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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科技期刊６０年回顾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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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历史文献调研和统计分析，对１９４９～２００９年６０年间中国高等学校主办的科技期刊作了全程历史考察。研究
结果表明，最早复刊者为《国立清华大学工程季刊》，最早创刊者为在东北解放区出版的《哈农学报》等刊。这期间高校共创刊

或复刊近１５００种科技期刊，并经历了初创、兴衰起伏、稳定发展和２１世纪以网络传播为特征的跨越式发展等重要历史时期。
另外，还提出“共和国成立前夕期刊”概念。研究结论认为，高校科技期刊具有强大的育人和学科建设培育功能以及显著的窗

口效应，立足纸质版，形成纸网比翼齐飞之势，并以信息化建设和管理作为突破口，将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主要发展方向。
关键词　　高等学校　科技期刊　建国６０周年　近现代科技期刊史

　　清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圣约翰大学（１９０５）的前身圣约

翰书院在上海首创我国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约翰声》双月

刊［１～４］；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一月，浙江瑞安利济学堂

（中国最早的中医专门学校）创办了我国高校第一份侧重中

医、兼顾农学的科技期刊———《利济学堂报》［１，５］。之后，在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之前，高等学校创办了 １４００余种文、理、农、

医、工等各类期刊，其中科技期刊至少在 ５００种以上［１］。

然而，这些期刊大多未能延续至今。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９年的６０年间，是我国高校期刊突

飞猛进发展的６０年。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高校科技

事业的巨大发展，高校科技期刊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据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８日教育部的统计和２００８年１月３１日教育部

新增高校的公示，目前我国有普通高等学校１９１７所。我国

普通高等学校共主办期刊２７１２种（截至２００４年４月，近５年

的新办期刊尚无数据），其中科技期刊１４９４种，哲学社会科

学期刊１２１８种，科技期刊占高校期刊总数的５５％以上 ［６］。

科研院所系统、高等学校系统和科协系统已成为中国科技期

刊的三大主办者。其中，高校科技期刊总数占全国科技期刊

总数（２００５年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为 ５３８７种科技期刊）的

２７．７３％，高出科研院所系统（１３９９种，２５．９７％）和科协系统

（１３３９种，２４．８６％）。显然，高等学校已成为我国科技期刊

最重要的主办系统之一［６，７］。

１　复刊与初创（１９４９～１９５９年）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经历

了社会主义改造、高等学校调整、大跃进等重要历史时期，一

些高校继承、恢复了晚清或民国期间创刊的一些科技期刊。

其中，《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继承了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

在保定创刊的《北直农话报》，至今已届１０４周年；《苏州大

学学报》继承了清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在苏州创刊的

《学桴》月报，至今已届１０３周年；《西北大学学报》继承了

１９１３年在西安创刊的《学丛》月刊，至今已届９６周年；《清华

大学学报》继承了１９１５年在北京创刊的《清华学报》，至今已

届９４周年。其中，以《清华大学学报》最具代表性。

然而，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

于各地解放时间的早晚不同，一些较早的解放区高校也曾率

先创办了数份科技期刊，另外还有其他地区高校延续下来的

科技期刊，我们统称其为“共和国成立前夕期刊”。这虽不在

我们的重点研究范围，但也应予记述之［１］。这包括：一是国

立兽医学院１９４９年１月在兰州创刊的《国立兽医学院校刊》

季刊，曾在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０月和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共出版３期；

二是锦州冀察热辽联合大学于１９４９年２月创办的综合性

《学习》旬刊；三是大连大学于１９４９年８月创办的综合性《连

大职工》；四是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０日西安解放以后，国立西北大

学医学院于１９４９年９月１日创刊的《西大医刊》，仅出１期。

其中，《国立兽医学院校刊》以专论、畜牧兽医界消息、校

内学术动态为主，发表有“西北之草原”等一批论文，涉及西

北草原管理、放牧改进、草料调制、兽医细菌、家畜传染病学、

兽医内科诊断等内容。其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出版的“庆祝

本院成立三周年纪念专号”，恰与校庆日、开国大典之日巧

合，是颇具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的一份珍贵刊物。其中盛彤

笙院长的一番话在共和国期刊６０年之际读来也颇具划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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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意义和纪念意义，不妨录此以飨读者。他指出：“今

年十月一日是本院成立三周年的纪念日，适值兰州初获解

放、全国的解放即在目前、政协隆重举行和人民共和国的开

国大典，这许多划时代的大事接二连三地在中国演出，在世

界演出。中国人民从此摆脱几千年的封建枷锁，自做主人，

掌握国是。中华民族从此解除一百年来国际帝国主义的压

迫，堂堂地站立了起来，以光荣的自由独立的姿态出现于世

界，这真不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不是一个平常的时代”［８］。

盛彤笙院长不仅是为这期专号作了一个绝妙的开场白，这番

话也可作为我们所定义的整个“共和国成立前夕期刊”时代

背景的一个绝妙表述。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国大典、砸碎封建枷锁、解放、当家作主、

