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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导学术期刊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闻舆论观是指

导学术期刊编辑素养提升的科学指南。新时代学术期刊面临着数网技术带来的诸多挑战，但同时也迎来了变革学术

传播秩序的机遇。新时代学术期刊编辑应具备政治素养、专业素养、技术素养、传播素养和职业道德素养。提升学

术期刊编辑素养，应以政治家办刊意识为纲，培养良好的政治素养; 以学者型编辑为导向，培养深厚的专业素养;

以工匠精神为引领，培养过硬的技术素养; 以融合发展为契机，培养良好的传播素养; 以编辑行为规范为指引，培

养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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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国家政

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是指导中华民族实

现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从宏观视角审视新时代，

其突出特征表现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

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新时代所面临的新

形势要求学术期刊担负起探究时代真理、引领文化

发展的使命。而新时代呈现的媒介融合、数网经济

等趋势特征，不仅深刻改变着传媒生态，还极大颠

覆了学术传播秩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

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

流中发展。”［1］同样地，学术期刊要肩负起传播学术

思想的使命，就必须紧跟时代发展，始终站在学术

前沿，而学术期刊的编辑就必须以最新的理论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自己。

习近平新闻舆论观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舆论观的最新

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学术期刊编辑应充分认识到数

网技术带来的革命性变革，积极走出纸本时代思维，

努力提升编辑素养，以习近平新闻舆论观为指导，

以学者型、全媒型人才为导向，努力强化学术期刊

公信力，适应并推动学术传播新秩序，牢牢掌握中

国学术的话语权和主阵地。

一、新时代学术期刊面临的挑战

( 一) 数网技术对学术期刊出版的挑战

所谓数网技术，是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简

称。信息社会是建立在数网技术之上的社会。1997

年，由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学术期刊 ( 光盘版) 电

子杂志社成立。1999 年，致力于实现全社会知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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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的中国知网成立，由此开启

了数字出版的新纪元。2000 年，维普网、万方数据

相继成立，我国的数字出版平台逐渐进入知网、维

普、万方三足鼎立的时代。数网技术介入学术传播

与出版的近 20 年，不仅极大改变了传统的学术传播

秩序，而且对学术期刊的出版也带来颠覆性的挑战，

这种挑战经历了从初期的数据库出版到如今的 “域

出版”，使得学术期刊面临着纸本出版日渐式微的

危机。

知网、维普、万方这三大数字出版巨头，基本

垄断了数据库出版市场。数据库出版具有显著的集

约化特征。 “集约化的内涵是指通过集聚、集中、

集合各种资源、业务，向实现共享公约数、优化资

源配置的目标转化的趋势和过程。”［2］这种集约化，

一方面实现了学术资源的集聚，另一方面也实现了

数据库出版商的市场化运营。但这种数据库出版模

式，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学术期刊出版的体制机制，

“本质上属于学术期刊数字内容的代理销售”［2］。随

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 “域出版”概念随

之被提出①，并经超星 “域出版”系统不断发展完

善。“域出版本质上是对主题的聚类出版。”［3］与数

据库出版相比，域出版不仅突破了纸本出版在栏目、

主题上的局限，而且可以将数据库拆分的失去关联

的单篇论文整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以 “专域”为中

心的跨刊跨期出版。域出版理念实现了学术资源的

聚类整合，对学术传播与学术出版都具有重大意义，

学术期刊的纸本出版渐有被淘汰之势。

( 二) 数网技术对学术传播的挑战

学者朱剑对数网技术介入学术传播领域有过深

刻的论述: “自数网技术介入学术传播至今这 20 年

中，学术传播的业态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纸本

学术期刊基本退出了传播，只保留了 ‘发表’的功

能; 封闭的出版环境被打破，来自境外和其他行业

的传播主体正在或已经侵入传统学术期刊的领地;

