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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竞争机制　提高办刊水平

———以《中国天然药物》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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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中国天然药物》的办刊实践，分析该刊引入竞争

机制和理念，充分借助优势资源、先进的运作模式、更适合读者

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等来形成刊物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的过程和

内容。实践证明，引入竞争机制显著提高了办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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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学科的高度分化和综合，科技期刊出现综合

交叉和分散重复现象，数量的不断增加将是其发展的

总趋势［１］。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科技期刊之间的竞

争是科技期刊生态系统中的普遍现象。完善竞争机

制，实行优胜劣汰，成为推动我国科技期刊改革深入的

一项重要内容。如何强化竞争机制，让期刊在现有的

生态环境下良性成长，是摆在办刊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笔者根据《中国天然药物》的办刊实践，分析刊物引入

的竞争机制和理念，充分借助优势资源、先进的运作模

式、更适合读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等来形成刊物自身

的核心竞争力的过程和内容。实践证明，引入竞争机

制显著提高了办刊水平。

１　内容为王：学术质量的竞争

　　近年来，科研经费的持续投入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

科研创新能力，科技产品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２］，我国已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科技论文产出大国。一项针对编辑部

及学科专家的调查结果显示，“学科发展水平制约”“优质

稿件外流”“科研评价导向”是影响我国期刊质量的３个主

要因素［３］。论文的学术内容和质量决定期刊的学术质量

水平。在目前科研评价导向不利的情况下，积极约稿、组

稿，通过多种手段吸引大量优质稿件和作者［４］，提高期刊

的学术质量水平，已成为期刊编辑们的共识。

《中国天然药物》坚持内容为王，采取多种措施，保

证刊物的学术质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

１）稿件录用原则。为了保证刊物的学术水平，经

编委会讨论，制定了《中国天然药物》稿件录用原则，坚

持高标准。在每次编委会议上都讨论这些原则，使之

不断完善。所有稿件的“三审”都以此原则为依据，使

刊物的学术质量在源头上有了保障。

２）审稿流程。《中国天然药物》出版行为比较规

范，每期除责任编辑外，还有专人分工负责学术、经营、

宣传、服务等具体工作，与编委联系分工到人，效率高。

稿件处理时滞适中，平均发表周期１８０天。实行三审

三校制度，稿件审理流程科学合理，外审比例７０％。

实行栏目编委责任制。采用ＣＮＫＩ提供的查检学术不

端行为软件，严把学术质量关。

３）语言润色。编辑部聘请专业英文教师及有海外

背景的学科专家修改稿件，提高文章的可读性。

４）新化合物查新检索。编辑部聘请药物化学专

家，利用ＳｃｉＦｉｎｄｅｒ数据库，对稿件中的新化合物进行

详细的核实，确保刊出的新化合物在之前从未被报道

过，当已有类似结构或模棱两可的情况，会请作者进一

步核实，或提供是新化合物的依据。

５）注重基金论文比例。

６）优秀稿件免收版面费，并加速出版。

７）注重发挥特色栏目的功能。加强组稿和约稿工

作，强化期刊的特色，提高刊物下载率和被引用率。

这些措施，保证了稿件的质量，使《中国天然药物》

在创刊时间较短的情况下便成为行业内知名期刊。据

２０１０版《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中国知网）数

据，本刊２００９年影响因子高达１．５５３，居１１７种中医

药学期刊第２位，居６６种药学期刊第３位。

２　扩大声誉：品牌影响力的竞争

　　１）举办品牌学术会议。举办了２届大型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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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然药物研究与发展论坛”，在业内赢得了良好