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共和国成立前夕期刊”和建国初期期

刊，正是在处处充满这些关键词的新旧时代之交中开始了自

己的办刊生涯。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期刊，据清华大学学术

期刊（电子版）杂志社所作的网络统计［９］，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年，

高校科技期刊复刊 １５种，新创刊 １１７种，共计 １３２种（见

表１）［１０］。其中，中央各部委主管９种，教育部主管 ５５种，

各省市自治区主管４５种，本校主管２１种，其他２种。由于

东北解放较早的缘故，这些期刊大多分布在长春、哈尔滨、

沈阳、大连等城市。

表１　复刊与初创时期的高校科技期刊创刊情况（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年）（种）

创刊或复

刊年份

创刊或

复刊数

主管单位

中央各部委 教育部 各省市区 本校 其他

１９５０ ２ ０ ０ ２ ０ ０

１９５１ ５ ０ ２ ２ １ ０

１９５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５３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１９５４ ４ １ １ １ １ ０

１９５５ ２３ １ １４ ５ ２ １

１９５６ ２９ ３ １６ ６ ４ ０

１９５７ ２８ ２ １１ １１ ４ ０

１９５８ １５ １ ４ ９ １ ０

１９５９ ２４ １ ７ ９ ６ １

合计 １３２ ９ ５５ ４５ ２１ ２

这一时期，复刊最早的为 １９５０年 ６月在北京复刊的

《国立清华大学工程季刊》（创刊于１９３７年３月，暂时停刊于

１９４８年）。

另外，也有一些学校创办了一批新的科技学术期刊，

其中以１９５０年 ３月在哈尔滨创办的《哈农学报》、１９５１年

５月在长春创办的《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季刊和１９５２

年９月在厦门创办的《厦门大学学报》（文理综合版）季刊最

具代表性。

《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季刊像一面镜子，深刻反

映了日俄长期经营、苏联经营，以及同时借鉴欧美的新中国

最早解放区科技与高等教育的特殊背景。这表现在内容上

对欧洲早期力学的介绍、拉丁学术用语，以及占创刊号１／３

的日籍作者论文和在化学、医学、细菌学方面对日本学者在

东北某些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其中，还发表有苏联斯大林时

代的化学成就和化学译文。同时，在无脊椎动物学、吉林地

形研究方面，已发表有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论文。这表明，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东北解放区的科技与高等教育受到来自欧、

日、俄、苏等多元文化的影响，而且在汲取外来先进文化的基

础上，已经开始了民族自主创新活动。其中，尤其是苏联高

等教育和科技体制曾经对我国建国初期的高等教育和科技

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

创刊号中看得尤为清楚。

王亚南任校长时创刊的《厦门大学学报》（文理综合版）

季刊，最初以“财经版”、“文史版”、“数学、生物版”、“海洋生

物版”、“自然科学版”等分册出版，是建国初期最早按学科

分册出版的综合性大学学报，是综合性学术期刊依托学校海

洋生物学、水产等优势学科和地处福建及濒临海洋等地缘优

势，走准专业化和特色化办刊之路的最早尝试。之后，这种

模式还直接促生厦门大学生物学系水产研究室创办了专门

的中、英文版《厦门水产学报》，逐渐形成了文理综合性学术

期刊与专业科技学术期刊互补的格局。王亚南校长还将学

报定义为“有创见、有发现的学术通报”［１１］和“学术性之刊

物，专载本校各单位有创作性之论文”［１２］。同时，形成了校

长主持学报、校长办公室收转学报稿件、成立学报编委会审

查和指导学报工作等基本制度。

这些是“共和国成立前夕期刊”、建国初期大学科技期刊

起源、发展，以及代表性期刊内涵与外延的基本情况。

２　兴衰与发展（１９６０～１９９９年）

据清华大学学术期刊（电子版）杂志社所作的网络统计

以及结合教育部的相关统计［９］，至１９５８年，高校科技期刊曾

猛增至１３２种，但到了１９５９年底则大多停刊，到了１９６０年新

创刊的期刊仅有２３种，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分别为１，３，９，７，４种，

大大小于５０年代的增长幅度。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连续３年新

创期刊为０种；１９６９年新创期刊仅 １种；１９７０年再度为

０种；１９７１～１９７７年分别为５，７，１２，１４，１６，８，１１种。１９６６～

１９７７年 １２年间仅创刊 ７４种科技期刊。１９７２年创刊的

《佳木斯医学院学报》、１９７３年创刊的《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学

报》、１９７３年复刊的《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试刊号等

均为这一时期创刊或复刊的少数高校科技学术期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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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６６年，新创刊的高校自然科学学报达到１７０

