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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继元

摘　 要　 学术图书、学术著作、学术专著是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的重要呈现载体，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重要信息

资源，然而目前学界、出版界、管理界对这些概念理解不一，在实际使用中也存在歧义和混淆，进而使统计数据不

一致。 本文通过概念分析法，对当前中国各种形态的学术出版物实体进行分析和辨别，认为将这三个术语看成同

义词、同位词是不合适的，应将学术图书作为上位概念，将学术著作、学术专著作为下位、再下位概念，进而概括出

学术图书、学术著作与学术专著的简明、操作性强的定义。 概念清晰、术语规范将有助于统计我国每年出版的学

术图书、学术著作和学术专著品种数量，获取较准确的数据，有助于学术研究和实务管理。 建议我国人文社会科

学的研究，务必重视常用术语的规范研究和基本数据的准确统计，国家有关部门或学术评价机构应增加对学术图

书、学术著作、学术专著的专项统计，以夯实研究和管理的基础。 参考文献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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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ａｙ ｆｏｒｍ ｓｏｍ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ｖｅｒ ｔｅｒｍ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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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ｎｏｔ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ｄａｔａ． Ｃｌｅａ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ｖｅｒｙ 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ｕｔ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ｏｖｅｒ⁃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ｓｔ⁃ｇｒｏｗ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ｕｂ⁃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ｏｒ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ｗ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
ｃｅｐｔｓ ｍｏｒ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１３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ｏｏ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ｅｒｍ ｎｏｒｍ．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０　 引言

清晰明确地定义相关概念及其表现形式的

术语，是进行学术研究和科学管理的必要前提。
学术图书、学术著作、学术专著是学术活动和研

究成果重要的呈现载体，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

重要信息资源。 这几个术语在各种文献中出现

频率颇高，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研究和界定，对
于学术图书、学术著作、学术专著有效评价和管

理，提高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水平，无疑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云梦学刊》与南京大学

出版社在南京大学联合主办“学术著作出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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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术发展论坛”，笔者应邀做了题为“学术

著作的内涵、外延及其对学术评价的意义”的发

言，会上引发了对高校教材是否是学术著作问

题的回应与讨论。 随后，笔者又进行文献调研，
发现我国的新闻界、出版界、学术界，以及科研

基金管理领域，对学术图书、学术著作、学术专

著含义的理解不一，没有形成共识，在这些术语

的实际使用上常发生歧义和混淆。 由于没有相

对共识的定义，对学术研究和学术图书种数的

统计和管理等实际工作均带来不利影响。 有鉴

于此，笔者应用概念分析法，对当前中国各种形

态的学术出版物的实体进行分析和辨认，试图

概括出学术图书、学术著作与学术专著的简明、
操作性强的定义，为管理部门和学术机构统计

品种数量，获取较准确的数据提供参考；同时希

望同仁不吝赐教，继续探讨，以尽快形成相对共

识的定义，夯实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物的评价

和管理基础。

１　 相关研究述评

经文献检索，尚未发现专门研究学术图书、
学术著作和学术专著定义及其相互关系的文

献，但单独研究有关定义或涉及有关内容的论

文、学术访谈、报纸文章有一些。 诸如《中国学

术图书出版发展研究》一文认为：“在学术界和

出版界，对学术图书有着不同的称谓，如学术著

作、学术专著、学术性图书等，在英语中，与之相

对应的单词则是‘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ｏｏｋ’ 或‘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Ｂｏｏｋ’，国内一般译为‘学术图书’。 ……本文将