声誉，使《中国天然药物》创刊不久便树立了自己的品

牌形象，形成了竞争优势。

２）创办精品科技期刊。“精品科技期刊战略”的目

标与宗旨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的学术交流，提高我

国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出版质量，培育一批在学科

和专业领域内有较强影响力和辐射力的精品科技期

刊，带动我国科技期刊整体质量和水平的提高，使我国

科技期刊尽快走向世界［３］。经严格评审，２００９年《中

国天然药物》进入中国科技精品期刊示范项目。

３）建立特色栏目——— 《思路与方法》。在栏目策

划过程中，本着创新性、权威性、前瞻性、可读性的要

求，着力提高关注度、下载率和引用率，打造来源于天

然、兼容中西方创新药物研发思路与方法；定位为“大

师写给专家阅读的文章”，每期１个主题，请１位院士

对该主题进行评述，选取３篇不同角度、不同机构大师

级论坛性文章，编辑部撰写“编者按”进行导读。在

ＣＮＫＩ高下载ＴＯＰ２０中，１７篇为品牌栏目《思路与方

法》的文章。该栏目已成为《中国天然药物》的一个学

术品牌栏目，使期刊品牌深入人心［５］。

３　把握人脉：学术资源的竞争

　　１）加强编委会建设。《中国天然药物》编辑委员会

汇集了在天然药物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权威与

年富力强的学术精英。２００３年创刊时第１届编委共

有８２人，其中院士１３人；２００８年６月第２届编委会

中印刷版编委８３人，学术顾问层院士３４人，编委中长

江学者、杰出青年学者、百人计划成员学者超过３０％，

外籍编委３１人。权威的编委、审稿人既可以是作者，

又可能对目标读者（潜在作者）的投稿趋向产生影响

力，编委的实际工作带动了高质量的稿件投向本刊［６］。

主编代表编辑部参加或组织国际性学术活动对于

提高期刊的显示度和知名度，推动期刊的国际化进程

有重要作用。主编充分利用专家资源，在会议上积极

约稿或者组织出版与学术会议相关的专辑，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７］。

２）强化服务理念。三流的企业做产品，二流的企

业做销售，一流的企业做服务，这对科技期刊的发展同

样有启示意义。《中国天然药物》以“策划创造财富，服

务提升价值”的理念服务于作者、编委和客户，提升刊

物的竞争力，维护刊物的学术资源。

２００６年，编辑部为作者与编委提供被《国际权威

检索数据库收录与引用》检索证明，学术论文被国际权

威检索数据库收录篇次的多少，客观记录了作者的科

研成果在国际学术领域受关注的程度。２００９年８月，

编辑部利用Ｓｃｏｐｕｓ数据库、ＯＣＬＣ数据库的作者身份

识别系统，为每位编委建立学术档案，综合反映研究人

员的学术产出、影响力及学术联系，提供被国际数据库

收录文章、载文数、被引频次、ｈ因子、合作作者数等内

容。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与汤森路透、爱思唯尔公司举办

如何撰写高水平论文公益讲座５次。２０１１年，编辑部

为重点作者查询整理ＳＣＩ引证报告，通过分析以及引

文报告等快捷提示科研发展的脉络。编辑部的超值服

务，有效维护了刊物的学术资源。

编辑和出版实现标准化、规范化，提供公平、公正、

公开的稿件录用、审理流程，实行有效的同行评议，按

约定时间向作者反馈意见。积极为作者着想，为稿件

优化提供平台，采用国际学术界熟知的Ｓｃｈｏｌａｒｏｎｅ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审稿系统，加强与作者的沟通。经常征询

意见，以优质服务吸引、留住作者和读者。

《中国天然药物》编委会组织优秀作者评选及颁奖

活动，以期倡导科研人员弘扬科学精神，潜心于科学研

究，进一步激励与引导作者将高质量的论文投向本刊。

稳定的审稿专家队伍和作者队伍，成为刊物可持续发

展的学术资源。

４　经营创新：社会资源的竞争

　　科技期刊不是孤立存在和发展的
［８］，它必然要依

托于各种相关的社会资源，科技期刊对社会资源的有

效利用，可以使自己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转变观

念，经营创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高是科技期刊追

求的最高目标。

１）办刊模式集群化，提升社会效益。《中国天然药

物》由中国药科大学、中国药学会主办，科学出版社出

版印刷版，爱思唯尔公司基于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２０００万

用户出版本刊全英文网络版。

《中国天然药物》第一主办单位中国药科大学是教

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是在药学界享有盛誉的国家“２１１

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专业药科大

学。第一主办单位良好的教学和科研背景，为刊物提

供了优质的办刊条件，也使刊物在创立之初便有较好

的业界口碑。

第二主办中国药学会是在我国药学领域影响最

大、学术声誉最高的专业学会。刊物加入中国药学会

行业学术期刊群（２１种），利用药学会下属的各个专业

委员会积极组稿，扩大作者与读者群。通过中国药学

会的统一宣传、统一征订，针对性强，降低了发行成本。

中国药学会系列期刊共同参与国际交流，扩大了影响。

国家一级学会主办的期刊利于被国际检索机构收录。

中国药学会的年度审读、中国药学会出版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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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行业期刊发展策略、中国药学会期刊网的建设等