一场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竞争已在数网技术的基础上

全面展开。”［4］数网技术对学术传播的挑战首先来自

于数据库传播的冲击。数据库虽然售价高昂，但科

研院所等单位购买之后通常免费提供给本单位的职

工和学生使用，这就极大削弱了纸本期刊的传播价

值。随着域出版在实践中的不断完善，学术期刊的

传播力被域出版平台进一步削弱，学术期刊的学术

话语权也进而被拥有技术的出版平台所攫取。

( 三) 国际学术期刊对我国学术话语权的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间的学术交

流日益频繁，各领域的学术融合已成为国际知识资

源积累的重要方式，学术期刊出版国际化已是大势

所趋。近年来，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 “论文生产

大国”，并于 2016 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论文

产出国。 “然而，中国学者的论文被国际同行引用

的比例却不断走低，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同行的论

文比例则处于上升态势。”［5］从学科来看，我国的自

然科学已实现了部分国际出版，并在逐渐增强国际

话语权，但人文社会科学至今还没有 “走出去”。

“与世界一流的学术期刊相比，目前我国学术期刊

的整体质量不高、影响力不大。”［6］作为中国学术话

语表达平台的学术期刊，因体制机制及自身内在因

素的制约，无力与国际学术期刊抗衡，中国学术话

语权面临着“失语”的窘境。

二、新时代学术期刊编辑所应具备的素养

( 一) 学界对学术期刊编辑素养的争论

关于学术期刊编辑应具备的素养，学界也存在

着不同的看法。郝捷［7］从出版质量的视角认为，责

任编辑要保证出版质量不仅需具有职业心和事业心，

还需提升导向把关能力、知识把关能力和文字把关

能力; 魏善玲［8］从学术不良行为的视角出发，认为

作为“把关人”，学术期刊编辑应具有的素养包括

编辑业务知识素养、专业知识素养和职业道德修养

等; 刘彦超［9］从学术道德建设视角出发，认为学术

期刊编辑应具备八个方面的素养，即政治思想素养、

职业道德素养、专业知识素养、编辑出版理论素养、

语言文字素养、学术规范素养、法律素养、信息技

术素养; 杨亚鸿［10］从新时代对人文社科学术编辑的

要求视角出发，认为新时代人文社科学术编辑 “必

须具有坚定的政治素养、过硬的专业素养、深厚的

学术素养、丰富的信息素养、良好的文学素养这五

项基本素养”。可见，学界以及编辑界对学术期刊

编辑素养的认知不尽相同，但政治素养、业务知识

素养、专业知识素养被认为是一个优秀的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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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所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学者朱剑在其论文 《如

影随形: 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

1978—2017 年学术期刊史的一个侧面》中，深刻揭

示了学术期刊编辑对于自身身份及其所应具备素养

的焦虑: 一是学术期刊编辑应成为学者型编辑，还

是应成为具有广博知识的 “杂家”; 二是学术编辑

与技术编辑应分工，还是应合为一体。从现实观照

来看，“杂家”以及学术编辑与技术编辑合为一体

是现有体制之下的 “无奈的现实”; 从学术期刊改

革的应然走向来看，编辑学者化以及学术编辑与技

术编辑分工合作是学术期刊提升办刊质量及增强学

术话语权的必由之路。既然在现有的出版体制之下

还不能实现编辑学者化，本文拟从习近平新闻舆论

观的视角，探讨新时代学术期刊编辑所应具备的

素养。

( 二) 新时代学术期刊编辑应具备的素养

1． 政治素养。政治素养是学术期刊编辑所应具

备的 第 一 素 养、核 心 素 养。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从来 不 是 单 纯 的 业 务 工 作， 讲 政 治 是 第 一 位

的。”［11］435学术期刊虽不刊发新闻，但其思想内容同

样可以形成强大的舆论，而其披着学术的外衣对公

众更具蛊惑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上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

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12］。党性原则不仅

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原则，也是学术期刊办

刊的 根 本 原 则。党 管 媒 体，自 然 也 管 学 术 期 刊。

“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11］417

学术期刊是刊发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平台，具有探

索真理、引领社会思潮、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

科技进步的功能，因此做好学术期刊工作，更是事

关旗帜和道路。

学术期刊编辑的政治素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树立政治意识，在思想上要认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增强 “四个意

识”，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 二是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办刊

宗旨，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媒体格局如何变化，始

终坚持党性原则; 三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以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用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审读论文，在 “三审三

校”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注重对政治性问题的审查。

2. 专业素养。专业素养是学术期刊编辑素养体

系中的“基石”，是学术期刊编辑不同于其他期刊

编辑的根本所在。所谓专业素养，是指学术期刊编

辑应对所负责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有较深的了解，

对这一学科的学术前沿有精准的认知。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 “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关键在人。”并

