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细胞研究》启示录：自信之路（上）

“情怀，好像是英语中没有的一个词。 正
是有了它 ， 我们才在过去十五年 ， 在 Cell

Research 走出了一条自信之路。 ”

2020 年 12 月 4 日 ，《细胞研究 》 满 30

岁。 在期刊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
学卓越创新中心为杂志举办的“庆生会”上，

《细胞研究》 的灵魂人物———常务副主编李
党生如是说。

就在这一年，这本扎根上海的本土原创
学术期刊，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一流学术出版
阵营牢牢站稳了脚跟。2020 年 6 月 29 日，科
睿唯安发布的 2019 版期刊引证报告显示 ，

《细胞研究》的影响因子达到 20.507。 这也是
中国原创学术期刊影响因子首次超越 20。

2006 年， 这本杂志的影响因子还只有

2.161，在国际上籍籍无名。 而立之年的《细胞
研究》用 15 年时间，实现了从 2 到 20 的跨
越。 15 年来，它何以能够连续不断跨上一个
个台阶， 几乎以一飞冲天之势跻身世界一流
学术期刊阵营？为此，记者走进《细胞研究》编
辑部，回溯这条满是崎岖的奇迹之路，从中也
找到了一条满怀理想和激情的自信之路。

院士“托孤”

2005 年的一个秋日 ，90 岁的姚錱院士
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1990 年，这位著名实验生物学家、肿瘤
学家，为了促进当时中国细胞生物学与国际
同行的交流，决定创办《细胞研究》，并担任
首任主编。

尽管当年在国内，英文科技期刊读者寥
寥，但他坚持“国际化办刊”：全用英文、全球
组稿。 2002 年，《细胞研究》首次获得影响因
子，创下了中国人创办出版的科技期刊首次
“过 2”的历史纪录。

如何才能使《细胞研究》的国际化步伐
不因自己的离开而终止？ 姚錱找来了时任中
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的中科
院院士裴钢，希望他接任杂志主编。

没有犹豫，裴钢一口答应了下来 ，因为
在他心中也有一个念头：中国科技界需要有
一本在世界上站得住、叫得响的好杂志。

进入 21 世纪， 中国科研在国际舞台上
开始展现出腾飞的姿态。 中国科学家发表的

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数量逐年上升 ，来
自中国实验室的优秀论文在世界顶尖期刊
上的亮相频次也在不断增加。 仅 2005 年，国
际顶尖学术期刊《细胞》杂志就发表了 5 篇
来自中国的论文。

然而，当时的中国科技期刊因与国际严
重脱轨而陷入困境———中国学者做出了优
秀工作，投稿一定首选国际优秀刊物。

“总有一天，中国科学家会意识到，论文
发表会是一个瓶颈。 我们需要自己的发声平
台。 ”裴钢觉得，在中国办出一本国际一流的
科技期刊， 其重要性不亚于发展一个学科，

甚至任务更艰巨、影响更深远。

他要找一个人，可以全力以赴，带领《细
胞研究》 乘着中国科技腾飞的时代东风，在
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

这个人既要具有国际一流的科研学术
背景， 又要有国际顶级期刊的工作经验，还
得愿意来中国担任一本影响因子刚只有 2

分的学术杂志主编。

2 分是什么概念？且不论历史和口碑，哪
怕只看影响因子，在生命科学领域，国际“牛
刊”的影响因子一般都不低于 10 分，顶刊甚
至高达 20 分、30 分。 通常，生命科学家会在
心中给期刊分出 10 分 、8 分 、5 分及 5 分以
下等几个档次，2 分可以说是处于整个学术

期刊金字塔的底部。

这样的人才，可遇不可求。 原先有位应
聘者，收到录用意向后，最终选择了一家外
资出版社。

就在此时，李党生出现了。

这位从苏北农村走出的好学青年，从中
科大少年班毕业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
博士学位，又在纽约大学医学中心完成博士
后。 2003 年，在他谋求教职时恰好遇上《细
胞》杂志社招聘科学编辑，于是他的人生就
这么“拐了个弯”。

多年之后，当李党生回想起当初这个职
业选择，他发自内心地感慨：“这可能是我最
正确的选择之一。 ”

“我想回国，有合适的职位吗？ ”2005 年
底，裴钢去美国出差，与曾经处理过他投给
《细胞》稿件的李党生通电话时，李党生突然
问道。

“来 Cell Research ?！ ” 裴钢当机立
断———就是他了！

其实， 李党生原本打算回国建立实验
室，做一名研究组长，他从未想过继续科学
编辑的生涯。 然而，与裴钢一番深谈后，他愿
意回国一试，将《细胞研究》打造成一本世界
一流学术期刊。

“我出国 17 年，对国内情况几乎一无所
知。 ”

“没关系 ，主编我兼着 ，你做常务副主
编，全权行使主编的权力。 ”

可是，薪酬怎么办？ 按照当时的人事体
系， 期刊编辑收入非常低。 经多方努力，最
终，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以研究员的待遇聘
回了李党生。

“我们是会被记入历史的！”

