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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绩效考核制度　促进编委会职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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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中国中药杂志»通过制定、实施编委会绩效考核

制度,有效促进了期刊良性发展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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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一个优秀的编委会是科技期刊核心竞

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１].有文章对编委会流于形式、
编委 意 识 弱 化 等 普 遍 现 象 和 常 见 问 题 进 行 了 剖

析[２３];也有一些编辑部的实践表明,如果能够充分发

挥编委会的职能,将对期刊的良性发展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４５].近年来,«中国中药杂志»对编辑部、编委

会分别施行绩效考核管理制度,充分调动编委会成员

的积极性,有效地促进了期刊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期

刊编委会与编辑部之间存在着双向调节的关系,编委

会指导编辑部,而编辑部也要善用编委会,调节机制发

挥得好,就能够形成共赢的局面.

１　国内期刊编委会与编辑部的关系

　　科技期刊根据专家对期刊的实际贡献,授予专家

编委或特邀审稿人的身份,使其参与组稿和审稿等工

作[６],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国际惯例;但国内许多期刊的

编委会往往流于形式,对于考核编委会专家的贡献望

而生畏,因为在我国近２０年来片面崇尚SCI的大环境

中,科技期刊编辑部的地位早已大幅度地降低,成为弱

势群体.
相比之下,编委会专家的自由度却很高,他们可以

选择究竟是把注意力和贡献度更多地倾向于谁———是

国内期刊,还是国外期刊.很多大牌专家在国际上的

学术期刊做编委和审稿人,而对国内期刊却渐渐淡漠,

既不审稿,也不投稿,在编委会中完全起不到应有的作

用[７];但是即便如此,也照样有很多期刊邀请他们做编

委,因为要靠他们在行业中的名气来“撑门面”,借以体

现期刊的权威性.
编委会专家,尤其是大牌专家不起作用[８],客观地

讲,也不完全是这些专家的主观意愿.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要从多个角度来分析:１)大牌专家往往忙于各种

社会活动,充当着多家国际、国内期刊的编委,乃至担

任主编、副主编之职,导致他们分身乏术,没有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关注我们的期刊;２)我们的期刊自身还不

够权威,档次不够高,难以吸引专家的重视;３)多年来

推崇SCI的政策导向,导致国内期刊地位和水平越来

越低,即便是办了英文版,进入了SCI,也与国际上的

同行业期刊有较大的差距,所以他们更愿意为国际上

的期刊审稿和投稿,因为这会提升他们在国际学术领

域的地位;４)这些大牌专家所在单位往往制定了一些

不利于国内期刊的政策,要求他们的文章必须发表在

SCI期刊上,而国内期刊基本被排除在外.总之,无论

是主观因素还是客观原因,直接导致我国科技期刊编委

会普遍形同虚设,相当多的编委会专家不起作用.

２　«中国中药杂志»编委会与编辑部的关系

　　«中国中药杂志»编委会与编辑部的关系与上文所

述的情况类似.
本刊的编委,尤其是那些重点科研单位或大专院

校的编委,大多是声名显赫的学者和领导者,如院长、
校长、所长,至少也是中心主任.他们作为本刊的核心

编委,往往贡献度反而不如知名度和身份地位相对较

低但却能够关注期刊的专家学者.
我们发现有这样一些现象:本刊有不少编委所在

单位规定,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一概不算数,导致

有些编委几年来连一篇文章都不投给«中国中药杂

志»;本刊举办的四五百人规模的大型学术会议上,有
的编委在学术报告中不断提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

哪些国际知名期刊上,竟然连一篇本刊文章也未提及,
他们并不将成果发表在本刊视为一种编委职责和荣耀.

近年来,作为中药研究最高级别科研单位的本刊

挂靠研究所向本刊的投稿量大幅度地下滑,转而投向

国外SCI期刊.在«中国中药杂志»创刊６０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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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一直就是凭借这些“国家队”的科研院所和大

专院校的支持,才维持着本刊的文章水平、学术地位和

行业知名度;但是当下却面临严峻的形势———连本单

位的专家学者都不支持,期刊该怎么办?

３　编委会绩效考核制度的制定和实施

　　现实是残酷的,但它恰恰教我们懂得了一个道

理———弱者是不会赢得同情的,如果想在竞争中获胜,
必须成为强者,具有主动掌控局面的能力.虽然做到这

一点很难,但是,我们要看到:转变的机遇是有的,一旦

抓住关键环节,放手一搏,将有可能找到新的发展途径.

