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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栏目建设与编辑策划
冯　　斌，钱　　澄

（扬州大学 学报编辑部，江苏 扬州２２５００９）

　　摘　要：引入策划机制对于高校学报的生存 与 发 展 有 着 重 大 的 意 义。特 色 栏 目 便 是 策 划 的 产 物，

策划亦贯穿特色栏目建设的整个过程。特色栏目策划包括定位策划、选题策划和组稿策划等几个重要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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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报进行特色栏目建设有着多重意义。其一，在高校学报普遍存在“全、弱、小、散”问题而

导致影响力式微、读者满意度与信誉度降低的情况下，有助于形成特色与个性，提高学术影响力和

刊物知名度，并在此基础上成为专业化转型的通道；其二，引进策划机制，对于编辑思维、编辑方法、
编辑习惯的转变有着开拓性的意义，这一点对于高校学报的生存与发展尤其重要。

我国高校学报综合性刊物占绝大多数的格局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办刊宗旨强调学报的“窗
口”作用，强调为本校教学科研的服务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编辑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能力的

发挥，编辑工作主要是对来稿进行修改加工，策划的理念和作用被忽略。而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
信息来源多元化且更新速度加快的今天，出版业的生态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种不计成

本、不考虑效益和影响的办刊方式已难以为继。“期刊不再只是喉舌，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① 作

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学报同样要参与市场竞争，同样要服从于市场竞争的规律。若要在竞争中立于

不败之地，就必须引入策划机制。策划是一种超前性的行为，具有明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它是“对
出版内容、出版时机、出版形式等方式所进行的设计、谋划和预想”。② 成功策划，才能占有市场、吸

引读者，成为传播科研成果的公共平台，更好地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特色栏目便是编辑策划的产物，而且策划贯穿栏目打造的整个过程。笔者以为，特色栏目建设

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这样几个方面，即定位策划、专题策划、组稿策划。

一、定位策划

进入市场经济和信息多元化时代，读者对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大，期刊所面对的是一个不断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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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市场。“人们对期刊的选择将逐渐集中在专业化程度和市场细分化程度较高的一些期刊品牌

上”。① 期刊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说到底，不是期刊选择读者，而是读者选择期刊。期刊存在的价

值在于拥有读者，谁拥有了读者，谁就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读者定位应该成

为刊物所有编辑工作和活动的起点，一切都应以读者为中心，以满足读者的需要为目标。正如李栓

科先生所说：“做期刊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在读者中树立阅读期待。没有一个

强烈的阅读期待，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口口相传的品牌，只有口口相传时你的发行量才会突飞猛进，
你的东西才会越做越大……”②反观绝大多数综合性学报，面面俱到、无所不包，从根本上忽略了读

者定位，因此，读者的阅读期待便无从谈起，读者的疏离不可避免。
笔者以为，特色栏目建设的定位策划从本质上讲，就是读者定位，只有这样，才能在学报整体综

合性的条件下，实现局部专业化，找到自己的目标读者或核心读者，激发起读者的“阅读期待”，提高

读者的忠诚度、信誉度和关注度，形成一种归宿感，从而为学报的专业化转型打好基础。而要达到

这个目的，特色栏目建设有必要采取“差异化”战略，亦即人们常说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

特”，应“有别于其他期刊的个性化、独特特色……雷同的策划突出不了自己期刊的特色，最终会被

读者所抛弃”。③ 唯有与众不同，才会吸引关注、脱颖而出。在这方面学报大有可为，尤其对那些所

谓的“第三世界”学报来说，更有着积极的意义。“第三世界”学报总体实力虽不强，但并不是一无是

处，由于所处的地域环境不同，长期办学的积累积淀不同，每一个高校都有自己的特色、特点，借助

于这些特色、特点打造特色栏目，就会形成与众不同的个性。既可以借助自身独特的地域文化优势

打造特色栏目，如《重庆三峡学院学报》的“三峡文化研究”；也可以借助学校的优势学科打造特色栏

目，如《滨州学院学报》将“孙子研究”作为自己的特色栏目，等等，均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即便是整

体学科力量偏弱，只要瞄准学术研究中的稀缺资源，精心策划，同样会拥有自己的读者和市场，从而

取得成功。例如《沈阳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所处的沈阳师范大学，只是一所普通的省级师

范院校，综合排名在辽宁省居前１０名之外，甚至没有博士点，但该学报选择排序理论与应用研究作

为特色栏目“运筹学与控制论”的主打内容，２０１４年以来成为刊登经过小同行评议的这方面论文的

全国第一，④从而真正实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由此可见，定位策划准确，就会事

半功倍，为特色栏目建设找到一个合理的目标和方向。

二、选题策划

如果说定位策划是打造特色栏目的起点，那么选题策划便是打造特色栏目的核心。学术期刊

若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质量是关键，而成功的选题策划则是质量的根本保证。传统的学报编辑

工作片面强调学报的“窗口”作用、强调为教学与科研的服务功能，办刊的内向性决定了用稿方面在

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作者的自由来稿，学报编辑将大部分精力用在对来稿的编辑与加工上，而不是

选题策划，导致工作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从而“陷入来稿质量不高———期刊质量不高的恶性循环，
严重制约了期刊的生存和发展”。⑤ 特色栏目的打造，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改变编辑的

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标志着由加工型编辑向策划型编辑的转变，同时，也标志着对学报编辑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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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责任、担当的全新诠释。也就是说，学报编辑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来稿的挑选、编辑、加工和修改，
仅仅以“为人作嫁衣裳”作为精神追求；而是应该在学术研究和社会需要、读者需要之间起到桥梁和

