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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地方期刊协会工作交流会

■新闻链接

“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

求，积极发挥期刊协会的作用，在

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方面有新

贡献，在服务期刊业繁荣发展方

面有新作为，在服务协会会员方

面有新举措，不断开创协会工作

新局面。”在 3 月 11 日于河南郑

州举行的 2025 年地方期刊协会

工作交流会上，中国期刊协会会

长吴尚之对各地方期刊协会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在这次交流会上，来自 23 个

省 （区、市） 期刊协会的 50 余名

代表共聚一堂，7家地方期刊协会

的代表在会上作交流发言，为共同

谋划期刊业改革创新、推进期刊业

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2025年地方期刊协会工作交流会共谋发展之策

发挥连接作用 服务期刊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吴明娟

上海 上海共有公开发行期刊636
种。其中社科类期刊271种，科技类期
刊365种，学报类期刊54种（社科类学
报 31 种、科技类学报 23 种）。SCI、
ESCI 来源期刊 46 种，EI 来源期刊 26
种，Medline来源期刊14种，Scopus来
源期刊97种，CSCD来源期刊110种。
86种期刊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
要目总览》，154种期刊入选《中国科技
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33种期刊入
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二期项
目，并入选1项集群化试点项目。6种期
刊入选中国科学院精品科技期刊建设试
点项目。6种期刊入选2023年度百种杰
出科技期刊。23种期刊入选2023年度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近年来，上海坚持党建引领，营造

良好的办刊生态。定时出版《上海期刊
发展报告》和《上海期刊出版质量综合评
估报告》，为上海市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决
策咨询提供较为全面的信息支撑。成立
上海卓越科技期刊联盟，目前联盟成员
已增至45家。积极组织华东地区“优秀
期刊、优秀栏目、优秀编辑、优秀论文”评
选活动。推出“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重
点专栏建设”支持计划等项目。着力培养
一流期刊编辑人才队伍：1人享受政府
津贴；2024年上海市东方英才计划中，1
人入选领军项目、2人入选拔尖项目、4
人入选青年项目。

湖南 湖南省共有公开发行期刊
254 种，规模居全国第 11 位。其中，
国家认定的学术期刊 171 种，占比
67%，比全国平均比例高出 5 个百分
点。CSSCI来源期刊17种，CSCD来源
期刊 23 种，46 种期刊入选北京大学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17种期刊
入选中国社科院AMI核心期刊，在全国
排名靠前。全省期刊门类体系日益齐
全，社科期刊有学术理论、文学艺术、
时事政治、教学辅导、综合文化生活、
互作指导等6个类别；科技期刊有工
程、医学、农学、综合、交通运输、理
学、生物科学和环境科学等8个类别，
同时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名刊大刊。

近年来，湖南严格落实中宣部等部
委部署要求，第一时间制定配套政策，
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湖南省培育世界一
流湘版科技期刊建设工程实施方案》
《关于推动湘版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实
施意见》等一批重要文件，率先对科技
期刊、社科学术期刊、文学期刊、时政
综合教育类期刊进行专项支持。

河南 2023年底，河南省共有期
刊244种，其中社科类期刊82种，自
科类期刊84种，学报类期刊78种。17
种社科期刊、27种自科期刊入选北京
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16种
社科期刊入选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CSSCI）》，7种期刊同时入
选以上2种权威评价体系。从近几年年
度核验情况来看，河南省期刊出版指标
健康稳定，经营能力整体良好，人才队
伍结构持续优化，期刊整体发展水平平
稳有序。

江西 截至2025年2月，江西省共
有 166 种期刊，其中，哲学、社科类 48
种，自科类、技术类43种，文化、教育类
32种。江西有6家期刊入选南京大学《中
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23
版），有7家期刊入选扩展版；21家期刊
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23版），其中人文社科类15家、自科
类6家；16家期刊入选《中国科技期刊
引证报告（核心版）》（2024版）；10家期
刊入选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
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2023
版）；1家期刊入选EI核心期刊；1家
期刊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项
目。另外，有多家综合类期刊荣获国内
各类大奖，如《农村百事通》两次获中
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单位奖，《知识窗》
《小星星》《百花洲》《教师博览》等期
刊多次获行业大奖。

广西 广西期刊总数为173种，其
中高校主办的期刊52种，社会科学期
刊62种（核心期刊9种），自然科学期
刊59种 （核心期刊12种）。从业编校
人员3000多人。

部分省（区、市）
期刊业情况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
年、“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
中国期刊业将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
挑战。