统一称为‘学术图书’。 ……学术图书就是著者

在理论上对某一知识领域或某一专题作较系

统、较专门分析、研究后创作的作品。” ［１］ 此文将

学术图书、学术著作和学术专著这三个术语看

成是同义语，没有区别，可以互相代替。 至于学

术图书的外延是什么，则没有明确交代，但从该

文按八个不同分类标准将学术图书归纳成各种

类型的内容看，学术图书包括高校教材、参考手

册和统计资料、文集、合集、大众型学术图书等。

又如，《在学术出版市场上大学出版社的地位和

发展战略》一文，在第一节“我国学术图书出版

概况及分析”中写到：“在我国出版界，学术图书

仅有宽泛的概念而尚无确切的定义。 因此，我
们讨论学术图书出版，也只能将凡论述‘较系

统、专门学问’的图书简单归划为学术图书。 这

种粗糙简单的归类无疑造成学术图书统计的极

大困难，因此，至今我们无法知晓我国每年究竟

出版多少种学术图书，每年在市场上究竟销售

了多少种多少册此类图书。 按照我国业内资深

人士估计，学术图书品种数大约占总品种数的

３０％以下，我们若以 ３０％的乐观比例估算，我国

近三年出版学术图书数分别为：２００５ 年３８ ５７３
种、２００６ 年３９ ０７９ 种、２００７ 年４０ ０００种。” ［２］ 哪一

位“资深人士估计”，用什么方法估计的，学术图

书与学术著作及学术专著是否有区别，该文未

曾论述。
《学术图书出版基本概念研究综述》一文引

用 １０ 位研究者从不同角度给出的学术图书或学

术著作、学术专著的定义，认为：“结合当前我国

学术图书出版的实际，笔者倾向从广义上对学

术图书的定义。 ……综合以上对学术图书特点

的总结和分析可以看出，学术图书须具备的特

点包括科学性、专门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尤其

是科学性，是学术图书的基本要求。 创造性或

者说原创性则是学术图书的较高要求，原创是

出版产业的灵魂，也是提升我国出版企业核心

竞争力和出版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３］ 该文

也将学术图书、学术著作和学术专著这三个术

语看成是同义语，但主张从广义上理解学术

图书。
《中国学术著作：现状反思与未来之路》 一

文没有对学术著作下定义，但提到“国内出版的

学术著作品种数量多” ［４］ ，至于有多少品种，数
量多到什么程度，没有具体的数据支撑。

２０１３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

发文认为：“现在国内有出版权的正式出版机构

５７８ 家，今年出版图书总量接近 ４０ 万种，９０％以

上的出版机构都涉及学术出版；年出版学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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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数量，用宽口径统计有 ４ 万多种，其中人文

社会科学总品种数 ２２ ０００ 种左右，自然科学和

科学技术占 １９ ０００ 种左右。” ［５］ 此后，有不少文

章在谈到学术图书数量时，均引用该文提供的

估计数据。 但可惜文中没有对学术图书进行界

定，也没有论及学术著作和学术专著，“用宽口

径统计”，如何“宽”，包括哪些图书类型，也未及

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

图书基本书目（１９９５—２００５）》一书出版，该书利

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从众多图书中筛选出有价值

的少量学术图书，以便图书馆评价馆藏质量，提
高图书采购水平，很有意义。 尽管该书没有对

学术图书的内涵进行定义，但对其外延，即收录

范围则有明确规定：“经讨论，确定了不属于学

术图书的范围：（１）各类大专以下（包括大专）教

材；（２）各类教学辅导材料、习题集；（３）各类职

业认证考试、等级考试教材及辅导材料；（ ４）各

类职业教育、岗位培训、励志类图书；（５）各类科

普读物、普及读物，各类文艺作品；（ ６）工具书；
（７）各类政策法规、政府出版物。 另外，考虑到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 Ｚ 大类的哲学社会科学

类图书都属于丛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本书目

也不予收录。” ［６］ 研究者首先通过上海图书馆、
超星集团、上海联诚图书公司（书目数据）和人

天书店集团等处收集到 １８０ 余万条 ＭＡＲＣ 数

据，经去重处理，得出约 ７２ 万条（包括重版、重
印图书）数据。 据该书统计，除 Ｇ 类外，其他各

类的书目数据量大大超过了《全国总书目》所收

录的，在总量上也超过《全国总书目》约 ７０ 万条

（注：《全国总书目》收录初版和改版图书，不包

括重印图书。 但该书列出《全国总书目》 数据

时，包括重印书，恐有笔误）。 然后根据自定的

学术图书的标准，对 ７２ 万多种图书进行筛选，删
除以上范围的图书，得到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 １１ 年的

学术图书品种数量共 １２６ １１８ 种。
国家出版管理部门每年 ８ 月左右发布上一

年全国新闻出版基本情况，有图书出版总数，包
括初版数、重版数和重印数，还有各学科图书的

种数，但都没有对“学术图书”等的定义和专项

统计，更没有各学科“学术图书”等的种数统计。
《全国总书目》《全国新书目》亦如此。 由于没有

“学术图书”等的概念，因此也就没有统计全国

学术图书的种数和各学科学术图书的种数，以
致有些研究统计只能用学科图书种数代替学术

图书种数。 如果说有些研究旨在说明学术图书

数量不断增长的大体趋势，不需要精细数据时，
这种代替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对获奖图书比

