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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列世界第二的《分子植物》为何如此珍视中国研究
国际影响力逐年提升，这本上海出品的植物学杂志不断加大对本土论文的发表力度

创刊 12 年，影响因子突破 12?连续

四年超越本领域美国同行?位列世界第

二 。 据国际权威机构科睿唯安发布的

2019 年度《期刊引证报告》?上海出品的

《分子植物》与《细胞研究》《纳微快报》一

同闯入“影响因子破 10”方阵?成为九本

影响因子破 10 的中国科技期刊之一。

随着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分

子植物》在选稿上越来越注重来自中国

的优秀成果?本土论文比重由原来的三

分之一上升到一半以上 。 善待国内稿

源、关注成果的 “中国意义 ”?成为编辑

部一条不成文的准则。

全球8000多个研
究机构订阅，每?下载
量超5?次

2006 年筹建 ?2008 年创刊 ?《分子

植物》在创刊之初就定下了 “办一本高

质量、国际化学术期刊”的目标。

当时?刚踏入 21 世纪?正经历着生

命科学与信息技术并行高速发展的划

时代变革。 中国在植物学研究领域“高

光”成果持续产出：随着水稻、棉花等重

要农作物基因组研究快速、 深入推进?

来自中国科学家的优秀论文频频亮相

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处于快速发展期的中国植物科

学?论文数量逐步超越英美等国 ?近年

已位列世界第一。 ”《分子植物》主编、中

国科学院院士韩斌认为?中国优势领域

研究成果的发表?需要更多与之相配的

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实行国际国内双主编制、组建国际

化编委、 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

《分子植物》 创刊 5 年后影响因子就突

破 5?在全球植物期刊界崭露头角 。 为

进一步拓展杂志影响力 ?2015 年 《分

子植物 》与细胞出版社达成合作?进入

国际一流期刊出版和发行渠道。 截至今

年 6 月?《分子植物》 已被全球 8000 多

个研究机构订阅?每月全文下载量超过

5 万次。

与此同时?编辑部团队也经历了一

次大调整。 通过全球招聘?六位科学编

辑组成了专业编辑团队。 他们分别来自

英国、丹麦、加拿大等国?几乎全部具有

海外留学工作经历?其能力均可在国外

一流期刊任职。 曾在美国从事博士后研

究的崔晓峰?于 2012 年起担任《分子植

物》常务副主编?具有国际视野、拥有全

球人脉、国际认可度高 ?是这支专业编

辑团队的醒目标识。

在这支专业编辑团队带领下和国

际化编委会的支持下?2016 年?《分子植

物》的影响因子超越曾经的世界植物学

领域期刊 “老大哥”———美国植物学会

会刊《植物细胞 》?排名仅次于 《自然—

植物学》?位列世界第二。

在亮眼的“成绩单”面前?崔晓峰保持

着一分清醒与冷静：影响因子仅仅是衡量

杂志影响力的指标之一? 未来三到五年?

团队将专注于提升《分子植物》的软实力?

在本领域科学共同体中积攒口碑和认可

度?进一步提升期刊的国际话语权。

善待国内投稿、关
注成果“中国意义”，影
响因子不降反升

在崔晓峰看来?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并不能简单理解为 “高比例的国际来

稿”。 相反?《分子植物》越来越重视来自

国内的优秀稿源。

这一转变 ? 同样离不开中国科研

飞速发展的大背景 。 《分子植物 》创刊

之初?广收本领域成果 ?通过国际编委

的严格评审 ? 以 70%的高拒稿率优选

论文发表 ?这是确保新刊质量高起点 ?

提升影响力的关键 。 随着影响因子的

提升 ? 编辑部收到的国内优秀成果逐

渐增加。

“这既有国内影响因子‘指挥棒’的

导向因素 ?但更重要的是 ?体现出国内

科学家对本土科技期刊的信任和期

许。 ”崔晓峰说?在当下国际科技竞争格

局下?国内学者愈发意识到本土期刊的

重要性 ?愿意将好论文率先投稿给 《分

子植物》。

近年来?《分子植物》的国内来稿比

例从原来的三分之一上升到一半以上?

但期刊的影响因子不降反升?这说明国

内优质稿源发挥着强劲支撑作用。 而善

待国内来稿?也成为编辑部的一条不成

文准则。 “《分子植物》既是世界的?也是

中国的。 ”崔晓峰说。

过去两年?《分子植物》以封面论文

的形式连续发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

农业大学刘耀光教授的水稻研究成果。

经过多年研究?刘耀光团队先后培育出

两种水稻新品系———紫晶米、 赤晶米?

