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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平 两 岸 阔 风 正 好 扬 帆
———写在本刊 200 期出版之际

■ 周晓燕
(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主编)

图 1

东西生日月，昼夜如转珠。当 2019 年的第一缕

阳光从窗外洒进办公室时，《中国青年社会科学》恰

好走进它的第 200 期。回眸过往，我们为曾经伴随

它一起走过而感到欣慰; 展望未来，我们为送它远

行而充满期待。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的前身是《团校学报》，

创刊于 1982 年的初春。那是一个充满和煦春风、
万象更新的时代，一个思想开始解放和改革开放的

时代。时代的呼唤让学报应运而生。翻检纸面泛

黄的“创刊号”( 见图 1) ，我们不难看出创刊人的初

衷。正如在“致读者”里面所强调的: 《团校学报》
是共青团干部和团校工作者的一块学习与研究园

地。办刊任务是帮助共青团干部提高理论政治、政
策和业务水平，为做好团的工作提供思想武器，交

流各级团委团校培训干部的经验，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研究和探讨共青团工作

和青年教育工作，以促进团干部队伍的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1］。
从创刊那天起，办刊宗旨就已经决定了我们这本期刊的特殊“出身”，这个宗旨

便是在党的领导下，培养青年干部和促进青年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建设化、知识化。
我们一直秉承这个办刊宗旨，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走到了今天。

1987 年是我刊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我们成功申请到了全国

统一刊号，这是我们每一个编者都不会忘记的一组符号: CN11—1080( 见图 2) 。这

组符号意味着我们已经正式步入社会学术期刊领域。它点燃了今天期刊辉煌的星

星之火。当时，社会学术思潮极其活跃，我刊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文

章，极大地彰显了那段历史的时代精神和那一代学者的精神特质，即“始终以推动

社会发展为己任，对社会抱有极大的社会责任感”［2］。他们思想敏捷，关注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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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政治、关注民生。学报也以坚实的步伐走向繁荣。
如果说 1987 年是我刊一个真正的发展起点的话，那么跨世纪的 2002 年第 3 期

即 100 期则成为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新的世纪、新的使命，促进了我刊新的发

展，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使我刊从青年工作期刊向青年学术理论等多学科的综

合性期刊迈出了一个大的步伐。在期刊封面上那一行行小字呈现出的是我们的成

长和我们的成就:“中国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

心期刊”、“首届全国百强社科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见图 3) 。从栏目的设

置也不难看出，我刊已经嬗变成一个多学科的学术期刊。“青少年研究”“共青团与

思政工作”、“青少年素质教育”、“经济研究”、“法律研究”等，都是根据我校的专业

设置的栏目。此时，我刊已在全国学术期刊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成为全国青少年学

术研究的一面旗帜。这期间，一批优秀的学术人才在这片学术园地里践行着艰辛

的学术探索，一代知名学者在这里发表真知灼见，如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一批优

秀的青年研究者脱颖而出。

图 2

回望这一时期，我们不得不提到 2005 年教育部启动的“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名

栏建设工程”。我们的“青少年研究”栏目获得了“名栏”称号，继而期刊又获得了

“名刊”荣誉。这一时期的期刊，从大方向上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反映了时代的要

求，表达了新世纪青年群体和青年工作者的心声。正如李大钊所言，青年要“为世

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3］。期刊重点关注的就

是在青年中普遍存在和普遍关心的问题，对学术理论上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

探讨，为青年观察和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导向，在青年群体及青年理论界产生了巨

大影响。无疑“名栏”和“名刊”称号也给我们带来

极大的压力，但正是这种压力促使我们在困难中

砥砺前行……
忆往怀旧，岁月峥嵘。在第二个 100 期中，我

们不能忘却的还有 2015 年的第 1 期———根据教育

部关于办刊应有特色的要求，我刊正式从《中国青

年政治学院学报》改刊为《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见

图 4) ，又一次实现了凤凰涅槃! 这是经过大量的

科学论证和思考之后，学校各方达成的重要共识，

校领导做出的科学决策: 改刊———从综合性向专

业性期刊转型。正如 2015 年第 1 期卷首语所宣示

的:“我们携手共进，迈出了对学报具有重要转折

意义的一步———以新的刊名、新的起点、新的面

貌、新的使命呈现于世。”［4］那个曾经与我们朝夕

与共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已经画上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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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圆满的句号而掩卷告别，一个华丽转身的《中国青年社会科学》青年专业学术期