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

李党生把《孟子·离娄上》中的名句改换
了两个字，成了他这 15 年来，经常对编辑团
队说的金句之一。

而这句话，正是《细胞研究》走上腾飞之
路的基石。

来稿 “满目疮痍”， 改稿 “血泪斑斑”。

2006 年 2 月，坐进杂志主编办公室，尽管做
好了心理准备， 李党生仍感受到了巨大落
差———

美国《细胞》杂志是全球公认的顶尖期
刊，影响因子超过 30，来稿中世界一流水平
的比比皆是。 而影响因子 2.161 的 《细胞研
究》所收到的稿件，莫说科学水平天悬地隔，

就连英文写作也不忍卒读。 更令他无语心塞
的是， 当他向作者提出增补实验的要求时，

会经常被这样“噎”回来：“如果要修改，我还
投 2 分的杂志干嘛？ ”

的确，在国际学术界，每本杂志都有自
己的层级定位，一旦形成，很难动摇。 所以，

一本杂志历年的影响因子构成的往往是一
根平坦的、略有起伏的线条。 科学家们也很
清楚，什么水平的工作投哪本杂志，很少“高
攀”或“低就”。

怎样才能打破这个“潜规则 ”，让 《细胞
研究》 走出一条不断跨越的上扬曲线？ “自
重”就成了关键而艰难的第一步。

在一篇篇来稿中淘出尚有一定科学价
值的论文，一处处修改订正语言错误……随
后的四五年里，除了坚持在低分杂志中极为
罕见的论文预审淘汰制度之外，《细胞研究》

额外增加了一道很多期刊都没 有 的 程
序———主编终审修订，即使论文审核到了最
后关头，一旦发现科学问题，也不予发表。

“别人可能不把你当回事 ，但要赢得别
人的尊重，首先要把自己当回事。 ”李党生对
编辑部里的每一位编辑说， 在科学面前，不

管影响因子高低， 期刊都要有足够的尊重，

只要有一定科学价值的论文，凡是在《细胞
研究》上发表的，就必须打扮得体地呈现。

一直跟随在李党生身边的编辑程磊清
楚地记得，当时一篇论文有几百处修改是常
态，整个文档的修改标记往往“一片红 ”，相
当于将论文重写一遍。 最多一篇修改甚至多
达一千多处，李党生花了整整三天时间。

《细胞研究》是一本月刊，每期刊发约十
几篇论文，每篇都这么修改，工作量该有多
大！ 且不说起早摸黑、没有休息日，李党生还
就此落下了一个被妻子宗丽娟“抱怨”的话
柄。

2008 年 10 月，她进医院剖腹产，李党生
前后只陪了三个小时，就赶去办公室处理稿
件了。 李党生有时会辩解，早一天送她住院
时，自己还是陪的，虽然手头还带着一篇特
别着急的论文在产房里修改。

这篇论文报道的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大
鼠中建立了类似胚胎干细胞的细胞”， 小鼠
的胚胎干细胞系建立已经多年，但在大鼠上
还是首次。 这对于影响因子正在向 5 冲击的
《细胞研究》 而言， 是一篇难得的高水平稿
件，且迫切需要抢时间发表。10 月 15 日论文
刚接收， 次日李党生就在产房里改定了文
章，10 月 17 日儿子出生那天，交给印度的生
产线排版制作，11 月 4 日论文上线发表。

每当有新人加入编辑部，李党生都会对
他们说，除非真想做好这份工作，不然就不
要来《细胞研究》，这里不是“科研淘汰者”的
后花园 ， “我们这个团队是会被记入历史
的！ ”

2017 年初加入编辑部的姜姝姝，在美国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攻读博士时，就听说过国
内有一本《细胞研究》，当时想当然地以为国
内 8 分的杂志在质量上肯定无法与国外杂
志相比。 直到进了编辑部她才发现，《细胞研
究》的文章质量之高，其实超出了国外同分
杂志。

“曾经有同学开玩笑，实在不行还能发
个《细胞研究》毕业，现在才知道根本不是这
么回事。 ”经过在编辑部三年的严格训练，她
现在经常一眼就能看出许多学术刊物上的
差错———《细胞研究》 对于实验和数据的要
求之严格，完全不亚于世界顶刊。

在 93%的拒稿率下，现在一些在 《细胞
研究》落选的论文，还可以转投 CNS（《细胞》

《自然》《科学》）的子刊发表。 可又有谁能想
到，在 2006 年下半年，《细胞研究》刚与自然
出版集团合作签约时，李党生连向《自然—

细胞生物学 》（NCB）主编提出 “推荐一些你
们杂志的退稿给我们”的要求，都感觉冒犯
了对方。

已经在加拿大获得副研究员教职的鲁
立 ，两年前随丈夫回国发展 ，成为 《细胞研
究》的编辑。 原本她以为，以自己的学术背
景，胜任工作绰绰有余，可没想到几乎天天
处于“挤脑汁”的状态———任何一篇稿子，哪
怕被拒的稿件， 也要列出其主要科学问题、