稻米中分别富含花青素 、虾青素 ?对于

改善我国营养缺乏地区人群的健康意

义重大。 然而?这样的研究成果在国外

期刊编辑看来并不重要?论文在海外投

稿屡屡“碰壁”。

“中国是农业大国 ?粮食生产更是

国计民生的基石。 关乎国家重大需求的

科研?理应是中国本土学术期刊的关注

重点。 ”崔晓峰说?去年《分子植物》发表

了不少国内水稻研究的优秀成果 ?“科

学家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我们要将

这些中国研究呈现好?让他们在世界学

术舞台上闪闪发光”。

为分流日益增多的投稿 ?《分子植

物》于去年创办姊妹刊 《植物通讯 》?以

期双刊联手持续拓展国际影响力?并为

中国科学家服务。

与科学传播同步的还有文化传播。

作为一本立足上海 、 扎根中国的本土

学术期刊 ? 《分子植物 》 有意识地将

中国文化元素融入杂志封面和插图中?

鹊桥相会 、 孙悟空 、 丝绸之路 、 茶马

古道等具有传统文化底蕴的中国元素?

先后登上 《分子植物 》 的封面 。 这不

仅是中国科研和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

也是在分享科技前沿成果的同时 ? 在

世界舞台上传播中国文化 、 讲述中国

故事。

上海科技期刊“破圈”之路③

轻轻教育 CEO刘常科：两次创业缘何都坚定选择上海
创新创业要素高度聚集，良好的营商环境，正使上海成为在线新经济发展的一片沃土

在位于裕德路的“南洋 1931”办公

楼 7 楼? 轻轻教育 CEO 刘常科抱着一

台笔记本电脑?时不时在各间会议室里

穿梭。 开放通透的办公空间里?几百位

程序员围坐在一张张长桌前?讨论声此

起彼伏?而刘常科的“工位”也在墙角一

隅。

六年前?刘常科参与创立的昂立教

育上市后 ?他便功成身退 ?转战在线教

育。 第二次创业?他仍然坚守上海。 如

今 ? 轻轻教育已成为全国中小学在线

“一对一”互联网教育的头部企业。

“20 多年前?我第一次创业时选择

上海?因为上海遍地是机会。 那时候创

业 ? 拼的是够不够胆 ? 靠的是野蛮生

长。 ”而第二次创业?之所以再一次锁定

上海?是因为他坚信一点：时至今日?创

业拼的是人才、技术、专业?靠的是政府

提供的规范友好环境?这也是中小企业

能快速成长 、 资本愿意投入的重要原

因。 基于这些考量?在刘常科的眼中?上

海正成为在线新经济发展的一片沃土?

也是创业的不二选择。

第二次创业 ，“没
想到投资来得这么快”

昨天上午 9 点半不到?记者见到刘

常科时?他已开完了两个会。从这种紧凑

的工作节奏中? 可以清晰感受到轻轻教

育“进击的步伐”。疫情之下?在线教育需

求猛增?行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仅今年 1

月到 6 月? 轻轻教育的业务量就比去年

同期增长了 200%? 累计服务用户超百

万?提供一对一服务数千万课时。 目前?

轻轻教育已覆盖全国 600 多个城市。

决定二次创业那年?刘常科 46 岁?

用他的话说?连自己都感到很意外?“没

想到投资来得这么快。 ”几乎没经历什

么波折?他就拿到了第一笔来自 IDG 和

挚信资本的融资?高达 452 万美元。

刘常科事后分析?第二次创业的好

运?和自己的一项决策有关：扎根上海。

这是因为? 上海不仅创业氛围浓厚?而

且?从资本到人才 ?创新创业的要素都

在这里高度聚集。

“所有国内外顶级投资机构在上海

都有分支机构 ?如果想见投资人 ?不用

飞来飞去?马上就能碰面。 不管公司需

要招什么样的人才?在上海也都能毫不

费力地找到。 ”刘常科记得?在拿到第一

笔投资后?他就开始专注于搭建一个优

秀的创业团队。 仅仅一年时间?轻轻教

育就上线了。 公司所有的高管都毕业于

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等名校 ?技术

人才也几乎都是沪上名校的毕业生。

有过创业经历的刘常科深知 ?“做

在线教育 ?门槛高 ?对团队要求更高 ”。

而不论是组建新团队还是日常招聘?过

往的经验告诉他?上海在专业人才的储

备上有着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

据不完全统计?未来 K12 培训的在

线教育规模将从 400 亿人民币扩大到

1200 亿元人民币?这也使轻轻教育迎来

新一轮的发展。

在 “讲规矩 ”的环
境，可省下最珍贵的创
业成本

在在线新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如

果说技术、人才、政策、资本等因素将直

接决定一个创业项目能否成功? 那么?

