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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医学期刊集群发展的探讨

王　晴　　杜　冰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编辑部，６１００４１，成都

摘　要　比较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群和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
学科结构、专业布局和期刊影响力；探讨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群

的现状、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未来的集群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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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医学期刊有２９４种，占全国１０７６种医学期
刊总数的２７％［１］。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涵盖了我国

医药卫生科学的各个专业，是该领域主流期刊群。在

出版体制改革的形势下，笔者就高校医学期刊群与中

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现状进行比较，以找出存在的主

要问题，对未来的发展规划进行讨论。

１　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群现状

１１　学科结构和专业布局　笔者统计了中国高校自
然科学学报研究会单位会员中的１１４种医学期刊的学
科结构、专业布局、期刊语种、出版频率等数据，并与

１１８种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进行比较，见表１～３。

表１　 期刊学科结构和专业布局比较（刊数（比例／％））

学科结构和专业分布 高校医学期刊群 中华医学会杂志

临床医学类 １１（１０） ６１（５１．７）

综合类 ７２（６３） ２８（２３．１）

基础医学类 １３（１１） １７（１４．４）

预防医学类 １（１） ７（５．９）

护理学 ０（０） ３（２．５）

中医学 １７（１５） １（０．８）

科普类 ０（０） １（０．８）

合计 １１４（１００） １１８（１００）

１２　期刊影响力　近年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群总被引
频次和影响因子［２３］如下。

表２　 期刊语种结构比较（刊数（比例／％））

语种结构 高校医学期刊群 中华医学会杂志

中文期刊 １１１（９７） １１５（９７．５）
英文期刊 ３（３） ２（１．７）
中外合作期刊（中文版） ０（０） １（０．８）
合计 １１４（１００） １１８（１００）

表３　期刊出版频率比较（刊数（比例／％））

出版频率 高校医学期刊群 中华医学会杂志 中国医药卫生期刊

周刊 ０（０） １（０．８） ３（０．３）
旬刊 ０（０） ２（１．７） １５（１．４）
半月刊 ３（３．０） ４（３．４） ４３（４．０）
月刊 ２６（２３．０） ５９（５０．０） ４０６（３７．７）
双月刊 ６５（５７．０） ４８（４０．７） ４７８（４４．４）
季刊 ２０（１８．０） ４（３．４） １２４（１１．５）
半年刊 ０ ０ ２（０．２）
年刊 ０ ０ １（０．１）
无法确定 ０ ０ ４（０．４）
合计 １１４（１００．０） １１８（１００．０） １０７６（１００．０）

１）总被引频次：据２００８年中国科技期刊总被引
频次排名，被引频次最高的１００种科技期刊中，中国高
校医学期刊群占１％，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占２４％。
２）影响因子：２００８年我国影响因子最高的１００种

科技期刊中，中国高校医学期刊无一家，中华医学会系

列杂志占１５％。
３）核心期刊：第５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４］

中：中国高校医学期刊３４种入选，占总数的１２％（３４／
２９４），占我国医药卫生类核心期刊入选总数的 １４％
（３４／２５１）；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２７％入选。在中国科
技信息研究所统计源期刊中，中国高校医学期刊 ７３
种，占总数的２５％（７３／２９４），占我国医药卫生类核心
期刊入选总数的１３％ （７３／５４９）；中华医学系列杂志
９０％入选。

４）国内外权威检索机构收录：中国高校医学期刊
１００％被我国权威检索系统或数据库收录；被国际著名
检索系统或数据库收录情况见表４。

综上所述，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群虽然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但是，与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相比还有一定的

差距。这与长期以来经营体制及观念滞后、品牌维护

与营销意识不强、期刊国际化程度低、网络化滞后导致

传播渠道不畅、影响范围不广、办刊模式分散弱小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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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从以上数据也可以看出，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多

年来集群发展已见成效。

表４　被国际著名权威检索系统收录情况（刊数（比例／％））

国际著名权威检索系统 高校医学期刊群 中华医学会杂志

美国《科学引文索引（ＳＣＩ）》 ２（２） １（０．８）
美国《医学索引（Ｍｅｄｌｉｎｅ）》 １３（１１） ２６（２２）
美国《化学文摘（ＣＡ）》 ６８（６０） ２７（２３）
荷兰《医学文摘（ＥＭ）》 ７（６） １０（９）
美国《生物学文摘（ＢＡ）》 ７（６） ７（６）
俄罗斯《文摘杂志（ＡＪ）》 ４１（３６） ２５（２１）