例、资助图书比例等某些需要相对准确数据的

研究，这种替代就显得不合适了，有时甚至是完

全错误的。
我国出版管理部门和科研基金部门在有关

文件通知中常用“学术著作”或“学术专著”，不
用“学术图书”。 如教育部在《关于申请“高校教

材、学术专著出版基金”的通知》中使用的是“学

术专著”，且与“高校教材”并列，没有使用“学术

图书”或“学术著作”，也没对“学术专著” 下定

义，仅在说明其范围时，解释是指“个人的学术

著作” ［７］ 。 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委

员会在《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

资助申请指南（２０１５ 年度）》 中，对学术著作的

范围有如下限定：“１．学术专著：作者在某一学科

领域内从事多年系统深入的研究，撰写的在理

论上具有创新或实验上有重大发现的学术著

作。 ２．基础理论著作：作者在某一学科领域基础

理论方面从事多年深入探索研究，借鉴国内外

已有资料和前人成果，经过分析论证，撰写的具

有理论创新的，对科学发展或培养科技人才有

重要作用的系统性理论著作。 ３．应用技术著作：
作者把已有科学理论应用于生产实践的先进技

术和经验，撰写的能促进产业进步并给社会带

来较大经济效益的著作。 ……暂不属于资助范

围：１． 译著、论文集、再版著作（同一作者撰写的

学术著作，从正式出版之日起 ５ 年内再次申请相

同或相近内容学术著作视为再版学术著作，超
过五年且增加了最新研究成果内容的相同或相

近题目学术著作视为新书）；２． 科普读物；３． 教

科书、工具书。” ［８］ 可见，这里将学术著作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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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专著的上位概念；学术著作除了理论性著

作外，还包括应用性著作。 译著、论文集、再版

著作、学术随笔和科普读物、高校以上教科书、
学术性工具书不属于资助范围，但是从学理层

面上看，这些图书属于学术性的，还是非学术性

的，没有说明与交代。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新闻出版总署在《关于进一

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中对学术著

作有一个界定：“学术著作是作者根据某一学

科或领域的研究成果而撰写的作品。 这些作

品或在理论上有创新见解，或在实践中有新的

发明，或具有重要的文化积累价值。 本通知所

指学术著作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学

科的研究型著作，通俗理论读物、科普读物等

不在其列。” ［９］ 这里没有提及学术图书和学术

专著，强调学术著作是“研究型” 著作，尽管明

确指出，不包括“通俗理论读物、科普读物” ，但
是高校本科及以上教材、专业参考书、研究生

研究性教材、研究型评论著作等是否包括在

内，也没有说明。
从以上相关研究和管理文件可以看出，学

界、出版界和管理部门对学术图书、学术著作、
学术专著的名称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也没有公

认、明确的定义，国内出版部门、图书收藏部门

和研究机构长期以来没有对学术图书、学术著

作、学术专著等概念进行仔细辨异和考证，也没

有单独进行分类统计，没有提供相对准确、可以

验证的品种数量。 目前散见于不同文献中的数

据仅是一些估计数据，且这些估计的数据不一

致，给学术研究和实践部门的管理工作带来障

碍。 同时也看到，出版界、图书情报界研究者常

使用“学术图书”，而出版管理部门、新闻界则常

用“学术著作”，基金管理部门、学术界喜用“学

术专著”。 多数观点认为或暗示学术图书是较

大的概念，学术著作次之，学术专著再次之。 以

上这些研究和观点尽管难免有局限和不足，但
也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和辨析相关概念提供了有

价值的参考。

２　 学术图书、学术著作、学术专著概念的

界定及关系分析

根据“图书” “著作” “专著” “学术”的含义

和多数研究者的观点，尤其是中国学术图书出

版的实践，笔者认为，目前将学术图书作为上位

概念，将学术著作、学术专著作为下位概念，用
三级位类概念表述是有道理的，而将三者看成

同位概念、可以混用的观点是不恰当的，详细理

由如下。

２．１ 　 从“图书” “著作” “专著”与“学术”的含

义看

何为图书？ 目前国内外对此已有共识，即：
图书（Ｂｏｏｋ）是指用文字、图画或其他符号将有

关信息内容记录在纸张、磁性材料等不同载体

上，具有相当篇幅、以单本卷册形式非连续出版

的读物。 图书包括单册书、丛书、多卷集。 诸如

《学术规范通论》 《青年自学丛书》 《鲁迅全集》
等。 所谓“相当篇幅”，是指有一定的页数或文

字量。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标准，除
封面外 ５０ 页及以上篇幅、非定期的印刷出版物