余种，占到创刊总数的近１２％，形成第一个高潮。１９６６年至

１９７６年的“文革”期间，几乎全部停刊。文革中后期有２０余

种学报创（复）刊。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迎来了高校科技期刊最好的发展

时期。从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９９年，新创办１０８９种科技期刊，占高

校科技期刊总数（１４９４种）的７２．８９％。可见，高校科技期

刊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

表２　兴衰与发展时期高校科技期刊的创刊情况（１９６０～１９９９年）　（种）

创刊

年份

新创

刊数

主管单位

中央各部委 教育部 各省市区 本校 其他

１９６０ ２３ ０ ５ １０ ８ ０
１９６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９６２ ３ ０ ０ ３ ０ ０
１９６３ ９ ２ １ ４ ２ ０
１９６４ ７ １ １ ２ ２ １
１９６５ ４ ２ ０ ０ ２ ０
１９６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６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６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６９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９７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７１ ５ １ ０ ０ ３ １
１９７２ ７ １ ２ ３ ０ １
１９７３ １２ １ ５ ３ ３ ０
１９７４ １４ ５ ４ ５ ０ ０
１９７５ １６ ３ ５ ５ ３ ０
１９７６ ８ １ １ ４ ２ ０
１９７７ １１ １ ０ ４ ５ １
１９７８ ３４ ６ ４ １８ ４ ２
１９７９ ７３ ３ １３ ４５ ９ ３
１９８０ １０３ １４ ２０ ４７ ２２ ０
１９８１ ６７ ７ ９ ３４ １６ １
１９８２ ６１ ７ ７ ３４ １２ １
１９８３ ６２ ４ １４ ２５ １７ ２
１９８４ ９０ ８ ２０ ４４ １５ ３
１９８５ ８３ １５ １６ ３４ １４ ４
１９８６ ７７ ８ １７ ４１ ８ ３
１９８７ ５９ ６ １０ ２９ １３ １
１９８８ ５１ ２ ７ ２６ １４ ２
１９８９ ２７ ６ ９ １２ ０ ０
１９９０ ２９ ５ ６ ９ ６ ３
１９９１ ２３ ６ ４ ８ ４ １
１９９２ ２９ ６ ９ １０ ４ ０
１９９３ ３９ ６ １５ １２ ５ １
１９９４ ３６ １０ １４ ６ ５ １
１９９５ ３０ ３ ９ １１ ３ ４
１９９６ ２８ ２ １３ ８ ５ ０
１９９７ ７ １ ３ ２ １ ０
１９９８ ２９ ５ ７ ９ ７ １
１９９９ ５２ ４ ９ ２９ ９ １
合计 １２１０ １５２ ２５９ ５３６ ２２５ ３８

由此看来，高校科技期刊的发展在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年达到
了第一个高潮；１９６０～１９６５年开始下滑；在文革时期的
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和１９７０年４个年度跌至谷底；１９７１～１９７７年
的文革后期开始缓慢回升；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之后到１９９９年
逐渐大幅度增长和发展，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为１９８０年和
１９８４年两个年度，各新创刊１０３和９０种，进入９０年代以后
逐渐放缓，增长最少的１９９７年仅新创刊７种，最多的１９９９年
也仅新创刊５２种（见表２）。由此，高校科技期刊开始向稳
定规模、提高质量，向扩大内涵要效益的方向发展。

据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电子版）杂志社所作的网络

统计（见表２），１９５０～２００４年，高等学校先后创办科技期刊
１４７９种。其中，１９６１～１９７０年创刊 ２５种，占创刊总数的
１．６９％；１９７１～１９８０年创刊２８３种，占创刊总数的１９．１５％；
１９８１～１９９０年创刊６０６种，占创刊总数的４０．９７％；１９９１～
２０００年创刊２８８种，占创刊总数的１９．４７％。这一统计总量
虽然少于我们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总量，时段的选取也略有差

别，但仍然可以佐证我们关于高校科技期刊在１９６０～１９９９
年间的兴衰和发展状况。

１９６４年，高等教育部委托相关高校创办《高等学校自然
科学学报》，成为这一时期高校科技期刊发展中的一个重要

事件。相继出版的有８个分版，包括：数学、力学、天文学；
物理学；化学、化工；生物学；地质、地理、气象学；机械、动

力；电工、无线电、自动控制和土木、建筑、水利等。这些分

版，选登各个高校科技期刊中的优秀论文或论文摘要，从而

形成了一种似选刊又似文摘的特殊类型的二次文献期刊，对

集中反映高校高水平成果有积极意义，是后来教育部再次创

办２７种这种类型期刊的先声，只不过由中文版改为英文版。
１９７３年，在毛泽东同志指示恢复大学学报之后，大学学

术期刊陆续复刊。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中国大学科技学术期刊史
上曾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两校合刊现象，即北京大学与清华大

学两校学报合刊的《清华北大理工学报》季刊。刊名中的

“清华北大”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手迹。其扉页有“团结起

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等４条毛主席语录，首期转载有《人民
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

