民办高校在不同时间、不同场

合不断呼吁，但从目前状况看，刊号申请的难

度依旧很大。没有公开的刊号，不仅影响到稿

源、刊物特色、办刊质量，对提升民办高校办

学质量和社会影响力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规

则的存在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规范和引导。

所以，努力争取正式刊号仍旧是今后民办高校

办刊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当然，从现实情况出

发，和民办高校的对口扶持高校 （一般为

“９８５” “２１１”或具有悠久办学历史的公办高
校），或者和有出版资质的期刊社、出版社联合

办刊，比如某大学学报 （民办教育版），在该校

的指导下，由民办高校单独来办，或者双方联

合来办，这也许是解决目前大多数民办高校无

正式期刊的一个好办法。亦可以通过挖掘各地、

各民办高校的学科建设、优势资源，以各地民

办教育学会、协会的名义申请一个由当地民办

高校联合举办的公开期刊，由当地各民办高校

联合办刊。

总之，民办高等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办学的

新形式，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据新修订的 《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

例，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一样享有同等的法律

地位，担负着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重任，国家保障民办高校的依法办

学。同样，民办高校的学报在传播文化思想、

扩大学术交流、培养学术人才等方面肩负着和

公办高校一样的使命。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在对民办高校学报办刊质量、学术水平

全面考察的基础上，予以质量上乘、有一定学

术影响力的民办高校学报以正式刊号的批准，

推动民办高校教育质量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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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ｃｏｒｅ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ｌｉｅｓｉｎｐｅｏｐｌｅ．Ｈｉｇｈｅｒａｒｔ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ｏｎｌｙｈａｖｅａｄｅｅｐ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ｔｈｅｍｅｍｏｒｙ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ｏｆａｒｔ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ｔｈａｔ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ａｎｆｏｒｍｈｅａｌｔｈｙ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ｇｏｏｄ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ｒｔ，ｓｏａｓ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ａｌｌｒｏｕ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ａｒｔ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ｈｕｍａｎｖａｌ
ｕｅｓ，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ａｒｔｃｏｕｒｓ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ａｒｔ，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ｔｈａｔａｒ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ｒｅａｌ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ｆｒｅｅａｎｄａｌｌｒｏｕ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ｉｇｈｅｒａｒ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ａｒｔｓ

（责任编辑：侯净雯）

·４５· 分类管理背景下民办高校学术期刊的困境与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