刊正以新的风采伴着我们走向未来。改刊后的期刊更具创新性、开拓性和多样性。
实践证明，改刊后的这 4 年实现了当初我们的愿望和目标。这就是: 期刊突出了政

治性、专业性、专题性、学术性。从标题到内容无不体现出《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繁

荣的发展景象。其主要栏目有:“特别观察”、“青年理论”、“共青团与青年工作”、
“青年思想研究”、“青少年与社会发展”、“青少年与法治”等，期刊日臻成熟。“已

有的调查显示，2006 年到 2011 年《青少年导刊》转载文献的期刊来源中，《中国青

年政治学院学报》( 现用名《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和《中国青年研究》在被转载数

量、占转载总量的百分比两项指标中，分别位居第一、第二位。《青年研究》则在载

文总量方面以高达 10． 6%的比例位居第一，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三份期刊是中国

最具权威性的青少年研究类核心期刊。”［5］因此，现在《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已被业

界公认为青年学术理论研究领域期刊的领头羊。

图 3

第 200 期的出版预示着我刊已经站在一个

制高点上，它必将在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

做出更大的贡献。从第一期的《团校学报》———
第 100 期的《中国 青 年 政 治 学 院 学 报》———第

200 期的《中国青年社会科学》，体现了创刊人以

及几代办刊人的胆识与气魄。我是否可以这样

说: 我们已经铺就了一条通往思想交流、学术研

究的心灵之路。在新的时代里，第 200 期是继往

开来的一期，这一期是对过去期刊的一个总结，

又是对未来期刊的一个期待。习近平总书记讲

到: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

党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关怀青年、信任青年，对青

年一代寄予殷切期望。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把青

年看作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从来都把青

年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生力军，从来都支持

青年在人民的伟大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6］。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为实现青年

人的人生理想去努力、去服务、去研究。我们现已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展望未来，继

续关注青年、研究青年、启迪青年、发展青年，为推动青年研究特别是青年理论和学

科的建设，促进我国青年工作和青年群体的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
抚今追昔，我们看到前方的路更远更长……在这样一个充满梦想、充满激情的

时代里，我们将以独特的风貌和不断创新的办刊理念，打造磨砺这本期刊。我们也

欣喜地感受到，中央团校的改革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我们期刊责无旁贷，要

在中央团校的改革实践中，为党中央和国家提供行之有效的培养青年干部的政策

理论依据，为顶层设计创造条件，搭建一个青年研究的学术平台，真正成为学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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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的一员。我们将进一步扩大期刊影响力和提升核心竞争力，完善新媒体的应

用工作，将我刊打造成引领青年研究的、特色鲜明的学术期刊和文化精品。

图 4

第 200 期《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即将沉积为历史的一页。坚信我们曾经守卫过

一个庄严神圣、昂扬向上的舆论阵地; 曾经营造过一个民主自由、和谐宽容的学术

空间; 曾经培育过一个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理论园地。一代代作者和读者曾在这

里探寻过、交流过、畅谈过并享受过，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在这里我和编辑部

全体成员怀着一颗虔诚的感恩之心，向我们尊敬的作者和忠实的读者、向给予我们

宝贵支持的各界朋友致以由衷的谢忱!

潮平两岸阔，风正好扬帆。让我们带着荣誉和梦想，在深切的瞩望和期待中执

着前行!

值此一元复始和春节来临之际，谨祝诸位新年快乐、巳亥大吉!
2019 年元旦于昆玉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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