进”。另在“批林批孔 批修防修”、“科技报告”、“学术讨

论”、“新产品试制报道”、“实验技术报道”等栏内发表有：

李学思的“读马克思数学手稿”；哲学系学生的“读荀况的

《天论》篇”；北京人民机器厂工人理论组与哲学系学生合作

的“读《天对》”；建筑工程系吴良镛的“从历史上孔庙的兴

毁看反孔尊孔的斗争”；数学力学系周培源和黄先念的“均

匀各向同性湍流的涡旋结构理论”；生物系针麻理论研究组

的“针麻抗痛御伤原理的初步探讨”等等；另外，还有“铁路

手提信号灯锌空气电池电源”、“全息照相测量压力传感

器”、“用激光散光法测定高压缸体的应力”、“连续运转的氩

离子激光器”等新产品试制或实验技术的研究论文，共 １６
篇。其特点：一是政治立场鲜明，批林批孔气氛浓厚；二是

集体署名多，占总数（１６篇）的６２．５０％，同时出现工人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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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合作，显然以学生为主的论文；三是“批林批孔”论文多系

科学史论文，剔除批孔语词，亦不乏像吴良镛院士那样研究

战国以至明清间孔庙兴毁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四是科学

技术研究论文仍占绝大多数，除转载的语录和社论以外，几

乎全部为科学史或科学技术实验论文，亦不乏像周培源院士

那样研究涡旋结构理论的高水平论文。这份两校合办期刊

只出版了两期，从１９７４年第３期起，恢复以各校名义分别出
版。这实际上是文革１０年中高校科技期刊的典型模版，也
成为了解我国大学科技学术期刊曲折进化的一个缩影或典

型案例。这一时期的大学科技期刊皆不出其窠臼，只是科技

内容的多少或学术质量高低之别而已。

１９８５年，《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月刊，逐渐形
成：１、４、７、１０期为电机与信息科学（含计算机、自控等）；
２、５、８、１１期为机械（含精仪、热能、力学、航空、航天）；３、６、
９、１２期为理、核能、土木、水利、环境等“小综合”；余按学校
主学科分出“准专辑”。这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厦门大学学
报》按学科分册出版的做法有些相似，但却显然有不同的意

义。《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显然是在应对专业化期

刊的挑战，走出了一条准专业化和特色化的新路子，也代表

着大学综合性自然科学学报模式的变异或重要进化，是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高校科技期刊办刊模式最有意义的一次变革，
同时引领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至２１世纪高校综合性科技学
术期刊特色化的潮流。

３　千禧门现象与跨越式发展（２０００年～）

进入２１世纪，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
育，加上本科生扩招、研究生扩招、大学本科教育评估，以及

大学合并浪潮的后效应，还有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世博会等

重大事件的接踵而至，人们突然感触到海量信息传播的巨大

冲击力。高校科技期刊在信息化、网络化、市场化、专业化、

国际化的严峻挑战中，跨入新的世纪。

网络传播显然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高校科技期刊最显著
的时代特征之一。仅以《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通过

中国知网的传播为例，其中“自动化技术与计算机科学”类论

文，在２００６年的传播引用比２０００年增长了４６００余倍，其
２００６年的下载频次比２００５年增长了１０２２．６７％，访问量增
幅达２１５．９％。《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９９年经由
中国知网在全球的网络访问量不过万余次，到２００９年底的
最新统计，连同万方、维普、龙源、华艺等全文数据库，已达到

数百万次。这种现象在《第四军医大学学报》等高校科技期

刊也同样存在。这比起目前高校科技期刊大多仅千余份甚

至百余份的纸质发行量，简直是天壤之别。进入２０００年，可
谓跨越了一个门槛，姑且把它命名为期刊网络传播的“千禧

门现象”［１３］。这种跨越，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发行量或访问量

的一个巨变，但其深层的跨越是在媒介载体上的革命性跨

越，是在阅读方式上的革命性跨越，是在编辑出版方式和编

辑出版管理上的革命性跨越。

这同我国网民在 ２０００年后的激增有很大关系。据统
计，截至２００８年６月３０日，全世界网民数量达到１４．６亿，比
２０００年底增长了３０５．５％［１４］，中国网民数量达到２．５３亿，居
世界第一位，同时我国宽带网民数和国家域名注册数量也跃

居世界第一位［１５］。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国互联网普及
率以２２．６％的比例首次超过２１．９％的全球平均水平，中国
网民数量达到２．９８亿，农村网民也增长至８４６０万人。如以
近一年来中国网民每月８００～９００万人的幅度递增，至２００９
年１月６日，我国网民已经突破 ３亿人。期刊网络传播的
“千禧门现象”大致与网民的激增吻合。如果说２１世纪与过
去的２０世纪相比较有何显著不同的话，那只能以两个字概
括，那就是“网络”，它使占全世界总人口（６６．８亿———截至
２００８０６３０）近１／３的人享有另一个虚拟世界的生活。作为
高校科技期刊作者与读者的高校师生是享受这种生活的集

