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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于战略联盟的中国高校医学期刊集群化发展

钱　锋１）　赵金文１）　周秀云１）　叶振华２）　郭　 颖２）

１）《实用临床医药杂志》编辑部，２２５００１，江苏扬州；２）北京中高科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１０００８３，北京

摘　要　通过分析当前高校医学期刊面临的困境以及高校医
学期刊联盟与子期刊之间的关联性，并借鉴国内外期刊集群发

展的成功经验，认为期刊集群化是中国高校医学期刊发展的现

实需要，而基于战略联盟的集群化发展则是中国高校医学期刊

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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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期刊正步入细分化、专业化、品牌化、集

群化的时代。在现今市场大环境中，高校医学期刊既

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携手

共度难关、重振雄风是高校医学期刊群体的理智选择。

在合作中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共谋生存与发展，方能

与时俱进，共同迎接来自国外医药出版集团和国内医

药期刊集群的竞争。期刊集群化是高校医学期刊群体

发展的现实需要，而基于战略联盟的集群化发展则是

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的最佳选择。

１　高校医学期刊面临的困境

　　在这个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高校医学期刊陷入
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纵然有极少数期刊一枝独秀，但

就“高校医学期刊”整体实力而言，来自多方的“全、

小、散、弱”“千刊一面”“低水平重复”等批评之声不绝

于耳。从整体上看，高校医学期刊目前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高校医学期刊虽身处高校丰富的学术资源、专家

资源、科研资源、教育资源环境中，但办刊理念却比较

落后，因而对一流论文缺乏吸引力。二是出版力量分

散、单薄，综合性期刊内容繁杂，缺乏学科特色，无法吸

引研究人员或单位的眼球；因此，各高校的高水平论文

大量流向校外期刊。比如：一流稿件流向国外———

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学者的 ＳＣＩ论文增长３０８％，其中在
中国ＳＣＩ期刊发表的论文增长１２６％，在海外ＳＣＩ期刊
发表的论文增长４３４％；１９９９—２００９年中国大陆作者
的高影响力论文（被引用位列各学科的前１％）４４３３
篇，其中只有 ５１篇（１．１％）在中国大陆期刊上发
表［１］。二流稿件流向国内其他专业期刊，据统计，国

内权威专业学术期刊的稿件来自高校者占到７０％［２］。

２　集群化是高校医学期刊发展的现实需要

　　目前期刊的竞争已经上升到社团与社团之间的竞
争。单个期刊在没有做大做强之前，就像一叶孤舟在大

海上漂移不定，随时都可能被一个浪头击打得支离破

碎；只有组团走上通往“专、特、大、强”的道路，才能共同

面对来自外国医药出版集团和国内医药期刊集群的竞

争。建议政府指导，行业学会牵头，改变目前的办刊体

制和模式，合理布局，重新组合，有计划、有步骤地组建

若干个地区性或全国性的高校科技期刊出版单位，把高

校分散的办刊力量集中起来，互利互助，资源共享。

新闻出版总署李东东副署长曾指出高校期刊改革

的路径［３］：“第一，要进一步优化高校期刊结构，鼓励

高校期刊向专业化、特色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坚持区

别对待、分类指导，在从严控制、科学评估、扶优汰劣、

促进繁荣的原则下，优化高校期刊结构和布局，改变配

置刊号的资源方式。第二，要进一步完善学术期刊质

量评估标准、建立高校期刊准入退出机制，对大学学报

实行优胜劣汰，促进学术期刊质量提高。第三，要进一

步深化高校期刊出版单位改革，鼓励高校期刊集约化、

规模化发展，构建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创新高校期

刊出版体制。要把分散的办刊力量集中起来，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借鉴国外先进的办刊经验，形成一批开

放型、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群。”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冯长根认为：“面对国际出版集

团的竞争，我们要通过体制改革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机制，

通过联合或兼并重组，走规模化发展道路，实现专业化的

出版集团。只有集群化才是我们未来的出路。”［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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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从分散经营走向规模经营是应对市场竞

