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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综合性医学期刊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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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杂志》编辑部，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摘　要　以《中华医学杂志》为例探讨“十二五”时期综合性医
学期刊的发展策略。在加强精品力作生产方面要注意挖掘跨

专业选题、丰富栏目、加强编委作用；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方面要加强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的交流，建立并完善数字化网

络平台，增强服务意识；此外，要加强市场体系建设，从而实现

期刊自身健康发展与服务社会的有机结合。该研究可为综合

性医学期刊更好地贯彻落实《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

规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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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传播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精品力作生产、完善新闻出版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做优做强做大新闻出版产业、推动

新闻出版业转型和升级、推动新闻出版‘走出去’、加

强市场体系建设”等７项重点任务［１］。这为我国医学

期刊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课题。

综合性医学期刊代表着医学领域的学术能力和发

展水平。目前我国综合性医学期刊的学术水平、经营

能力与“十二五”规划对出版行业的要求及国际知名

综合期刊相差甚远。《中华医学杂志》作为中华医学

会会刊，创刊于１９１５年，是我国现存的刊龄最长的中
文医学期刊。现结合其特点分析并探索综合性医学期

刊“十二五”时期的发展策略。

１　加强精品力作生产

　　“十二五”时期，新闻出版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
是加强精品力作生产，大力推动内容创新［２］。中国科

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在“十一五”时期资助了４５４种
（次）期刊，资助总额达４８４０万元［３］，“十二五”时期

将进一步加大投入。这都为综合性医学期刊的发展带

来了机遇；然而，随着学科分类的进一步细化，专科杂

志蓬勃发展，加之一些评价体系对ＳＣＩ的盲目崇拜，使
得我国综合性医学期刊的优秀稿源严重分流，迫切需

要发挥学科交叉的特色，进一步挖掘优秀稿源，精心策

划选题，打造精品期刊。

１１　挖掘跨专业选题　在选题策划上应突出专业融
合的优势，避免专业拼盘式结构。学科的交叉融合是

当前国际上科技与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以转化医学

为例，其概念２００３年由美国国立卫生院（ＮＩＨ）提出，
基本思想就是将生物医学研究的关注点放在如何将实

验室的研究发现转化导向为有利患者诊断、治疗方法

的提高上，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就是实践多学科

的交叉融合［４］。这种交叉融合的学科理念迅速盛行

为综合性医学期刊带来了机遇。

综合性医学期刊拥有多学科的作者和读者队伍，

组织的稿件可以实现从基础到临床、从内科到外科、从

实验室到手术台的跨越。对一种疾病或者症候群从多

学科的角度分析争鸣正是其优势。只有为多学科交叉

融合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稿件搭建交流的平台，才能更

好地促进医学理论向临床应用的转化。

例如，《中华医学杂志》在消化科编委的协助下围

绕“胃肠黏膜屏障”这样一个跨专业的选题进行组稿，分

别于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９年召开了３届全国胃肠黏膜屏
障基础与临床研究研讨会。不同专业的学者借助多学

科交流平台展开了激烈讨论，来自胃肠外科、儿科、神经

科、烧伤科、病理生理学等专科的稿件甚至超过了消化

内科，会后部分优秀稿件在《中华医学杂志》以“重点

号”形式刊出，为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和临床医生的实践

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充分发挥了“大综合”的特点。

１２　丰富栏目设置和改进内容结构　丰富栏目设置、
改进内容结构，可使专业读者尽快了解所需的信息，同

时能吸引更多的非专业读者，实现专业深度与科学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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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有机结合。《美国医学会杂志》（ＪＡＭＡ）和《英国
医学杂志》（ＢＭＪ）都设有导读性栏目。《ＪＡＭＡ》杂志
俱乐部的稿件由美国医学会继续教育部提供，推荐每