中群体，因此这也是造成期刊网络传播的“千禧门现象”的主

要原因之一。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高校科技期刊信息化建设取得巨大
成就。高校科技期刊编辑部几乎全部配备了计算机等设备。

进入各类全文数据库的高校科技期刊，近年来也有很大发

展。据２００５年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的网上调查，高校科
技期刊仅全文进入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总数即达１１６７种，占
高校科技期刊总数的７８．１１％。根据收回的２２０份问卷调查
结果，９７．７３％的期刊加入了数据库，有８６．３６％的期刊加入
了３种以上的数据库，仅有地方和军队院校的５种期刊未加
入任何数据库；教育部主管的期刊６５％建有自己的网站，地
方学校期刊则只有３０％建有网站；９７．３％的高校期刊均加
入了网络期刊群，同时也都有自己的网页；在自己网站上发

布网络版且全文开放阅读者，全部为“２１１工程”学校。高校
最早的发表原始文献的网络版学报为创刊于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０
日的《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网络版），该刊也同时建有

发表次生文献（将纸质版上网）的开放阅读的独立网站［１６］，

这种纸质版与网络版“比翼齐飞”的科技期刊群体正在逐渐

增多。

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杂志社，是我国高校也

是全国最大的学术期刊网络传媒之一，依托先进的高校科学

技术和充足的人力资源，以高等学校科技期刊为龙头，引领

了中国科技期刊的新潮流。截至２００９年，已有９９％的学术
期刊和８０％以上的期刊入盟，两三年前其在全球的年点击不
过２亿人次，而目前已达到年１２亿人次以上。其涵盖哲学
社会科学期刊、科技期刊和学位论文的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数

据库和编辑自动化办公系统的开通试行，大大减轻了知识量

激增带来的繁重编辑评审工作量，显示出以信息化建设作为

突破口加快科技期刊虚拟集团化运作的广阔前景，同时也预

示了纸网传播媒介在相当时期比翼齐飞、科技期刊市场重
组、编辑劳动力解放和新一轮编辑出版革命的新兆头。

２０００年以来，高校科技期刊创刊总数的增长情况见
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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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跨越发展时期高校科技期刊的创刊情况（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种）

创刊

年份

新创

刊数

主管单位

中央各部委 教育部 各省市区 本校 其他

２０００ １５ ２ ４ ６ ３ ０
２００１ ２２ ２ ７ １１ ２ ０
２００２ ４０ ４ １１ ２４ １ ０
２００３ ３８ １ １４ ２１ １ １
２００４ ２２ ６ ２ ８ ０ ６
合计 １３７ １５ ３８ ７０ ７ ７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的数据尚无法获得。仅据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的数据来看，创刊数量增长的步伐显然已经大为放缓，这５
年创刊总数为 １３７种，仅占 １９５０～２００４年创刊总种数的
９．２６％。这说明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高校科技期刊在稳定发
展的同时，将深化改革、深化学术质量和创办精品期刊作为

工作的重点。与此同时，强化网络传播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并逐渐有很大发展。

４　精品与特色的前景

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８年，国家教育部科技司主持首届和第二
届中国高校精品·特色·优秀科技期刊评审，两次共评选出

７６种精品科技期刊，这大大推动了高等学校精品科技期刊建
设，也以追求学术效益的最大化和综合性科技学术期刊的特

色化，引领了新世纪期刊发展的新潮流。表４为首届和第二
届分两批产生的中国高校精品科技期刊名单。

其总数为７６种，包括首届５２种和第二届２４种。其评比
指标８０％取自中国知网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客观学术
影响统计数据，大多具有较高的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和 Ｗｅｂ
即年下载率，只有２０％的指标权重为编辑出版质量。ＳＣＩ源
刊自然进入。由名单可见，其结果毫不考虑学校分布或地区

分布，只注重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基金资助论文比、Ｗｅｂ即
年下载率这些客观数据。精品期刊数较多的地区：北京

１１种，湖北８种，上海７种，陕西６种，吉林６种；东部沿海发
达省份的 ４７种（占 ６１．８４％），分布在中部省份的 １３种
（占１７．１１％），分 布 在 西 部 大 开 发 省 份 的 １６ 种
（占２１．０５％），这与国家的战略发展布局相吻合；中英文版
本的分布为中文版６８种，英文版８种；刊期的分布为半月刊
２种（占总数的２．６３％），月刊 ２２种（占总数的 ２８．９５％），
双月刊４８种（占总数的 ６３．１６％），季刊 ４种（占总数的
５．２６％）；在期刊类型上，综合性科技学术期刊 ４０种
（占５２．６３％），构成高校科技学术期刊的主干；农林期刊
８种（占１０．５３％），医药期刊１３种（占１７．１１％），地矿、海洋
期刊６种（占７．８９％），数学、化学、体育、机械等专业性期刊
９种（占１１．８４％）。这些期刊大致上代表了中国高校科技期
刊的最高水平。

