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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体制改革下高校学报数字出版转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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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出版的发展对传统出版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深刻影响，同时也为高校学报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

遇。结合我国期刊数字出版的现状，探讨高校学报数字出版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高校学报数字出版转型要求下，我

们应当从思想观念、能力素质和营销模式方面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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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出版

什么是数字出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10年颁发的《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

明确指出，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

方式，其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目前数字出

版产品形态主要包括电子图书、数字报纸、数字期刊、网络原创文学、网络教育出版物、网络地图、数字音

乐、网络动漫、网络游戏、数据库出版物、手机出版物（彩信、彩铃、手机报纸、手机期刊、手机小说、手机游

戏）等。发展数字出版产业，对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产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出

版业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1］。《意见》还提出了到2020年传统出版单位基本完成数字化转型的发展目标。

与传统出版相比，数字出版具有出版周期短、时效性强、查询快捷、海量的存储、低廉的成本、方便的编

辑、按需印刷以及更加环保等优点。

数字出版给传统出版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给期刊的发展带来契机和挑战。笔者试从我国

期刊数字出版的现状出发，探讨高校学报数字化出版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索一条适合高校学报可持

性发展的道路。

2 我国期刊数字出版的现状

20世纪末期数字出版开始在全球兴起，我国也是在21世纪初期才涉及数字出版，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以及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短短几年的发展，我国的数字出版产业呈现出强

劲的发展势头，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品种数量日益增加，转型步伐逐渐加快，数字出版进入了高速发展时

期。数字出版已经对传统的出版形式、传播手段、阅读方式、市场营销模式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深

刻的影响，并最终导致整个传统出版行业面临结构性转变。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2011—2012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国内数

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为1 377.88亿元，比2010年整体收入增长了31%。其中，互联网广告、手机出版

与网络游戏收入分别为512.9%，26.66%和31.10%，依然占据收入榜前三位。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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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出版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收入再创新高。手机出版和网络游戏依然是拉动数字出版产业收入的主力军，

也意味着娱乐化产品在数字出版中占据相当比重。

2011年，我国期刊数字化出版的整体收入规模达到9.34亿元，同比增长了25%，说明期刊数字出版发

展前景广阔，期刊数字出版的产业规模越来越大，数字化出版也必将成为期刊发展的主要方向。但在数字

出版总收入中所占比例非常小，仅为0.6%，这又说明单纯的将纸质出版物数字化而缺乏原创内容，难以在

市场中立足。

在数字化过程中，很多高校学报仍然停留在传统出版数字化的单纯形态，仅仅将传统纸质版的内容转

换成数字内容上传到互联网，实现网络传播［2］，数字化形式较为单一，且数字化、网络化程度不高，没有真正

利用网络化、新媒体的特质，数字出版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在运营方面也没有找到突破，与传统出版不能

达到实质性的互动作用，缺乏强劲的竞争力，要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是远远不够的。

随着国家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高校及科研院所非法人编辑部转企改制的实施［3］，现行学术

评价机制和国外期刊激烈竞争的影响，高校学报如何改革和发展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课题，也是学报编辑

应思考的问题。尽管目前高校学报编辑部还不具备改制的条件，高校学报体制改革需减速慢行，稳中求

进。但高校学报也要转换经营理念，迎接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一些学者从学

报网络化、数字化方面积极探寻新的发展路径，为高校学报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4-8］。

3 高校学报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3.1 国家政策方面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作为文化的一

个重要载体，期刊包括大众期刊数字化挑战、科技期刊集约化生产、学术期刊理念创新等在内的发展问题

成为热点话题。出版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在带来了系列挑战性课题的同时也为高校学报创新提供了新的

发展机遇。

《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明确提出，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数字出版等新

兴产业。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10年颁布的《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出版单位重

视出版资源数字化工作，鼓励开展网络出版业务，加快推动传统出版单位数字化转型，并提出了加强组织

领导、发挥部门合力、优化资源配置、加大投入力度、搭建交流平台、加强版权保护、强化网络监管、完善法

规体系、健全考评体系、加快人才培养等保障措施，确保把数字出版产业打造成新闻出版支柱产业的发展

目标。

新闻出版总署多次提出“发展数字出版等非纸介质战略性新兴出版产业”的任务和“运用高新技术促

进产业升级，推进新闻出版产业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要求，从政策的高度为高校学报数字出版的

发展保驾护航。

3.2 学报自身发展的要求

高校学报是以反映教学、科研成果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是高校知识传播的主要媒体之一，

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是提高科学知识、推广科技成果、探讨学术问题、总结教学经验的重要

途径；在高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引领、科研成果转化等诸多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4，9-10］。

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高校学报对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对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培养社

会所需要的各类专门人才起着重要作用。然而，高校学报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我国9 800多种

期刊，存在产业规模小、结构不合理；单体实力弱、竞争力不强；内容同质化、学术水平不高等问题。综合因

素导致了刊物内容处理的简单化和同质化，低水平重复出版，学术水平不高。我国作者发表的科技论文数

量在国际上已排名第4，但影响力却仅有世界平均值的一半［11］。高校学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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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小、弱”局面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因此，高校学报改革和发展一直是学术界思考的问