期的重点阅读文章。ＢＭＪ的导读栏目则设在首页，名
叫“本期论文简介”，深入浅出地介绍本期文章内容。

《Ｓｃｉｅｎｃｅ》在全世界大约有１６．５万订户，是世界上发
行量较大的科技期刊之一，其订户中就有一部分是中

学教师和对科学感兴趣的律师及政府官员。这些都与

设置导读类栏目有关［５］１５７１５８。它们还有一些栏目也

很有特色，如《ＪＡＭＡ》的《住院医生论坛》《诗与医学》
是文学性很强的栏目，而《ＢＭＪ》则特设了《医学政治
论坛》《医学实践》等栏目。

中华系列杂志在栏目设置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

索，很多期刊都设有《争鸣》栏目，就一些有争议的议

题展开讨论，不仅在本专业内引起广泛关注，还吸引了

相关专业的专家参与探讨，增强了读者、作者、编者之

间的交流。

１３　增强综合性期刊编委的作用　很多著名的国际期
刊社团，主编和编委们在审稿过程中都发挥着很大的作

用。他们都在科研一线工作，能非常准确地把握稿件的

创新性和前沿性。如美国化学会，其主编和编委们负责

稿件的初筛、选择同行评议人选，最后同行评议的意见

也反馈到他们那里，从而决定稿件的取舍。在我国，专

科医学期刊的主编在其所在的领域往往具备一定的影

响力，也更热衷于带动自己专科杂志的发展，愿意把一

些新的观点、新的技术发表在专科杂志上，为同行所接

纳。综合性医学期刊专业面及受众面广既是优势，也是

劣势，其在某种程度上与各专科领军人才接触的机会少

于专科期刊；因此，综合性医学期刊的编辑需要投入更

多的精力与各专科的专家加强沟通。纵观《中华医学杂

志》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被引频次在１００次以上的文章，其中
６０％来源于编辑部组织的重点号，多为向编委的约稿。
《中华医学杂志》每年有３２期以上都设有重点号，其内
容也都是编辑和相关专业编委共同组织策划的。由此

可见，建立和维持与期刊发展相适应的、工作在学科前

沿的编委群，并加强编辑部与编委的沟通合作，发挥专

家办刊的作用，是办好综合性医学期刊的重要基础。

２　完善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刚结束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鲜明地举起了“文化强
国”的大旗，进一步明确了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

责任。“十二五”出版发展规划也指出，要充分发挥公

益性新闻出版单位的骨干作用。胡锦涛同志指出：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无论是物质成

果还是精神成果，都应该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共享，

都应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是

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６］。综合性医学期刊同

样要积极谋划、主动作为，大力增强公共服务能力。

２１　加强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的交流　学术期刊担
负着为科技发展服务的社会责任，在服务专业读者的

同时，也需要思考将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为生产力，向

大众普及科学知识，提高科学家以及期刊的知名度和

影响因子，实现多方面的统一和共赢。将学术期刊与

大众媒体沟通起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例如《新英格

兰医学杂志》（ＮＥＪＭ）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该刊的某
篇论文被《纽约时报》报道，１年内它被引用的次数将
增加７２％。《ＢＭＪ》也发现了类似情况［７］。另一方面，

期刊的研究论文被媒体广泛报道也增加了该文作者得

到其他重要期刊编辑青睐的机会。

中国科协于２００７年１月正式启动了“科技期刊与
大众媒体见面会制度”［８］，带动科技期刊迈出了新闻

发布的第一步。《中华医学杂志》作为中华医学会的

会刊和国内唯一学术周刊，积极响应并每月定期参加

此项活动，仅２００７年１年约２０篇新闻见诸各类全国
性及地方性报刊、网站和广播电台，并被新华社发通

稿，总被引频次也由３０００上升到 ４７６３［９］。自 ２００８
年３月始，《中华医学杂志》撰写推荐给中国科协的新
闻同时在中华医学会主办的新闻性刊物《中华医学信

息导报》上予以报道，新闻内容主要围绕公共健康这

个核心。为了增强医学周刊的新闻属性，《中华医学

杂志》２００６年将原来的《医学新闻》栏目改为《医学动
态》栏目，选题内容定位为医学科技性新闻，旨在每周

向读者介绍国际或国内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特别是

发表在国际优秀期刊上的大规模的多中心、随机、双

盲、有对照的临床研究成果等。

２２　建立并完善数字化网络化平台　数字出版为传
统的纸版期刊带来了冲击也带来了机遇。数字出版使

投稿审稿流程更为快捷，出版更为环保，传播更为迅

速。世界４大综合性医学期刊《柳叶刀》（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
和《ＢＭＪ》《ＪＡＭＡ》《ＮＥＪＭ》都采用的是纸版和网络版
并行。网络版的使用不仅没有使纸版的发行量下降，

还带动并提高了纸版的发行。此外，它们的网络版结

构严谨、内容丰富、与纸版互补，相得益彰。发展网络

和数字出版，将使综合性医学期刊更快地跟随世界科

技发展的步伐，更便捷地传播资讯，扩大影响力。

２００８年，中华医学会与万方数据建立了“中华医
学会系列杂志数据库”独家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作为

国内信息资源提供方与信息服务商的首次独家合作，

不仅在传统出版领域解决了数字信息版权保护问题，

而且避免了在迅速发展的信息内容服务业中由于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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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制度滞后产生的负面效应。“十二五”时期国家