即为图书。 图书与连续出版物（含期刊）和小册

子是同位概念。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将

图书分成各种类型。 如从文字看，可有中文图

书、英文图书等；按载体分，可有印刷型、电子型

图书等；从内容学理分，可有学术图书、非学术

图书、准 ／ 半学术图书。
著作（ Ｗｒｉｔｉｎｇ，Ｗｏｒｋｓ） 原指写作的体例，意

为作者自己写出来的读物，与 “编述” “抄纂”相

对应。 孔子的“述而不作”，就严格区分了“述”
和“作”这两种体例。 现代多做名词，是指作者

将自己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用文字记录下来的

图书。 英文 Ｗｒｉｔｉｎｇ，意为作者自己书写出来的

著作或作品，含义较为专指和贴切，而 Ｗｏｒｋｓ，也
可译为著作、作品，但含义较多，易引起歧义。

专著（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则是对某一学科或领域

或某一专题进行较为集中、系统、全面、深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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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著作。 一般是对特定问题有独到见解，且
大多“自成体系”。 英文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意为专题论

著，主要是指图书，当然也可指文章或论文，尤
指学术性的论著。 在一定的语境中，判断其是

专题著作，还是专题论文是不困难的。
“学术”一词，在汉语中是指“有系统的、较

专门的学问”，在英语里，是指“由受过专业训练

的人在具备专业条件的环境中进行非实用性的

探索。 ……其解释有两个共同的主要特点：‘与

学院有关’和‘非实用性’” ［１０］ 。 在笔者看来，非
实用性，旨在强调纯学理性，即对探讨的问题都

要说出个“道道”来，不是就事论事，立竿见影，
但并非主张单纯的空洞理论，当然也不否认学

术的“大用” “长远之用” “无用之用”。 美国卡

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前主席博耶（ Ｅｒｎｅｓｔ Ｌ． Ｂｏ⁃
ｙｅｒ）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根据学术大众化和多样

化的现实，提出四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术

形式，即“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

和教学的学术” ［１１］ ，很有新意，比较全面，这四

种学术与我们常说的创新的几个层次，即“原始

创新”“集成创新”“应用创新”和“传播创新”极

为相似，运用这种分类对学术图书再进行适当

分层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２．２　 从多数研究者的观点看

从上文所引用的各种观点看，多数研究者

主张使用“学术图书”这个概念，尽管一些论者

将学术图书与学术著作和学术专著视为同位概

念，但都认为有广义学术图书和狭义学术图书

的区别，这就意味着广义学术图书可以分层，具
有下位概念。 即使一些主张使用学术著作、学
术专著的研究者或实务管理部门，总要列出不

属于学术著作的图书，实际上也暗示着有与其

关系密切的同位概念的存在。 因此，将学术图

书作为上位概念具有多数研究者认同的基础。

２．３　 从中国学术图书出版实践看

近 ２０ 年来，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相应

地，社会、文化和学术亦有大发展。 随着研究者

人数、科研经费数、出版社数量的增加，学术图

书的品种类型、数量亦有很大增加。 据保守估

计，２０１３ 年初版学术图书约有 ７ 万余种。 数量

如此之大，分层分类就尤显必要。 为了能根据

不同类型学术图书的特点有效进行出版、发行、
收藏、阅读、评价等管理活动，就需要对各类型

的学术图书进行分类或聚类。 从具体情况看，
高校教材、研究生研究性教材、专业参考书、研
究资料汇编、学术随笔列入学术著作和学术专

著，似乎不妥，但列入非学术图书则更加不妥，
因为这些图书属于“教学的学术”，列入学术图

书比较合适。 又如，学术评论性著作、研究指南

和手册型著作（诸如《芝加哥文体手册》），列入

原创性为主的学术专著似乎不妥，但列入学术

著作则比较合适，诸如此类的情况较多。
根据以上理由，可依据形式逻辑的要求，从内

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对学术图书及其下位概念学术

著作及学术专著做出简要、明确、可操作性的界定。
学术图书（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Ｂｏｏｋ）是指内

