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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江西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组织粼写

、 ，

阵正妻凰志俘丰簿雌谁高牌学报勃
沙二冬弓由�匕

京工业大学出版社于切” 年瑕月出版发行
， ·

焦书约�
�万字科申�要部公组成

，一大体可分为三个
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学报学的对象与内容

，
目的与意义

、 一

原则与方法
、

地位有特点够编该以及

警��羁�狱��戴缄端�端羁�滁�
率

、

编辑权益与编辑待遇
� 四是对学报工作的论述

。
包括编辑流程与编辑制度

，
学报质量的

构成与提高
、

学报的传播与竞争
、

学报质量的评估与反馈
。 、

学报阵伍建设与资料建设
、

学报

工作的协作与交流
、

学报的领导体制与科学管理
、

学报的整顿与改革
。

该书框架宏大
，

结构得

体
，
脉络清晰

，

论述充分翔实
，
文字通俗易懂

，
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高校学报学的理论

，
是

一部水平高
、

价值大的著作
。 厂 �

《高校学报学》 是我国第一部学报学专著
。

粉碎
“
四人帮

” 以几 特别是党的十一�舀三

中全会以后
，
我国高校学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

成为我国极其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种学术刊

物
。

在刊物如林的情况
一

下
，
如何从高校的具体实际出发办好学报并形成特色

，
光靠实践经验

是不够的
，
而必须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总结和概括

，
用理论来指导实践

。

于是
，
学

报界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创建一门新学科一一高校学报学的倡议
。

江西学报界撰文率先响应这

一倡议
，
并得到了全国学报界同仁的共同响应

，
一时间形成了探讨学报学的热潮

。

江西高校学

报研究会成立后
，

把编写有关学报学方面的专著作为近期工作的主要目标
，
采取了许多行之有

效的措施
，
统一规划

，
分头攻关

，
集体讨论

，
于是

， 《高校学报学》 一书率先于兄弟省市问世

�
�

《高校学报学》 具有创新性和探索性
，
高校学报自����年诞生至今已有��余年的历史

，

实践经验虽说丰富
，
但理论研究一直是一个空白

。

要从无到有
，
创建一门新学科

，
没有创新

意识和探索精神是无法实现的
。 《高校学报学》 正是总结了我国��伞年来学报工作的实践经

验
，
吸取了兄弟省市学报界同仁的研究成果

，
加上 自己的思考与探索

，
而形成的

，
它既有借

鉴
，

但更多的是创新
，
既有概括

，
但更多的是探索

，
它具有创新性和探索性

。

《高校学报学》 既具有理论性也具有实用性
。

该书既有对学报学一般概念
、

范畴和原理

如学报的性质
、

任务
、

宗旨
、

方针
、

特点等的阐述
，
也有对具体学报编辑工作 的 制 度

、

管

理
、

结构�流程
、

质量等的说明
，
既具有理论性

，
使人们从理论上认识学报及学报 编辑 工

作
，
又具有实用性

，
使人们能够把握学报编辑工作的规律

，
在实践中更好地做 好 工 作

。

总

之
，
该书是马列主义报刊理论同我国学报工作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
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

践价值
，
熔理论性与实用性于一炉是该书的一大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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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报学》 具有交叉学科
、

综合学科的性质
。

学报是一个由多学科构成的实体
，

学

报工作
，
既包括编辑工作

，
科学研究工作

，
也包括管理工作

，
设计工作

、

传播工作
、

交际工

作等
。 《高校学报学》 就是从学报工作的特点出发

，
以编辑学为主体

，
综合运用管理学

、

设
计学

、

传播学
、

交际学等学榔瓤护而编写出来的
。
所

一

以
·

汰��
学报熟 既有尝报学的

性质
，
也具有交叉学科了综告学料的性质

。

《高校字报学》 的出版具有重妥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从理论上来说
，·

该书作为我国

第一部学报学专著
，
虽然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

，
但它的问世标志着我国高校学报学这一

学科已正式建立起来
，
必将推动我国高校学报学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
并最终建立起一门

成熟的学报学学科
。 一

从实践上来说
，
它的出版必将提高我国高校学报工作者的理论水平

，
并用

这一理论来抬导自己的工作实践
，
从而不断提高我国高校学报的质量

，
推动我国科学研究事

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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