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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报质量提升的着力点探索
麻小珍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浙江 温州 325003）

摘 要：高职学报是高职教育的一张学术名片，是高等教育中独具特色的一种学术期刊。正确地定位高职学报，

以问题思维探寻提升学报办刊质量的路径和方法，发挥学报助力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意义重大。从高职学报的特

殊性切入，在办刊理念、栏目策划、作者群建设、编辑业务素质提高等方面加以分析，探寻提升高职学报质量的定力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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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academic journal is a name-card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lso a special academic journal

in higher education. It is meaningful to position higher vocational academic journal with problem reflection to find path and method

for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academic journal,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the help of academic

journal. This paper, begin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ademic journal, is to explore the strength point of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academic journal on aspects of ideas, column design, author group establishment, editors ability improving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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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高校学报发展的态势，有一个定律，即学

报的社会认同与学校品牌的高低是正相关。坦诚

讲，高职学报先天的“高职”血缘，教育研究受限

突出，导致前后两端的许多优质稿源被排斥。做好

自己的事，办好自己的高职学报，事在人为，希望

有，出路也在！分析高职学报的特殊性，正视其存

在的问题并找出相应的对策，以便找到着力点抗衡

名校名刊。

一、高职学报的特殊性

（一）办刊理念定位

高职院校学报有两姓，既姓“高”也姓

“职”。高姓对高职学报提出了学术要求，要符合高

等性。职姓要求其专业特色鲜明，主要围绕高职院

校“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向，

刊登有关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

技术应用性强、富有地域特色的研究成果。

（二）特点

1. 学报本身特点。高职学报刊龄短，周期长，

且专职编辑数量少。高职学报大部分是20世纪80年
代末逐步开始办刊，出版周期为季刊或双月刊。[1]大

部分的高职学报专职编辑少，综合性学术刊，来稿

涉及专业多，这就要求从事高职编辑人员要了解更

多更广的专业知识。

2. 投稿者特点。投稿到高职学报的论文有创新

点，也有实际应用价值，但往往在文字表述方面存

在问题，诸如表述比较口语化，繁琐，语句不通

顺，错别字、标点符号错误等。这就要求从事高职

学报的编辑需花较多的精力和时间用于学报的编辑

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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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职学报的问题探究

