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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学术期刊优质稿源的途径

刘玉姝　何亚楣　李国强　陆　烨　陆　芳　孙飞飞　雷爱君
同济大学《建筑钢结构进展》编辑部，２０００９２，上海

摘　要　结合学术期刊《建筑钢结构进展》的办刊实践，分析影
响其学术质量的主要因素，探讨如何开辟各种可能的渠道，吸

引并获得更多的优质稿源，以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

关键词　学术期刊；优质稿源；学术质量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ｐａｐｅｒ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ｆｏ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ＬＩＵＹｕｓｈｕ，ＨＥＹａｍｅｉ，ＬＩＧｕｏｑｉａｎｇ，ＬＵ
Ｙｅ，ＬＵＦａｎｇ，ＳＵＮＦｅｉｆｅｉ，ＬＥＩＡｉｊ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ｔｅｅ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ｔｈｅｋ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ｉｔｓ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ｉｓｐｕｔｏｎｈｏｗ
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ｓｆｉｎｄａｌｌ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ｔｏａｔ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ｏｂｔａｉｎ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ｐａｐｅｒ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ｇｈ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ｗｉｌｌ
ｂｅｇａｉｎｅｄｉｎｒｅｔｕｒ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ｐａｐｅｒ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ｔｅｅ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０９２，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ａ

为了保证学术期刊旺盛、持久的生命力，学术期刊

编辑必须增强质量意识［１２］。国家科委发布了学术期

刊的质量要求和评估标准［３］。学术质量体现在３个方
面：前沿性，创新性，科学性。

学术期刊的灵魂是学术内容，这已是无可争辩的

共识［４９］。期刊的学术质量，归根结底依赖于稿源的

数量和质量———只有稿源丰富，才有选择的余地；只有

来稿的质量高，才能优中选优；因此，开辟各种可能的

渠道，通过多种手段吸引大量优秀的稿件和作者，是编

辑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这对于办刊时间不长，影响

力尚不是很高的学术期刊并非一件易事。一方面，科

研人员要想自己的学术论文有高的被引用率，就不得

不将优秀论文投向国内外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或者

是被ＳＣＩ或ＥＩ数据库收录的期刊；另一方面，学术期
刊要寻求好的发展，就必须有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作支

撑。在当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之下，这仿佛已成为不可

调和的矛盾。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一些学术期刊编辑

部也作了不少调研和探讨［５１１］，对于我们拓宽思路甚

有启发。在此严峻的形势下，我们显然不能消极地

“等米下锅”，而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找米下锅”，想方

设法挖掘新稿源。在组织和搜集优秀稿源方面，各编

辑部都会根据自己期刊的特点，因地制宜地提出并实

施组稿策略。

笔者根据近几年编辑《建筑钢结构进展》的工作

心得，并借鉴其他期刊的先进经验，认为在发掘和吸引

优质稿源方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１　充分发挥编委的作用

　　《建筑钢结构进展》有由近７０位国内外著名钢结
构专家（包括７位院士和１７位海外知名教授）组成的
编委会。这样一支阵容庞大的专家队伍对吸引优秀稿

件，尤其是海外稿件有一定的优势。行业专家的稿件，

尤其是综述性文章，具有导向性和前瞻性，内涵丰富，

往往能体现最前沿、最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在把握本学

科的发展历程和动态、增大信息量方面会起到很好的

推动作用，也会进一步吸引更多的新作者投稿。

近年来，在《建筑钢结构进展》发表的文章中，由

海外知名专家撰写的占２５％ ～３５％，是目前建筑结构
类期刊中唯一能够做到的，这也是充分挖掘期刊专家

队伍潜力的一项成果。

２　利用专辑的影响力

　　专辑具有同领域研究成果集中化的特点，可以使
科研工作者在短时间内对自己所关心的研究领域有着

全面的了解，因此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建筑钢结构

进展》从２００２年开始，针对建筑钢结构的重点研究方
向和热点研究领域进行了专题组稿工作，出版了各种

专辑，如“组合结构”“钢结构抗火”“钢结构设计与施

工”“钢结构住宅”“空间结构”“钢结构稳定”“薄壁结

构”“铝合金结构”等专辑，涵盖了建筑钢结构研究领

域的方方面面，因此获得了比较高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除了分专题，编辑部还尝试向设计院和设计公司

