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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医学期刊编辑应强化的主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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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的转制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
探讨处在体制改革形势下，医学期刊编辑应该加强的４种主体
意识：创新意识、品牌意识、市场意识和学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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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４月，新闻出版总署按照中央文化体制改
革的部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体制改革

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

务，并计划于２０１１年底前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
的转制工作。新年伊始，新闻出版总署又出台的２０１０
年１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
导意见》［１］，表明科技期刊的体制改革已进入决胜之

年［２］。中国科协公布的《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发展报告

（２００９）》显示，在中国科协所属的９６０种科技期刊中，
医药卫生期刊有３２２种，占总数的３３．５％，表明医学
期刊在科技期刊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３］。目前我国医

学期刊主办单位主要以学术团体（学会）、高等医学院

校、科研机构为主，分别占４０．４％、２０．３％、１６．８％［４］。

一些医学期刊实质上是主办单位的附属物，同时，很多

医学期刊编辑也缺少对期刊产业属性和市场化需求的

正确认识。体制改革既让医学期刊面临生存的挑战，也

让医学期刊遇到了发展的契机。现结合《中华心血管病

杂志》的一些做法，探讨处在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医学

期刊编辑如何强化主体意识，以探索办刊之道。

１　创新意识

　　科技的价值在于其创新性。编辑的创新意识是期
刊保持高质量的前提，而高质量是期刊在企业体制下

生存和发展的筹码。编辑具有创新意识的选题，使医

学期刊的内容能紧跟科技发展的潮流。只有及时报道

最新的科技进展，才能满足读者不断变化的学术需求。

编辑的创新意识也体现在对科技论文的修改、加工过

程中，即对科技论文的“二次创新”。编辑对科技论文

的“二次创新”需要编辑与作者产生互动，并因此可以

激发作者的思维，提升科技论文的质量。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２５次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我国网民规模已达３．８４亿。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迅
猛发展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科技期

刊的办刊方式和编辑的工作方式。编辑应该抛弃落后

的工作方法，学会利用先进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办

刊服务。既往期刊都是通过印刷品进行传播的，但是，

网络电子期刊的出现正改变着期刊的传播方式。与传

统印刷品期刊相比，网络电子期刊节省了人力和物力，

虽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但确实是一

种值得关注的办刊方式。研究表明，与非“开放存取”

方式出版的科技论文相比，实行“开放存取”方式出版

的科技论文的被引用率更高［６］。科技期刊的学术不

端行为是科研工作的毒瘤，直接影响科技期刊的质量

和声誉。通过网络登录中国知网的“科技期刊学术不

端文献检测系统”，可以检查科技论文是否存在抄袭

问题，减少学术不端行为对科技期刊的影响。计算机

和网络技术的应用，虽然需要前期的大量投入，但是，

就长期运作而言，无疑节约了办刊的成本。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从２００９年开始采用中华医
学会杂志社自主研发的远程稿件管理系统，它基于互

联网平台和浏览器／服务器体系结构，采用 Ｏｒｚｃｌｅ１０ｇ
数据库、ＪＤＫ１．６ＪＡＭＡ运行环境，支持作者远程投稿
及编辑远程办公。新系统的使用改变了编辑的工作方

式，提高了审稿速度，缩短了论文的发表时滞。新技术

方便了编辑与作者的交流，有利于巩固期刊的作者群，

同时使无纸办公成为可能，提高了期刊的出版效率，减

少了办刊支出。

２　品牌意识

　　品牌是科技期刊重要的无形资产，是衡量期刊竞
争力强弱的重要标志［６］。在事业单位体制下，打造品

牌期刊更多强调的是社会效益，而在企业体制下，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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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期刊事关期刊的生存和发展。只有品牌期刊才能

在转制后占领市场的制高点，更多地获取市场资源。

打造品牌期刊也是科技期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

要步骤，是在与众多同类期刊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的基石。

为了塑造期刊的品牌形象，《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编辑始终将品牌的维护和提升贯穿于编辑工作的全过

