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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出版单位转企改制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
———基于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思考

王　旌　　游苏宁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摘　要　随着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文化体制改
革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期刊出版单位，其转企改制工作已经提

上日程，公司化和集团化成为发展趋势。文章通过介绍中华医

学会系列杂志的管理现状，分析医学期刊转企改制过程中存在

的难点问题，提出一些应对策略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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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

出版产业化已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２０１０年，新闻出版
总署发布了《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

业发展的指导意见》［１］，同时柳斌杰署长指出，当前我国

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已经触及到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进

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２］。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从攻坚

到决胜”，必将推动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继续在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科技期刊的改革也势在

必行。作为中国科技期刊重要成员的中华医学会系列

杂志由于历史沿革久远，期刊管办关系复杂，因此，在

“转企改制”中面临着巨大困难和挑战。虽然２００９年
《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诞生［３］，标志着中华

医学会系列杂志的改革拉开序幕，但是，拥有１２２种医
学期刊的系列期刊群，其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尚待明

朗。面对“转企改制”，如何改变观望和坐等，加大改革

的推进力度，如何解决改革中的难点，在改革中抓住机

遇，推进发展，值得探讨。在此，笔者仅以中华医学会系

列杂志为例，提供一些分析与思考，希望以此抛砖引玉。

１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出版单位管理现状

１１　期刊分散　自１８８７年创办《中华医学杂志》（英
文版）以来，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已形成种类齐全、分布

合理的医学期刊群，成为我国医学研究成果交流的重要

载体和信息平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中华医学会系
列杂志进入了快速发展与繁荣期［４］。其间受到人、财、

物条件的限制，陆续走出学会独家办刊的模式，通过合

作、委托承办的协议形式由相关高校、科研所和医院承

办，并由承办单位提供办刊所需的人、财、物经费。这种

形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改革开放之初医学期刊严重匮

乏之需。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文化体制改革深入发展，

管办分离，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从政府部门获得了一批

出版资源，于２００３年增加“国际”和“中国”２大系列，目
前总数已达１２２种。由总会直接主办的期刊２２种，委
托承办的期刊达１００种，遍布全国２４个省市自治区的
地方医学会、医学院校、研究所等，地区分布广，专业覆

盖面大，基本能满足医学各专业学术交流之需。

１２　三级管理　根据我国现行期刊管理制度，中华医
学会系列杂志的管理体制是主管—主办—出版单位

（编辑部）三级管理模式，并由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期

刊管理部）对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履行主办单位管理

职责，实施业务管理。编辑部设在总会的２２种期刊，
由中华医学会统一管理运营，办刊经费由总会所属中

华医学会杂志社统一管理；编辑部不设在总会的期刊，

大多隶属于某一科研院所、学会（地方医学会）、高等

院校、医院或其他事业单位；业务上由学会指导，执行

学会统一的规章制度、编排格式和编辑规范，并由学会

统一聘任全国各医学专业学科带头人组成编委会，确

保整个系列杂志的学术水平和编辑质量。由于历史原

因，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１２２种）的管办关系较为复
杂：仅由中华医学会１个主办单位主办的期刊共８２种
（占６７％），有２个或３个主办单位的期刊共４０种（占
３３％）；由中国科协主管的期刊８３种（占６８％），由卫
生部主管的期刊３９种（占３２％）。
１３　人员状况　期刊的人才队伍专业结构单一，多为
医药卫生、英语、信息等专业人员，缺乏经营管理、出版

广告等人才［５］，编辑出版、广告、管理的人员比例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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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１∶２。以现有人员结构和规模，按企业化运营，参与
市场竞争，势必导致办刊人员身兼数职，编辑很难保证

再有精力考虑长远规划或拓展新的业务。由于杂志大

多依托事业单位，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聘任制，更没

有实现人员的社会化。根据对总会直接主办期刊编辑

出版人员的统计，约有半数人员已经参加各项社会保

险，但仍有一半“老同志”没有参加社会保险，另外，杂志

需承担８０余名离退休人员的各项成本。委托承办期刊
编辑部人员身份同样复杂多样。事业单位编制的，由于

长期依托科研院所的办刊模式造成编辑人员、科研人

员、技术人员身份的多重性同时存在，对医、教、研、编工

作互相辅助、互相支撑，有利于确保期刊的学术水平，甚

至个别编者是某个领域的医学专家，专业优势显著。据

统计，不论在何种体制，系列杂志中有５５％的合同聘用
人员已经参加社会保险，但事业编制的人员（如医院办

刊）则没有上任何保险，存在后顾之忧。另有８种杂志
是由部队院校承办，办刊人员属于部队编制。

１４　改革意向　２０１０年３月新闻出版总署关于科技
期刊转企改制的调查问卷统计显示，在回收的１０５份中
华医学会系列杂志问卷中：有６０种（５７％）的期刊选择
“保留现有体制”和“实行事业体制，剥离经营性业务转