有没有规范的环境?则会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创业企业能否良好并持久地运行。

“时间对创业者来说 ?是最珍贵的

成本之一”。 刘常科之所以觉得在上海

创业“省时”?是因为这里有良好的营商

环境。 更直接地说 ?“上海人做事很规

范?我只需要专注创业 ?不需要花费大

量时间去做别的牵扯精力的事。 ”

刘常科用自己的作息说明了这一

点。 原来?他是一位深度马拉松爱好者?

全马最好成绩是 2 小时 59 分? 在将近

10 年的时间里?他保持着每天早晨 5 点

起床跑步 10 公里?每天晚上 11 点睡觉

的规律作息。 “从备案在线教育企业到

找地方办公?包括今年政府出台政策对

企业的社保缴纳实施优惠政策?凡事按

照规则?办什么事都不需要‘求人’”。

“长期以来 ?上海给人最深刻的印

象就是‘讲规矩’。 ”谈及上海的文化、上

海人的特点 ? 山东汉子刘常科看到的

是?“规范的环境恰好是创业最好的土

壤?对互联网企业来说更是如此。 ”因为

互联网企业技术迭代要远远超过其他

行业?往往 1 年当 7 年用———这也直接

意味着?哪家企业可以有更多时间和精

力投入硬核技术研发?哪家企业的成功

概率就越大。 更重要的是?在保障城市

规范运作的前提下?不论立法还是各种

措施?上海总是走在前面。

制度创新的“上海
速度”， 在第一次创业
时就深有体会

其实 ?对上海的这些优势 ?刘常科

是熟悉的?也尝到过甜头。

1991 年?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

毕业后留校的他?就从负责学校勤工助

学中心开始?慢慢竖起了“昂立教育”的

牌子。 差不多同一时间?俞敏洪也开始

拿着浆糊桶?在北京到处贴新东方的小

广告。 “当时的创业机会真的很多?但公

司的发展速度比较慢? 就像农民种地?

得一点一滴慢慢积累。”1995 年?昂立教

育的公司注册资本由 30 万元增至 50

万元?这在当时已是一个 “大动作 ”?刘

常科还自掏腰包为自己添了股权。

2006 年 9 月?“同行”新东方在美国

上市。 差不多同时?包玉刚家族也伸来

橄榄枝?出资成为昂立教育的第二大股

东。 2010 年?昂立教育就开启了国内 A

股的上市之路。2013 年 11 月?昂立教育

的上市方案第一次遭证监会否决?原因

是大量办学实体是在民政部门登记而

非工商部门登记的非企业法人。

原本以为上市无望的刘常科?回到

上海后惊喜地发现 ? “早在 2013 年 7

月?上海就已经通过人大立法 ?由上海

市教委等多部门联合设立了《经营性培

训机构登记办法》? 这样企业就能在工

商部门登记经营性培训机构了。 ”他告

诉记者? 仅仅半年后的 2014 年 6 月 18

日?昂立教育就完成审批 ?成为国内第

一家 A 股上市的教育培训机构。

由此谈及轻轻教育的未来? 刘常科

也信心满满。最近半年?轻轻教育已通过

“云招聘”大规模扩容了师资队伍。目前?

企业已拥有 4600 名专职师资队伍?平均

年龄 30 岁。 在刘常科看来?经历了疫情

的重新洗牌? 在线教育的大方向已基本

确定?接下来?谁能围绕教育的本质做好

服务?谁就能在在线教育领域“出圈”。

《分子植物 》的影响因子在 2016

年超越曾经的世界植物学领域期刊“老

大哥”———美国植物学会会刊 《植物细

胞》，排名仅次于《自然—植物学》，位列

世界第二，本土论文来稿比例也逐渐由

原来的三分之一上升到一半以上
《分子植物》编辑部供图 制图：冯晓瑜

改革力度不减，新片区已发布政策107个
（上接第一版）

蓝湾进平新能源项目投资主体于 2 月 13 日与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签订投资协议?6 月 10 日签订土

地出让合同?6 月 22 日拿到施工许可证?6 月底进行

了桩基开工。从签约到开工仅用时约 4 个多月?这比

特斯拉超级工厂项目还快 1 个月?且基本实现了“拿

地即开工”。 目前?临港正全面扩大“特斯拉模式”综

合效应?率先实施产业用地多用途混合利用试点、开

展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告知承诺制改革?全面升级“工

程建设一件事”?实行一次报审 、并联征询 ?商汤科

技、臻格生物等 20 余个产业项目实现“只报一次、只

跑一次”。

“临港速度”的秘诀是全面实行“容缺后补”?在临

港?批复项目建议书容缺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或专项

规划；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批复工程可行性报告容缺规

划土地意见书；重大项目边界确认容缺立项批复。 此

外?临港还率先实现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无人干预自

动审批”? 由改革前的至少 1个工作日缩短至 5分钟

企业自助办结。 全面对标世界银行指标体系开展评

估?最终得分接近世界第一梯队水平?如办理施工许

可仅需 4项手续、平均用时 20.5日?获得满分。

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 5 月 16 日正式挂牌运作?