题。而数字化出版的诸多优势，为高校学报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

型是高校学报发展的新方向。

3.3 学报现有的出版模式为数字化出版奠定基础

目前，高校学报均配备了计算机、打印机、扫描仪、传真机等设备，采用电脑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处理

和排版，基本实现数字化。许多学报还建有自己的网站，采用了期刊在线采编系统，在线投稿、在线查询、

在线审稿、在线编辑、在线发布等，实现稿件在线处理，通过网络在线发布加快学报信息的传播，同时方便

读者进行稿件查询和检索，实现了学报网络化办公和数字化管理，尽管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出版，

但也为学报实现数字化出版奠定技术基础和实现平台。

虽然我国数字化出版还处在起步阶段，但由于其海量存储、搜索便捷、传输快速、成本低廉、互动性强、

环保低碳等特点，已经成为新闻出版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出版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发展势头迅猛。高校

学报必须抓住期刊数字化发展契机，了解和掌握数字出版的最新动态，开拓学报数字出版业务，充分利用

计算机网络方便快捷的优势，加快学报数字化转型工作，在学报出版载体、传播方式、出版流程、管理手段

和市场营销方面实现数字化网络化，通过网络搜索引擎和国内外大型数据库、学术平台以及移动终端设备

扩大学报传播能力。

4 数字出版对高校学报的要求

4.1 转变观念，树立数字出版意识

在传统办刊模式下，高校学报编辑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对稿件的处理，更多的还是侧重稿件的文字加

工，发行渠道单一，基本不需要考虑市场营销。因此，高校学报普遍存在数字出版意识不强，数字出版投入

不足，数字化出版的内容品牌没有优势等问题，这将严重影响学报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尽管数字出版在短

期内很难赢利，学报完全实现数字化出版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数字出版是学报未来发展的方向，学报编辑

应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树立数字出版意识，积极投入到数字化建设中。

4.2 加强学习，提高编辑素质

要实现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必须有一支适应数字化出版的专业队伍和复合型人才。但目前高

校学报普通缺乏技术人员和市场营销人员，大多数学报编辑部多是以处理稿件和文字加工为主的编辑人

员，尽管也掌握一定的计算机操作和网络知识，但大多数还不具备数字化出版所需要的信息应用技术、网

络设计和维护技术，更谈不上网站的开发升级和建立行业资讯等。此外，在高校学报数字化出版过程中，

还往往涉及到数字版权和市场营销，对学报编辑的要求比较高，因此，学报编辑应加强信息技术知识、市场

营销知识和数字版权保护等法律知识的学习和运用，进一步加强数字化出版工作的组织和管理，扩大学报

数据库的资源规模，完善数据服务功能，拓展学报传播模式和途径，强化数字版权保护，提高编辑综合素质［12］。

4.3 尝试市场营销新模式

虽然目前高校学报在转企改制问题上存在很大争论，一时难以走入市场，但这不等于就不要走向市

场，转企改制的大目标不会改变。因此，在面对学报出版体制改革和数字出版的大环境下，学报编辑应当

掌握一定的市场营销能力。引入市场理念并不是单纯将学报推入市场，而是使高校学报能适应社会的需

求，按照市场基本规律运作，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比如，在印刷方面可以采取数字化（POD印刷），即

按需印刷，既满足读者的需求，又避免了因大批量纸质印刷造成的费用高、污染大、纸张浪费，能节省不少

人力物力和财力。同时，学报编辑可根据读者的需求，可以将学报制作成电子书、数据库和手机阅读版，方

便读者浏览查询，如《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开通手机版，首推学术期刊移动阅读版与印刷版、

电子版同步出版的全新传播模式，成为全国首家在全媒体整合传播方面进行全新尝试的高校学报。也可

以运用网络营销的手段对学术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有效推广，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扩大学报的传播影响力和

学术水平。学报编辑完全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和自身优势，探索出适合学报发展的市场营销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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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数字化出版对学报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我们要在传统出版的基础上，积极面对期刊出版体制改革新局

势，分析学报数字化出版中存在的问题，转变思想观念，树立数字出版意识，积极研究学报数字化出版的对

策；加强编辑队伍建设，改变传统办刊观念，调整角色定位，提高编辑策划选题组稿能力，培养编辑市场营

销能力，探索适合学报数字化出版新途径，真正实现学报出版数字化。高校学报只有坚持期刊改革，坚持

特色发展，在更新办刊理念和转变办刊机制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探索高校学报发展的新路子，形成特色，

打造品牌，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为传播中国先进文化服务，为繁荣发展、服务社会主义文化作出新贡

献，才能实现高校学报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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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Digital Publishing of University Journal in the Background
of Publishing System Reform

Wu Zhimeng

（Journal Press of East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Fuzhou 344000，China）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ublishing has brought profound influence on traditional publishing，re-

sulting i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journals. After analyz-

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eriodical digital publishing in China，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

ty about the digital publishing transformation of university journals. It maintains that in the background of pub-

lishing system reform，our thought system，competence and marketing mode shall be adjusted to meet the re-

quirements.

Key words：university journal；publishing system reform；traditional publishing；digital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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