表４　中国高校精品科技期刊名单

刊名 主办单位 创刊年 出版地 刊期
Ｗｅｂ即年

下载率

总被引

频次

影响

因子

癌症 中山大学 １９８２ 广东 月刊 ３４．９ ２９１６ １．０７１

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 北京大学 １９５９ 北京 双月刊 ３７．９ １４７９ ０．５４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北京大学 １９５５ 北京 双月刊 ４２．６ １２８９ ０．７９９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北京科技大学 １９５５ 北京 月刊 ４０．７ １０８０ ０．５５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英文版） 北京科技大学 １９９４ 北京 双月刊 １７．３ ２２０ ０．０９７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北京理工大学 １９５６ 北京 月刊 ４５．４ １１５８ ０．５２９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北京林业大学 １９７９ 北京 双月刊 ３２．４ ２５１０ １．２４２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北京师范大学 １９５６ 北京 双月刊 ３５．０ ６６２ ０．３９８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北京中医药大学 １９５９ 北京 月刊 ２７．２ ２１２１ ０．７３８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成都理工大学 １９６０ 四川 双月刊 ３０．２ ９８２ ０．６５７

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重庆大学 １９６０ 重庆 月刊 ８．１ １６８５ ０．４４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大连理工大学 １９５０ 辽宁 双月刊 ５１．２ １１７０ ０．５０１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中国地质大学 １９５７ 辽宁 双月刊 ５０．６ ２３６１ １．７０５

地学前缘 中国地质大学 １９９４ 湖北 双月刊 ３８．２ ３３７０ ２．３５２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第二军医大学 １９８０ 北京 月刊 ２１．９ ２２２２ ０．４３４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第三军医大学 １９７９ 上海 半月刊 ２１．８ ２９３１ ０．４８７

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第四军医大学 １９８０ 陕西 半月刊 ２４．５ ３３３７ ０．３６４

东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东北大学 １９５５ 辽宁 月刊 ４９．５ １４６１ ０．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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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东北师范大学 １９５１ 吉林 季刊 ２７．３ ７４６ ０．６９９

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东南大学 １９５５ 江苏 双月刊 ４７．２ １５０３ ０．７５６

仿生工程学报（英文版） 吉林大学 ２００４ 吉林 季刊 ３．７ ３１ ０．２９８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福建农林大学 １９５３ 福建 双月刊 ３４．５ １０７４ ０．７４２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吉林大学 南开大学 １９６４ 吉林 月刊 ５４．６ ４９７０ ０．９４９

高等学校化学研究（英文版） 吉林大学 南开大学 １９８４ 吉林 双月刊 １０．５ ２１７ ０．２４２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１９５４ 黑龙江 月刊 ４５．２ ２３９８ ０．４２５

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河海大学 １９５７ 江苏 双月刊 ４１．９ １１０８ ０．６３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湖南农业大学 １９５６ 湖南 双月刊 ３２．３ １３４８ ０．８０９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华东理工大学 １９５７ 上海 双月刊 ３４．８ １０２０ ０．４６５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华南农业大学 １９５９ 广东 季刊 ３９．６ １２９５ ０．６８６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四川大学 １９８３ 四川 双月刊 ２３．６ １０７１ ０．５９３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华中科技大学 １９７３ 湖北 月刊 ４１．２ ２１１３ ０．５０２

机械科学与技术 西北工业大学 １９８１ 陕西 月刊 ３２．２ １６７４ ０．３９

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 吉林大学 １９５９ 吉林 双月刊 ２４．３ １４０９ ０．５４７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江西农业大学 １９７９ 江西 双月刊 ２５．５ １４３９ ０．７９９

控制理论与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 １９８４ 广东 双月刊 ５３．５ １４１０ ０．５５５

控制与决策 东北大学 １９８６ 辽宁 月刊 ８２．６ ２１９５ ０．９０７

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兰州大学 １９５７ 甘肃 双月刊 ３４．０ １０６４ ０．５８３

南方医科大学学报 南方医科大学 １９８１ 广东 月刊 ２４．０ １９９４ ０．５５７

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南京大学 １９５５ 江苏 双月刊 ３８．６ ８８５ ０．７８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南京农业大学 １９５６ 江苏 季刊 ４９．６ １６３４ ０．９１６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清华大学 １９１５ 北京 月刊 ３５．４ ３０１８ ０．５１７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陕西师范大学 １９６０ 陕西 双月刊 ４１．４ ７１８ ０．６２７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上海交通大学 １９５６ 上海 月刊 ４７．６ ２２１５ ０．４２６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上海体育学院 １９５９ 上海 双月刊 ８７．９ １９５８ １．５０４

