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sz卷第 6期
200S年 11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Ⅴo1.32。 No.6
November,2005

四川省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⒛05年学术交流会综述

⒛05年 6月 8日 -12日 ,四川省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 2005年 学术交流会在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此次学术交流

会主要探讨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繁荣和发展我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 ,推 动我省社科学报特色栏 目建设 ,交 流我省高校社科学

报的办刊经验与体会。阿坝师专党委书记 、学报编委会主任景亚新 ,副 校长 、学报副主编靳客 ,以 及来 自全省各会员单位的 ⒃

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动我省社科学报的特色栏 目建设。zO02年 ,教育部召开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

讨会 ,主要是研究高校社科学报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进 一步明确新世纪新阶段 高校社科学报改革发展的新思路和新任

务》。会上 ,教 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作了《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指 出高校社科学报要树立特色化

的发展理念 ,走 特色化发展的道路 ,要 通过改革创新 ,改变高校社科学报当前的
“
全、散 、弱、小

”
的状况 ,争 取向

“
专、特 、大 、强

”

方向发展。为此教育部启动了名刊工程 ,并 于 ⒛04年启动名栏建设工程。西南财经大学主办的《经济学家》
“
面向 21世纪的

中国经济学
”
成为首批人选教育部名栏建设工程的特色栏 目。《经济学家》编辑部主任赵磊在此次会上向与会代表介绍了该

栏 目创办以来的经验 ,认 为要办出特色栏 目、名牌栏 目,学报编辑必须具有三个意识 :问题意识、创新意识 、前沿意识。他强调 ,

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办刊宗 旨的前提下 ,不 断强化这三个意识 ,不 断提升学术水平 ,不 断推出理论联系实际 、学风严谨的

力作 ,保持和光大 自己鲜明的栏 目特色和学科优势 ,就是
“
面向 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
建设名栏的 目标。

尽管教育部在 zO02年 召开的全国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就高校社科学报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改革发展明确了新的思路和

新的任务 ,但 一些高校特别是非重点院校囿于经费等问题在贯彻落实教育部这次工作会议精神的方面还做得不够。针对这

个问题 ,《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副 主编杨志顺作了发言。他提出在学报改革中要紧紧围绕学术性来做文章 ,这 也是高

校社科学报的生命力。高校社科学报改革是一个涉及整个学术团体的工程 ,各 高校学报在贯彻执行教育部高校社科学报工

作研讨会精神的时候 ,一定要加强交流与沟通 ,加 强联系有利于交流办刊经验 ,了 解各个学报创新的具体思路 ,从而有效地避

免在特色栏目的建设上撞车。

在新世纪新时期 ,我 国的高等学校在学科结构中也出现了-些新的变化 ,比 较突出的是一些理工科高校加强了人文社会

科学学科建设 ,由 此导致了一些新的社科学报的创办。就四川省而言 ,近 年来如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成都理工大

学、西华大学等纷纷创办了社科学报。这些新办的社科学报要办出特色、扩大影响尤需花大力气。为此 ,《 西华大学学报》(社

科版 )副主编顾航宇代表这类新办的社科学报就如何加强特色栏 目建设作了发言。鉴于这些高校社会科学学科优势不很突

出 ,他强调在学报的特色栏目建设中要借助外界的力量提高自身学报的形象。为此 ,他们积极与有关科研机构合作 ,利 用它

们的科研优势 ,培育自己的特色栏目,比如
“
蜀学研究

”
、
“
四川商业

”
、
“
古蜀文化

”
等栏 目的创办。他们的这些办刊经验 ,为新

办的社科学报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借鉴。

此次学术交流会由四川省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常务副主编邱小平主持 ,她在学术交

流上也对四川大学学报 (哲社版 )在争创教育部名刊工程中的基本情况作了介绍 ,并 表示一定要认真学习交流会上大家提供

的宝贵经验 ,努力加强《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的 建设 ,争取早 日入围名刊工程。

会议最后由四川省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主编李大明作总结发言。他简要回顾了

四川省高校社科学报建设和发展历程 ,充分肯定了我省高校社科学报近年来取得的成绩 ,指 出:我 省高校社科学报要抓住当

前社科学报发展的机遇 ,充分利用学校的学科优势、学报的栏目优势和各编辑部的学术优势 ,加 强我省学报的自身建设 ,提 高

质量、办出特色、扩大影响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作出贡献。

本次学术交流会由《阿坝师专学报》编辑部承办 ,吴 天德常务副主编及编辑部全体同仁为大会的顺利召开付出了辛勤的

劳动。会议期间 ,阿坝师专党委书记、学报编委会主任景亚新向代表们介绍了学校发展的情况和学报建设的措施 ,以 及阿坝

州的社会、经济和人文地理等知识 ,受 到了与会代表们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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