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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题提出的学术背景

在2013年8月19 － 20日召开的全
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同志要求宣传思想工作必
须以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
主，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
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激发全国各
族人民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对此，

《人民日报》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
量》为题发表社论，解读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精神，深入阐释了宣传思想工作传播
正能量的重大意义。

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同志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文
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要
求广大文艺工作者高度认识自己所肩
负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坚持正确
的创作导向，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
秀作品，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
迈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
思想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明确了宣传思想工作和文
艺创作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要求宣
传思想工作和文艺创作都必须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传播当代
中国价值观念。

基于上述背景，作为传播媒介的
社科学术期刊，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
担负起传播正能量之责，值得学术期
刊界同行深思熟虑并努力践行。

二、社科学术期刊传播正能量的
必要性

正能量本是一个物理学名词，在
物理学中，能量大于真空的物质为正，
能量低于真空的物质为负。最早将正
能量引入社会层面的是英国心理学家
理查德 · 怀斯曼的专著《正能量》（译
名）。社会层面的正能量是指在健康乐
观、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驱使及熏
陶下，反映中华民族精神、主流意识、
正确审美观，倡导以人民为价值中心
的、深受广大人民欢迎的具有正面价
值和积极意义的精神产品的总和［1］。

传播正能量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可持续
发展的需要。一个国家和民族正能量的
传递是保持国家政体和社会意识形态
健康运转、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2］。 
因此，社科学术期刊传播正能量有着
强烈的必要性。

1．传播正能量是社科学术期刊
应有之责

我国社科学术期刊的办刊定位和
办刊宗旨决定其必须担当传播正能量
之责。社科学术期刊与科技学术期刊
有所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科
学术期刊必须以追求社会效益为宗旨，
以传播先进的学术文化为己任。因此，
编辑当志存高远，坚守学术文化传播的
底线，自觉成为传播正能量的“推手”。
尤其是在当今改革新常态下，社会难
免遇到复杂多样的矛盾和难题，社科
学术期刊必须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国家、
民族赋予媒体的重任，弘扬社会主旋
律，用全新的理念传播正能量，形成
较强的舆论态势和社会影响力，积极
疏导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2］。

2．社科学术期刊应成为社会正
能量的导航者

当下，由于诸多因素影响，人们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发生深
刻的变化，心理普遍表现为浮躁、焦
虑，思想出现偏差，道德行为失范。
面对各种媒体传播的信息，许多人因
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不强，
受到非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而
容易吸收社会负能量。加上现实中，
我们一些媒体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
为追求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点
击率，热衷于制造轰动效应，往往忽
视了自身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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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作为刊发学术研究动态进展
和发表最新学术成果的载体，其传播
的学术信息承载着正能量的文化操守
和社会价值观念。我们应强化其社会
责任意识，在提升世道人心和精神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多刊发一些正确导
向的学术文章，为大众提供优质的精
神食粮，自觉抵制愚昧、腐朽、落后
的价值观，引领先进文化的走向［3］。

3．实现中国梦需要社科学术期
刊传播正能量

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其核心目标是到2021年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
宏伟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重要战略指导思想和重要执
政理念。此战略思想的最终实现，需
要全国各族人民持之以恒数十年的不
懈奋斗；需要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凝聚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正能量。社
科学术期刊承载着传承文明，启蒙大
众，提升国民道德素养和科学文化素
养，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因此，传
播正能量是实现中国梦赋予社科学术
期刊的重大历史使命。

三、如何传播正能量

1．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
社科学术期刊是社会主流媒体，

其传播的学术信息具有较强的渗透力
和影响力。因此，社科学术期刊应坚
持正确的学术导向，把握好正确的认
识论，利用其核心地位、权威性和影
响力引导正能量；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领社会思潮，促进改革发展，
维护社会稳定，增强人们对实现“四
个全面”宏伟战略布局目标的决心和
自信心。当社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思想
倾向或文化思潮时，社科学术期刊要
站在学术前沿，富于远见，旗帜鲜明

