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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办会　探索科技期刊多种经营的模式
江　澜　　游苏宁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摘　要　与中华医学会专科分会合作举办学术会议，不仅发挥

了各自所长，也为期刊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学术资源的

充分利用、专家队伍的可持续发展、读者作者关系网的建立、编

辑专业素质的提高、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举等几方面，阐述

合作办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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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期刊办成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完美结合的“双

效”期刊是办刊人多年来探索的课题［１２］。中国科协

２００８年发布的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发展报告显示，其主
管的科技期刊在国内期刊界学术地位较高，在国内外

的影响力也较大。从经济效益来看，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科技期刊平均每刊收入仅为收支平衡，略有盈余。发

表费、发行收入仍占期刊总收入的大半，而纸版发行量

的增长仅为２．９％［３］。纸版期刊发行增长缓慢形成的

瓶颈，制约了科技期刊的进一步发展。探索新的经营

模式，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势在必行［４］。

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开展多种经营的项目还比较

少，也比较简单，多种经营收入仅占期刊总收入的

６３％。５０１种被调查科技期刊中，仅有２４种开展多
种经营，有２０种对多种经营的情况做出说明，其中组
织策划学术会议的仅为 １１种，占被调查期刊的
２２％［５］。《中华儿科杂志》近年来为了开发选题、组

织稿件，在现有体制下探讨多种经营途径，在组织专业

学术会议方面进行了尝试，取得了一些经验。

１　会议的举办情况

　　《中华儿科杂志》作为中华医学会主办的期刊，在
组织学术会议时充分发挥专家优势，与中华医学会儿

科学分会下设的１２个专业学组合作，将各专业学组每
一两年组织１次的专业学术会议与编辑部的组稿会相
结合，探索了稳定持续的合作办会模式，既保证了会议

的学术质量，又扩大了期刊的知名度，增加了经济效

益，同时密切了与专家、作者及读者的联系。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编辑部共组织学术会议３１次，２／３
的会议是与儿科学分会下设的１２个专业学组合作召
开的（表１），通过会议直接或间接组织的重点号，约占
全年重点号数量的１／２。通过会议组织了大量高水平
的学术讲座、论著、会议纪要；最重要的是通过组稿会，

编委会与专业学组联合制定了一些权威的疾病诊疗常

规、指南，凸显了杂志的社会影响力，也提升了杂志的

被引频次、影响因子。

表１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编辑部组织会议及组稿情况

年份

会议次数

合作 单独

组稿情况

重点

号数

评述

文章
论文

指南

文章

讲座

综述

纪要

文章

２００３ ４ ３ ７ ９ １２ ７ ２ ５
２００４ ７ ２ ４ ５ ８ ２ ４ ７
２００５ ５ ３ ６ １１ １１ ５ ５ ７
２００６ ５ ２ ２ ４ ２ １ ２ ２
合计 ２１ １０ １９ ２１ ３３ １５ １３ ２１

２　合作办会的效果

２１　彰显和提高了期刊的影响力　信息的时代，掌握
资源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品牌

资源需要不断维护和提升。在合作办会过程中，我们

向读、作者展示了期刊的职能，不仅是纸版的媒体，更

是多方位的传播媒体，为学术提供了丰富的交流平台，

从而在学术建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对读、作者产生

更大的吸引力，提升了期刊的影响力。影响力的提升，

必然产生更大的凝聚力，每次会议来稿和每年编辑部

收到的自由来稿量保持了持续的高水平，在稿源就是

资源的今日，使我们掌握了数量稳定的稿件资源。

２２　组稿效果明显，增强了期刊的学术导向作用　合
作举办学术会议获得的大量稿件方便了组稿工作，通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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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学术会议，编辑能够更好地把握稿件的学术质量，避

免了组稿的盲目性，通过学术会议组稿的刊出率大大

高于日常稿件的刊出率。通过学术会议可以根据代表

关注程度和评价，有针对性地组织专家讲座、策划杂志

重点号，对于编辑把握学术动态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

用。这些重点号、专家讲座内容多样，可读性更强，更

受读者欢迎，学术导向性明显优于编辑仅靠日常案头

工作进行策划的效果。尤其是通过学术会议获得了大

量有价值的标准、方案、指南的选题，并且将相关文章

的初稿在学术会议上进行公开讨论，然后再进行反复

修改，最终在杂志上刊出。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共刊载了１５
篇指南类文章，读者反馈良好。各项期刊评价指标均

