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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期刊

期刊的编辑经验，同时还具有深厚

的分子细胞生物学专业素养，是再

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这在当时国内期刊界绝对是

一个独到创举，要知道当时国内对

于编辑的定义基本上是做不好科研

的人才去做编辑。”《细胞研究》

编辑部主任程磊说。可是 2 分的杂

志引不来 5 分的文章。李党生和编

辑们只能一步步来。

作为编辑，他们主动接触作者，

争取那些“比期刊平均水平好一点

点”的文章。影响因子暂时拼不过，

就在用户体验上下功夫。“发表研

究成果不仅仅是简单的送稿、审稿

的过程。我们的编辑团队会为投稿

的文章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如

何组织文章架构，如何修订科学文

字，不同层次的期刊需要怎样的设

计，这些意见都可以帮助科学家们

发表的文章更完善。”很多科学家

通过与期刊的长期交往，自己的科

研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在了解这个

团队真正的实力之后，越来越多科

学家愿意在这里发表文章，编辑部

也有更多机会收到有质量的投稿，

又因为高质量论文的发表，吸引更

多人的关注，就这样走上了期刊发

展的良性循环。

如果作者的文章在其他期刊那

里受到不公正待遇，或者审稿后要

求大修或者退稿，《细胞研究》可

以根据已有审稿意见给作者快速答

复——或者小修，或者重新送审；

当某个领域的科学研究竞争太过激

烈，作者希望尽快发表时，《细胞

研究》在发挥编辑独立判断能力的

同时，也会力促同领域科学家采取

“快审快发”的个性化服务，最快

72 小时返回审稿意见。

基于这些服务上的优势，《细

胞研究》每年都能争取来几篇“好

一点点”的文章，每年都能“进步

一点点”。2013 年，《细胞研究》

成为第一个影响因子超过 10 的中国

科技期刊。2017 年，影响因子超过

15，2020 年，影响因子超过 20。

到 2019 年为止，《细胞研究》

连续 5-6 年，来稿数量基本维持在

1500-1800 篇，2020 年， 来 稿 数 量

高达 2500 篇，相较之前增加了三分

之一，但拒稿率始终维持在 95%。

如有作者来稿，编辑会通过数字化

的平台进行审核，这个环节会过滤

掉 85% 的稿件，只送审 15% 的稿件

给审稿人。审稿人来自专家库，一

般来说，有 2-3 位专家进行审核，

最终确定稿件是否被录用。

“不只是起步艰难，现在依然

很艰难，好比攀登珠穆朗玛峰，我

们已经到达了 8000 米的位置，而最

后的 800 多米是最难突破的。当期

刊只有 5 分的时候，你会收到 5 分

的文章，当你做到 20 分的时候，要

努力争取到 20 分甚至是更好的文章，

因为文章的质量永远都是期刊发展

的本源。”李党生告诉《新民周刊》，

“我们不会因为科学家的名气而对

某些稿件‘另眼相看’，判断稿件

的唯一的标准只有它本身的科学价

值。”

“回过头看，我最欣慰的是，

当年《细胞研究》刊登了许多青年

学者的文章，如今他们已经成为这

个领域享有声望的人了，这说明我

们是互相成就的，他们投稿的优秀

文章成就了我们，我们的努力，也

助推了顶尖科学家的出现。”

在李党生看来，对作者最好的

服务，就是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对于我们这个人情味特别浓厚的

国家，做到这点是非常难得的。”

在李党生的印象里，起初会有熟人

拜托他“走后门”，但是一来二去，

大家都知道这“招”在《细胞研究》

这里行不通，编辑部也就很少碰到

这种事了。“所谓口碑，就是口口

相传，我们做到了，投稿作者亲自

体验到了，自然口碑就出来了。裴

钢院士作为主编，发论文都和其他

作者走一模一样的流程。过去 15 年，

裴钢院士也没有向编辑部托过一篇

人情稿。”李党生说。

科学编辑不仅要有职业精神和

操守，还要拥有过硬的专业素质。

目前《细胞研究》编辑团队共有 6 人，

全部都是博士学位毕业。“在我们

的团队中，科学编辑能实现的最大

价值，是为来稿的文章提供具有建

设意义的批评，帮助科学家们更好

地完善研究，提升文章的质量。”

李党生希望未来能将办刊的项目经

费，参照科研项目经费模式，允许

发放一部分作为编辑人员的绩效奖

励。期刊编辑需要同时具备编辑和

影响因子

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它通过

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当年被引用总次

数除以该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总数来得

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