１３　期刊获奖　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群和中华医学会
系列杂志获奖情况见表５。

表５　期刊获奖情况

获 奖 名 称 高校医学期刊群 中华医学会杂志

国家期刊奖 ２００１年 １ ３
２００３年 ０ ２
２００５年 ０ ３

国家期刊奖提名奖 ２００１年 ２ １
２００３年 １ ２
２００５年 ２ １

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２００１年 ０ ０
２００３年 ４ ２
２００５年 ２ ６

中国期刊方阵 双高期刊 ０ ２
双奖期刊 ０ ２
双百期刊 ４ ２
双效期刊 １ ０

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２００８年 １４ ４４

２　中国高校医学期刊未来的发展规划

　　高校医学期刊之外的其他医学期刊具有很强的市
场竞争力和影响力，这既是发展动力，也是竞争压力。

只有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制订并实施中国高校医学期

刊群集团发展规划，才能适应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新

形势。

２１　突出特色，走专业化道路　从以上数据看出，高
校医学期刊群中的综合类期刊占到了总数的 ６３％。
实践证明，大综合办刊不利于期刊的发展，要根据主办

大学的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对期刊进行分层次和定

位，然后走专业化道路，在办刊特色上下工夫，努力办

成本专业最权威的杂志。

２２　加强质量管理，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　要保证
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群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以期刊

质量为中心，加强质量管理。

１）加强期刊评价与质量控制。为客观评价期刊
质量和实施编辑出版的质量控制，必须加强期刊评价

和质量控制等制度化建设。根据高校医学期刊的特

点，由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医学期刊专业委

员会组织，统一制订各种质量控制和评价制度，对提高

学术质量和编辑出版质量发挥保障作用。研究会医学

期刊专委会统一聘请审读专家，针对医学期刊的特点和

实际情况从政治标准、学术质量、运营质量、编辑出版质

量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并根据审读结果公布大排名，

激励和督促各刊全面加强质量建设。同时，研究会医学

期刊专委会设立学术及咨询小组，并成立课题研究小

组，如期刊发展研究组、临床科研设计组、标准化和规范

化组、审稿研究组和编辑现代化研究组等，对期刊质量

实施监督，并对期刊发展模式与战略进行研究［５］。

２）完善编辑出版规范。编辑规范化建设对保证
期刊出版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也是期刊编辑出版质量

控制的基础。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群应根据编辑出版的

各个环节完善和制订相关编辑规范，使各项工作有规

可循，有章可依。

２３　加快网络化数字化建设，促进期刊编辑出版
现代化［６］

１）建立期刊网站，实现刊网合一。高校医学期刊
群应该把创建具有各刊特色的专科网站列入重要日

程，实现一刊一网、刊网合一，完善网上稿件远程处理

系统，实现编辑现代化。创办双语网站，并努力办成品

牌网站，实现刊网相互促进、捆绑经营的办刊模式。各

编辑部主任应该把期刊网站建设和经营作为办刊的一

项重要任务，不但要制订出路线图，而且应有时间表，

加快期刊数字化和网络化发展的步伐。

２）完善“医学编辑论坛网 ｗｗｗ．ｗｒｉｔｉｎ．ｎｅｔ”，创建
中国名牌医学网站。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医

学期刊专委会要进一步完善“医学编辑论坛网 ｗｗｗ．
ｗｒｉｔｉｎ．ｎｅｔ”的建设，实现与医学期刊群各刊网站的有
效链接，整合资源，形成强大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期刊出

版体系，创建和打造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群数字化平台，

迎接全球期刊网络化的挑战。

２４　实施国际化策略，加快期刊国际化进程　要争取
更多期刊被国际著名检索系统或数据库收录，及时进

入国际学术交流系统。中文版期刊要加强英文摘要的

撰写，并适当增加英文摘要的篇幅。同时，要不断扩大

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吸引国外作者投稿，特别是应加大

英文版期刊的国外作者论文比重。重视发展国际编

委，提高期刊的国际化程度。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群中

有的期刊在国际化审稿方面非常成功，例如《浙江大

学学报》（英文版）拥有一支数量巨大的国际审稿人队

伍，来自 ７１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国际作者群达
４０％。为了提升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群的国际影响，大
力创办英文版期刊势在必行。我国医药卫生英文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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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仅有２８种，占所有调查期刊的２．６％［１］，数量不多，