（一）高职学报内部设置问题

自 1999 年高校扩招以来，高职教育迅速发展

并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学报伴随着高等职

业教育的发展应运而生。但国内大部分高职院校的

学报编辑部没有单列的，而是和高职研究所、科研

处等部门合署办公。如，浙江省高职高专学校 47
所，公开出版发行的高职学报有 9 所，其中有 2 所

学报编辑部是单列的。刊期为季刊的高职学报大多

拥有专职编辑1 ~ 2 名，少数编辑部已经达到有3个
专职编辑的基本要求。目前，“合署办公”和“学

报兼职编辑多”的现象导致了学报编辑部人员工作

量过大，进而引起流动性大的问题，直接影响学报

质量的保障。多部门合署办公，哪个事情紧急先处

理哪个事情，学报编辑部组稿审稿时间弹性大的活

先搁置一边再行处理。所以有些高职学报一星期或

者几星期集中处理稿件，再加上送审专家的审稿时

间，易导致质量较好的稿件流失，还造成编辑工作

时间的浪费。

（二）高职学报编辑部和投稿作者问题

1. 高职学报编辑部人员紧缺造成的沟通不畅

高职学报因缺乏专职编务，来稿登记工作就交

由学报编辑兼任。编辑任务重时，部分高职学报将

网上来稿的下载、登记、分类、统计等工作交给勤

工俭学的学生来做，有的高职学报干脆省去这一

环节，使得编辑不能及时掌握来稿情况，作者询问

稿件处理情况时，编辑往往答不上来，影响作者对

该学报的印象和信任度。

2. 投稿高职学报的作者分析

投稿高职学报的作者不外乎这么几类：一是曾

投核心期刊或本科期刊未中退而求其次的；二是由

于结题的需要急于发表论文的；三是没写过学术论

文尝试着做研究的年青人员。部分作者往往会一稿

多投，视哪家期刊先通知他录稿，他就会选哪家期

刊发表；更有甚者，认为自己的文章经过多次修

改，论文的学术质量提升可以投更高级别的刊物，

便寻求各种借口要求“退稿”，当然，大部分作者

还是严肃对待学术，积极配合学报编辑部认真修

改稿件，直至达到发表要求。

（三）高职学报的审稿问题

大部分的高职院校是由中等职业院校升格而来

的，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专家数量少；又加上高职

学报多数是综合类的学术期刊，需要各行各业的审

稿专家。专职编辑人员少，又没有建立专家库，这

使得很多稿件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审稿专家，即使找

到了专业相近的专家审稿，由于“专家”自己也很

少撰写学术论文，无法给出指导性修改意见或指出

论文的不足之处，往往给出的意见是模棱两可，既

不利于投稿作者修改也不利于编辑部决策，最后致

使稿件不了了之。高职学报的审稿制度不完善，三

审制效果不佳，易导致有创新点而表述一般的学术

论文无法拔高，从而导致学术质量差、层次低文章

的发表，易形成了恶性循环。

三、高职学报质量提升的思考

（一）栏目策划是高职学报走内涵式发展的保障

目前多数高职学报特色不明显的主要因素是栏

目策划不充分。我国的高职院校多数在1998年后成

立，其创办的时间不长，缺乏办刊经验，工作重心

落在“如何组稿顺利办学报”，很少关注学报的栏

目策划问题。随着高职院校内涵式发展脚步的加快

以及办刊经验的累积，学报的内涵式发展也被提上

日程，栏目策划尤为重要，这基于两方面：一是国

家政策支持，高职院校得到迅速发展，办学成果和

办学特色逐渐凸显。尤其是国家级、省级示范性高

职院校重点专业、优势专业、特色专业等建设专业

的验收，以及国家骨干高职重点建设专业的开展，

为学报的栏目策划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二是应用型

本科及高职院校占高校的比重大，内刊居多，有利

于公开发行的高职学报策划栏目。我国1000多所高

职院校中，有刊号的高职学报只有 100多家，仅占

10%。如浙江省有47所高职高专院校，公开出版的

高职学报仅 9 家，这有别于普通本科的“一校一

刊”或“一校多刊”的情况，易开展栏目策划，组

到具有高职特色的优质稿源。

（二）编辑素质是稿源进入良性循环的基础

现代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对编辑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高职专职编辑不仅要有扎实的文化功底，传

统的编辑加工技术，还应具备“互联网+”的思维

和技术。一是高职编辑给自己和审稿专家设置审稿

时间，体谅作者急于发表的心理，主动打破“三个

月不可以再投他刊”的框框，缩短作者的投稿滞留

期，服务好作者。如主动设置投稿电子邮箱的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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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提醒作者功能，承诺初审结果的反馈时间，以

防作者“一稿多投”，争取在3 ~ 5 个工作日完成邮

件来稿的下载、登记、初审工作。二是高职编辑要

有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的牺牲精

神，[2]充分运用手机客户端及时掌握来稿情况，要求

勤工助学学生采用电子登记来稿方式进行登记，并

存于指定的网盘，以便编辑随时随地处理稿件；三

是充分运用新技术，实现编辑出版的高效率工作。[3]

可以运用计算机网路软件，如学术不端检测系统、

黑马校对系统、稿件追踪功能、优先出版等软件的

运用，可以有效地防止抄袭、一稿多投等不端行为

的发生，还可以减少错别字，提高稿件处理效率、

准确性和时效性。四是及时与审稿专家、作者沟

通，把好从来稿、审稿、编辑加工、校对，出版发

行的各个流程与环节，并主动建立或补充审稿专家

库和作者库，为稿件进入良性循环创设“温床”。

（三）同行互评互校是提升学报质量的关键环节

鉴于目前高职院校专家数量少，稿件的评审可

采用同行评议的方法。责任编辑或栏目负责人根据

已经通过初审稿件的研究内容，可采用“专家会议

法”或“专家函询法”。”“专家会议法”中的专家

可由与通过初审稿件专业相同或相近的5~7名教师

组成。编辑部可通过QQ或微信创建临时讨论组，

无记名的稿件发在该临时讨论组中进行讨论，听取

专家对稿件的评审意见，编辑部权衡后确定稿件的

取舍来提高稿件的质量。

针对目前高职院校学报的校对力量较弱，大部

分是由责任编辑个人完成。为减少校对失误率可采

用同行互校。同行互校人员的构成可根据具体情况

而定，可以是本校的语文组教师加同一编辑部的其

他同事，也可以是不同编辑部的编辑校对人员，还

可以是作者本人。尤其是作者本人的校对相当重

要，经过编辑对稿件加工和排版，文章的形式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编辑部将排版后稿件返回作者本

人，并嘱托作者做最后一次校对，包括对修改内容

的确认工作。绝大部分作者在此种情形下都会认真

校对自己即将出刊的作品，又加上作者对自己文章

脉络的娴熟，易找出纰漏部分。

（四）交流和培训学习是提高学报质量的添加剂

1. 加强沟通交流为学报发展创设环境支持

高职学报的社会认同度低，学报工作人员要特

别重视搜集与整理专家、读者、作者的有关信息，

尤其是他们的信息反馈。一是及时建立专家库，尤

其是能给青年作者提出指导性意见或者论文修改可

操作性强的专家；二是结盟作者队伍，改进工作中

的疏漏和缺陷，寄样刊给作者时应附编校意见反馈

表和论文后续信息反馈表。编校意见反馈表是为了

掌握作者对该文编校效果的态度和意见，找出编校

中的失误，进而培养作者对该学报的信任和支持；

论文后续信息反馈表用于追踪该论文的观点是否被

有关部门采纳，以及论文的获奖、入选论文集等

情况。

2. 注重编辑自身的培训交流学习为学报发展加码

编辑不仅要努力培养自学能力，还要做到在沟

通中了解，在交流中前行。即不仅要握好“红笔”

和“蓝笔”，还要不断的更新自己的知识，积极参

加各类培训学习、研讨会等，诸如参加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计划内的编辑业务培训学习，参加校内

外的专业研讨会和学术交流活动等，了解行业的发

展概况和学术前沿知识，掌握专业的理论知识，拓

展编辑加工者的知识面，提高鉴稿能力。

综上所述，高职学报编辑要“跳出编辑看编

辑”，以自觉敏锐的意识、积极主动的态度，抢抓

高职快速发展的大好历史机遇，开展开放办刊，做

好高职学报发展的几个“一”，即一心以学术质量

为期刊发展生命，一意服务好读者与作者，一如既

往构建编辑自身的动态知识，握好蓝笔潜心研究，

握好红笔甘为人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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