争的需要，也是科技期刊产业化发展的方向；但高校期

刊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期刊产权制度的改革。高校科技

期刊多数只有编辑单位，而无出版单位；所以，只有改

革期刊产权制度，期刊才能作为市场化的主体真正参

与市场活动。但这个问题的解决非一朝一夕之事，高

校医学期刊走上集群化发展道路任重而道远。

在现有体制下高校医学期刊可以在政府的指导

下，依托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及其医学期刊专业

委员会这个平台，组建高校医学期刊集群化发展战略

联盟，这是当前最合适的选择。

３　国内外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

　　通过剖析国际主要出版商，不难发现其市场化运
作主要是２０世纪后期以来通过集群化来实现的。例
如，国际上最大的期刊出版商Ｅｌｓｅｖｉｅｒ，自１９４７年创办
第１种期刊《Ｂｉ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Ａｃｔａ》（ＢＢＡ）开
始，至１９７０年，它拥有的期刊寥寥无几；而自１９７０年
开始，采用重组兼并的方式不断扩大期刊数量，目前已

拥有期刊２５００余种，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集群
化发展［５］。又如，国际知名出版商 Ｎａｔｕｒｅ出版集团
（ＮＰＧ），自１９９９年成立以来，通过创办新刊和联合学
会协会期刊的形式，目前已形成了包括１００余种期刊
的可供经营运作的期刊群。

国内期刊市场上也不断涌现出多家期刊出版集

团。例如，北京卓众出版公司是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

整体转制的第一家集报刊主办、出版和经营于一体的

出版企业，拥有１报１０刊［６］。继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公司之后，中国科技出版传媒

集团有限公司暨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也于

２０１１年７月成立，成为又一经政府批准组建的国家级
大型出版传媒集团［７］。而对高校医学期刊集群化发

展更具借鉴意义的，应是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群。

早在２００８年底，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就制定了集群
化发展规划，目前已经形成了期刊集团的雏形，是中国

拥有刊号资源最多的出版单位，旗下１２５种刊物的期
刊证全都在杂志总社的手中，而不是分散于不同的单

位。在品牌经营和市场运作方面，中华医学会系列杂

志更是先行者，经历了这个不成熟市场环境的历练和

阵痛，如今已经打造成中国医学期刊“航母”，正在向

真正实现集群化发展的方向迈进［８１１］。

高校医学期刊群中现有期刊２９４种，在数量上远
远超过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９１０］，但在期刊学科结构、

专业布局、出版周期、期刊品牌影响力等方面与中华医

学会系列杂志尚存在较大的差距。

因此，高校医学期刊应以上述案例为榜样，借鉴其

经验，从战略层面制订与市场机制衔接、与国际出版业

接轨的集群化发展目标和分阶段实施的操作方案。

４　高校医学期刊集群与子期刊之间的关联问题

　　西方的出版集团与子公司之间基本上采用母子公
司制，是一种资本关联，期刊集团和每家期刊均设有主

编和出版人，集团只负责子刊的战略定位及对子刊负

责人的选拔。只要子刊经营得好，能够完成预定的利

润指标，集团不对子刊的工作进行任何干涉。

我国的出版集团和其所属的子公司从总体上看还

是一种行政关联，如加盟中华医学会则需出让主办权。

它有以下几种运营模式［８］：一是直接运营，实行人、

财、物一体化，推行编辑部主任负责的目标管理责任

制；二是合作经营，编辑部负责内容编辑，杂志社参与

其广告经营、市场推广等；三是指导运营，期刊编辑部

独立经营，但接受杂志社的出版质量管理和运营监督。

在高校医学期刊集群内，涉及品牌、信息、技术、资

金、人才、政策等各种意义上的广泛关联，使得内部形

成大量的信息集聚、技术集聚、资金集聚、人才集聚、政

策集聚、权力集聚（代言人）等。从策略上说，第１步
应是类别关联，吸收更多的高校医学期刊加盟，各期刊

独立经营，接受联盟的出版质量管理和运营监督。第

２步要进行品牌关联，共同打造“中国高校医学期刊”
品牌，设计并使用共同的称谓和标志，如“中国高校医

学期刊联盟”。第３步，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应
组建诸如“中国高校期刊出版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

