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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肖明教授您好！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

您来参加第四届 ISMRP 暨上海肿瘤

会议。我们知道您作为南京医科大学医学书刊出版

部的主任，同时也是多家国际医学期刊的编辑，在

医学期刊的创办和发展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在此次

会议上，您的演讲主题是“守正创新，助力人才培

养”。这个主题既突出了传统学术价值的传承，也

强调了创新在现代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请问您希望

通过这次演讲向听众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A1首先感谢夏老师和会议主办方的邀

请，我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与大

家分享我的想法。我本人在期刊领域算是半路出家，

因为工作的需要和安排，大约三年前开始接触期刊

工作。这几年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借此机会，我想谈谈我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

想法和体验。我认为“守正创新”这个主题非常关键。

首先，“守正”意味着科技期刊的使命是促进

学术繁荣、科技进步，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这是

我们作为编辑的初心，也是我们办刊的底线，永远

不能丢掉。其次，“创新”是指在学术传播方式和

方法上。在当下这个时代，学术传播的方式方法与

传统相比也有了更明显的变化，尤其是新媒体和人

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需要我们在论文出版的各个

环节注入新技术，比如开放获取、论文推广等，让

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能够快速传播，为同行提供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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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思路。

此外，我认为期刊不仅要传播学术思想，还要

将这些思想普及给普通大众。这就需要我们注重科

普工作。刚刚会议上，听到李兆申院士讲到有关肿

瘤的早筛查早防治，我觉得受益匪浅。医学研究的

最终目的还是服务于人民健康，解决人类共同的一

些疾病方面的问题。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的

期刊、甚至出版部门，可能还是要下一点功夫，思

考怎样才能够把晦涩难懂的科研内容变得通俗易懂，

普及给非专业人士，从而对疾病的早期预防、健康

生活方式的选择提供一些帮助。

期刊同时也还有培养人才的重要使命。虽然这种

教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具象教育，但期刊编辑与作者

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在论文编辑和修改过程中，对科

研工作者，尤其是年轻科研工作者的成长具有深远影

响。我们的论文发表主力军主要是研究生，通过编辑

过程，我们能够为他们播下科研精神的种子，培养他

们的科研意识，这可以被比喻为他们科研生涯中的“第

一粒钮扣”。当前，学术界确实存在一些不规范的行

为，我相信大多数是无意的，因为作者可能缺乏这方

面的意识或严谨性。作为编辑，我们有更丰富的经验，

可以帮助作者预防和避免这些不良影响。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不仅是守门人，也是创新服务模式的提供者。

一个期刊要想办得好，最终还是要提供优质服务，这

样期刊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关于期刊的发展，虽然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和深

入探讨还不够，但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我坚信期

刊的成长性是需要时间的。期刊的发展和声誉建立

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趋势，需要几代

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正如我与 Ruiwen Zhang 教

授交流时所提到的，每位学者的学术生涯都是有限

的，但期刊却能够持续传承下去。因此，作为创刊人，

我们必须坚守学术底线，因为我们的使命是传播科

学，而不是被第三方评价所左右。我们不能仅仅为了

追求指标而忘记了我们的初心——提高论文的质量

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必须不断学习，提升自己

的科学素养，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文字编辑层面。我

们不能简单地将稿件送出去、评审、然后收录，而

应该全方位提升自己的能力，以便发现真正有价值

的研究工作。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于一些预期中的大

咖名单来提升期刊的质量，普通科技工作者的文章

同样值得发表。从这一点而言，我个人也做一个呼吁，

我们作为编辑，应该以文章的质量来评价文章，而

不是以作者的身份来评价。特别是在一些著名期刊中，

由于投稿压力巨大，这种筛选方式可能会导致一些

有价值的稿件被忽略。

我希望编辑能够像培养自己的孩子一样，不遗

余力地学习如何与期刊共同成长，提高业务水平，真

正为作者服务，特别是通过这个平台培养年轻科研

工作者，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从而促进学术期刊

的繁荣。这种繁荣不仅仅是期刊本身的事情，它还

能带动整个民族对科学的热爱和崇尚，形成一个良

性循环。期刊出版也是一个国家产业的一部分，但

这是一个有情怀的产业，它通过传播和繁荣科学来

获得应有的回报，而这些回报又进一步促进科学事

业的发展。我相信，所有重视期刊的人都有这种情

怀。就像夏老师创办华誉出版社，经历了种种困难，

甚至自掏腰包，就像抚育自己的孩子一样，这值得

我们学习，也让我深受感动。

Q2我知道您也是 Journal of Biomedical 

Research的主创和负责人，这本期刊

现在做的非常不错。那作为在国内期刊创办之路上

的探索者，您能够对我们国内期刊的发展提几点建

议吗？

A2近些年，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尤其

是在卓越行动计划的推动下，国内高

质量的期刊发展呈现出井喷式的增长，展现了我国

科技进步和文化软实力，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现象。面对这样的形势，我有一些初步的想法。我

们应当珍惜并利用好国家的政策支持，实现出版集

团的集群化发展。尽管目前一些出版集团规模较小，

但通过集群化发展和探索更优化的发展路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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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建立起一个成熟的出版体系，增强国际竞争力，

为我们国家出版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我相信，这需要所有期刊编辑的共同努力。对

于那些已经办得很好、起点高的期刊，可以进一步

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实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在这

个新时代，华语出版社通过多年的努力，成功创办了

许多期刊，形成了良好的规模和口碑。这些成功的

经验可以进一步推广，以帮助更多期刊办好。办好期

刊对我国的学科建设至关重要，因为科技评价和论

文评价是衡量科技水平的重要维度。拥有高质量的

期刊意味着我们在自己的学术领域有更多的话语权。

尽管科学研究是国际化的，我们并不主张狭隘

的管理，但这样可以使我们在论文的阐述和发表上

争取更多的主动权，更快捷地向世界推广中国学者

的贡献和智慧。我认为，期刊的高质量发展与科技

进步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的四个面向，包括面向人民健

康、面向科技前沿等，我们作为期刊人才大有可为。

对于我个人而言，在现在这个时代，我能够从

一个普通科研工作者跨界到出版领域工作，我感到

非常幸运，身份和事业的转变不仅拓展了我的视野，

对我个人的成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