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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回顾了经管类集刊近十多年来的发展概况，从创刊年代、地区分布、创办主体、学科分布、
学术规范及影响力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了经管类学术集刊的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并对促进经管类学
术集刊的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经管类学术集刊; 出版规范; CSSCI;学术影响
中图分类号: F － 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 7685( 2013) 06 － 0121 － 04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学术

集刊这一学术出版物的生力军发展迅速，受到广

泛关注。据统计，2000 年到 2005 年创刊的学术

集刊占全部学术集刊超过 60%的比例，有近 90%
的集刊是 1990 年以后创办的。集刊是具有相对

稳定、统一的题名，以分册形式，以年、半年、季度、
双月、月、半月、双周、周等定期出版( 包括在一年

内不定期出版若干期) ，并有年、卷、期等标识序

号，计划无限期出版，具有正式书号( 或 ISSN) ，能

反映当前我国各个学科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连续

出版物。近年来对集刊的研究侧重于具体学科的

集刊发展情况，内容往往关注集刊在该学科领域

的现状及趋势分析上。［1］［2］这对于正确认识集刊

在学科领域的作用，总结学科集刊发展的经验和

不足，以及进一步推动学术集刊的发展有着积极

的作用。由于经济学与管理学的高度交叉相融，

且目前对于管理学集刊的研究较少，本文将集中

分析经管类集刊的发展现状，并对其发展历程中

的经验和不足进行总结，为推动经管类集刊的发

展提供助力。
一、经管类学术集刊的发展概况

( 一) 创刊时间分布及出版频次
经管类学术集刊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兴起，

较早创刊的如《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1991
年) 、《亚太经济发展报告》( 1998 年) ，都是以年

刊的形式发行。从主办单位来看，这两部集刊的

单位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南开大学，都是国

内经济学研究起步早、基础好的单位。这说明学

科历史悠久的高校或研究机构对集刊这种形式的

尝试较早。
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

展，经管类学术集刊开始大规模集中出现，这一现

象表明了经管类期刊的热度是与中国经济发展形

势高度相关的。2000 ～ 2007 年是经管类学术集

刊出现的集中时期，其中以 2002、2003 两年创刊

数最多，分别达到 6 个。2008 年以后，没有新创

办的集刊，这一时期正好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

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一

些影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 26 本经管类集

刊。从 26 个样本的出版频次来看，总体上符合集

刊的出版发行稳定性特征。除《公司治理前沿》
和《岭南经济论坛》为不定期出版外，其余均为定

期出版发行。定期发行中选择季刊出版的最多，

选择最少的为双月刊，这说明集刊的出版受到稿

源的影响较大。表 1 具体反映了集刊发行频次分

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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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经管类学术集刊发行频次

出版频次 数量 代表刊物

双月 1 《第一资源》
季刊 8 《营销科学学报》

四个月 2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半年 7 《产业经济评论》
年刊 6 《亚太经济发展报告》