市场主体，对采编、广告、发行、经营、数字化等领域内

的业务进行集中运作，实现资本关联。在目前的市场

环境中，行政关联是密切集群与子刊关系的有效选择。

高校医学期刊可以向“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让

渡部分主办权，以与它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实用临

床医药杂志》在这方面已率先进行了尝试，在保留“扬

州大学”为第一主办单位的基础上，增加“中国高校科

技期刊研究会”为第二主办单位，以为该刊提供更宽

广的发展平台，目前已获新闻出版总署批准。

集群成员在集群的不同结构中形成不同资源整合

的协同效应，正如碳元素的不同结构方式形成了完全

不同物理属性的钻石和石墨一样。我们的目标是将高

校医学期刊打造成钻石品牌。这种协调和管理需要发

挥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及其医学期刊专业委员会

的领导作用，从而产生聚集效应。

５　高校医学期刊集群内子刊之间的战略联盟

　　被称为“２０世纪末最重要的组织创新”的战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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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是指企业为了实现其在某个时期的战略目标而与

其他具有优势互补的企业所结成的合作关系。战略联

盟是联盟各方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信任、相互

独立的基础上，通过事先达成协议结成的一种平等关

系，合作创新战略联盟可以实现资源放大、获取技术、

市场进入、规模经济、分担风险、知识学习等目标［１２］。

在世界上１５０多家大型跨国公司中，以不同形式
结成战略联盟的高达９０％。从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９５年，欧
洲、日本在美国的联盟企业数目递增了 ４２３％，全球
５００强企业平均每家拥有６０个主要的联盟关系。战
略联盟的核心是知识资源共享，成员彼此之间缺乏知

识资源利用，仅形成类似联盟的行业松散团体（如期

刊峰会），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联盟。

根据各自的需求和发展战略，在中国高校科技期

刊研究会及其医学期刊专业委员会的指导和协调下，

集群内子期刊本着自愿的原则，组建出版联盟、编校联

盟、组稿联盟、数字化联盟、广告联盟、版权联盟、学术

营销联盟、教育培训联盟，等等［１３１５］。各种联盟的建

立与活跃，让高校医学期刊集群充满生机与活力，能够

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打破高校门户之见，推动业务重

组，打造共同市场；能够促进业务融合，多种媒体、多种

形式互动开发同一内容，从而延长产品的价值链，获取

更大收益；能够全面整合物流、商流、资金流和信息流，

促进效益的最大化：不断加深合作，实现高校医学期刊

集群规模化扩张与单刊的专业化、集约化经营，在未来

谋求高校医学期刊更高层次的集群化发展。

６　集群化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

　　高校医学期刊集群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经历一
系列发展步骤，经历不断磨合。其路径选择决定了高

校医学期刊集群化发展道路的远与近、宽与窄、曲与

直。在具体运作的过程中，笔者认为需要处理好以下

几个关键问题：１）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建立沟通机
制，形成联盟整体的核心价值观体系；２）发挥中国高
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及其医学期刊专业委员会的聚合作

用，合力打造“中国高校医学期刊”品牌；３）建立知识
共享与分享的平台和机制；４）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挖
掘潜在资源，努力将资源有效转化为资产；５）组建共
同征稿平台，引导高校学报向集约化、专业化方向发

展；６）建立高校基础与临床科研转化医学协作平台；
７）成立基金会，多渠道谋求社会资金的支持；８）推进
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积极拓展行业的内涵和外延，

共建共享高校医学期刊全媒体数字出版产业链。

高校医学期刊联盟具有天然的竞争优势，广泛的

人脉关系，良好的社会基础，优质的受众资源，充裕的

人才储备。如果将高校医学期刊比成这一颗颗闪亮的

“珍珠”，如今有２９０多粒这样的珍珠散落在中国大地
上，适时用“合作”之绳将之串起，编成“共赢”之网，抓

住机遇、乘势而为，在期刊出版转型、转制，提高竞争力

和影响力的过程中取得新的成绩，为中国高校科技期

刊事业不断增光添彩，再创辉煌［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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