数学年刊Ｂ辑（英文版） 复旦大学 １９８３ 上海 双月刊 ５．１ ２０６ ０．２０８

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 四川大学 １９５７ 四川 双月刊 ３９．１ ９７０ ０．７４４

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 四川大学 １９５９ 四川 双月刊 ３１．４ １１２８ ０．５４３

天津大学学报 天津大学 １９５５ 天津 月刊 ３６．９ １０５２ ０．５３７

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同济大学 １９５６ 上海 月刊 ３９．０ ２０５５ ０．６３４

武汉大学学报（理学版） 武汉大学 １９３０ 湖北 双月刊 ２９．７ １０２６ ０．５１８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武汉大学 １９５７ 湖北 月刊 ４８．２ １７２８ ０．７７９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武汉理工大学 １９７９ 湖北 半月刊 ４３．６ １５７１ ０．５２９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材料科学版） 武汉理工大学 １９８６ 湖北 双月刊 １２．３ １７０ ０．１５６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西安交通大学 １９６０ 陕西 月刊 ４４．７ １８７１ ０．５６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西北大学 １９１３ 陕西 双月刊 ３４．２ １１１５ ０．５４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１９３６ 陕西 月刊 ４３．２ ２３８０ ０．６３３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西南大学 １９５７ 重庆 月刊 ２３．２ １４５９ ０．６０９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西南交通大学 １９７７ 重庆 双月刊 ４５．２ ９７３ ０．６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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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厦门大学 １９３１ 福建 双月刊 ３３．４ １３９９ ０．６９２

应用数学和力学（英文版） 上海大学 １９８０ 上海 月刊 １０．２ ３６１ ０．２６２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云南大学 １９３８ 云南 双月刊 ３１．６ ９２７ ０．９３

浙江大学学报（工学版） 浙江大学 １９５６ 浙江 月刊 ４４．４ １４７７ ０．５５１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 浙江大学 １９５６ 浙江 双月刊 ２５．８ ６５０ ０．３７３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 浙江大学 ２０００ 浙江 月刊 １０．５ ２７６ ０．３２３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英文版） 中国地质大学 １９９０ 湖北 双月刊 １０．３ ９４ ０．１８９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中国海洋大学 １９５９ 山东 双月刊 ３３．３ １２９８ ０．５０２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中国矿业大学 １９５５ 江苏 双月刊 ４１．８ １４５６ １．０７７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中国农业大学 １９９６ 北京 双月刊 ４１．０ １６７８ ０．９１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中国石油大学 １９５９ 山东 双月刊 ３４．６ １４３０ ０．５０６

中国兽医学报 吉林大学 １９８１ 吉林 双月刊 ４１．０ １５４２ ０．８１７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中国医科大学 １９５６ 江苏 双月刊 ５４．２ １５９４ ０．７０３

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１９７９ 北京 双月刊 ３０．４ １２４１ ０．６９７

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 中南大学 １９５８ 湖南 双月刊 ２０．８ １１１２ ０．５６９

中南大学学报（英文版） 中南大学 １９９４ 湖南 双月刊 １３．９ ３０１ ０．４８

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中南大学 １９５６ 湖南 双月刊 ３７．９ １１３３ ０．７８９

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中山大学 １９５５ 广东 双月刊 ２４．７ １４８０ ０．５７４

　　注：数据来自中国新闻出版网和《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２００８版），以刊名首字汉语拼音为序。

　　精品科技期刊中的《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和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分别已有９４年和９０年的办
刊历史，是百年老校所办精品科技学术期刊中的代表。

《清华大学学报》在１９４９年以前发表的５６０余篇稿件中
包括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４０
余位大师级人物稿件１００余篇，１９５５年复刊至２００５年发表
的７０００余篇稿件中含有４０多名院士的３００余篇论文，其中
温诗铸院士署名的就有４０余篇。清华大学９０％以上的两院
院士在《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过论文，不乏为

作者的首篇论文或学科奠基性论文。时任国务院学位办主

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卫院士在给《清华大学学报》

创刊９０周年的贺辞中说得好：“大学学报是以客观的学术
语言记录大学发展的一部奔流不息的编年史。这部编年史

虽较大学的奠基稍晚些，但也已经历经百年沧桑。这虽然已

经超过今日读者中绝大多数人的年龄，但没有人否认这部编

年史刻下了大学师生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凝结了

丰厚的学术积淀，养育了一代代学人。它是大学精神的蓄

积、发扬、凝聚和扩张，是大学学术的窗口、品牌和旗帜”［１７］。

这一说法，既是大学教授和科学大师对高校科技期刊工作者

的崇高褒奖，也让我们从这一有历史意义的论断中看到了科

学家所希望的未来大学科技期刊的发展方向。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从１９５５年到２００８年发
表了６３名院士的４４０篇论文和２２名长江学者的论文，其中