地传播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
人审美追求的学术文化。在媒体形态
多样和多元舆论生态的社会转型时期，
众声喧哗，一些媒体不加分析地传播
含糊不清或似是而非的观点，社科学
术期刊要有意识地及时刊发具有正确
导向的学术文章。尤其是在一些关乎
大是大非、重大原则问题的讨论上，
社科学术期刊更要理直气壮地发声表
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做到释疑
解惑、疏导情绪，有效化解分歧，凝
聚社会共识［4］。

2．主动介入热点、焦点、重点
问题研究

学术期刊虽不可能像新闻媒体那
样直接选取先进典型进行重点报道宣
传，挖掘正能量，彰显正能量，聚集
正能量，但在传播正能量方面，并非
无可作为。社科学术期刊传播信息的
优势在于其灵活的选题策划和拥有研
究力量强大的作者队伍，能视形势需
要随时深度介入社会问题研究，开展
学术大讨论，从而产生强大的舆论影
响力。社科学术期刊应发挥其自身优
势，主动出击，组织作者介入社会的
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具体做法：编辑
改变过去那种坐等作者投稿的做法，
有针对性地精心策划选题，开辟专题
专栏，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作者从
学术视角深度切入社会的热点、焦点、
重点问题研究。比如，在改革和经济
建设新常态下，社科学术期刊可贴近
时政，围绕“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开辟专栏或专题，组织作者从学术视
角深度解读2015年全国“两会”的热
点问题和政府工作报告涉及的问题，
尤其要关注、研究网民高度关注的依
法反腐、清理“过头”税费、养老金

“并轨”、教育改革等问题，开展学术
讨论和学术争鸣，阐释公众关心的现
实问题和存在的思想困惑，推动正能
量传播。

3．增强学术传播的时效性
目前，社科学术期刊出版周期较

长，严重影响了学术期刊传播学术信
息的时效性。全国现有4700多种学术
期刊，其中大多数是双月刊，甚至有
的是季刊。作者把论文投到学术期刊
后，往往要等候半年以上甚至更长的
时间方能发表出来，致使作者投稿某
些颇有创新价值的学术观点，因出版
时滞影响，没能很好地发挥其传播效
果。当下，媒体传播渠道日益多样化，
网络、报纸、图书、电视等，特别是
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各种新媒体已成为
影响巨大的信息传播平台，传统学术
期刊传播信息的时效性乃至其核心地
位受到极大挑战。因此，出版单位应
设法缩短出版时滞，以增强其传播信
息的时效性。

缩短出版时滞的具体做法有:（1）
缩短出版周期。为满足作者发布成果
和读者获取最新信息的需要，社科学
术期刊应缩短刊期，提高出版速度，
反映学术前沿的最新信息［5］。基于目
前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周期的现状，应
尽可能把较长的出版周期缩短为月刊、
半月刊甚至旬刊，解决出版时滞的首
要瓶颈。（2） 树立全心全意为作者服
务的思想，及时处理作者来稿。（3）
高效处理工作流程。编辑要充分运用
电子邮件、QQ、投稿处理及管理软件
系统、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接收
文稿或反馈信息，并尽快做好文稿的编
辑加工等，缩短期刊的出版时滞。（4）
社科学术期刊出版后，编务人员要及时
做好发行工作，使读者第一时间能阅读
到新出版的学术期刊。

4．运用数字化手段开展“二次传播”
在当今媒体大融合的背景下，传

统媒体要取得更大的信息传播效应，
必须做好同一内容的多渠道投送。因
此，社科学术期刊在搞好传统纸质期
刊出版的同时，应努力拓展学术信息
的“二次传播”。所谓“二次传播”，
即指媒体传播的信息在以一种传播形
态传播后，又以别的传播形态再传播。
二次传播的平台是各种数字化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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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通过互
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
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终端，向
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
新媒体因传播范围广、互动性强、阅
读不受时空等条件限制而拥有广泛受
众，从而产生强大的信息影响效果。
在信息化时代，社科学术期刊要最大
限度地发挥其主流媒体作用，信息传
播必须在速度、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
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以新媒体为依
托做好“二次传播”。

