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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20日，由江苏省社科联主办、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承办的“《江苏社会科学》创刊25
周年暨传统学术期刊的现代转型与发展”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中宣部出版局、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

新闻出版局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领导以及《新华文摘》、《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南京大

学学报（哲社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孔子研究》、《山东社会

科学》等多家刊物的负责人30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社科学术期刊的地位、作

用与当代学术使命，国际化、数字化背景下综合性社科学术期刊的转型与发展，综合性社科学术期刊

的特色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将会议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江苏社会科学》的办刊经验

《江苏社会科学》创刊于1990年。作为江苏社科界的品牌学术期刊，在全国学术界具有较高声誉

和广泛影响，被多次评为“全国百强社科期刊”和“江苏省十强社科期刊”，荣获了“中国出版政府奖期

刊提名奖”和“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研讨会上，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对《江苏社会科学》创刊25
周年以来所取得成绩表示了热烈祝贺。江苏省社科联副巡视员、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金晓瑜指

出，办好一份学术期刊，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坚持和坚守。金晓瑜社长回顾了《江苏社会科学》25年
的发展历程，介绍了杂志社目前的办刊情况，并总结了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办刊心得和经验。

1.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

当前国际格局面临大变革、大冲突、大调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国内

社会多元、多变、多样化，我们面临的形势比以往更为复杂、任务更为艰巨。这样的变化必然反映到人们

的思想中，反映到社科理论界。《江苏社会科学》能取得今日的成绩，首先源于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

2.注重选题策划，推进栏目创新

《江苏社会科学》充分利用江苏省内和全国范围的学术资源，创造性地策划特色栏目，努力发掘具

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选题。例如，紧跟学术前沿，积极探讨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精

心打造“重大理论热点问题研究”、“江苏发展研究”等品牌栏目。策划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名

家笔谈”、“海外中国研究·德国视点”等影响力较大的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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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追求学术品味和学术质量

学术期刊的核心特征是具有学术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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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杂志社眼光不能只盯着少数名家，否则会导致作者队伍发展建设出现不可持续的问题。学术新

人需要舞台，年轻人思维敏捷，敢于突破，不乏锐气和创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现新人、扶持新人

是学术期刊的天职。

4.评价学术成果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原理事长龙协涛指出，作为学术论文的首位审核者，学术期刊编辑是学

术价值的把关人，理所当然是学术成果评价的重要主体。期刊编辑必须能够对其学术价值进行精确

的初步判断，把好学术质量关，当好守门人。落实到具体实践中，需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期刊编辑应

坚持编研合一。期刊编辑只有充分阅读该领域的学术文献，把握学术前沿动态，才能够对论文的学术

价值进行准确判断。二是期刊编辑应积极参加学术研讨会。学术研讨会上，学界专家集中探讨某个

专题的前沿问题，对学术期刊编辑把握学术前沿动态很有帮助。刘旺洪进一步强调，学术期刊编辑的

基本职能就是对作者来稿进行评价，评价是不是达到本刊物的发表水平，评价是不是具有创新性，今

后需要重点研究责任编辑把握文章创新的基本评价要素问题。

5.交流和传播学术

《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执行主编朱剑认为，学术期刊理应有所担当，只是深感学术期刊很难独

自承担诸多如此重大之责任，须与学界携手共同承担，且应该找准自己的定位。引领和组织学术研

究、树立优良学风、培育学术新人以及评价学术成果等都离不开学界的主导，唯有在传播领域，学术期

刊才有可能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无论如何看待学术期刊的使命，我们都无法放弃赖以安身立命的

交流和传播学术的职责，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失去在传播中的地位，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任何使命也

都无从谈起。因此，做数字化时代最好的学术传播才是学术期刊的首要使命。

三、传统学术期刊的转型与发展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常务副主编仲伟民指出，得益于

当下特殊的期刊管理体制和学术评价机制，现在综合性社科学术期刊的境遇还算不错，但是，必须清

醒地认识到外部环境的严峻性，不管是高校学报还是社科联、社科院主办的综合性期刊都应该抓住这

难得的喘息时机，有所作为，谋划刊物的转型发展。与会专家学者，特别是各家杂志负责人纷纷表示，

相较于专业化期刊，综合性期刊转型发展的任务更为艰巨，需要从多个路径深入。

1.突出重点，打造优势特色栏目

如何在众多综合性社科期刊中凸显自身的品质与特色成为研讨会上的热点话题。与会的主编和

学者们都意识到，多学科的综合性特征使得综合类期刊极容易丧失自身特色，迷失在“拼盘堆积”、“千

刊一面”的歧途当中。《江苏社会科学》主编李静认为，淡化以一级学科来划分栏目的栏目设置，确立重

点，突出特色，是综合性社科学术期刊提升核心竞争力、走出困境的新路子。综合性社科学术期刊选

择重点领域打造特色专栏应注重两个方面：一是该领域的学科增长性以及作者队伍的集群支撑性；二

是依傍地缘优势、地域文化优势可以形成特色栏目，更重要的是依托本区域的人才优势和学科优势。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会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丁帆指出，综合性社科学术期刊每期要抓1-2个特

色专栏，长时间的累积后就形成一个品牌栏目、优势栏目。一本综合性社科期刊只要有数个受业界高

度认可的栏目，其学术影响力就能保持住。《新华文摘》杂志社前总编辑张耀铭指出，无论选择哪一方

面作为刊物的特色领域，学术期刊都要做到以学术为本，注重原创，同时刊发文章的过程中要区分学

术研究文章和智库文章。

2.重视学者，对接学术共同体

《孔子研究》主编武卫华认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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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升关键依托是高水平学者。武卫华介绍了《孔子研究》与国内相关学术共同体[1]开展合作的经

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