学术水平一般，而我国英文版医药类期刊被国际检索

系统收录的情况远好于中文版生物医药类期刊。

２５　实施多元化经营，提高期刊经营效益［５，７］　随着
期刊出版多元化的发展和竞争的日趋加剧，发行量和

广告刊登量呈逐年下降态势，过去单纯以发行和广告

为主要盈利模式的期刊面临着严峻挑战；因此，必须实

施多元化经营，提高经营效益。

１）注重品牌延伸服务，实施多元化经营。要充分
发挥期刊的品牌优势，实施品牌延伸服务。要借助高

校期刊学术交流平台，有效整合资源，开展专业化或学

术咨询服务，为读者、作者、企业提供相关学术交流服

务，在服务中赢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比如举办专

题学术研讨会、专题培训班、继续教育培训、咨询服务、

论证会、临床评价会等，在学术交流服务中赢得经济效

益。《实用临床医药杂志》（扬州大学）就是借船出海

取得成功的典型例子。

２）加强主动营销宣传，开辟销售渠道。改变以往
被动销售为主动营销，瞄准目标客户，实施主动公关。

开辟并完善发行和广告销售渠道，在加强主渠道销售

的同时，开发和建立二级渠道销售，实施广告和发行二

级代理，借势营销。采取现代化网络手段，建立“在线

营销，在线支付”平台，与著名大型网站合作，实施借

势网上营销，既能扩大期刊宣传又能促进广告和发行

销售，还可最大限度地降低营销成本。《中国实用内

科杂志》（中国医科大学）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３）加强文献开发经营，加大信息传播半径。中国高
校医学期刊群的过刊数据是巨大的文献信息资源，为最

大限度地提高文献利用率和传播半径，同时加强过刊文

献的开发经营，要寻求市场合作伙伴，有计划地实施文献

的二次开发和版权转让，特别是数字化出版，以开发文献

的学术价值，提高社会效益、学术效益和经济效益。

２６　加强体制和机制创新，加快期刊集团化步伐　尽
管我国对科技期刊进行了“调整结构，优化布局”，但由

于一些体制机制性的障碍，科技期刊分散、弱小的产业

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８］。在国际上，科技期刊的市场兼

并使得大出版商更具垄断性，如世界第一大科技期刊出

版商Ｅｌｓｅｖｉｅｒ现出版期刊２２００多种。柳斌杰署长明确
提出：打造“航母”，淘汰“小舢板”［９］。对于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较好的期刊社，重点支持和培育科技期刊出版

集团，如新闻出版总署已批准拥有１２３种期刊的中华医
学会杂志社成立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我们

也应该有打破科技期刊主管和主办单位的行政划分界

限，按照学科领域或行业组建科技期刊出版集团的勇

气，创建中国高校医学期刊出版集团，努力适应并紧跟

科技期刊市场化进程，加快中国高校医学期刊运营体制

和机制改革。

经营体制改革可实施“三步走”的基本策略［５］。

第１步：竞聘上岗，实行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机
制。培养并储备懂编辑、会经营、善管理、能驾驭集团

全局的经营管理后备人才，积极探索新的办刊模式与

经营机制，为创建中国高校医学期刊出版集团打下良

好的基础。

第２步：在比较成熟的期刊编辑部实施事业体制
下的企业化管理与运作。扩大经营自主权，实施独立

经营独立核算。在主任负责制的基础上，各刊编辑部

向二级法人经营实体过渡，为全面实现企业化经营和

管理奠定基础。实施绩效分配制度，彻底打破多年来

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传统分配模式，把期刊的盛衰与

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增强编辑人员的竞争

意识和经营意识，从而提高其竞争能力和经营能力。

第３步：在取得经验和时机成熟后，整合内部相关
机构，以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群为基础，创建中国高校医

学期刊出版集团，实现集团化和市场化独立运营，并在

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群中成立经营实体，如“市场营销

公司”“期刊发行公司”“广告公司”等。

中国高校医学期刊群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坚持以提高期刊质量为中心，以推进我国医药卫生

科技进步和学术繁荣发展为宗旨，以提高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为目标，以改革发展为动力，全面推进中国高

校医学期刊的集团化、国际化、数字化、品牌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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