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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华医学会第５次杂志工作会议召开之际，回顾中
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发展历程，总结经验，探讨在我国文化体

制改革时间表、路线图已确定的情况下系列杂志乃至我国科技

期刊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　科技期刊；文化体制改革；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
发展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ｄ，ｂｒ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ｌｕｓｔｅｒ
ｃａｓｔｅｄ∥ＳＨＩＺｈａｏｙｕｎ，ＹＯＵＳｕｎｉｎｇ，ＹＵＡＮＧｕｉｑｉｎｇ，ＣＡＩＬｉｆ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ｔｔｈｅｏｐｅ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ｉｓ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ｇａｉｎｅｄ
ｉｓ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Ｔｈ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ｓｕ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ａｎｄｅｖｅｎ
ａｌ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ｓａｌｓ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ｈｅｒｅ，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ｕｔｅ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ｃｉｔｅｃｈ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００７１０，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以下简称系列杂志）自

１８８７年《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前身《博医会报》创
刊以来，截至 ２００８年 １１月已发展为 １１８种，形成了
“中华”“中国”“国际”３大医学系列期刊，涵盖了我国
医药卫生科学的各个专业，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和作

者学术交流的需要，成为我国医药卫生科技领域主流

期刊群，被国家有关部门领导誉为“我国期刊界的一

面旗帜”［１］。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６—７日，中华医学会在北
京隆重召开第５次杂志工作会议，主旨是通过回顾和
总结系列杂志多年来的发展，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探

讨系列杂志未来５年的发展大计。来自新闻出版总
署、中宣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卫生部及其他相关部门

的领导，各系杂志的总编辑、编辑部主任及其承办单位

的负责人约４００人参加了这一盛会［２］。在此借这次盛

会召开之际，回顾系列杂志的发展历程，总结经验，以

探讨系列杂志乃至我国科技期刊的未来发展之路。

１　系列杂志概况

１１　学科结构和专业布局　经过多年的选择发展，目
前系列杂志学科结构为：临床医学６１种，综合２８种，

基础医学１７种，预防医学７种，护理学３种，中医学１
种，科普１种。其中中文期刊１１５种，英文期刊２种，
中外合作期刊（中文版）１种。总体而言，学科结构和
专业布局日益完善，语种分布和出版频率更趋合理，基

本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和作者学术交流的需要，但在

科技期刊融入世界交流大舞台的背景下，以及科技期

刊肩负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的社会责任方面［３］，仍需提

高英文版期刊和科普类期刊的比重。

１２　影响力不断提升
１）显示度和被利用情况。①２００７年在中国科技

期刊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最高的１００种期刊中，系
列杂志分别占２２％和 １０％［４］。②《中华医学杂志英
文版》作为国内唯一被ＳＣＩ收录的临床医学类期刊，影
响因子逐年提升，尤其是其完全免费开放的网站每天

在线阅览读者达３万多人次，登录者来自１００多个国
家和地区，每月下载量达 ２４万多篇。③系列杂志
１００％被我国权威检索系统或数据库收录，被国际著名
检索系统或数据库收录数量分别为美国ＳＣＩ１种、《医
学索引》２６种、《化学文摘》２７种。
２）主要获奖情况。①国家期刊奖和提名奖：分别

为２００１年３、１种，２００３年２、２种，２００５年３、１种。②
“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称号”：入选第１～７届分别
为１２、１３、１５、１５、１７、１７、１９种。③择优资助：２００１年
至今，系列杂志共有１２７刊次获得中国科协择优资助。
④精品期刊：在中国科技信息所最近发布的３００种中
国精品科技期刊中，系列杂志占４３种，成为我国最大
的精品科技期刊群［５］。

３）现代化建设成效显著。①网络化建设：杂志社
建立了门户网站中华医学网（ｗｗｗ．ｍｅｄｌｉｎｅ．ｏｒｇ．ｃｎ），
全面介绍系列杂志的各种信息，开通了“在线订阅与

在线支付平台”，已有４６％的编辑部开通了自己的专
门网站。②开发稿件远程处理系统：杂志社自主开发
了“稿件远程处理系统”，并正全力研发新的系统，供

所有系列杂志免费使用，共享中华医学会审稿专家资

源，缩短稿件处理时间和出版时滞，节约出版成本。③
探索期刊数字化出版之路：为整合系列杂志的数字化

资源，全面提升期刊品牌价值，调整产业结构，２００７年
学会在经过深入市场调研的基础上，本着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采用公开招标、科学评标的方法，最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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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与万方数据有限公司实施独家授权合作，共同打造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数字化期刊平台”［６］。