认为一个合格的新闻舆论工作者，要 “提高业务能

力”“努 力 成 为 全 媒 型、专 家 型 新 闻 舆 论 工 作

者”。［11］436学术期刊编辑虽与新闻舆论工作者的具体

职责不同，但同样负有把关刊发内容的职责，是论

文内容的第一 “把关人”，而要做好把关，就必须

让自己成为专家型、学者型编辑。

编辑学者化的提出是对学术期刊编辑专业素养

的最高要求。理想型的学术期刊编辑应是某一学科

领域的专家，但在现有体制之下，专家办刊、专家

做编辑只存在于少数个刊之中。学术期刊编辑的专

业素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某一学科领域

的知识体系有较深的了解，能够独立撰写质量较高

的相关学术论文; 二是对某一学科的学术前沿有持

续的跟踪和关注，对最新学术成果有一定的了解和

认知; 三是在跨学科研究已成学界研究范式的当下，

对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3. 技术素养。所谓技术素养，是指学术期刊编

辑所应具有的编辑业务知识。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管理规定》第 4 条对编辑从业资格作出如

下规定: 凡在出版单位从事出版专业技术工作的人

员，必须在到岗 2 年内取得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证书，

并按本规定办理登记手续; 在出版单位担任责任编

辑的人员必须在到岗前取得中级以上出版专业职业

资格，并办理注册手续，领取责任编辑证书［13］。根

据规定，从事学术期刊编辑工作必须参加出版专业

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而这项考试的基本内容是

《出版专业基础知识》和 《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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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技术素养是现有体制之下学术期刊编辑必须

具有的素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人民日报时，亲切看望了

人民日报的采编技术人员，指出编辑工作要精益求

精，才能将报纸越办越好［14］。精益求精，即习近平

总书记对技能人才提出的工匠精神，是对学术期刊

编辑技术素养的精准概括。学术期刊编辑的技术素

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掌握出版专业的基础

知识及理论知识，并熟练掌握出版专业实务; 二是

对与学术期刊出版相关的法律法规有较深的了解，

尤其是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出版管理

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有系统的掌握; 三是对与学术

期刊编辑出版的相关国家标准要熟练掌握，如 《信

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 GB /T 7714—2015) 、

《标点符号用法》 ( GB /T15834—2011) 等。

4. 传播素养。传播素养是新时代对学术期刊编

辑的新要求。在传统纸本时代，学术期刊集出版与

传播于一体，学术期刊是学术思想传播的唯一平台。

20 世纪末，随着国家知识基础设施概念的提出，知

网数字图书馆、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相继成立，

学术期刊将学术论文传播的权利让渡给了数据库平

台，纸本传播基本被终结。近年来，随着以手机媒

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以超星学习通为代

表的域出版平台相继涌现并不断发展成熟，数据库

平台已不再是唯一的数字传播平台，学术论文实现

了多平台、多渠道、多模式传播。

学术期刊出版与传播的分离，虽然极大推进了

学术论文的传播速度，有利于全社会知识资源的传

播共享与增值，但其对学术期刊的负面影响也是多

方面的: 一是学术期刊的权利被弱化，学术期刊主

体的学术话语权被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公司攫取，

学术期刊失去了话语地位; 二是系统的学术期刊在

数字平台中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呈现，学术期刊精心

设计的栏目、特色、专题组稿等无法体现出来; 三

是作为对论文内容及质量负责把关的编辑的作用进

一步被弱化，编辑的主体地位、创造价值被进一步

削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

优势，完善运用体制机制，打通并用好同群众信息

交流的新渠道。”［11］429学术期刊出版与传播的分离是

数网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学术论文传播的多元平

台有利于全社会知识资源的传播共享与增值，学术

期刊编辑应顺应这一有利于学术传播的趋势，培养

自身传播素养，掌握数字经济时代的传播技术，借

助新媒体传播优势，努力提升学术期刊的传播力。

5. 职业道德素养。职业道德素养是任何职业素

养体系中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要讲责任、讲品味、讲格调，

加强道德修养，保持一身正气，自觉抵制歪风邪气，

以实际行动赢得社会尊重和人民赞誉。”［11］439 近年

来，尽管我国的主流学术之风是纯正的，但学术失

范、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学术不良行为时有发生，

学术期刊公信力呈弱化之势。

学术期刊编辑的职业道德素养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是尊重作者的著作权，不擅自修改作者的