程，力求在每项工作上都要精雕细琢，努力创造期刊的

特色和个性。期刊质量是品牌期刊的基础。本刊聘请

包括院士和其他学科带头人在内的我国最优秀的心血

管病领域专家作为编委。权威专家的把关，确保了发

表论文的高水平，同时，这些权威专家又间接地成为期

刊的形象代理人，巩固了期刊的品牌。本刊严格遵守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审稿要求通则》及“三审五定”

制度，把好编辑质量和学术质量关。为了总结经验、吸

取教训，期刊出版后１５天内由责任编辑对刊物进行自
查，并将自查结果上报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杂志社每

年都对所属期刊进行刊后质检［７］，质检结果反馈回来

后，本刊编辑部都组织全体编辑进行学习和讨论。本

刊还在封面的显著位置加印“中华医学会会徽”“中华

医学会系列杂志”等标志，以增强视觉识别形象［８］。

经过编辑和编委长达３８年的努力，《中华心血管
病杂志》先后荣获第３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中国科
技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科协“优秀科技期刊二

等奖”等奖项，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连续４年获得“百种中国
杰出学术期刊”称号，２００８年被中国科协评为“中国精
品科技期刊”，并被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ＭＥＤＬＩＮＥ数
据库收录。２００９年其总被引频次为４１８６，影响因子
１．３７５，在我国内科学类期刊中排名第一［９］。

３　市场意识

　　医学期刊编辑的市场意识突出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３１　明确定位　期刊的定位是编辑对期刊质量及其
形象提升所表现出的一种总体策划行为，体现了编辑

的市场判断力。没有明确的市场定位就很难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获胜。医学期刊是精神文化产品，因此，内

容质量是其立身之本。目前我国正式出版的医学期刊

超过１０００种，是数量上位居世界第四的医学期刊出
版大国［４］。医学期刊数量众多，一方面说明我国的医

学研究事业正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学科交叉，内

容重复。期刊的内容差异越小，读者的选择就越盲目，

就越会导致在同一层面上与类似期刊形成恶性竞争，

其结果无疑是两败俱伤。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作为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

拥有雄厚的审稿专家队伍和广泛的读者群，因而本刊

将读者对象定位为高层次的医疗、科研工作者。围绕

这一读者人群，在选题策划、组稿、审稿时，本刊注重选

择“高、精、尖”的研究论文。通过高端科技期刊的定

位，细分了市场，因而吸引了更多的高水平学术论文。

３２　科学营销　营销是期刊获取市场占有率、提高期
刊影响力和学术地位、取得出版效益的关键环节。在

事业单位体制下，由于缺少市场冲击的考验，编辑对期

刊营销的关注度不够，而科技期刊早已从卖方市场转

变为买方市场。传统意义的编辑将精力主要集中于案

头工作，这显然不能适应新时期的角色转换。转制之

后，医学期刊编辑应该学会科学营销，以做到以刊

养刊。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在期刊营销中审时度势，在

工作中注重实践“三次售卖”理论［１０］。

第１次售卖是指“卖期刊”。期刊质量与销售结
果密切相关。本刊把期刊质量看作是生存的根本，在

选题、组稿、审稿、编辑加工、编排、校对上讲究精益求

精。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在市场经济大

环境中，好酒也需要包装和宣传。本刊纠正既往只重

视期刊质量而忽视宣传的做法，注意利用新闻媒体进

行宣传。２００７年，编辑部联合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
分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我国自己制定的第

一份《慢性稳定性心绞痛诊断与治疗指南》，并发表于

本刊第３期，结果这期杂志销售量喜人，甚至出现了脱
销现象。同年第５期发表的《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
指南》也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并在中央

电视台新闻节目中播出，同样达到了促进销售的目的。

本刊作为月刊，２００９年每期的平均发行量位居中华医
学会系列杂志的首位，年发行收入超过 ２００万元，而
５０％的医学期刊年发行收入为２万～１０万元。

第２次售卖是指“卖广告”。期刊发行量与广告
效果呈正相关，因此，本刊通过提高发行量吸引更多

的广告客户。本刊通过与强势广告客户合作，在广告

客户的帮助下突破传统上科技期刊单纯通过邮局订购

销售的模式，增加销售途径，提高期刊的发行量，从而

形成期刊营销的良性循环。《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２００９年的广告收入达到４００万元。
第３次售卖是指“卖品牌资源”，凡是与期刊资源