２　系列杂志发展的经验与思考

２１　坚持办刊宗旨　系列杂志始终把促进医学科技
进步和推动我国医学科技学术交流作为办刊的基本追

求。在当今学术研究与学术出版浮躁的大环境下，部

分期刊变成了为追求评价指标或经济利益而办刊［７］。

我们始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同时兼顾经济效益的原

则，以学术引导和促进期刊的经营［８］，力争办“双效”

“双爱”期刊［９］。我们的目标就是把系列杂志办成记

载科学优先权的精品学术期刊，办成个性化、特色型的

科技期刊，绝不做“作业本型”的功利性期刊。今后我

们将在这条路上继续求索。

２２　重视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 　实践证明，健全的
制度和严格的管理是期刊质量的保证。系列杂志执行

严格的制度和严谨的编排规范，“沉淀和形成了独特

的期刊文化与特色”［１］。

１）制度建设。杂志社形成了行政、质量、出版、网
络和财务管理５大类管理制度，汇编为《中华医学会
杂志社规章制度》［１０］，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完善。

为加强对各期刊编辑出版的指导和信息沟通，从２００６
开始编印出版了《杂志工作通讯》，通过对业界同行免

费赠送，加强了系列杂志的整体宣传和文化建设［１１］。

２）质量控制的实施。近年来杂志社特别加强了
期刊评价和质量控制的制度化建设，严格恪守稿件评

议的“三审五定”制度、编辑发稿的“齐清定”制度，并

进一步完善了各种质量管理规定，如《中华医学会系

列杂志编辑出版质量管理办法》《中华医学会系列杂

志评估体系》等，制定准入和退出机制。２００６年全系
列内聘请审读专家，对系列杂志进行了逐本审读，针对

各刊实际情况提出具体意见。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８年，分别
聘请了４７、５４位专家对系列杂志进行集中审读，从政
治、学术、编辑出版、运营质量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并

根据审读结果在《杂志工作通讯》上公布系列杂志大

排名，激励和督促各刊全面加强质量建设，取得了较好

成效［１２］。同时，要求各刊严格执行出刊后１５日内上
报自检制度，并根据差错性质分成６个级分别给予相
应处罚，督促各刊不断进步。

２３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这是杂志可持续发展的
动力。

１）编委会建设。编委会是期刊的学术组织工作
机构，具有把握期刊学术质量和学术导向的职责［１３］。

系列杂志非常重视编委会的组织建设，严格按照相关

规定，注重遴选学术和学科带头人担任总编辑或副总

编辑，遴选优秀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担任编委。目前

系列杂志编委总人数１万余名，其中两院院士１００多
位。此外还有外籍编委、通信编委、特邀编委近５０００
名。这些编委在引领学科发展、扩大期刊影响力等方

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２）评审专家队伍建设。系列杂志一直注重评审
专家队伍的建设，遴选本学科和相关学科优秀专家承

担稿件评审工作，建立专家数据库。２００８年１１月，杂
志社举办了首届审稿专家培训班，聘请国外名刊总编、

国内出版专业领军人才以及多年为系列杂志审稿的资

深专家做专题报告，受到广大审稿人的热烈欢迎，将为

提高和保证系列杂志的学术质量发挥重要作用。

３）编辑出版人才队伍建设。自１９８５年以来，中华
医学会一直承担全国医药卫生期刊主编、编辑的岗位

培训任务，不仅为学会造就了一支稳定的高水平编辑

出版人才队伍，也为我国的医药卫生出版事业输送了

大量人才。杂志社对办刊地点在学会大楼内的期刊全

面实行竞聘上岗机制，增强了各编辑部主任提升自身

素质的紧迫感，也使一批年轻编辑崭露头角。杂志社

还成功举办了 ３届“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劳动技能大
赛”，形式活泼，参加人数逐年增加，为优秀人才的脱