３１　转变期刊发展格局,变被动为主动　如何让编委

对本刊有新的认知,形成期刊的凝聚力,靠说没有用,
只有靠做,靠转变自己.

我们首先冷静分析了«中国中药杂志»在行业内的

地位.除了具有最悠久的办刊历史之外,本刊还具有

很多优势,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独有的优势是:中医药学

科领域是本土性学科,无论是文化传统、理论,还是科

研、产业,主流都是在国内.经过多年观察发现,那些

投国外SCI期刊的文章往往是按照国外研究思路的

纯研究类论文,属于曲高和寡,这样的文章即便发表在

«中国中药杂志»,数据上的优势也不明显.我们发现

了一个规律:近年来,往往是对整个中医药行业发展,
尤其是产业化发展具有启迪和开拓性、前沿性、普适

性、实用性的思路与方法、关键技术等方面内容的文

章,能给期刊带来更高的下载和引用等数据.经过对

期刊近年来发表文章数据的追踪观察与分析,我们逐

步形成了关于对期刊重新定位的发展新目标,将期刊

从纯科研逐步向着适应中医药产业化发展需求进行调

整,借以摆脱SCI分流科研文章的负面影响.而这样

的一种期刊发展新定位,这样一种自我变革的理念和

期刊导向性的重大改变,必然会引起对编委会的专家

群体的重新规划,从主编、副主编直到编委的人选,都
在新的期刊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提出了向产业化方向

倾斜的要求.
例如«中国中药杂志»的主编、副主编都是由院士

担任,以前较为侧重于科研领域的学术大家,最近几届

的主编人选则更加注重选择对整个中医药产业发展具

有影响力的首席科学家.在每年的第１期杂志上,我
们都向主编专门组稿,围绕中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方向

以及学科发展前沿、热点等进行宏观论述和展望,如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的主编文章题名分别为«中药资

源发展的趋势探讨»«中成药二次开发战略及其核心技

术体系»«论中药制药工程科技创新方略及其工业转

化»«网络方剂学:方剂现代研究的新策略»«中药工业

４．０:从数字制药迈向智慧制药».这些文章不仅对学

科发展起到了鲜明的导向作用,而且近几届主编在本

刊发表文章的篇数、所做贡献都堪称为编委会的楷模.
主编以身作则,从而带动了更多核心编委跟随,对期刊

形成了更多的关注.

３２　建立编辑部和编委会的量化绩效考核制度　绩

效考核是指在既定的战略目标下,运用特定的标准和

指标,对员工的工作行为及取得的业绩进行评估,从而

产生正面引导的过程和方法,是一种良性的、可控的激

励机制.
随着期刊的行业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编委逐渐关

注到«中国中药杂志»锐意追求创新发展的姿态和决

心.我们不仅在编辑部内部给自己制定了完善的绩效

考核制度,而且将编辑们所要承受的各种量化的压力

同步分摊给各学科的编委[９].
例如,我们要考核各个专业的编辑每年组稿、组织

热点专题的数量、文章下载频次、引文频次、文章获奖

情况,等等,于是编辑就去找本专业的专家组稿,一个

学术专题少则五六篇文章,多则十几篇甚至是整本期

刊几十篇文章,不仅大大提升了编辑的组稿率,而且这

种以专题形式打包推出的一组热点文章,能明显提升

文章的关注度和下载、引用等数据,专家们也十分欢

迎[１０].同时,本刊还通过为重点文章和专题单独设计

期刊封面,再配以官方微信公众号推广的形式,多途径

大力宣传,形成期刊和作者双赢的局面[１１].这样,经
常会有专家主动跟编辑部打招呼,点明要求专题发表

系列研究成果.这种双向积极沟通、合作共赢的新态

势,给期刊注入了从未有过的积极向上的生命力.
编辑通过组稿,每年以专栏或专刊的形式、约占发

表文章总数１/４的组稿率,推出１０余个学科热点专

题,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产业关注热点.这些涉

及中医药行业热点问题的文章受到业内高度关注,带
动«中国中药杂志»的下载、被引等多项数据逐年大幅

度上升,在行业内的影响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从这些过程中,我们不断发现更多既热爱«中国中

药杂志»、愿意为本刊积极做贡献,并且所在领域正是

当下学科热点的专家,吸纳发展成为新一届编委会成

员.其中有一位从事“中药上市后再评价”这一中医药

产业关注度极高的热点领域的专家,近年来与本刊合

作,连续５年在专刊或专栏上发表了近２００篇文章,也
被吸纳为编委.该专家团队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在本刊发

表的专题分别为“中药上市后再评价关键技术研究”
(４３篇)、“中药注射剂安全性检测与临床合理用药”
(４４篇)、“中药注射剂安全信号早期预警与安全性监

测技术规范”(５２篇)、“中西药临床联合应用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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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４４篇)、“上市后中药安全性证据的系统研究”
(１３篇).在２０１５年“中国百篇最具影响优秀学术论

文”中,«中国中药杂志»占了４篇,仅这一专家团队的

文章就有２篇入选.

