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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传播” 走向融合之路

———２０１７ 传媒类学术期刊发展高峰论坛综述①

洪长晖

著名学者许纪霖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每一个学术刊物的背后， 都是一个空前活跃的学术社群，

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学术共同体……而学术刊物通常就是这些学术社群的标志， 体现了他们独

特的学术价值、 问题意识、 学科倾向和专业尺度”②。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作为在传媒类学术期刊中具

有较高影响力的一分子，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将国内传媒研究及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汇聚一堂， 不仅

彰显出学报背后活跃的学术社群， 更是试图探索在新时代背景下论文写作的跨界可能、 期刊运作的提

升路径， 就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而言， 一种创新变革的可能正触手可及。 会议开幕式上， 浙江传媒

学院党委书记杨立平女士首先就为此次会议定调， 期许此次会议开启传媒学院内涵发展的 “新时代”，

她认为每一位到会的专家既是此次会议成功的保证， 也是传媒学院学报向外拓展影响力的基石。 浙江

传媒学院副校长詹成大教授同样对参会学者报以热忱欢迎和满心期待， 对此次会议的组织效率更是予

以积极肯定。

一、 学术发表与期刊评价

目前国内的学术期刊从总量上来看为数不少， 光是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就已达 ２８００ 余种， 对

林林总总的学术期刊， 就有一个鉴别和鉴别标准的问题， 通行的有两种期刊评价路径： 一是新闻出版

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一定周期进行的质量审核和等级评定， 这种路径主要解决办刊资质和行政归属等问

题， 基本不涉及对期刊学术质量的评定； 二是由专业评价机构发布的期刊影响力评估， 最为典型的就

是 “南大核心”、 “北大核心” 等排行榜， 特别是所谓的 “南大核心”， 即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收

录）， 该索引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开发研制而成， 英文名为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缩写为 ＣＳＳＣＩ， 由于该数据库往往被作为地区、 机构、 学术、 学科、 项目及成果评价、 职级评定

的重要依据， 以致被迅速神话化， 成为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追逐的目标， 传媒类学术期刊自不例外。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廖湘科在会议上指出， 即使是从功利性的角度出发， 传媒类学

术期刊也首先要讲政治， 要注重宣传党的重要思想的研究文章， 尤其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理念的

阐释与宣传； 其次要制定一系列的指标， 强调在文章数量与质量上的均衡发展， 学术文章引用率的科

学提升， 最终形成马太效应， 全方位扩大期刊影响。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执行主编曾静平教授在主持会议的同时， 穿针引线， 认为廖院士的跨学科视角

恰恰为包括传媒学院学报在内的传媒类学术期刊提供了 “新思路”。 曾静平教授指出在当下， “科学与

传播” 的交叉结合不仅会助推新闻传播学新领域的研究， 而且还有可能在研究方法、 研究境界上有所

①
②

本文引述与会学者观点均据会议录音整理而成。
许纪霖： 《学术期刊的单位化、 行政化和非专业化》， 《文汇报》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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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童兵则用 “吃透两头” 来概括传媒类学术期刊的导向， 他同样强调 “上头吃不

准， 是要吃大亏的”， 比如对 ２０１８ 年的重大事件就要有足够的学术敏感， 事先筹划， 不仅有助于深刻

把握新时代精神， 而且可以在现实层面上提高对期刊稿件的布局、 预判和提升。 同时， 童兵教授认为，

新闻传播研究非常有意识地关注着社会矛盾、 传媒转型等现实问题， 学术期刊要紧密贴近， “吃透下

头”， 充分体现出学术的现实关怀与理论思考。

二、 创新思维与品牌效应

当下世界， 数字化浪潮正风起云涌， 这也促使着学术期刊面对着一场新的革命。 如何保持传媒类学

术期刊的前瞻性、 引领性？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邵培仁教授的建议是： 学术期刊在一众同类刊物

中要有自己的特色； 要找到适合自身的立足点和成长点， 并且要有仪式感； 作者群体要开放， 既要有

名家， 更要有潜力的新人。

毫无疑问， 新时代的学术期刊要坚持创新思维， 目标则是确立一份传媒类学术期刊的品牌。 武汉大

学石义彬教授对此非常赞同， 也强调一份传媒类学术期刊要有自己的特色， 体现时代发展趋势， 形成

大气的办刊风格， 创新管理机制， 最终打造成具有品牌效应的学术平台。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张晶则更细致地建议， 一份传媒类学术期刊要注重固定栏目和特色栏目相结合，