颖而出搭建了平台［１４１５］。

２４　注重理论建设　杂志社一直注重相关理论研究
与学习，成立了学术委员会，组建了多个课题研究小

组，如期刊发展研究组、临床科研设计组、标准化和规

范化组、审稿研究组等，对期刊质量实施监督，并对期

刊发展模式与战略进行研究。杂志社承担并完成多项

国家及省部级课题研究，编辑出版人员每年发表的论

文数量多年来一直位居我国科技期刊社首位。

２５　提升经营能力　在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前提
下，科技期刊已经走出了象牙塔。以学术引导期刊经

营，增强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能力是每种期刊必做的

功课。系列杂志在不懈追求学术质量的同时，也没有

忽视经营能力的培养。２００７年，在中华医学会主办的
１１８种期刊中，盈利的有９０种，占７６．３％。广告年收
入１００万～２００万元的期刊有１５种，占１２．７％，２００万
元以上者有７种，占５．９％。目前系列杂志正利用多
种途径，开发品牌资源，力争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

丰收。

３　未来发展规划

３１　期刊发展面临的挑战
１）国家期刊体制改革带来的挑战。我国文化体

制改革的步伐加快，期刊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转型时期。如何适应新形势，遵循期刊发展的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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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跳出传统的期刊经营业态，是求得进一步生存与

发展的重要出路。

２）期刊市场竞争压力的挑战。科技期刊的市场
化是必然趋势，特别是随着国际出版资本的注入，科技

期刊的市场化趋势和步伐将加快。经营性期刊和市场

化进程带来医学期刊竞争加剧，给墨守成规的期刊出

版带来无情的挑战。

３）期刊数字化与网络化带来的挑战。出版数字
化和网络化给传统信息获取途径、读者的阅读方式和

途径带来巨大变革，其后果是纸版期刊发行量的持续

滑坡。发行量的下滑直接造成广告经营额的下跌，给

以往靠发行和广告经营为主要盈利模式的纸版期刊带

来重创。

４）期刊国际化带来的挑战。全球化已渗透到各
个领域。我国优秀论文大量流向具有较高国际影响力

的国际化医学期刊。对于以中文出版为主的系列杂

志，如何融入世界科技交流舞台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３２　未来的发展规划
１）实施精品战略，打造精品医学期刊。系列杂志

要坚定不移地落实精品战略，打造一流的精品医学期

刊：一是重点选择一批已基本具备国际化条件的品牌

期刊、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期刊，实施重点扶持战略，

打造国际化期刊，向国际水平靠近，直接冲击世界水

平；二是扶持一批面向国内的重点学科的品牌期刊，脚

踏实地地为我国医学科技工作者服务，以立足国内、面

向世界的策略逐步扩大国内外的影响。

２）加快期刊网络化和数字化建设。①建立期刊
网站，实现刊网合一。②完善中华医学网，创建中国名
牌医学及编辑学网站。③完善网上稿件远程处理系
统，提高编辑工作效率，降低出版成本。④创建和打造
数字化平台，促进系列杂志数字化资源整合，扩大系列

杂志的品牌影响。

３）实施期刊国际化策略。系列杂志尽管在国内
医学界或科技期刊界影响较大，但国际影响尚有限。

首先要争取更多期刊被国际著名检索系统或数据库收

录，同时要不断扩大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吸引国际作者

投稿。中文版期刊要加强英文摘要的撰写，增加国际

编委的数量，提高期刊的国际化程度。

４）实施多元化经营，提高期刊效益。随着期刊出
版多元化和竞争日趋加剧，系列杂志要加强营销策划

和宣传，创新营销手段，提高经营效果。充分发挥系列

杂志的品牌优势，实施期刊品牌的延伸服务。如举办

专题学术研讨会、专题培训班、继续教育培训、咨询服

务、临床评价会等，在学术交流服务中赢得经济效益。

５）加强体制和机制创新，加快期刊集团化步伐。
李东东副署长指出：“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已形成集

团化的雏形，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已构筑了集团化和企

业化的基本构架。”［１］我们要坚持创建“中华医学会出

版集团”的目标不动摇，努力适应并紧跟科技期刊市

场化进程，创新经营体制和机制，加快深化改革的步

伐，在取得经验和待时机成熟后，整合学会内部相关机

构，创建“中华医学会出版集团”，实现中华医学会领

导下的集团化和市场化独立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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