成为全国 151 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唯一一个特殊

综合保税区。 在制度体系设计上体现了“六特”的特

点?即特殊的申报模式、特殊的贸易管制模式、特殊

的区内管理模式、特殊的统计制度、特殊的信息化管

理模式、特殊的协同管理模式。 目前?这一临港新片

区的“金字招牌”已形成不少国内首单：国内首单径

予提发货、国内首单跨口岸国际中转集拼、国内首单

全球大型设备集货采购货物进境免备案手续、 国内

首单区内物流企业从事组合装配、 国内首单大批量

进口汽车保税仓储展示等创新业务相继落地。

在临港新片区? 人员从业自由的制度体系正加

快形成? 已有 1000 多人享受到政策优惠。 4 月 30

日?临港新片区首位外籍人士获得“中国绿卡”?另有

27 人获得 5 年居留许可。 在执业、考试方面?放宽外

国人才在年龄、学历、工作经历方面的限制?允许海

外人才申请参加国内职业资格考试。

38.6℃酷暑日
在“四叶草”走2万步是什么感觉

（上接第一版）

说话间?潘旭卸下背包?在一小片树荫下

拿出笔记本电脑?接上工作手机?开始读取基

站的各种运行参数。 “今天‘四叶草’有一个五

金展、一个酒店设备展同时举行。 从测到的数

据看?网络很稳定?附近的 5G 网速已接近 1 个

G?一切 OK！ ”潘旭告诉记者。

“巡站”是一门技术活?但在 35℃以上的高

温下?也要拼体力。 要达到“一天两次、逢展必

检”的作业标准?对潘旭和他的同伴们是一个

不小的挑战。 “在‘四叶草’?我们每天的步数起

码 2 万。 ”他表示?前段时间受疫情影响?“四叶

草”的展会还不算多?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进

入 7 月后? 展会举办的节奏逐渐恢复正常?距

离第三届进博会开幕不到 100 天?可以感觉到

压力明显增大。

就在潘旭和同伴顶着烈日前往下一个街

道站的同时?在北广场的另一头?上海移动网

络优化中心应急通信部的葛俊也开始了他一

天中的日常工作———爬上应急通信车车顶?对

设备进行优化调试。

7 ?战梅雨，8 ?抗高温

葛俊 2003 年进入上海移动工作? 在上海

世博会举办的 2010 年来到应急通信部? 从此

开始“十年爬车”。 “在上海?凡有重大活动?现

场一定能看到移动的应急通信保障车。车一到

位? 我们的第一桩事情就是上车顶调试设备。

所以说?‘爬车’是日常。 ”葛俊一边说?一边利

索地穿好防护服、戴上头盔、系好安全绳?还关

照同伴帮忙找一副厚一点的手套?“车子从早

上晒到现在?扶梯根本摸不上去的。 ”葛俊告诉

记者?当天有 3 辆应急通信车、1 辆突前指挥车

部署在“四叶草”?主要工作是提升场馆周边网

络质量和容量?为观众提供更好的上网体验。

谈到即将开幕的进博会通信保障?葛俊告

诉记者?目前?上海移动的部分应急车已完成

5G 升级改造? 改造后的应急通信车能同时对

2/4/5G 网络进行保障?局部区域可满足更多用

户接入?减轻大网压力；同时?车内各个控制模

块高度集中化? 以前要通过多个控制器操作?

现在只需要在一个控制器上?就能实现对应急

车进行多个操作。 “我们也在抓紧时间开展全

量应急通信车的 5G 升级?预计到下个月?将会

有最新一批 5G 应急车投入使用? 到时候我再

第一个爬。 ”他笑着说。

“7 月战梅雨?8 月抗高温”。记者从上海移

动了解到?与前两届相比?今年进博会期间?上

海移动将在网络承载能力、业务需求量、展览

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升级?网络建设和优化的任

务异常艰巨。 上海移动工程建设部杨俊表示?

这次上海移动对国家会展中心展馆原有的 5G

设备进行了替换升级? 根据升级后的设备功

率、性能?重新调整优化了原有网络架构。今年

的 5G 网络建设 ?主打 “新基建 、新连接 、新体

验”的精品 5G 网络?为了提升用户对 5G 网络

的感知?天线点位较过去有所增加。 目前?“四

叶草”的 2/4/5G 网络架构升级已初具规模?本

月底? 上海移动就将完成 1-8H 主展馆的 5G

高品质信号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