组稿，推出了《中国船舶工业第九设计研究院专辑》和

《日建设计专辑》，反响非常好。

此外，编辑部还将目光瞄向研究钢结构的重点高

校，从２００８年开始，陆续推出了《浙江大学钢结构研究
生专辑》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钢结构研究生专辑》，

还有一些研究生专辑也在筹备中。

３　加大会议组稿的力度

　　学术会议论文是一种重要的科技文献源，通常能
够反映有关学科领域中的最新发展和最新动向。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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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性工作的内容都是以会议论文的形式发表的，并

在日后产生持续的影响。此外，从科研成果的传播速

度来看，会议论文的报道也比学术期刊要快很多［６］；

但是，目前国内的会议论文大多以学术期刊的增刊形

式发表，甚至只是由会议组委会负责汇集成册，导致大

量的会议论文影响面窄，利用率不高。再者，“增刊”

得不到某些单位的承认，“会议论文汇编”又不算正式

发表，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参会学者撰写会议论文

的积极性。由此我们想到，如果筹划安排得较早的话，

可以通过与会议组委会合作的形式，选编部分优秀论

文在《建筑钢结构进展》上发表。显然，这样的做法有

益于学术成果及时和广泛的传播，同时在一定程度上

能解决期刊稿源匮乏的问题。

编辑部还积极与海内外协会或机构共同主办或协

办各种学术会议。例如：２００５年在同济大学主办“中
日建筑钢结构技术交流会”和“２００５年建筑结构软件
技术交流会”，２００６年在上海展览中心协办“第４届海
峡两岸及香港钢结构技术交流会”；还与中国建筑工

业出版社、香港理工大学《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杂志联合主办“结构工程新进展国际论坛”，
分别于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和 ２００９年在北京、大连和上海举
行。主办或协办学术会议，既扩大了期刊的国内外影

响，又争取到一大批优秀稿件；因此，从学术会议方面

开拓稿源仍将是我们今后的一个工作重点。

４　了解作者需求

　　作为一名优秀的学术期刊的编辑，应该善于了解
作者的需求尤其是潜在的需求，这对有针对性地进行

组稿大为有利。例如，编辑部于２００５年设立了杂志年
度研究生优秀论文奖，每年评出一等奖和二等奖各１
篇，颁发奖金和证书。研究生是学术期刊作者队伍重

要的组成部分，通过这样的举措，使得编辑部接收到的

研究生论文大量增加，而且其质量也显著提高。

此外，在稿件处理方面，通过统筹安排，加快稿件

的审理速度，缩短论文的发表周期，也可以吸引一些自

由投稿者将投稿目光转向我们这里。编辑部还对作者

实行了一项优惠政策，即只要向本刊投稿，不管录用与

否，即可获赠１年的杂志，如果被录用了，则获赠３年
的杂志。通过这样的方式，《建筑钢结构进展》不断扩

充、发展作者队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作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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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更名为“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本刊讯　 （据铁明报道）经民政部批准，中国高等
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已于２０１０年７月更名为“中
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成立于１９８７
年，在教育部、民政部等有关部门的关怀、支持下，经过

６届理事会及广大会员的不懈努力，不断发展壮大，成
为在国内外科技期刊界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性社会团

体，起到了连接政府主管部门和期刊编辑部的桥梁纽带

作用。随着高校教学科研的发展以及自主创新的需要，

高校科技期刊的办刊理念、功能定位发生了变化，各校

对学报等科技期刊提出了新的要求，研究会的原名称已

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更名是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当前出版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更名后的中国

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将引领高校科技期刊进一步转变

办刊理念，从科技期刊的一般性要求出发，发挥高校办

刊的特殊优势，准确定位高校学报等科技期刊的功能、

服务面向，为提升高校科技期刊的整体水平作出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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