“天津市期刊工作者协会将坚守
办刊初心，做优主题宣传，加强专栏
建设，做好新时代文化传承传播。深
化交流合作，互学互建谋发展，建立
互访机制，加强与全国各地兄弟协会
和期刊同仁的深入交流。加强自身建
设，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打造坚
实 、 开 放 、 高 质 量 的 期 刊 交 流 平
台。”班峰直言。

李红霞表示，河南省出版协会期
刊分会下一步将强化思想引领，做强
主题出版，进一步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走进基层，走近群众；加强协调引
导，做优精品出版，为构建中国自主
知识体系贡献河南力量；坚持优化布
局，加快融合发展，推动传统期刊与
新媒体深度合作融合发展；聚焦人才
培养，加强队伍建设，引导出版人
员 不 断 增 强 本 领 ； 加 强 自 身 建 设 ，
提升服务水平，不断推进期刊业繁
荣发展。

在黄健看来，杂志刊名具有一定的
时代性，目前发展了很多年，有些杂志
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面对新时代，它

们如何重新担负新使命，值得大家深
思。围绕创新发展之路，黄健表示，期
刊要聚焦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策划小而
美的栏目，建立地方共享资源平台库，
紧跟国家战略，把握新技术，服务人民
群众。

吴坚则表示，上海市期刊协会将围
绕人工智能给出版业带来的机遇与挑
战，以及期刊如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上
狠下功夫，激励期刊不断提高综合质
量，在国内和国际上发出上海期刊的声
音，激励更多上海期刊成为一流期刊。

激励刊业探索新型路径

近两年来，各地期刊协会始终坚
持明确的政治方向和出版导向，充分
发挥期刊定位多样、覆盖广泛、内容
丰富、引导深入的特点优势，通过
多种形式手段发挥好期刊在加强思
想引领，凝聚力量、共识方面的职
责和作用。

河南省出版协会期刊分会持续引导
全省期刊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出版传播，

《党的生活》《中州学刊》等多个期刊开
设专栏、专题，推出了一系列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的精品力作。“我们通过学理化阐
释、学术化研究、通俗化表达、大众
化传播，展现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
的思想伟力、实践伟力。”河南省出版
协会副理事长、期刊分会会长李红霞
说道。

湖南省期刊协会将做好主题宣传、
抓好内容建设作为协会工作重中之重。
近年来围绕国之大者、省之大计，协会
组织湖南省期刊出版单位紧扣主题主
线，开展主题宣传，取得了良好的工作
成效，推出了一大批主题宣传好文章、
好栏目、好策划，形成一些亮点特色。
湖南省期刊协会会长贺弘联说：“我们
瞄准全国性的重大奖项、重大活动、重
要项目，加强主题策划，推出内容精
品，取得了明显成效。”

广西壮族自治区期刊协会深挖文
化资源优势，组织和指导期刊出版单
位推出了一批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等
方面的特色栏目和理论文章。广西壮
族自治区期刊协会会长黄健介绍，为
了讲好民族团结的故事，开好栏目，
广西期刊界利用品牌以法治保障、民
族团结等方面为主题，发表了一大批
深受读者欢迎的学术论文和诗歌散
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发
挥了积极作用。

江西省期刊协会积极组织省内期刊
参与中宣部、中国期刊协会主办的各项
主题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传播时代声
音，展现期刊担当。江西省期刊协会办
公室主任郭洪波介绍，江西省期刊协会
积极组织发动全省期刊参加“2024 中
国精品期刊展”，《求实》《农村百事
通》《小星星》等入选第三十届北京国
际图书博览会精品展，彰显江西期刊的
卓越品质；积极组织全省期刊参加“期
刊主题宣传好文章”推荐活动，其中，

《数据要素的经济学含义及相关政策建
设》等文章入选，这些内容凭借深刻的
内涵与独到的见解，在思想的舞台上大
放异彩。

引导各刊
增强精品意识

过去两年来，各地期刊协会始终坚
持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业界服
务、为会员服务、为读者服务的宗旨，
充分发挥了协会的桥梁作用。

上海市期刊协会举办的上海期刊
论坛，围绕学术期刊深入交流，为上
海乃至全国搭建了一个高规格的学术
期刊交流平台。组织召开上海医学期
刊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提炼“十大核
心能力”建设经验，助力 《外科研究
与新技术》《自我保健》等期刊形成特
色内容矩阵。

上海市期刊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吴坚介绍，协会举办了上海卓越科技
期刊办刊经验交流座谈会，组织 30 余
家科技期刊负责人共商一流期刊建设
路径；整合长三角资源，打造覆盖生
命科学、材料等领域的刊群，成立了
上海卓越科技期刊联盟，为上海及长
三角地区创办卓越的高水平科技期刊
提供全方位服务，目前联盟成员已增
至45家。