做好社科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二
次传播”，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一是
利用第二方平台开展二次传播，提高
影响力，即直接把社科学术期刊的电
子版交给中国期刊网、龙源期刊网、
维普期刊网、万方数据库等较有名气
的期刊网出版；二是投入资金、人力、
物力，自建传播网站或出版手机学术
期刊，实现数字化同步出版；三是整
合所有学术期刊资源，统一建立社科
学术期刊网，供所有社科学术期刊开
展学术信息二次传播等。

5．利用多种形式传播正能量
曾几何时，为迎合作者发表职称

论文或完成科研工作量，很多社科学
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稿体裁单一乏味，
缺少对学界相关学术活动和研究动态
的报道、推介、评价。这种做法的后
果是展示学者研究成果的内容多，反
映学界最新动态、业界最新需求的报
道等方面少，造成期刊信息量较小，
影响了社科学术期刊在传播学术信息
和服务社会方面作用的发挥［5］。社科
学术期刊应改变这种只刊发论文的单
一传播形式，通过多种形式传播学术
信息，阐明其正能量的学术立场。一
是加强学术信息报道功能，培养一批
采编兼备的专业记者或编辑报道学界
的最新动态和学术主张，或在大学研
究院所招聘特约通讯员，及时传播学
术信息［5］；二是编制卷首语、本刊评
论员文章、编者按、编前语、编后语、

栏目主持人按语等，并视需要灵活运
用这些文体的篇章阐明本刊鲜明的学
术立场，增加正能量学术信息的含量。

6．利用名学者的影响力营造正
能量的学术生态

在学术领域里，名学者的研究成
果具有学科前瞻性、导向性和权威性。
因名学者在学界享有崇高威望，其言
论容易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并产生重大
影响，同时名学者都有其学术团队或
拥有众多学界朋友，这样，名学者可
利用其学术资源，约请一些有影响力
的作者撰写文章，营造庞大的正能量
学术生态，产生强大的舆论影响力。
选取名学者要侧重于人品学品俱佳，
具有正能量，且尽可能分布在更多的
专业领域，以使学术信息得到更广泛
的传播。编辑要保持与名学者的密切
联系，珍惜宝贵的学术资源，从而赢
得其长期对社科学术期刊的大力支持。

7．利用栏目主持人引导正能量
学术期刊的栏目主持人主要由本

专业、本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栏目
主持人的主要作用是主持相关专题并
组织文稿，对学术研究起引导作用。
聘请专家学者担任栏目主持人有以下
好处：保证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有助
于策划高水平的专题，提升栏目质量；
作为专家的栏目主持人，在学术圈中
有一定的名气和影响力，可以吸引更
多的作者、读者关注和支持其主持的
学术专栏。选择栏目主持人，同样要
兼顾各专业和领域的研究方向，以使
其主持的多个栏目形成合力，凝聚舆
论的正能量。

8．利用编辑传递正能量
编辑是学术文化的把关者和传播

者。归根到底，社科学术期刊传播学
术文化的愿景具体均由编辑组织实施。
办好社科学术期刊，大力传播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正能量，
是编辑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学术责
任和文化责任。因此，培养一支思想
健康向上且兼备优秀学术素养的编辑

队伍尤其重要。日常编务中，编辑接
触最多的是作者，且在处理文稿中，
编辑与作者会有很多的接触和交流，
甚至有的编辑与作者成为好朋友，深
得作者信赖。优秀编辑可通过自己的
学术造诣和人格魅力，给作者传递正
能量。大众作者的来稿，虽大多为不
成熟之作，但也不乏真知灼见者，编
辑应凭其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学
术功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筛选
优质文稿；对于一些不成熟甚至稚嫩
的稿件，编辑应挖掘其“闪光点”，并
热情和耐心地指导作者修正谬误，令
其文稿最终得以发表。如此日积月累，
编辑给作者所传递的正能量不可小觑。

四、结语

正能量是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
动力和情感。传播正能量是推动国家
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需要，也是一个
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社科学
术期刊应凭其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影
响力，大力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的核
心价值观，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致力打造出体现“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特点和具有新常态时代特征的学术
文化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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