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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刊评价中末位淘汰制激励期刊编辑提升期刊质量

王小艳　蔡明科　宋妍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报》编辑部，７１２１００，陕西杨凌

摘　要　介绍末位淘汰制的起源和科技期刊评价中引入末位
淘汰制的情况，分析末位淘汰制对科技期刊和期刊编辑的影

响。认为末位淘汰制有利于期刊的发展并激励期刊编辑不断

提升期刊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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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末位淘汰制起源

　　末位淘汰制［１］最早源于欧美某些学校考试时的

一种评分体系，而真正使之出名的，则是美国通用公司

前ＣＥＯ杰克·韦尔奇提出的“活力曲线”，也叫１０％淘
汰法则。他将员工按照表现分为三六九等，解雇表现

最差的一部分，通过竞争淘汰来发挥人的极限能力，从

而提高整个公司的运营效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这项
制度开始引入我国，众多企业采用末位淘汰制激励员

工，以期提高员工绩效、保持企业可持续发展活力。

２　科技期刊评价中引入末位淘汰制

　　科技期刊评价中，有的评价机构在退出核心期刊
的条件中引入了末位淘汰制。如文献［２］中对退出核
心期刊有这样的规定：１）具有操纵指标的行为；２）具
有不正常的引用行为；３）连续处于所评学科核心期刊
末位或存在显著问题；４）发表论文数量大，论文选出
率低；５）违规出版增刊，超出办刊宗旨；６）停刊和期刊
基本情况变化较大。科技期刊评价中引入退出机制没

有错，但文献［２］中的第３条“连续处于所评学科末
位”作为退出条件，笔者认为科技期刊编辑应对它给

以足够的重视。科技期刊评价中引入末位淘汰制，目

的是激励期刊编辑提升期刊质量。

３　末位淘汰制有利于期刊的发展

　　在我国现有的期刊生存环境里，期刊的发展无形中
受到期刊评价结果的影响。在进入核心期刊后，期刊稿

源充裕，期刊编辑可以在众多的来稿中，选出质量上乘的

稿件，期刊质量得以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期刊影响因

子提高，期刊在本专业会被广大的科技工作者所接受，继

而会收到更加有影响力的稿件，期刊将进入良性循环状

态。对于办刊时间较长、刊物层次较高的期刊，末位淘汰

制对稿件质量的提高无疑具有激励作用；但对于遴选进

入核心期刊不久的期刊，由于评价所采用的数据是滞后

于评价年的，如果因为末位而退出核心期刊［２］，会导致期

刊在一两年内将不能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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