有明显提高，尤其是影响因子从２００３年的１．０５２增长
至２００６年的１．６５２［６］，始终位于国内儿科学期刊的首
位，学术导向性也受到国内儿科学者的认同，可以说刊

登大量的指南类文章功不可没。

２３　密切了与专家的联系　编委会是科技期刊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员应该是本学科领域有

较深造诣，而且学风正派、治学严谨的本学科领域的顶

尖级专家［７］。为保持这个队伍的“顶尖级”水平，不断

发现和吸收中青年审稿专家，也是编辑的重要工作之

一［８９］。学术会议为专家提供了展示学术水平的平

台，也为编辑发现人才提供了有利时机。编辑案头工

作较多，平日与专家的联系多局限在电话、互联网联

系，对专家的了解不够全面。在合作办会的过程中，编

辑能更直接地了解每位专家的专业所长、业务水平及

在本专业的学术声望，从中遴选合适的专家，为期刊编

委会的发展积蓄后备人才。尤其是通过学术会议，编

辑与各专业领域权威专家的联系更为密切，为编辑部

日常工作构建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２４　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在合作办会过程中，本着
学术效果优先的基本原则，同时兼顾经济效益，经济管

理过程透明化。但由于与１２个学组合作办会的模式
专业划分过细，参会人数多在１００～１５０人，经济效益
有限。即便如此，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３年学术会议的平均
收入占编辑部总收入的 ２４．３％，２００７年更是占到
４１６％，超过了期刊发行、广告等收入各自所占的
比例。

表２　４项主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

项目
年份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广告 ４７．４ ４０．３ ４９．９ ３１．７

杂志发行 １９．７ ２６．１ ２３．０ １３．２

版面费 ４．５ ５．７ ８．６ ６．３

会议 ２８．０ ２７．５ １６．１ ４７．０

３　４点体会

３１　注重编辑部办会的定位和目标人群的锁定　编
辑部与专业学组合作组织学术会议中，尤其应注重会

议的学术水平和导向性。在目前学术会议众多、水平

良莠不齐的情况下，编辑部组织的学术会议要明确定

位和锁定特定的目标人群。以我们的办会经验为例，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定期组织的儿科专业年会，参

会人数多在１０００人左右。如果编辑部组织的学术会
议也将专业范围扩大到整个儿科学领域，显然将与儿

科学分会的年会发生冲突，争夺参会人群；而且客观地

分析，编辑部影响力还不够，并不具备与之竞争的实

力。为此，编辑部在办会初期即明确了定位，选择与儿

科学分会下设的１２个专业学组合作，专业更为细化，
讨论内容更为明确具体，学术氛围更浓厚，参会代表普

遍反映可以真正学到指导临床、有益于工作的知识。

虽然细化专业会使参会人数和会议规模受到限制，但

是多年来始终保持的高学术水平，使会议在本专业领

域树立了良好的声誉，已经培养了一批忠实的参会者，

为将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编辑部同时又组织

到了优秀的稿件，发现了本学科的优秀人才，达到了我

们办会最重要的目的。

３２　与学组专家保持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目前国
内学术会议数量很多，很多有知名度的专家可以选择

与厂家合作或寻找各地的承办单位办会。杂志和学组

专家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取决于我

们的辛勤付出，从每一个细节都精心考虑，最大程度的

为会议提供便利，使专家仅需在学术选题上把关，不必

操劳具体的组织工作。我们在与学组合作的过程中，

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如办公地点固定，可以通过杂

志发布最新会议信息，论文汇编编校质量高，期刊本身

影响力高可以吸引一定数量的参会者，优秀稿件和会

议纪要可以在杂志发表等。尤其通过多年的合作，编

辑部积累了一定的办会经验，赢得了学组专家的信任，

逐渐使这种合作模式更为持续和稳定。

３３　通过学术会议拓展其他的多种经营　以学术引
导期刊的经营［１０］已成为学术期刊办刊人的共识。通

过学术会议，编辑部可以与更多的厂家建立联系，对联

系广告业务很有益处。编辑部还同部分厂家保持了长

期的合作关系，组织了厂家冠名的优秀论文评比、科研

项目基金资助活动、继续教育项目资助。医生参与以

上活动的积极性很高，活动效果超出预期。此外通过

学术会议修订的标准、方案、指南类文章可通过厂家资

助的方式出版单行本，扩大了发行范围，增加了编辑部

的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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