不定期 2 《岭南经济论坛》

( 二) 地区和创办主体分布
经管类学术集刊的创办主体及地域分布情况

体现了创办单位的学术活跃程度，较早创办集刊

的单位便是国内经济管理学界的领头羊。经管类

学术集刊的地区分布特征也与创办主体特征紧密

联系，表 2、表 3 分别表示了地区分布特征和创办

主体的特征情况。
表 2 经管类学术集刊主要地区分布

地区 数量 代表刊物

北京 8 《金融学季刊》

广东、天津 3 《中大管 理 研 究》、《公
司治理前沿》

湖北、山东、上海 2
《发 展 经 济 学 研 究》、
《制 度 经 济 学 研 究》、
《海派经济学》

吉林、江苏、陕西、四
川、浙江、安徽等

1

《国有经 济 论 丛》、《南
大商学评论》、《中国西
部经济发展论丛》、《中
国金融学》、《新政治经
济学评论》、《安徽大学
工商管理评论》

表 3 经管类学术集刊创办主体分布

创办主体 数量 代表刊物

科研院所 3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
预测》

高校系统的院系
和研究机构

21 《南大商学评论》

学会组织 2 《金融学季刊》
出版社、图书馆 0 无

学术同仁团体 0 无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管类学术集刊在

地区分布和创办主体上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北京

作为首 都 保 持 绝 对 的 优 势，统 计 中 的 集 刊 有

30. 8%在北京创办。一方面，北京拥有丰富的高

校资源，有经管学科的学校众多; 另一方面，一些

顶级的经管类高校和科研院所云集于北京，如人

大、北大、中国社科院等。二是集刊基本上出现在

拥有国内较强经管类学科的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地

区。根据 2012 年教育部学科评估最新排名结果，

表 2 中创办集刊的高校或科研院所其经济学科和

管理学科的排名均位居全国前列。三是各地区的

集刊创办均体现出了该地区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经

管类学科特色，如天津南开大学的特色是李维安

教授领衔的公司治理方向、上海财经大学的特色

是程恩富教授领衔的海派经济学方向等等。这使

得经管类学术集刊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了多地

区、多层面、多学科交叉发展的百家争鸣格局。四

是高校系统的院系和研究机构是开办经管类学术

集刊的主力军，占据了 80% 以上。五是一些科研

院所和学会组织、出版社、图书馆及学术同仁团队

则没有开办经管类学术集刊，这与其他人文类和

社科类学科不同。
( 三) 学科分布
集刊的学科分布情况是研究经管类学术集刊

发展现状的重要方面。从学科结构来说，经济学

拥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大一级学科; 管

理学则拥有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管理科学与工

程、农林经济管理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五个一

级学科。这些一级学科下面均设立若干二级学

科，样本集刊的学科分布总体情况见表 4。
表 4 经管类学术集刊学科分布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数量 代表刊物

经济学 18
理论经济学 7 《政治经济学评论》
应用经济学 11 《产业经济评论》

管理学 9
工商管理 7 《中大管理研究》
公共管理 2 《公共管理评论》

注: 管理科学与工程、农林经济管理、图书情报与档
案管理三个管理学一级学科无学术集刊

从大的学科分布上来看，经济类与管理类学

术集刊的比例为 2 ∶ 1。其中，除南京大学商学院

主办的《南大商学评论》属于跨经济学、管理学的

集刊外，其余都分属于经济或管理学科。
综观 26 部样本集刊的刊名，这些集刊基本都

聚焦于经济学或管理学的二级学科方向( 如《中

国会计评论》、《产业经济评论》等) ，或是一个具

体的研究领域( 如《中国房地产研究》、《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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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分析与预测》等) ，研究内容较为具体和明

确。结合创办主体来分析，这些集刊所选择的关

注方向均立足于其学科带头人的研究领域和方

向。大部分集刊借助于本学科带头人在国内的影

响力，并力图联合国内其他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知

名学者共同办刊。
二、经管类学术集刊的出版规范及学术影响

力分析

( 一) 经管类学术集刊的出版规范
经过对样本集刊的考察，发现大部分集刊在

论文格式、摘要、关键词、正文、引文、参考文献、注
释格式等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的要求，有较强的学术规

范意识，与学术期刊相比基本无差异。但经管类

学术集刊在出版方面还存在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的方面: 第一，从出版频次上看，大部分集刊的

出版频次低于 6 期 /年，这与经管类学术期刊主要

的 12 期 /年出版频次有较大差距。一些集刊还存

在着出版周期不规律、出版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第二，多数集刊的影响力主要来源于主编的学术

影响力和号召力，没有形成自身的学术影响力，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集刊的出版频次和社会认