为企业”；有３２种（３０％）的期刊选择“事业转企业，建立
公司化体制，实现集团化发展，编辑部成为独立的事业

或企业法人”；还有１３种（１２％）的期刊未作选择。由调
查结果可知：超过１／２的期刊对转企改制顾虑重重，表
达出对转企后前途的担忧；近１／３的期刊表达了渴望参
与变革，希望通过“转企改制”激发期刊活力的愿望。

２　出版单位在转企改制中面临的问题

２１　体制和资产分割问题　产权的定义及其具体界定
是科技期刊出版体制改革中涉及的基础性问题，但界定

复杂［６］。由总会出版的期刊，其编辑部既非事业单位，

又非企业单位，虽然已经实行内部独立核算，但没有用

人权及财务自主权，收入支出由学会统一管理，收入全

部或部分上交，不能将资金投入再发展，形成“企业不像

企业，事业不像事业”的状态。主办单位轻易不愿意放

弃已控制的资源，改革意愿和决定并非取决于期刊出版

单位［７］。出版者不是企业法人单位，不能以独立的市场

竞争主体参与经营活动。多数与学会合作主办、委托由

承办单位办刊的编辑部（视同出版者），因办刊经费由承

办单位支付，故期刊经营收入也由承办单位管理，属于

医院、科研院所。虽然期刊主办权在学会，但对办刊资

产从未进行核查。如果实现“转企改制”，期刊必须从各

承办单位剥离出来，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均需与原承办

单位及主办单位“划清界线”，但是，资产如何分割，目前

尚难以界定。由于产权关系不明晰，资产所有者和占有

者的责权利关系模糊，很难推进期刊的转企改制工作。

２２　人员安置问题　大多数期刊由院校、研究院所承
办，其从业人员多为事业单位编制，超过半数没有参加

各类社会保险，尤其是执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

法”的单位，职工身份更为复杂（事业编制、合同制工

人、临时聘用人员、返聘人员等）。由于这些“在编”人

员的后顾之忧没有解决，不愿意转企改制，而年轻人大

部分则愿意转企改制，“转”与“不转”存在分歧。另

外，编辑部的离退休人员的养老、医疗费用由谁支付，

也是个棘手问题。转企改制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其

核心是“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职工身份转换、补

偿金等来源靠期刊自身积累根本无法承担。

２３　改制后的生存问题　科技期刊服务于科研人群，
受众小，发行量有限，“小而全”的编辑部以内容组织

和编辑加工为主，缺乏经营能力；但基于科学研究成果

的交流、记录等需要，期刊的存在与发展对促进学科发

展又十分重要。有些期刊受学科影响，发行量小，出版

周期长，如双月刊、季刊甚至年刊，编辑部只有１～５人
办刊的占６３％，让其独立走向市场，困难重重。尤其
是一些基础类（如免疫、遗传学等）学术期刊，没有医

药广告，除了版面费及发行收入无其他经济来源，办刊

经费均由承办单位支付。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中有

２５％的期刊没有任何广告，这样的期刊按企业化运营
后亏损部分由谁买单，“改制”已经涉及学会期刊是

“生存”还是“死亡”的核心问题。如果学术期刊因生

存而蜕变为盈利的工具，抄袭、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

为将更加猖獗，很难保持学术期刊一方净土。

２４　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　办刊经费相对充裕、编辑
力量较强、学术质量较高、学术影响力较大的期刊毕竟

是少数，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也不例外。由于科技期

刊“小而散”，比不上出版社、报社这样的“老大哥”，

得不到由出版局（署）、编制办、财税、工商、国资、社保

等政府相关部门组成的联动机构的政策配套支持；因

此，在转企改制过程中所碰到的重重阻力和层层难题，

都无法迎刃而解。这也是难以推动期刊转企改制的原

因之一。由于受到期刊发行量小、学科专的“先天不

足”的影响，目前多数期刊依靠收取作者版面费维持，

一旦国家下达“禁收令”，绝大多数期刊将无以为继。

３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应对转企改制的思考

　　考虑到科技期刊兼具“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
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国家提出的“区别对待、分类