将建立覆盖主要学科领域的数字学术期刊，打造基于

“云计算”技术的学术论文发布平台。我们应该乘势

而上，实现传统期刊与数字期刊互动，推动学术期刊出

版数字化转型和规范化、规模化发展，从而更好地实现

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服务。

２３　不断增强服务意识
２３１　增强社会责任感　爱因斯坦曾说过“科学对人
类的影响有两点：第一种方式是大家熟悉的，科学直接

地并且在更大程度上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

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作用于心

灵，而后者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更为深刻而恒久。”科技

期刊正是后者实现的主要媒介。《中华医学杂志》一诞

生，就紧紧围绕我国的重大社会问题进行超前性学术探

讨。在旧中国，吸毒和娼妓是２大“社会毒瘤”，该刊肩
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于１９２４年刊发了“禁毒”“取缔娼
妓”文章。此外，它还以学术上的高瞻远瞩及时预测未

来，指点迷津。４０多年前黄家驷教授的专论《我国心血
管系统疾病的研究现状及今后的发展方向》和《积极开

展肿瘤的防治研究工作》就预测到心血管病和肿瘤将是

未来威胁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作为办刊人，应该有更

广阔的胸怀拓宽服务领域，实践为国分忧的抱负［１０］。

２００３年“非典”的突发，学术期刊也在新闻报道中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１１］。

２３２　缩短出版周期　科学界默认科研成果的首发
权以发表日期为准；因此，各大知名期刊多是周刊或半

月刊，均以最快速度让新发现、新技术、新观点通过期

刊得以发表为重要任务，论文平均发表时滞大大缩短。

例如《ＪＡＭＡ》可在 ６０天之内把重要论文刊出，《Ｓｃｉ
ｅｎｃｅ》的稿件发表平均时滞是１６周［１２］１５９。《中华医学

杂志》改为周刊后，７０％以上的稿件都可以在半年之
内发表，２０１０年起全面推行了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网
络稿件处理系统，因此稿件处理时滞会进一步缩短。

今后排版和印刷形式的改革将更有利于出版周期的缩

短，也更有利于实时报道最新最前沿的医学动态。

２３３　创办精品网站　世界一流期刊无不有一个配套
的一流网站，当我们所服务的作者、读者以及审稿专家都

已经习惯在网上查阅资料、整理文献，甚至通过网络远程

会诊的时候，我们的期刊拥有属于自己品牌的精品网站

迫在眉睫。学术期刊的网络发展远远落后于科技的发展

以及大众媒体期刊，目前中华系列杂志正在积极进行各

个期刊的门户网站建设，在不久的将来，作者、读者以及

我们编者将会畅通地通过期刊的网站开展互动。

２３４　做好会员服务工作　综合性学术期刊大部分
都是伴随着科技社团发展起来的，很多国际知名的综

合性期刊都是该学科协会或者学会的会刊，通常依托

于社团，以低廉的会费为会员提供学科专业的前沿科

技信息，以会议和学习班等形式为会员提供同行交流

的机会。会员可在线阅读相关书籍，免费获得学会简

讯，订阅期刊时享受折扣等。通过富有特色且具实用

价值的会员服务，会员可以从中获取最新信息，综合性

期刊的发行量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３　加强市场体系建设

　　“十一五”时期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很快，主要得
益于新闻出版体制的改革。截至２０１１年 ６月，全国
１０５１家非数字报刊单位转制为企业，成为市场主体。
全国５８１家出版单位当中，除目前已保留少数公益性
出版单位和部队出版单位之外，其他包括中央各部门

各单位的出版社、地方出版社、大学出版社通通都转制

为企业。各类新闻出版企业已经达到１２０多家，已经
有４５家新闻出版企业在境内外成功上市［１２］。“十二

五”时期将是新闻出版业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的关键

时期，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新闻出版工作将

全面与市场接轨。为此，学术期刊的发展必须增强市

场意识，加强市场体系的建立。

在经营项目方面，８８．８７％的期刊选择发行为主要
经营项目，其他主要经营项目依次有广告（５７．４８％），
版面费（４６．５３％），学术会议（２０．２６％）等［１３］。综合

性医学期刊作为专业科技期刊，其发行量相对固定、读

者群体相对单一，传统的运营模式是靠国家扶持、读者

付费、作者付费３方面共同支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努力加强精品力作生产的同时，应充分发挥自身良

好的品牌优势，通过发行、广告、品牌营销３个层面实
现营销模式的突破［１４］。综合性医学期刊市场体系的

建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国家政策、专业学会、期刊

编委和期刊编辑多方面的合力来探索出一种有效的市

场运行模式。

４　结束语

　　总之，在“十二五”时期，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综合

性医学期刊将面临更多的变革和发展机遇。我们要在

与专科期刊、海外期刊的激烈竞争中面对挑战，不断地

充实和完善自身，积极做大做强，打造精品期刊，谋求

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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