可度。第三，多数集刊依托于召开学术会议的形

式来发展，没有像学术期刊那样稳定、规范的从采

稿到出 版 的 一 系 列 制 度，属 于 刊 物 中 的“游 击

队”，不利于进一步发展。第四，在稿源方面，集

刊没有固定的社会来源和渠道，因此稿源限制较

大，还存在着相当的“自产自销”现象。第五，集

刊的学术人员和工作人员多为兼职，带有一定的

临时性和不稳定性，不能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有

效开展。第六，经费也是许多集刊的一大掣肘。
许多集刊是基于某项基金开办。基金资助到期后

经费来源往往成为许多集刊继续发展面临的一大

难题。
( 二) 经管类学术集刊的学术影响力:基于中

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的 CSSCI评价体系的分
析

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发

布的 CSSCI( 2012 ～ 2013 ) 收录集刊名单，其收录

的来自 20 个学科的 120 种学术集刊中有 4 部来

自管理学、8 部来自经济学，分别是《第一资源》、

《公共管理评论》、《营销科学学报》、《中大管理研

究》、《产业经济评论》、《海派经济学》、《金融学

季刊》、《南大商学评论》、《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国会计评论》、《中国金融

学》。
根据 CSSCI 被引文献篇次数据，对 26 部样本

集刊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排名前十名的集刊情况

见表 5。
表 5 经管类学术集刊 CSSCI 被引篇次排名

名
次

刊物
历年总

被引篇次
2012 被
引篇次

2011 被
引篇次

2010 被
引篇次

1 中国会计评论 523 51 96 145
2 营销科学学报 184 36 40 47
3 产业经济评论 160 22 33 26
4 政治经济学评论 148 35 36 33
5 制度经济学研究 139 15 33 41
6 中国金融学 131 9 12 17
7 南大商学评论 89 5 10 26
8 海派经济学 82 2 3 48
9 中大管理研究 50 9 13 15
10 公共管理评论 47 7 9 19

注: 按历年总被引篇次排序; 历年总被引篇次的时间
范围指创刊以来至 2012 年

从表 5 可以看出，第一，26 部样本集刊中有

12 部入选 CSSCI( 2012 ～ 2013 ) 收录名单，在排名

前十的集刊中有 9 部入选 CSSCI，表明经管类学

术集刊的整体质量较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第二，每部集刊的总被引篇次差别较大，第一名与

第十名相差 11 倍之多，表明集刊学术影响力情况

参差不齐。这其中既有来自集刊间的学科差别和

创刊时间长短不一等因素的影响，也同各集刊之

间发展状况不均衡有较大关系。第三，各集刊的

被引篇次均呈现近三年逐年下降趋势。这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经管类学术集刊近些年发展趋缓。第

四，我们比较了经管类学术集刊与期刊之间的差

异，以经管类最好的两部期刊《经济研究》和《管

理世界》为例，2012 年度这两本期刊的被引篇次

分别是4 196次和1 952次，远远高于集刊，经管类

学术集刊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三、经管类学术集刊的发展趋势及对策建议

我国经管类学术集刊近十多年来得到了长足

发展，但仍处于探索期，并且受到了我国经济形

势、经管类学科发展状况等因素的较大影响。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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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说，经管类学术集刊与正式期刊之间存在较

大差距，但是随着学界及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

乘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取得较大成绩的东

风，经管类学术集刊仍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为

了推动经管类学术集刊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以下

几个方面建议。
第一，从制度建设上来说，集刊应当加强从采

稿、审稿到出版、发行等各个环节的制度建设，建

立面向社会的公开、公正的集刊管理制度，避免

“自产自销”、内部人控制的局面，使得集刊真正

成为为社会和学界认可的刊物。
第二，从学术影响力看，应从初期的借助学科

带头人营造影响力尽快转为依靠自身的文章质量

来增强学界的认可度和影响力。这个转型如果不

尽早完成，就很可能出现大起大落的不稳定的发

展情形。

第三，集刊需要利用严格的制度和流程来提

升论文质量，杜绝“以钱买文”的现象发生，守住

学术刊物的立命之本。还可以根据比对 CSSCI 的

学术规范要求，进行自我改善和提升，力争从“面

子”到“里子”都做到进一步的优化。
第四，学界也需要消除对集刊的“歧视”，充

分认可并鼓励集刊这种形式，使之成为学术刊物

的有益补充和重要力量，真正为我国经济发展和

企业成长发挥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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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60 页) 产业集群内企业能从内外两种渠

道获取知识，突破知识“锁定”，提升外向型产业

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
总之，虽然我国外向型产业集群通过嵌入全

球价值链获得高速成长，但也被牢牢锁定在价值

链的低端环节，无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因此，要

鼓励外向型产业集群内企业间并购、引导龙头企

业构建国内价值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构建创新

网络等，以夯实自主创新基础、培育自主创新土

壤、提升自主创新动力、畅通学习渠道，从而提升

我国外向型产业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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