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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经济学中的２个重要定律———帕累托定律和长
尾理论分析药学核心科技期刊作者队伍分布的状况，并从中得

到药学科技期刊作者队伍建设的启示。认为在科技期刊作者

队伍建设中，科技期刊编辑应针对核心作者和潜在作者做到有

所为，大有可为。从退修技巧、学术沟通、期刊网站建设、参加

学术会议、构建作者档案平台等多方面出发，建设药学科技期

刊作者队伍，使其日益稳定充实、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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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经济学中的２个重要定律

　　帕累托定律（Ｐａｒｅｔｏ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
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他认为，在任何

一组东西中，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约２０％，其
余８０％的尽管是多数，却是次要的，因此又称二八法
则。此定律的特点是可证，而且已经被不断证明。此

后，人们一直用二八定律来界定主流，计算投入和产出

的经济效率，它贯穿于人类整个生活和商业社会［１］。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的立足点是资源的稀缺性，二

八定律一直是这种条件下的黄金法则，随着网络时代

的发展，长尾理论也产生了。长尾（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ａｉｌ）是
由美国《Ｗｉｒｅｄ》（连线）杂志社总编辑 Ｃｈｒｉ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提出的［２］。从需求曲线可以看出，二

八定律和长尾理论其实是一条曲线前后相连的２个不
同部分，长尾理论是对二八定律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头

尾相连，互为一体，兼顾头部和尾部，从经济学角度来

说，将拥有更为广阔的市场。从文化角度说，这将会促

进文化的多元性［３］。长尾理论是一种“去中心化”的

理论，强调差异化、个性化及信息交流的双向

性（图１）。

图１　长尾理论模型

２　药学核心期刊作者队伍分布

２１　选材与统计方法　分析药学期刊作者队伍分布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也会出现二八法则和长尾现象。以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２００９年版中国科技期刊
引证报告（扩刊版）》［４］中影响因子０．７以上的１８种
药学科技核心期刊为例，利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引
文数据库进行作者分析，记录每种期刊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
的载文量、总被引频次、作者总数、总被引作者数，计算

占发文量８０％的作者数与作者总数的比值，计算占被
引频次８０％的作者数与总被引作者数的比值。去除
ＣＮＫＩ上统计数据有误或不全的期刊《国外医药（植物
药分册）》和《Ａｃｔａ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得到１６种
药学核心期刊的作者分布情况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２２　作者队伍分布结果分析　占发文量８０％的作者
数与作者总数的比值及占被引频次８０％的作者数与
总被引作者数的比值越低，表明对期刊贡献较大的作

者比例较低，说明核心作者的集中度较高。在１６种药
学核心期刊的作者统计中，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占发文量
８０％的作者数与作者总数的比值从４．８８％到２７．２１％
不等，平均值为９．６１％。发文作者最集中的药学期刊
是《中国药科大学学报》和《中国药理学通报》。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占被引频次８０％的作者数与总被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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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数的比值从 ５．１６％ 到 ３０．６２％ 不等，平均值 为１０８７％。

表１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部分药学核心期刊作者分析

刊　　名 载文量 总被引频次 作者总数 总被引作者数
（占发文量８０％的作者数／

作者总数）／％
（占被引频次８０％的作者数／

总被引作者数）／％
中草药 ３８０８ １４０８６ ９６８３ ６３５８ ５７２／９６８３＝５．９１ ６６９／６３５８＝１０．５３
中国中药杂志 ４１４２ １５６４９ １０２９８ ６５７８ ５２４／１０２９８＝５．０９ ５０３／６５７８＝７．６５
中国天然药物 ６８９ ２４７７ １４０５ ９２７ １１７／１４０５＝８．３３ ９５／９２７＝１０．２５
药学学报 １３８０ ４６７１ ３８１７ ２２５９ ２２９／３８１７＝６ １８０／２２５９＝７．９７
中国药学杂志 ３３７２ ８７８４ ７９６２ ４６９０ ５１５／７９６２＝６．４７ ４４１／４６９０＝９．４１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９３３ ２３５１ １８６８ １２００ ９１／１８６８＝４．８８ ７７／１２００＝６．４２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８９６ ２７６４ ２１６６ １４０８ １４２／２１６６＝６．５６ １３１／１４０８＝９．３１
药物不良反应杂志 １５１９ ２５１３ ２５１９ １４０３ ５５３／２５１９＝２１．９６ １６４／１４０３＝１１．６９
中国药理学通报 ２３７６ ９９０９ ６５２８ ４８２５ ３１８／６５２８＝４．８８ ２４９／４８２５＝５．１６
中国药房 ５１０７ １１５１１ ９７７４ ６２１８ １１１６／９７７４＝１１．１９ ４４５／６２１８＝７．１６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９７２ ２９８８ ２６１９ １６３９ １７７／２６１９＝６．７６ ２０３／１６３９＝１２．３９
中南药学 １２０９ ２０９８ ２５６３ １４０１ １７２／２５６３＝６．７１ ８５／１４０１＝６．０７
中国生化药物杂志 ７９８ ２０４２ ２１２６ １２９４ １７７／２１２６＝８．３３ １５６／１２９４＝１２．０６
中国药物化学杂志 ６１５ １１５４ １４１３ ７３５ ７１／１４１３＝５．０２ ８５／７３５＝１１．５６
临床药物治疗杂志 ５７７ ６１８ ７７９ ３５６ ２１２／７７９＝２７．２１ １０９／３５６＝３０．６２
中国药事 ２２９３ ３１３４ ３６２１ １９１３ ６７１／３６２１＝１８．５３ ２９９／１９１３＝１５．６３