稿件内容，对于确有必要修改的，应征得作者的同

意; 二是对未采用的来稿做到不外传、不泄露，更

不能剽窃未采用稿件的内容; 三是严格执行双向匿

名审稿制度，既不向审稿人透露作者的相关信息，

也不向作者透露审稿人的相关信息; 四是坚守学术

自律，坚决抵制人情稿、关系稿、有偿稿，更不能

私自收取作者钱财; 五是坚守质量原则，不刊发学

术不足、缺乏创新性的低质量文章。

三、新时代学术期刊编辑素养提升路径

新时代背景下，不仅学术期刊面临着数网技术

带来的诸多挑战，学术期刊编辑也同样面临着诸多

素养提升困境。具言之，一是职业困境，表现为编

辑职业不够独立 ( 尤其是高校主管主办的学术期

刊) ，编辑人员同时担负其他职责，以致素养提升

力不从心; 二是职称困境，表现为编辑的学术发展

受困于职称评审制度，提升专业素养反而成为 “副

业”，也 因 此 出 现 了 编 辑 走 向 “编 辑 学 家”还 是

“学者型编辑”的论争; 三是发展困境，表现为主

管主办机关不够重视、学历提升受限、素养培训较

少且培训价格高昂等。以上困境的解决既涉及到体

制机制的变革，也涉及到理念认识的转变，非一日

之功。因此，学术期刊编辑素养的提升应以内在努

力为主，并在可行原则下渐进推动体制机制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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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以政治家办刊意识为纲，培养良好的政

治素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

“办报办刊办台办网都需要坚持这个原则”［11］435。所

谓政治家办刊，即指要以政治家的思维办刊，期刊

的编辑、出版、传播等每一个环节都要渗透政治意

识。政治家办刊不仅要求学术期刊主编要增强政治

意识，还要求编辑人员、校对人员、副主编等参与

期刊编辑出版的全体人员都要树立政治意识。

1. 成立编辑部党组织，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我

国的学术期刊多半是由各高校主办的，多数高校的

学术期刊编辑部挂靠在本校的科研处 ( 有的称为科

技处、社科处等) 。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下，多数高

校的学术期刊编辑部并未有独立的党组织，而是与

挂靠单位一起成为受机关党委领导的下属支部。鉴

于学术期刊编辑部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意识形态建设

的重要性，应成立独立的编辑部党组织，有针对性

地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学习内容除了党章党规外，

还应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 ( 尤其是要系统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等。