３３　通过绩效考核形成编委会的竞争机制　虽然编

委大多数是学术“大牛”,但是,要想办好期刊,不光要

依赖他们,也要进行有效管理.主要措施是:实行竞争

机制,采取末位淘汰,不分地位,只看贡献,每２年一届

编委会换届,提前半年量化统计排名,考核编委对期刊

的贡献程度,包括发表文章数量和下载、引用频次,为
本刊审稿的数量和质量,参加编辑部举办的会议、做学

术报告,协助搭建平台、拉赞助,等等,并将有关数据与

竞争性期刊进行比较.每届编委的调整幅度均较大,
如２０１５年第１１届编委会换届改选,１８６人的编委会,
编委调整人数超过总数的１/４.

我们通过实践体会到,对编委的要求越是严苛,越
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可.例如本刊有一位编委,因某些

客观原因被调整出编委会后,仅仅用了１届的时间,即
以所在学科专家中发表文章数量第一的贡献再度回到

编委会,而且热心参加本刊举办的学术活动,受到业内

的关注和追捧.
«中国中药杂志»实行编委绩效考核制度已超过

１０年,从主编到编委,不仅接受了这一制度,而且用他

们的实际行动为期刊学术水平的提高做出了贡献,无
论是引文频次、下载频次、文章获奖,还是“领跑５０００
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论文”,都占有平均超过５０％
的比例,见表１.

表１　近年编委在本刊中的发文情况

年度
TOP１００

下载篇数 被引篇数
　F５０００/
　篇(％)

中国百篇最具影响
优秀论文/篇(％)

２０１０ ４９ ４７
２０１１ ５５ ５０
２０１２ ５２ ４９ 　１１(４７．６)

２０１３ ５２ ５０ 　１２(５４．５) １(１００)

２０１４ ４９ ４２ 　１４(６３．６)

２０１５ ５６ 尚未检出 　１７(８５．０) ３(７５)

３４　建设梯次结构的专家团队　要形成一支高水平

的编委团队,仅仅盯着已经成名成家的“大牛”专家是

不够的,还要注重从青年学者中选拔优秀人才,形成梯

次结构的期刊科学家团队;所以,在拥有实力雄厚的编

委团队之后,我们又组建了“中医药青年学者沙龙”.
这是一支以中医药领域最优秀的青年科学家为核心的

团队,他们热心支持«中国中药杂志»,积极组织、参与

期刊的各种学术活动,承担大量的投稿、审稿工作,为
本刊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青年科学家成长的道路上,弱冠时的雪中送炭

远胜于成功后的锦上添花.如果能够凝聚并充分运用

好这样一批具有远大前程的青年学者,不仅能为期刊

培养潜在的人脉资源,而且能向以大牌专家为核心的

编委会注入新鲜血液,带来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在编

委会换届改选中,我们坚决地剔除作用不突出的老编

委,为年轻有为的新编委腾出位置,将调整出的几十名

空缺,换上以“中医药青年学者沙龙”核心成员为骨干

的青年专家,以及经过考核、各项指标较高的特邀审稿

专家和热点学科领域的作者.这样的做法,在«中国中

药杂志»已经持续数届,从未听到过任何负面的评价.
当然,也有一部分专家确实在发表文章方面的贡

献度不够,却依旧留在编委会的情况;但是,我们对他

们也有特殊要求:确实在学术领域或行业内有较大影

响力,有代表性,能够为期刊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能
为本刊做出其他方面的贡献,积极参与本刊组织的学

术活动,等等.

４　结束语

　　«中国中药杂志»近年来在期刊各项统计指标、国
际影响力、行业影响力和创新发展、期刊经营等方面取

得了全面的业绩,这与编委会、编辑部的绩效考核制度

的建立与实施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只有

流水才能不腐,只有充满活力、竞争力的专家编委会,
才是科技期刊永远走在前沿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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