和品牌相关的营销活动都纳入这个范畴。《中华心血管

病杂志》利用自身品牌和编委会拥有众多著名医学专家

的优势，组织召开全国性大型心血管病学学术会议，并

将高水平的会议征文汇编成“增刊”，一方面加深了科研

工作者对本刊的关注，增强了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另一

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本刊还与国内外的医

４８２



　第４期 卢　全等：新时期医学期刊编辑应强化的主体意识

药公司合作，开展药物临床应用的有奖征文活动。有奖

征文活动可以拓宽稿源，也拓宽了期刊经营的创收

途径。

３３　服务读者　作者的论文是办刊的基础，但是由此
衍生的“为作者服务”却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恰当的

办刊理念。事业编制的科技期刊由于享受主办单位的

经济支持，可以躲避市场的检验。目前有些期刊中常

见的人情稿就是事业体制环境影响下的不正常现象，

必然会导致科技期刊质量下滑，丧失科技期刊在读者

心目中的良好形象。读者的选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科

技期刊的试金石。读者群越大，市场的占有率就越大；

因此，读者是科技期刊生存的核心资源。“为读者服

务”是科技期刊不可动摇的办刊思想，编辑应树立以

读者为本的观念。科技期刊在改制后要获得生存与发

展，拥有自己稳定的读者群是必需的条件之一。医学

期刊编辑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例如通过与读者

开展互动了解读者的学术需求，通过登录学术数据库

了解最新的科研动态。只有对全局了然于胸，编辑才

能办出受读者热爱的期刊。互联网丰富了我们的生

活，也深刻影响着读者的阅读习惯，上网查询数据库和

相关学术网站是多数科研工作者获取学科资料和信息

的重要手段。编辑工作也要顺应科技发展的潮流，通

过建立自己刊物的网站，使读者及时、方便地了解期刊

的内容和办刊宗旨，将读者培养成期刊的购买者和传

播者。

由于发表的多个心血管病防治指南深受广大临床

工作者的喜爱，《中华心血管病杂志》适时召开心血管

病防治指南与临床实践研讨会，组织参与制定诊治指

南的专家在全国巡回讲课，对诊治指南进行解读和讨

论，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指南精神，受到读者的普遍欢

迎。本刊编辑还利用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到全国各地讲

授科技论文写作和投稿的技巧和经验。通过与读者面

对面的交流，解答了他们的疑问，也增加了相互的了

解，加深了读者与本刊的感情。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设立“读者·作者·编者”

栏目，鼓励读者对已发表的论文发表自己的不同观点，

并由作者回答读者的疑问。读者与作者的一应一答，

活跃了期刊的学术气氛，有利于促进研究课题向纵深

延伸，也培养了读者和作者对本刊的主人翁精神。本

刊的奋斗目标就是不仅将期刊办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完美结合的“双效”期刊，而且要办成读者和作者都

喜爱的“双爱”期刊［１１］。

４　学习意识

　　医学期刊编辑除了要掌握编辑技能外，应该具备

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医学知识。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

必然导致学科专业的细化。在医学知识日新月异的今

天，只有坚持学习，医学期刊编辑才能不断更新自己的

知识结构，正确把握学术发展方向。市场化的到来让

医学期刊编辑面临更多的挑战，新的编辑工作方法、新

的营销方式、新的期刊出版形式都考验着医学期刊编

辑的能力。随着出版发行市场的国际化，医学期刊编

辑应该具备良好的外语和沟通能力，并对著作权等法

律知识有更深刻的认识。只有通过自觉学习，医学期

刊编辑的素质才能不断提高，成为适应时代要求的复

合型编辑人才。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参

加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的英语学习班，以提高自己的外

语水平，减少校对错误，提高期刊质量。本刊编辑还参

加每年由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举办的全国医药卫生期刊

编辑出版学术会议和每月１次由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举
办的编辑沙龙，以提高业务水平，打造一支学习型的编

辑团队。在体制改革的决胜之年，本刊编辑已做好走

出书斋，在市场经济的历练中学习科技期刊生存和发

展之道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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