容涉及某学科或某专业领域，具有一定创新性，
对专业学习、研究具有价值的图书，通常在书中

有文献注释或参考文献，书后有索引。 它包括

学术著作、学术专著、学术论文汇编 ／ 论文集、会
议录、大学及以上程度的教材 ／ 教科书和参考书

（专业参考书：比较完备地汇集某一学科、主题

的知识、资料、事实，按照特定的方法加以编排，
供学科专业人员检索查考而不是供系统阅读的

书）、某学科百科全书等工具书、学术随笔等。
其“著作方式”，多数是“著” “撰”，少数是“编

著”（编著是一种著作方式，汇集其他多个作者、
多种作品的思想、观点和内容资料，但有作者自

己独特见解的陈述和成果，凡无独特见解陈述

的书稿，不应判定为编著），极少是“编”。 但是

中专科及以下层次的教材、通俗读物、时事读

物、一般的字典、词典等不包括在内。
学 术 著 作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是指以问题或专题为中心，具有创新性

和逻辑性，能自圆其说的学术图书。 它包括学

术专著、学术进展评论、著作性研究指南、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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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其“著作方式”，多数是“著” “撰”，少数是

“编著”，一般没有“编”。
学术专著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 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是对某一学科或领域或某一专题进行较为集

中、系统、全面、深入论述的著作。 一般是对特

定问题有独到见解，且大多“自成体系”的单著

或二三人合著的学术著作。 它包括单本专著、
多卷集专著、专著丛书等。 诸如《资本论》 《国富

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联·哈佛燕京学

术丛书》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等。 与学术论

文相比，学术专著的篇幅较大，内容所涉及的问

题一般也较专深，更具专业性、系统性、全面性、
深入性。 其论述或论证具有广度和深度。 撰写

人一般是单独作者或几个作者，一般不会像学

术论文那样一份成果作品的作者署名多到数十

个。 与学术著作相比，学术专著的创新层次较

高，一般具有原创性，而学术著作中有许多著作

是集成创新或应用创新。 学术专著的“著作方

式”，都是“著”“撰”，没有“编”或“编著”。
然而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有一些图