2. 定期召开意识形态建设专题会，加强编辑部

意识形态建设。我国学术期刊编辑的政治意识虽有

但不强。自科类期刊编辑认为，自科类论文与政治

没关联，因此编辑的政治意识很弱; 非马克思主义

理论类社科期刊编辑的政治意识也较弱，认为意识

形态与非政治类的学术论文关联不大。造成这些错

误认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编辑部领导未加强

意识形态建设有关，也与编辑本身对意识形态的片

面认识有关。因此，学术期刊编辑部应定期召开意

识形态建设专题会，一方面加强编辑部的意识形态

建设，另一方面提升编辑对意识形态重要性的认识。

3. 加强时政学习，强化“三审三校”环节的政

治性把关。学术论文的政治性问题不仅存在于对马

克思主义理论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把握，还存在于与时事政治、国家利益等密切

关切的相关用语中。因此，每一个学术期刊编辑都

应该加强时政学习，准确把握国家在敏感性问题上

所持的观点及表述用语，如新华社公布的禁用词及

规范用语，中央台办、外交部、中央宣办出台 的

《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等。

此外，应强化编辑在 “三审三校”环节的政治

性把关，将政治性问题的审读始终作为 “三审三

校”的核心，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类、思想政治

类、民族宗教类、时政热点类等论文，更应增加审

读与校对次数。

( 二) 以学者型编辑为导向，培养深厚的专业

素养

学者朱剑在论及学术期刊及学术期刊编辑的走

向时指出: “回归学术共同体是学术期刊发展以及

编辑身份建构的根本途径。”［15］尽管学界与期刊界对

编辑学者化以及编辑职业化存有分歧，但 “编研一

体”是学术期刊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2016 年，

中国编辑学会第十七届年会的主题是 “倡导工匠精

神 做学者型编辑”［16］，可见，学者型编辑已成为学

术期刊编辑发展的导向。学术期刊编辑专业素养的

培育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践行。

1. 以某一学科为核心，培养 “一专”。由于多

方面的因素，学术期刊的编辑都是负责一个或多个

栏目，而期刊栏目的设置往往以学科门类为划分依

据，具体又包含了多个学科，要求编辑精通某一学

科门类既不现实也不科学，编辑对所负责栏目的学

术把握还要依靠专家学者。尽管无力改变编辑负责

多个学科的现状，但编辑可以以某一学科为核心，

深入钻研，撰写专业论文或著书立说，努力成为某

一学科领域的专家。只有 “编研一体”，编辑才能

对来稿文章的意义和价值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也

才能提出让作者诚服的修改建议。

2. 以多个学科为基础，培养 “多能”。鉴于多

数编辑同时负责多个学科的现实，以及学科研究范

式的融合发展，拥有广博的知识已成为对学术期刊

编辑素养的基本要求。 “广博的知识”应至少涵括

负责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通识知识以及语言文字

知识。学术期刊编辑通常来自于非中文专业，虽拥

有一定的专业素养，但其语言文字能力偏弱，因此

也应重点强化这方面的学习。

3. 以各类科研项目指南为导向，把握学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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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学术期刊是刊发最新科研成果的学术平台，学