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改革总体原则为科技期

刊的转企改制工作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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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分层次推进改革　目前科技期刊的转企改制大
致可分为３种方式：第１种，与事业单位脱钩，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第２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实行事业单
位企业化管理；第３种：“按公益性”科技期刊予以扶
持，或停刊。

从有利于期刊发展的角度出发，对不同期刊应采取

不同的政策：对于转企条件成熟的期刊，应鼓励尽快转

制；对于依托医院、科研院所的学科优势和资金优势在

办的期刊，予以扶持，实行独立核算，按事业单位管理；

改制条件不成熟的期刊（如基础性学科的期刊），符合条

件的按公益性期刊实行事业化管理，予以政策和经费扶

持，不符合条件的，则按总署提出的“评估退出机制”退

出或停刊。如果事业单位体制更能培育期刊，则选择保

留原有体制；如果企业化管理更能释放期刊的能量，则

鼓励其转企改制。能做大做强的优先发展，条件不成熟

的维持现状，等条件成熟后再转型———对不同情况应区

别对待，终极目标是将中国科技期刊做大做强。

３２　分步实施　２００８年中华医学会第５次杂志工作
会议就提出了学会期刊的集团化发展规划［８］，提出了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转企改制”计划通过以下３
步来实现。

第１步，总会主办期刊率先转企改制，按企业化运
营。由于这部分期刊已经实施５年独立核算的目标管
理责任制，改制条件和氛围相对较为成熟，可作为试

点。比如利用已经注册的《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

任公司开展企业运营，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速产

业发展。尽快完成内部改革，建立科学、高效、规范的

管理和运行体制。

第２步，鼓励系列杂志中已经实现企业化管理的
编辑部注册成为企业法人单位。根据国家相关规定，

期刊注册登记为企业需由期刊主办单位作为出资方进

行工商注册，以此可以建立以资产为纽带的现代企业

关系，或以股份形式，明晰产权关系。

第３步，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推进集团化建设。
依托总会主办期刊群，打破分散办刊壁垒，实现跨部

门、跨地区期刊兼并、收购和重组优质期刊，通过协议

建立合作或战略合作，或以资产（资源）为纽带，允许

多种模式并存，多策并举，多样化发展，组建期刊合资

企业联合体，化分散为集约，以股份制实现利益分配。

通过现代企业融资手段，整合期刊资源，在出版规模、

出版手段、出版理念等方面寻求突破，特别是在体制和

机制上改革创新，实现编辑、出版、营销、跨媒体出版等

集约化、规模化、集团化发展，提高整体经营水平，最终

打造中国自主品牌，建立专业性强的精品期刊集群。

３３　政策扶持　成立期刊出版集团早已被列入总署

的期刊发展规划，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条件日趋成熟；但是，真正实现期刊集团化发展，实现

多个出版单位资源整合必须有国家政策的助力，比如

转企改制的税收优惠、刊号倾斜、扶优扶强等政策引

导［９］。希望国家从科技战略高度，重点扶持具有一定

品牌、经济基础的核心期刊群组建期刊传媒集团，做大

做强，以抵御国外传媒机构对中国科技研究成果的掠

夺。在期刊实现跨部门、跨地区兼并、收购、重组时，涉

及重组方案的审批、主管主办单位的变更、刊名的调整

等，需要行政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政策倾斜。首先

是税收政策，从国家扶植科技期刊的角度，对学术期刊

的出版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其次是管理政策，在变更审

批、刊号等方面给期刊集团更加宽松的政策，允许跨部

门、跨地区兼并重组，强强联合；第三是专项扶持政策，

对基础性科技期刊按公益性出版给予支持与经费投

入；第四是期刊主管、主办单位对所属期刊提供转企改

制的支持，如人员身份转换、保险，办公场地、办公经费

的提供等。

出版体制改革始终是一项复杂、艰难的系统工程。

转企改制不是目的，也不是终点。在出版体制改革不

断深化、科技期刊市场化取向不可逆转的形势下，科技

期刊出版单位不能被动地等待，而应主动参与，只有认

真思考，积极探索，才能把握机会，选择并制订适合自

己的改制方案，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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