通过设计体现传媒特点的栏目， 围绕新时代彰显导向， 推动理论 “上台阶”， 逐步形成品牌化效果。 张

晶明确表示对学报的坚定支持， 直言人到、 心到、 稿件到。

三、 刊物境界与未来期许

此前， 一项基于学术期刊作者的国际性研究表明， 学者对一流期刊的认可主要依据刊物的学术声

誉、 学术内容质量、 文章发表速度、 刊物传播范围、 期刊学术影响等几个方面衡定。① 作为一份有期许

的传媒类学术刊物，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的创新提升道路探索， 可能也是同类学术期刊正在思考的

问题。

来自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学术期刊 《学术前沿》 的青年学者郑韶武对此深有体会。 他在发言中特别

提到对童兵教授观点的认同， 他介绍 《学术前沿》 杂志的做法就在聚焦 “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分

析”， 认为这是关乎一份学术期刊境界的首要问题， 也体现出学术研究要回应社会的理论关怀。 同时，

郑韶武还建议对传媒类学术期刊的固定栏目设置要科学化， 而从作者队伍建设上则要不断强化与专家

的联系， 既要有稳定扎实的作者队伍， 又要在互动中深化学术研究与学术发表的关联。

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孙江教授自言是参会代表中唯一的一位法学教授， 尽管他本人不

从事传媒研究， 可是此前参与过一本法学类期刊的运作， 从普刊到 ＣＳＳＣＩ 源刊的演变过程似乎可以提供

一定的借鉴。 在他看来， 如何汇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 组织高频率的学术讨论是扩大学术期刊影响、

提升办刊境界的有效途径。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吴飞则表示自己是没有办过刊物的传媒研究者， 他明确指出在

目前的办刊环境下， 引用率将是刊物现实评价中的关键， 而要实现高引用率就和文章作者的权威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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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肖宏、 马彪： 《 “互联网＋” 时代学术期刊的作用及发展前景》，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１０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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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章本身的内涵息息相关， 甚至连一篇学术论文的内容摘要的翻译及长度都可能对其产生影响。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陆地则非常强调以文化含量带动刊物境界提升。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

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进一步表达了他的愿景， 在他看来， 内涵建设与品质提升， 将是实现对所谓 “核

心” “Ｃ 刊” 无求而求的最可靠路径。

童兵教授在发言中对作者群的建设也持厚望， 与 “吃透两头” 相连， 他用 “中间突破” 予以概括。

中间突破是指要联系作者、 夯实作者群， 方方面面的人才都有， “如果有 １００ 个作者的专家库， 你就不

愁了”。 在童兵教授的推动和示范下， 与会代表都表示一定会在合适的选题上贡献自己的实力之作， 以

助推传媒类学术期刊的品质提升。

在学报作者群建设上， 曾静平教授强调， 学报注重 “内外兼修”， 既广撒英雄帖， 对与会校外专家

学者 “软硬兼施” 进行约稿， 也重视校内学者的成果发表。 当天就有陈少波、 朱旭光、 李新祥、 崔波、

洪长晖、 宋红岩等多位校内作者参会， 他们也参与期刊发展创新的讨论， 就各自关注的问题发表了自

己的看法， 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心得。 这样， 与会的校内专家与校外专家一起， 都为学报的发展积极建

言献策。

早在 ２０１２ 年， 新闻出版总署就已经发布 《新闻出版业 “十二五” 时期发展规划》， 其中对 “十二

五” 时期学术期刊的发展蓝图做了勾画： 推出 “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 “建设专业学科领域内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学术期刊群”， 以此 “推动我国学术期刊整体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毫无疑问， “十三五” 期间这一发展趋势只会继续， 不会停滞。 而传媒类学术期刊由于其自身特性， 应

该会在数字化、 国际化、 专业化道路上更有作为， 更大前景。 这， 正是此次传媒类学术期刊发展高峰

论坛的最大共识和共同期许。

（作者简介： 洪长晖， 传播学博士， 浙江传媒学院文化创意学院副教授，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

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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