书的形式和内容不一致。 从内容上看是学术著

作或专著，从形式上看则是教科书；又有些书实

际上是教材，却以学术著作或专著的形式出现。
一般而言，由于学术专著发行量不大，效益不

高，往往不易出版。 如果将专著作为教材出版，
则因其出版量大，影响广，对出版社和作者均有

利，则能较快出版。 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

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的巨著

《经济学》（又名《经济学原理》），以著作形式出

版，很久没有如愿，一次偶然机会以教材形式出

版，却大获成功。 由于该书具有集成知识创新

和原创性的思想，很多内容是作者“著”出来的，
而非像一般教材那样仅仅是整合学界的共识成

果，因此学界仍然以图书的内容为主要判断标

准，视其为学术著作或专著。 许多评论认为该

书为“经典著作”，因为该书“从宏观经济学到微

观经济学，从生产到消费，从经济思想史到经济

制度都比前人有新的创见。 这部著作在内容、
形式的安排上也可谓匠心独具，他在每一章的

开头加上历代名人的警句，言简意赅地概括全

章的主题，使读者不像是在啃枯燥的理论书，
而是在读一部有文学色彩的史书。 这一巨著的

出版， 为 普 及、 推 广 其 理 论 创 造 了 良 好 的

条件。” ［１２］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出版界和学界在有

些情况下对高校教材和专著不加区分，或较难

区分，如许多高校和教育部有关部门在资助出

版的文件中，常将“高校教材”与“学术专著”并

列。 实际上在民国时期，大学教材与学术专著

也常不加严格区别。 当时所谓教材，多指中小

学教科书。 大学一般无中文教材，不是外文教

材，就是“讲义”。 １９２０ 年前后不少出版社开始

出版中文“大学用书”，将教授多年积累的教学、
研究的学术成果“讲义”正式出版，书的形制采

用教科书式，但书的内容则注重学术性和专业

性，有的具有原创性，教材与专著融为一体，是
一种教材式的学术专著，例如，钱穆的《中国近

三百年学术史》 《国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

史》、王力的《中国音韵学》、金岳霖《逻辑》、孙
本文的《社会学原理》等。 在目前国内出版界教

材易出版而专著较难出版的情况下，类似萨缪

尔森《经济学》的例子亦有不少。 还有一种情况

是研究生用的研究性教材和学术评论性著作，
这些书的内容一部分是归纳已有的研究成果，
另一部分则是阐述作者的研究发现，有一定的

学术价值。 对这种“亦此（学术著作）亦彼（学术

图书）”或“非此非彼”的图书，在进行“分类”时

应格外留心，应重“实”不唯“形”，以免遗漏。
相反的现象也有不少，即从形式上看是学

术著作，但从内容上看是学术性教材。 还有的

图书从题名上看，类似学术著作，但从内容上

看，是学术性教材，如 《当代西方文学思潮评

析》 ［１３］ 。 学术性教材是学术图书，但不是学术

著作，更不是学术专著。 同理，学术性随笔、学
术性工具书、学术文章汇编、学术文章精选等是

学术图书，但不是学术著作或专著。 由此可知，
尽管对学术著作的内涵和外延有了较为明确的

界定，对大多数出版物能够很快确定是何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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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书，但对混合型出版物的认定，应根据分类

的目的，慎重处理。

３　 概念清晰有助于相关品种的数据统计

学术图书、学术著作和学术专著的概念清

晰，将有助于相关品种数据的准确统计。 有了

较为可靠、准确的数据，不仅对于学术、研究型

图书馆和文献情报机构的经费预算、藏书建设，
对于出版管理部门的规划、基金机构的资助分

配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学术图书的各种数据

库建设，学术图书的评价等也有参考价值。 例

如，“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数据库来源图书

的筛选，到底有多少种合适，除了与数据库建设

目标有关，也与中国历年出版的学术图书、学术

著作和学术专著的数量密切相关。 同样，要对

学术图书进行评价，首先要知道学术图书及其

亚类的数量，而后才有可能进行总体规划和“分

类评价”。 然而，十分遗憾，长期以来，尽管国家

出版管理部门每年统计和发布全国出版的图书

总量、初版图书总量和重版、重印图书总量，并
按学科进行统计，但没有专门统计学术图书、学
术著作和学术专著的品种数量，也没有各学科

的分类数据，给学术研究和学术图书管理带来

极大不便。 一些个人和单位，为了研究和工作

的需要，根据国家公布的图书总量数据，通过抽

样统计，自行得出学术图书、文理科学术图书或

学术著作的估计数据。 但是这些估计的数据不

统一，误差较大。 例如，有的论者误认为《全国

总书目》收录的图书种数就是实际的出版种数，
不知道由于各种原因，以呈缴本为来源的《全国

总书目》收录的图书并不全面，与实际出版种数

有差距，其文献覆盖率不可能达到 １００％。 有的

论者则认为 《 全国总书目》 的文献覆盖率在

５４％—７８％之间。 有的论者对学术图书、学术著

作的概念不清，将学术著作的数据作为学术图

书的数据，致使数据明显偏少；有的对初版图

书、重版图书和重印图书的概念疏忽或不解，造
成相关数据、比例计算的失真，因本文篇幅所

限，另撰文论述。 因此，相关概念清晰，有助于

对学术图书及其下位类文献的品种统计，有利

于得到相对权威、全面和准确的数据。

４　 感想与建议

通过上述对学术图书、学术著作、学术专著

概念的辨析，笔者有几点感想与建议。
（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十分重

要，应该像自然科学一样重视术语规范。 相较

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是“软学科”，与“硬

科学”的自然科学相比，当然有一些不同的特

点，但在基本概念和术语方面，应该有相同点。
必须加强对基本概念和术语的研究，达成共识，
以教科书、工具书或术语规范表等形式公布，以
便夯实研究基础，提高研究质量和水平。

（２）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的基础。 要统

计、收集数据，首先必须厘清与统计、收集的对

象有关的概念和术语，明确相关概念的内涵和

外延，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得到较准确的数

据。 对于重要数据的引用必须慎重，必须进行

检验、核实。 对于重要数据，一定要弄清楚相

关统计项目的含义，是哪方面的数据，数据是

如何统计来的，运用的是什么统计方法，等等。
如果发现数据有问题，就应大胆质疑，分析其

原因，要根据第一手资料进行验证或重新得出

数据。 切不可轻信某些数据，随意引用，更不

能以此数据进行论证，以讹传讹，误导后续

研究。
（３） 学术图书、学术著作和学术专著等概

念清晰十分重要，但也不可忽视出版实践的发

展速度，强调过头，盲目要求像自然科学那样精

确。 出版物是人造物品，复杂多样，形式逻辑、
线性思维能解决绝大多数常见问题，但不能解

决所有问题，对少数例外出版物，必须加以研

究，对现有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不断进行修正和

补充，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概念的辨析研究才

更具意义。

０２８



叶继元： 学术图书、 学术著作、 学术专著概念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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