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新年献词：

本末终始知先后，清渠活水源头来

2017 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吹响了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嘹亮号角。水利

是壮大综合国力、促进均衡发展的基础支撑，面对迅猛城镇化与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日趋复杂的水

问题，只有依赖科技进步与机制创新，才能不断提升现代化的水治理能力，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

设目标提供更为可靠的水安全保障。在这一伟大进程中，科技期刊肩负着传播科研成果，推进学科

发展，净化学术风气，提升人才素养的使命与责任。《水利学报》编辑部在新一届编委会指导与支持

下，不忘初心，恪尽职守，以奉献为己任，以创新谋发展。

作为综合性水利科技期刊，2017 年《水利学报》从新一届编委会中按学科专业遴选了 26 位学风严

谨、学术造诣深的知名专家学者担任终审任务，以期给青年作者更多的指导；两度改进编审流程，

既大幅减少了数字优先出版论文的出错率，又将论文平均出版周期进一步压缩到了六七个月左右，

以满足优秀论文及早发表的要求。2017 年《水利学报》连续第 16 年荣获“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称

号，被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评为“2017 年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9 篇论文入选精

品期刊顶尖论文“领跑 5000”。同时，与全国水利期刊界同仁们一起，积极探讨期刊集群抱团运作的

模式，以求更好地服务于水利科技进步与水利事业的发展。

2017 年 12 月中国水利学会期刊工作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是水利期刊界的一件大事，将为水利科

技期刊集群化、数字化、国际化、市场化的发展提供内生的动力与契机。水利科技期刊是水利创新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水利科技成果交流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培养和发现科技创新人才的重要

园地，在记录和传播科技成果、引导学科建设、传承优良学风和开展学术评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水利期刊的集群化发展，将致力于提升水利期刊的整体水平，为优秀的水利科技论文提供多样

性的选择渠道和更多的发表机会，也将为广大读者提供更为便利和更具权威性的资料检索平台，为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

的伟大事业中”的殷切期望付出切实的努力。

然而，优质稿源的匮乏是目前大多数水利期刊所面临的困境。水利学报过去 5 年平均退稿率达

88.5%，接近 10 篇取一篇了，但在学科发展上有重大建树、有开拓性、具有奠基价值和里程碑意义

的顶尖优质论文，仍属凤毛麟角；有些科技论文存在低水平重复、只热衷文字包装、无实质性科技

进步等现象，与创新引领发展的时代需求不相适应。除学风浮躁之外，忽视学科建设，导致部分科

技论文根底浮浅、视野狭窄，照猫画虎、不求甚解，信口开河、评判失度，也是论文质量难以提高

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源之水无以清流，无本之木难以参天。古人求学，首读“四书”，其中《大学》明言“物有本末，

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即天地万物皆有其来龙去脉，探明了事物演变的前因后果，就接

近于掌握其发展的规律了。宋朝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在其《观书有感》的诗中借景喻理“问渠那得清如

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说明知识是不断更新和发展的，做学问要善于悟本寻源，温故知新。我国老

一辈与新一代杰出的水利专家学者，无不高度重视水利学科建设，善于通过期刊的文献追踪，梳理

学科的发展脉络，针对发展的需求与遭遇的瓶颈，明确学科进步的方向与前沿，从而能取得有突破

性进展与重大实用价值的创新成果，并写出高水平的优质论文。显然，只有重视学科建设，才能促

使论文作者不断增强科研能力与写作水平，不断改善和提高科技论文的学术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我国水利也进入了综合治水的新阶段。如果说，20
世纪水利相关学科发展是越分越细的话，那么新世纪以来，水利学科的推进则更多体现出跨学科交

叉与融合的趋势。在新的一年中，水利学报愿与兄弟水利期刊一道，在丰富传统学科内涵、提升论

文实用价值的同时，对交叉、边缘学科领域的论文也给予更多的接纳与支持，为形成新的学科生长

点起到有力的推进作用，为新时代水利科技的创新繁荣和水利事业的蓬勃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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