纽带作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起到引领学术研究、促进学术研究的作用。而选题策划则是这种作用

的最好和最充分的体现。选题策划的展开，将极大地调动学报编辑的主观能动性，极大地激发其创

造性和开拓进取精神。
期刊，包括特色栏目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选题策划的竞争；期刊或栏目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有

没有选题策划，取决于选题策划质量的高低。成功的选题策划具有这样的主要特点：一是前瞻性，
即能够站在学术研究的高度，预测社会发展的趋势、预测学科专业领域的发展趋势，预测学术研究

的发展脉搏和基本走向，对学科前沿问题有着清晰的把握；同时，既能够了解读者现实的需求，更能

够了解读者将来的需求。二是创新性，即选题能够具有与众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引导出新的研究方

法，呈现新的资料，并且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给人以新的启迪。成功的选题策划，避免了内容的分

散，从而具有整体感和连续性，并真正形成自身的个性与特色。
为了改变学报“积贫积弱”的现状，不少学报采取了打造特色栏目的办法。但是，在实践中普遍

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选题策划的不到位或缺失。多数学报开设的所谓特色栏目，只是将相同或相

类的论文编排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只是综合性学报拼盘式编辑方式的翻版，从而使特色栏目徒有其

名而无其实。纵观大多数综合性学报，真正能够通过打造特色栏目而具备专业化转型条件和资质

的，寥寥无几。究其根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很好的选题策划。选题策划的不到位或缺失

的原因有许多，但与综合性学报编辑专业化素养欠缺和不足无疑有着相当大的关系。这里的专业

化素养，不仅仅包括广义上的编辑专业素养，而且包括具体学科领域的专业素养。选题策划不是闭

门造车，而是建立在对大量信息分析研究基础之上的，获取信息的途径，一是从来稿的创新性中获

取，二是从与专家学者的交流与沟通中获取，三是从数据库和相关文摘中获取。这就对学报编辑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专业化素养。而综合性学报的编辑一个人要分管不同的栏目甚至跨越不同的

学科，即便是一个优秀的专家学者，一生中充其量也只能在一个二级学科甚至二级学科的某个方向

有所建树，专业化水平欠缺成为学报编辑选题策划的短板。特色栏目建设并不是靠一两个编辑的

运作就可以获得成功，它需要形成一支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团队，每个编辑在不同的学科研究方向上

都有精深的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策划出优质的选题，才能充分保证特色栏目的学术质量，
并真正形成个性与特色。

三、组稿策划

特色栏目要做大做强，关键的一环就是组稿策划。只有以充足和优质的稿源作为保证，才能使

特色栏目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稿源策划首先应该立足本校的优势学科。特色栏目的设立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应该有

所依托，而本校的优势学科则提供了可靠的稿源保证。例如上文提到的《沈阳师范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运筹学与控制论”栏目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依托了本校的优势学科和学术力

量，在运筹学与控制论研究领域，沈阳师范大学人才济济，校内三个院系———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
数学与计算机基础教学部都有运筹学与控制论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比较多的研究人员，①这就为这

个栏目的运作提供了学术支撑。
打造特色栏目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其成为专业化转型的通道，纵观全国高校所有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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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在目前情况下仅仅凭一家学报的某个特色栏目所拥有的本校学术力量是很难达成这个目标

的。要使特色栏目做大做强并为专业化转型打好基础，不仅要充分利用本校的优势学科和优势学

术资源，而且要想方设法使校内外甚至国内外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汇聚到特色栏目中来，形成马太效

应，形成良性循环。这就需要编辑除了具有较好的学术素养之外，还要具有较好的沟通交际能力、
宣传推介能力，使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乃至普通的作者、研究人员熟悉、了解特色栏目并愿意

为特色栏目撰稿、一起研究和策划选题。利用与特色栏目选题相关的学术会议或专题研究会宣传

特色栏目并邀约稿件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例如《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开设了“数学不等式研

究”特色栏目，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数学应用研究所从２００５年６月开始举办了 ＨｉＩｂｅｒｔ不等式讨论

班，学报及时安排栏目编辑参与讨论班的学习，不失时机地向参加讨论班的专家学者宣传“数学不

等式研究”特色栏目，了解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的动向，并向他们约稿。而且，学报还鼓励编辑参加

各种与特色栏目相关选题的学术会议，创造与全国数学不等式的专家学者交流沟通并宣传特色栏

目的机会，把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组及时刊发到栏目中来。通过不懈的努力，近年来，该栏目刊发

了为数不少的不等式理论及应用的领域专家学者的论文，从而大大提高了栏目的质量，扩大了栏目

的学术影响力。① 此外，还可以通过数据库和各种文摘，追踪与特色栏目相关的专家学者的研究动

向，及时向那些转载率和引用率高的专家学者宣传推介自己的栏目，就特色栏目的选题策划向他们

征询意见和建议并邀约稿件。
稿源策划的目标应该是建立自己的作者群，这样的作者群，既有著名的专家学者，也有年轻的

作者，包括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既有本校的作者，也有校外甚至海外的作者；最终，围绕特色栏目形

成学术集群或学术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使特色栏目做大做

强，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之，特色栏目建设与编辑策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定位策划是起点，将为特色栏目建设提

供明确的方向；选题策划是核心，将为特色栏目建设提供质量保证；组稿策划是关键，将为特色栏目

建设提供可持续发展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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