　　对被引频次贡献大的作者最为集中的药学期刊为
《中国药理学通报》。

中国药学核心期刊的作者队伍分布结果显示，绝

大部分药学核心期刊的作者分布符合二八定律，在作

者队伍中的一小部分人却为期刊的文章数量和质量作

出了绝大部分的贡献，这一小部分作者也就是药学期

刊的核心作者。而其余的一大部分作者是药学期刊的

“长尾”作者，他们在数量上占有很大的比例，但在对

期刊的学术贡献上所占比例却有限。对这一部分作者

进行挖掘和引导，将其规模效应充分发挥出来，是摆在

药学期刊及其编辑面前的新任务。

３　对“头部”和“尾部”作者的同等关注

　　一种科技期刊的成熟和稳定，以及竞争力的提高
离不开一支不断充实的作者队伍，作者是刊物的支柱，

是科技期刊的人才资源之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期

刊最惧怕稿件的匮乏［５］。作者队伍的建设是科技期

刊编辑部工作的重点之一。将经济学理论二八定律和

长尾理论引入药学期刊作者分布的研究，可以为作者

队伍建设的模式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使作者队伍建

设过程更合理，更有针对性。

二八定律之所以得到业界的推崇，就在于其提倡

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经营方略；但是，在科技期刊

作者队伍建设中，编辑应该做到有所为，大有可为。针

对高产、优产的核心作者做到有所为，而针对“长尾”

作者，更应认识到培育作者队伍大有可为，关注、研究、

聚合“长尾”作者的特点与优势。对作者队伍的维护

应提倡“去中心化”，改变只关注核心作者的做法，体

现对“２个中心”———“头部”和“尾部”作者的同等关
注，关注整体作者群体，甚至是把更多精力放在“尾

部”作者的扶植和培育上，将更多潜在的优秀作者挖

掘出来，借助核心作者的学术影响力以及潜在作者数

量多、潜力大的规模效应实现科技期刊作者队伍建设

的可持续发展。

４　药学期刊编辑大有可为

４１　讲究退修技巧，以专业学识和诚恳的态度征服更
多作者　作者只要投来稿件，不管稿件写作质量的优
劣，他都具备了继续撰写论文的潜能。编辑应注意对

每一位作者，尤其是经验不足的新作者的有意识地正

确引导，让这种潜能能继续发挥作用，而不会因为一次

简单的退稿就完全失去了写作和投稿的信心。

退修稿件是编辑的日常工作，非核心区的作者，也

就是“长尾”部分的作者，因缺少论文写作经验，容易

被退稿。这种情况下编辑更要做到从文不从人，退稿

不退人，尊重每一位作者的学术成果，帮助作者详细分

析文章的不足之处和可取之处，让他们在修改稿件的

过程中收获更多知识，感觉到编辑部所给予的帮助和

支持。对于水平较差，不适合录用的稿件，在退稿时也

应尽量说明退稿原因，并鼓励作者进一步研究，继续

投稿。

编辑的工作紧紧依靠作者，作者的创作又需要编

辑的协助和支持，作者为主，编辑为辅，作者和编辑都

将打磨一篇好的文章作为目标，有了共同的目标就有

了相互协作、相互学习的基础。将退修稿件这一编辑

的日常工作发展为编辑部的拓展性服务，营造研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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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研究性修稿的学术氛围，可以使期刊的功能实现