都为刊物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

科学出版社是我国学术声誉最高的出版机构，依

托中国科学院和“科学家的出版社”品牌优势，保持着

“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和“严肃、严密、严格”的优良

作风。《中国天然药物》加入科学出版社中国学术期刊

群（２１２种），是唯一一种非中国科学院主办的药学期

刊，本刊“高质量、高层次、高品位”的办刊定位契合了

科学出版社的出版方针。科学出版社协助刊物进行

ＤＯＩ申请及网络版制作，实现互联网“跨平台链接”，

为刊物提供信息及数字服务、培训及吸纳参加相关会

议与国际交流、联合征订宣传及发行服务。

荷兰爱思唯尔（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出版集团是全球最大的

科技与医学文献出版发行商之一。《中国天然药物》通

过与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公司的合作，进一步增强了国际化程度，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下载量提高，国际来稿比例也不断提高。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公司为刊物提供国际宣传、引证数据分析、推

荐进入ＳＣＩ评审程序等服务。

集群化的办刊模式，为刊物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

思路和途径，用丰富的社会资源提升了刊物的竞争力，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２）实行理事单位经营，提升经济效益
［９］。理事会

的功能是通过学术期刊搭建产、学、研交流平台，促进

期刊品牌运作，提升期刊的影响力。２００５年《中国天

然药物》理事会成立之初，仅有１０家左右理事单位，由

代理公司运作。随着理事会模式的稳步发展，到２００８

年理事会规模扩大，理事单位达４０余家，常务理事单

位逐步稳定，代理机构也发展到３家。到２０１０年，理

事单位６年累计６０余家，常务理事单位２３家。理事

会经过６年的经营，渐渐成熟。理事会模式的成功运

作，为编辑部带来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５　人才培养：办刊队伍的竞争

　　《中国天然药物》编辑部注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根据每位编辑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分配与其相适

应的工作，发挥每位编辑的潜能，为刊物的快速发展提

供人才保障。

为了提高编辑人员的业务素质，从２００７年起编辑

部建立并实施集体业务学习制度，形成了一种浓厚的

学习氛围，编辑人员特别是青年编辑养成了一种良好

的主动学习的习惯［１０］。近年编辑部成员在核心期刊

上发表相关领域论文４０余篇；２００３年至今承担基金

项目１０项，其中２００８年编辑部承担的中国高校科技

期刊研究会重点项目“中国科技期刊进入国际重大检

索系统的意义与途径”（ＧＢＪＸＡ０８０１），获经费１０．５万

元。编辑部集体及个人获奖３０余项。优秀的人才队

伍为本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人力保障。

６　结束语

　　 《中 国 天 然 药 物》被 中 国 科 学 引 文 数 据 库

（ＣＳＣ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科技论文统

计源数据库收录为国内权威核心期刊；２００９年，被评

为“中国科协精品期刊”，２０１０年获教育部科技司“中

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称号，２０１１年在第２届中国学

术期刊评价中被评为“ＲＣＣＳＥ中国权威学术期刊

（Ａ＋）”。这些都与刊物建设过程中多环节引入竞争

理念和机制密不可分。相比于竞争对手，《中国天然药

物》拥有更多可持续性优势：优势资源方面包括社会资

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等；先进的运作模式包括理事

会经营模式、创新性策划等；更适合读者需求的产品和

服务包括高附加值、独特性的服务等。通过多个领域

相互作用形成刊物的核心竞争力。

科技期刊引入竞争机制的实际效果是期刊质量明

显提高，期刊经营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编辑队伍稳定、

快速成长，以高质量、高水平的期刊促进科学技

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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