术期刊编辑只有把握了学术前沿才能准确判断论文

的时效性及创新性，进而做好论文的初审及送审工

作。对学术前沿的把握，除了跟踪相关学科的学术

热点之外，最便捷的方式是认真研究各类科研项目

指南，尤其是国家级项目如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部项目、

国家教育部项目等，以及各类省部级项目。国家级

科研项目指南囊括了各类学科的学术前沿问题，对

学界开展学术研究具有重大导向作用。此外，对具

体立项课题的研究也有助于编辑准确把握学科发展

方向，精准把握来稿的意义及创新性。

( 三) 以工匠精神为引领，培养过硬的技术素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建设知

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

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

的敬业风气。”［17］所谓 “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自

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18］。徐耀

强认为，“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敬业、精益、

专注、创新等方面的内容［19］。学术期刊承担着 “追

求真理，传播学术”［20］的使命，因此学术期刊质量

较之其他期刊应有更高的要求，学术期刊编辑更应

在工 作 中 追 求 “精 雕 细 琢，精 益 求 精”的 工 匠

精神。

1. 以学术期刊使命为导向，强化责任编辑意

识。随着老一辈编辑的退场，“80 后” “90 后”编

辑逐渐增多。新生代的年轻编辑接收新生事物较快，

且深受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影响，思想前卫，办刊使

命意识弱化，对责任编辑应承担的责任缺乏深刻认

识。鉴于此，学术期刊编辑部应做好老编辑带新编

辑的传帮带工作。传帮带不仅只是编辑技术的培养，

还应包括学术期刊使命、宗旨、责任编辑应承担的

责任以及编辑部文化的传承。此外，编辑部还可以

通过召开学习会、案例警示会、业务分享会等形式，

强化责任编辑的责任意识，使编辑逐渐增强责任感

和使命感。

2. 积极参加培训学习，提高编校技能。学术期

刊编辑编校技能的提高除了依靠老编辑的传帮带之

外，更主要还是来自于编辑实践的学习。编辑编校

技能的提高除了要加强学习出版专业的基础知识及

理论知识、相关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的国家标准之外，

还应积极参加各类编辑业务培训，加强与同行之间

的业务交流，向编校质量一流的期刊学习。

3. 创设交叉校对制度，严格降低差错率。就学

术期刊而言，工匠精神体现在对期刊编校的精益求

精，努力追求零差错率。但多数学术期刊编辑部人

手不足，责任编辑同时也承担着责任校对的任务，

使得编校质量得不到保证。为此，编辑部可创设交

叉校对制度，让不同栏目的编辑交叉校对，以进一

步降低差错率。

( 四) 以融合发展为契机，培养良好的传播素养

基于数网技术的新媒体彻底颠覆了信息传播秩

序，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已成为当下传播秩

序建构的基本形态。但在学术传播领域，学术新媒

体始终未能形成，期刊数据库依然垄断着传播平台。

在现有的体制机制下，学术新媒体的形成已成 “难

产”之势，“学术期刊体制的特殊性使学术新媒体

无法获得合法的学术传媒身份，学术评价机制的不

合理使学术新媒体不能成为评价对象，故独立的学

术新媒体始终没能产生。”［21］尽管如此，在媒介融合

发展的新时代，学术期刊不应放弃学术传播权利，

而应培养编辑的传播素养，重构学术传播秩序，使

学术话语权重新回到学术期刊及学术共同体中。

1. 增强学术传播意识，提升学术话语权。学术

期刊编辑普遍学术传播意识不强，这与学术期刊将

学术传播权利让渡给数据库平台有很大关系。在数

据库平台垄断学术传播的这 20 余年中，无论是学术

期刊编辑部还是编辑，仅仅专注于期刊质量的提升，

学术传播意识几乎丧失。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

发展正在逐渐消解数据库平台的垄断地位，给学术

传播带来新的契机。学术期刊编辑应抓住这一契机，

增强学术传播意识，将工作从专注编辑、出版延伸

至传播领域，努力提升期刊的学术话语权。

2. 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手段，提升学术传播能

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指出，要善用现代传

播手段，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成为全

媒型、专家型人才。学术期刊编辑不仅要树立起学

术传播意识，还要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努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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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术传播能力。在学术新媒体难产的当下，学术

期刊编辑可以借助域出版平台、微信公众号平台、

开放获取平台等新兴学术传播媒介，多渠道促进学

术传播。为此，学术期刊编辑应加强数网技术的学

习，创新学术传播形式，尝试以图文并茂等轻松有

趣的形式向受众推送论文内容。

( 五) 以编辑行为规范为指引，培养良好的职

业道德素养

与学术规范相关的现有办法、准则等主要针对

的是论文作者，如教育部出台的 《高等学校预防与

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但针对学术期刊编辑的

行为规范还尚未有，仅依靠行业自律来约束。可从

以下几个方面践行培养学术期刊编辑的职业道德

素养。

1. 加强顶层设计，制定 《学术期刊编辑职业道

德规范》。针对各级教师，教育部出台了 《高等学

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小学教师职 业 道 德 规

范》，对教师的行为操守作出了明确规定。可以借

鉴制定出台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做法，由教育部牵

头制定《学术期刊编辑职业道德规范》，对学术期

刊编辑的职业道德作出详细的规定，将权钱交换、

人情交换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2. 加强行业自律，制定 《学术期刊编辑自律行

为准则》。目前编辑类国家一级学会共有两个，即

中国编辑学会和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与学

术期刊相关的一级学会还有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

研究会和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在这些一级学

会之下还有各类二级学会及分布于各省的省级研究

会。这些学术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通过开展

学术交流、开展继续教育活动等方式，有效将学术

期刊编辑凝聚起来，极大促进了学术期刊间的交流

和编辑业务的提升。但无论是国家一级学会还是省

级学会，其学会章程对编辑的职业道德都没有作出

规范。鉴于在教育部层面出台 《学术期刊编辑职业

道德规范》有一定难度，这些社会组织在加强行业

自律、制定出台 《学术期刊编辑自律行为准则》等

方面，则较容易实现。

四、结语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

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22］新时代数网技术在学

术出版与学术传播领域的介入，虽然给学术期刊的

发展带来诸多挑战，但同时也给学术期刊带来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

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

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23］。新时代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要推动

学术期刊适应数网时代的要求，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的新闻舆论观，提升学术期刊编辑的综合素养。

注释:

①学者朱剑于 2015 年提出了构建“学术新媒体”的设想，其提

出的构建思路推动了“域出版”的形成。参见朱剑: 《学术

新媒体: 缘何难以脱颖而出———兼及学术传播领域媒体融

合发展》，《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4

期，第 8－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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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Literacy Improvement of
Academic Journal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Xi Jinping’s News Opinion

DU Shengquan

( Editorial Department，Journal of 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the fundamental ideology
for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journals. Xi Jinping’s news opinion is a scientific guide for literacy
improvement of academic journals. In the new era，academic journals face many challenges brought by digital
network technology，but they also usher in the opportunity to change the academic communication order. Editors of
academic journals in the new era should possess political literacy，professionalism，technical literacy，communication
literacy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To improve the editorial quality of academic journals，we should develop a good
political literacy with the politician’s awareness of running a journal，cultivate a deep professional quality with the
guidance of scholar － type editors，cultivate strong technical literacy with the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as a guide，

promote a good communication literacy for the integrative development，and foster a good professional ethics with the
editorial behavior norms.
Key words: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Xi Jinping’s news opinion;

academic journal; editing literacy;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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