新的突破。

４２　加强与作者的学术沟通，将药学期刊打造成培育
人才的一个重要基地　有不少稿件，提出了新见，有一
定的学术价值；但由于作者写作经验不足，可能没有完

全表述明晰。这时，编辑应提出具体意见，引导作者将

其有价值的部分加以提炼。编辑所提出的合理的、有

针对性和启发性的建议，会让作者感到受益良多。这

样，一个成长中的论文作者就可以从情感上相依在这

样的期刊编辑部的周围。现在药学期刊的责任编辑大

多是具备专业学术背景的，在与作者共同修改一篇篇

稿件的过程中，自己的专业知识在不断丰富。编辑与

作者互相促进，一种药学期刊可以成为培育人才的一

个重要基地。

４３　通过期刊网站的多种功能与特色栏目吸引作者
　如今网民的学历层次较高，与期刊论文的作者和读
者层次一致，如果要保持作者和读者群的稳定，期刊就

必须加入因特网，利用网络来为作者和读者服务，利用

网络来吸引更多的新老作者［５］。期刊网站利用丰富

的导航结构，可以引导用户找到原本可能被忽略的、感

兴趣的资源，期刊网站应该做到对核心作者与潜在作

者具备同样的吸引力。专业期刊网站的一个很大劣势

就是对读者的吸引力不够，而特色栏目的构建就是解

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６］。特色栏目的构建应该突

出学术性和专业性。药学期刊网站是药学科技信息的

传播媒介，在网站上不妨设立科技成果展示、热点文

章、信息分析、热点链接、行业观察、企业服务、新品速

递、专题聚焦、专题讲座、人物介绍、书讯、书评、业内研

究动态等栏目，追踪学科研究的前沿，成为读者、作者

学习、科研、工作的有益助手。增值服务及个性化服务

应该包括期刊所涉及的领域或学科的最新消息、杂志

社的最新公告、相关的广告业务，实现 ＥｍａｉｌＡｌｅｒｔ和
ＲＳＳ订阅服务。

《中国中药杂志》的网站开设了《编辑出版》专栏，

除了一些出版专业的知识介绍外，还设有很多针对作

者写作培训的内容，如“医学论文的写作技巧”“关键

词在学术论文中的合理使用”“国家标准参考文献格

式”“写论文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等。这也是期刊

自我宣传的一种方式，年轻作者会更多地关注这些，成

为期刊的忠实作者。

４４　在学术会议和外出调研中主动沟通，挖掘新作者
　如今，很多中国优秀作者的高质量文章都流向了国
外。面对这样的严峻现实，科技期刊编辑与其临渊羡

鱼，不如退而结网，主动出击。要善于发现作者，积极

挖掘学术新秀。每年，国内都会由各种行业协会、科研

机构等组织召开一些学术交流会议，会上常常会涌现

出一批行业新秀［７］。

编辑人员参加这些学术会议，不仅可以拓宽专业

知识、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科发展动态，还可以直接接触

并发现有科研创意的新作者，向他们宣传刊物，组稿、

约稿；同时，多进行一些外出调研，加强与科研院所、相

关研究机构的联系与沟通。尤其对于很多刚入行不久

的研究人员，在他们还不清楚写作、投稿的流程及自己

所适合的期刊时，编辑这时候就可以成为新作者进入

科技论文写作领域的一个带路人，通过长期的努力与

积极争取，很大一部分新作者都可能成为明天的核心

作者。

４５　认真构建动态的作者档案管理平台　认真收集
每一位作者的全面信息，将核心作者与潜在作者进行

分类，将不同学科领域的作者进行分类，通过作者群的

细分实施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不断地进行相应的沟

通和反馈，实现作者队伍维护方式上的多元化、动态

性，建立起作者档案管理平台。作者档案的内容应包

括作者的详细信息，如姓名、年龄、学历、职称、专业特

长、主要研究方向、基金资助项目、所在研究机构、联系

地址、电话、邮箱等。如果作者是学术带头人，还应该

将其助手的信息充实到作者档案管理平台中来，这也

可以作为挖掘新作者的方式之一。与作者不仅要进行

学术上、稿件方面的交流，还应多注意与作者的感情沟

通，通过函件、电话、赠送期刊、寄贺年卡等方式加强与

作者的联系，了解他们的工作进展，鼓励他们继

续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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