仅徐光宪院士一人署名的就有６８篇。其中廖山涛院士因在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而荣获

“第三世界院士”，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赵柏林院士在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论文持续时间长达４８
年。截止到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发表论文持续时间达１０年以上的作者有３９２人，共发表论
文２６１３篇［１８］。

５　结论

（１）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
展状况，与我国高校科技期刊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有时

甚至决定其内涵、总规模和发展走向，尤其与高等教育事业

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出一种共存、共荣、共进退的关系。在建

国初期的大跃进时代，高校规模和高校科技期刊也曾在数量

规模上出现短暂的“大跃进”；文革十年，在高校科技期刊发

展史上首次出现有４个年度新创刊数为０种，其余则绝大多
数停刊，出现了罕见的凋零，这完全是政治上的极左思潮所

致；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国高等教育和高校科技期刊事业发

展最快、最好的时期，总规模超过了１９４９年以前高校历史上
全部期刊的总和还要多；２１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和高校
科技期刊事业在稳定规模，创新内涵，创精品、求特色的同

时，借助成效数千倍于传统传播形式的现代网络传媒和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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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进入跨越式发展时期。高校科技期刊像一面镜

子，折射出高等教育和高校科技事业的发展历程：在建国初

期，以《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高校科技期刊

折射出共和国高等教育和科技事业如何在借鉴、模仿、引进

欧、日、俄、苏模式的基础上走出了民族自主创新的第一步；

文革时期，即便在百花凋零、备受摧残之际，像周培源、吴良

镛、张伯声等高校科学家，也仍然在《清华北大理工学报》、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等科技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诸

如结构理论、传统古建筑的继承光大、地质波浪镶嵌构造等

方面的一批重大创新成果。

（２）高校科技期刊６０年的辉煌历史彰显了其强大的育
人功能、学科培育功能和窗口效应。长久以来，高校科技期

刊在高等教育中，特别是在青年教师和博、硕士研究生的培

养中，其培育学术新人、激活创新思维、养成科学方法、在高

校学科建设中的创新、累积、承继作用、在高校知识创新体系

中的传播与交流作用向来被看轻，也未见在众多的高校评估

中有对高校科技期刊现状与发展的关注。厦门大学前校长

王亚南是第一个将办大学学报（这里显然将“学报”视为科

学研究的枢纽）提上办大学的两件大事之一的崇高地位的

人。实际上，纯粹意义上的大学就是知识分子精神家园，是

生产知识和思想的场所，而知识和思想的生产必须写成文字

经由媒介发表才会作用于社会并传之后世。这正是高校科

技期刊之所以诞生和之所以存在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高

校科技期刊就是大学师生精神家园的一部分，是知识和思想

生产链条最重要的终端。目前，高校科技期刊特别是大学自

然科学学报这种特有的学术期刊在我国也已固化为一种高

等教育制度或一种办大学的基本模式，与校报、出版社等，构

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融为教学科研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从

新办学校花多大代价也要创办一份学报的气魄就可反衬这

种模式在办现代大学中的重要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

学报如同一道知识的水闸，如果把这道知识之闸提高一些，

投入加大一些，就会有更多的高校知识创新成果流出校门，

流入社会，并造福于社会。因此，我们应该在国家知识创新体

系、高等学校创新体系的大框架下，重新认识和挖掘高校科技

期刊的作用和潜力，使其成为高校知识创新的重要园地。

（３）高校精品科技期刊运动传递出一些重要信息：
一是高等学校科技学术期刊近１５００种的总规模已大致

定型，也大致适应了现阶段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市场需求，创

新刊或办半月刊规模化扩张的路子并非发展主流，占９２．１１％
以上的月刊和双月刊已构成高校科技期刊刊期类型的主体。

二是精品科技期刊和综合性科技期刊特色化已成为现

阶段和今后相当一个时期高校科技期刊发展的方向，即从规

模扩大化转向内涵学术质量，特别是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的

最大化追求，或者从本校师生发表园地的单一封闭功能向整

合社会资源，突出优势学科或突出地域科技文化特色，以及

培育新兴学科和兴学育人的复合型核心功能拓展。

三是纸质期刊和电子版（网络版）期刊将会长期共存，比

翼齐飞，故办好纸质期刊仍是整个编辑工作的基础和立足

点，但在站稳脚跟后显然应将重点转向数百倍、数千倍于纸

质期刊发行量的网络传播效益的最大化追求，因此信息化建

设和管理的成败与否成为当代高校科技期刊竞争取胜的关

键和瓶颈，以信息化建设和管理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显然是

整个期刊工作的核心，只有如此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才能

应对高校科技期刊面临的市场化、专业化、信息化、虚拟化、

国际化、集团化挑战，也才能在未来的市场重组中不至于被

边缘化或被逐出市场。

正所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

泉源；思刊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只有如此，才能一引其纲，

万目皆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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