天津市期刊工作者协会组织期刊
及会员单位赴北京、山西、河南等地
调研交流，并建立长期合作机制，以
不断提升服务本市期刊及会员单位的
能力水平。“我们借鉴吸收兄弟省份的
先进经验和成功模式，积极尝试探索

天津期刊主编培训活动组织的特色办
法和机制，推动促进天津出版业高质
量发展，为协会开展工作坚定了信
心，指明了方向。”天津市期刊工作者
协会会长班峰表示。

江西省期刊协会多次组织省内外知
名期刊主编和知名专家学者到省内期刊
社进行调研、交流、指导。仅 2024
年，江西省期刊协会就带队到《东华理
工大学学报》《萍乡学院学报》《华东交
通大学学报》《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南
昌大学学报》等多家期刊社进行调研交
流。同时，为了服务读者，深入推进期
刊阅读，江西省期刊协会广泛动员期刊
单位参与“期刊阅读新时代——分享好
刊、阅读有我”主题征文活动，多篇作
品入选，为推动全省全民阅读贡献期刊
力量。

河南省出版协会期刊分会立足豫版
期刊特色，坚定不移地团结和引领河南
期刊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我们立足出
版宗旨定位，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
工作，按照省委宣传部的具体工作部
署，开展系列调研，举办刊社交流学习

活动，着力打造名刊大刊，全省期刊的
传播力、影响力持续提高。”李红霞介
绍，《能源与环境材料》《现代电力系统
保护与控制》两本英文期刊先后被三大
国际数据库 （SCI、Scopus 和 EI 数据
库）收录，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得
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广东省期刊协会举办粤港澳大湾
区期刊座谈会，组织部分期刊前往香
港，考察香港期刊的全市场化运营经
验，为促进粤港澳期刊工作发展提供
了生动案例与实践经验。广东省期刊
协会会长陈彤彬表示，广东省期刊协
会还组织期刊参加香港书展，以接受
市场化的检验。

湖南省期刊协会于2024年10月参
与承办了第二届中国期刊高质量发展
论坛，论坛整体规格高、议程设置
新、业界影响大，得到了各方好评。
贺弘联表示，“重大活动是提升品牌形
象的重要抓手，我们通过参与承办系
列重大活动，在群策群力中共谋发
展，在协同配合中凝聚力量，不断擦
亮期刊品牌。”

发挥协会桥梁纽带作用

“期刊是主体，协会是桥梁，加强
编辑队伍建设，是推动期刊高质量发
展的一个重要途径。”黄健介绍，广西
壮族自治区期刊协会着重发挥“连心
桥”作用，通过不定期举办学术沙
龙、研讨会、座谈会，搭建交流平
台，提高期刊质量，培育人才，为期
刊发展建言献策。

广西壮族自治区期刊协会组织专
家、会员赴广西科学院、广西大学、
南宁师范大学、广西期刊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广西现代教育杂志社、南宁
文学院等单位交流学习 12 次，参加学
习交流期刊单位 60 多家。黄健表示，
通过学习交流，有效提升了广西期刊
办刊水平，如 《广西医学》 2024 年共
有19篇论文入选高影响力论文，《学苑

创造》《金色年华》等期刊主题策划获
上级主管部门及业界肯定。

广东省期刊协会创新评选优秀期刊
的方式，互相学习分享经验的方法。在
评选活动中，协会采取所有参评期刊接
受全体参评人员投票的方式，推选出初
评入选的期刊，再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
进行评选，通过这个方式把活动变成一
个互相交流学习的平台。陈彤彬介绍
说，在促进期刊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广
东省期刊协会制订“期刊人才成长计
划”，通过举办婚姻家庭交流会、职业
发展沙龙等特色活动，切实提升编辑团

队的专业素养与职业认同感，增强行业
凝聚力。

湖南省期刊协会组织每两年一届的
“湖南省优秀期刊工作者”评选；围绕
“推动湖南期刊高质量发展”“培育湘版
一流科技期刊”等主题，每年组织期刊
工作者撰写论文；组织并落实期刊编
辑业务培训和报刊编校技能大赛；组
织美术编辑举办装帧设计研讨交流会
议等。“我们通过评选评优激发会员单
位干事创业的热情，对打造湖南期刊
品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贺
弘联说。

助力期刊人才队伍建设

2024年10月，第二届中国期刊高质量发展论坛期间，中国期刊协会组织了精品期刊展，为各期刊单位提供了学习交流的
平台。 本报记者 杜一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