科学方法、大致定位；和李党生一篇篇“过稿
子”时，还要说出稿件在领域中的重要性，大
概可以投哪个层次的杂志。

每当感到辛苦时，鲁立会想起自己在国
外也会因语言、文化背景等问题，受到一些
不太公正的待遇。 她强烈意识到，中国科学
家需要更好的发声平台。 在李党生的带领
下，鲁立觉得在《细胞研究》的工作，充满了
意义和信心。

如此“人情稿”

中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因子上不去，并不
是因为中国缺乏优秀的科研成果。

从 1999 年到 2009 年，中国出产的科学
论文在科学信息研究所数据库中的数量已
从 1 万篇飙升到了 8 万篇，与日本处于同一
水平。 同时，高影响力（引用率大于 20）的中
国论文数量增长了数十倍乃至上百倍。

2007 年 2 月，“自然中国”网站开通。 作
为自然出版集团在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战
略部署，该网站以宣传中国高水平科研成果
为目标。

这足以说明，中国科研水平的提升已经
引起了国际科技期刊界的关注。 国内科技期
刊之所以争取不到好稿，说到底还是“技不
如人”———审稿不严、发表时滞太长、编辑学
术水平低，“吓”走了大批优秀论文。

就在引进李党生的同时 ， 主编裴钢启
动了 《细胞研究》 与自然出版集团的合作，

使期刊可以 “借船出海”， 更容易被世界同
行看见。

要改变人们心中的成见，不能坐等被发
现。 于是， 李党生给编辑们下了一个硬任
务———走出去。 而他自己更是从岳阳路的院
子入手，跑进一个个实验室，结识一位位科
学家。

岳阳路 319 号、320 号的大院里，集中着
中科院在上海的生命科研主力军。 在当时，

那几乎就代表着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半壁
江山。

直接去约稿？ 显然收效甚微。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这是李党生
一直奉行的格言。 当时，国内科学家尽管热
切希望在最优秀的期刊上发表论文 ， 但对
于研究本身适合哪种杂志、 如何与编辑在
投稿改稿上进行交流沟通， 却如同黑箱一
般难以捉摸。曾经身为《细胞》科学编辑，李
党生深谙在国际顶刊发表论文之道。 于是，

从 “顶刊发文咨询 ”开始 ，他融入科学家们
的实验室。

2006 年底，李党生为《细胞研究》争取到
了第一篇远超当时自身水准的论文。

那天，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
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正军兴高采烈地约李党
生去办公室。 一篇令他修改得十分苦恼的论
文，在李党生的建议和帮助下，终于被一本

10 分以上的杂志接受发表。

“我还有一篇关于 DNA

修复的论文，被一本十几分的
杂志拒了 ， 你有没有兴趣看
看？ ”陈正军在聊天中
突然抛出的一句话，令
李党生顿时有种被天
上掉下的馅饼
砸中的感觉。

“给我们！ 我们用绿色通道发表！ ”李党
生当机立断， 生怕这条件还不够有吸引力，

表示可以推荐给国际“牛刊”发表点评文章。

望着一脸诚恳的李党生，陈正军将稿子
交到了他手中。

于是， 整个编辑部为这篇论文加班加
点。 不久之后，论文在线发表，不仅 NCB 进
行了全文点评，连《细胞》杂志也发表了简短
评论———两本顶刊同时为一篇发表在低分
期刊上的成果发表点评，可谓前所未有。

随着李党生帮助的科学家越来越多，这
样的“人情稿”也日益增加。 不少该领域的中
国科学家在论文投稿顶刊受挫后，就会想到
《细胞研究》的快速通道和绿色通道。

2008 年，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张
辰宇向《自然》投了一篇论文，此后杂志编辑
提出要将论文中肺癌样本的例数从 100 多
例增加到 1000 多例———这样的修改要求 ，

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完成？！ 有一天， 他看到
《美国科学院院刊》 发表了一篇结果部分相
关的论文。 学术竞争如此激烈，就在于“只有
第一”，如果再拖一两个月，他们的原创工作
可能永远无法得到承认。

其实，张辰宇也明白，论文的价值在于
发现本身。 言外之意，价值并不在于发表论
文的杂志的档次。 但在当时的中国，似乎论
文不发在《自然》《科学》等杂志上，就算不上
好成果，这着实让他苦恼。

当张辰宇征求朋友意见时，不少人都建
议“找党生”“投《细胞研究》”。 于是，他带着
《自然》 的审稿意见， 将论文改投 《细胞研
究》。 李党生带着编辑团队全力以赴， 在 48

小时内审稿完毕， 并在修改后立刻安排发
表。 这篇原创论文在 2008 年 9 月 3 日上线
发表，由于该研究在生命科学中开辟了 “细
胞外 RNA”的新领域 ，论文迄今为 《细胞研
究》贡献了 3330 次引用，创下该杂志 “单篇
被引次数”的新纪录。

两年后，张辰宇又将一篇力作投给 《细
胞研究》。 自然出版集团再次为它向合作媒
体进行了新闻发布， 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
注。 迄今为止，张辰宇研究团队在《细胞研
究》上发表的论文已不下 10 篇。

正是靠着这样一篇篇纷至沓来的“人情
稿”，《细胞研究》 成功实现了影响因子从 2

分到 5 分、8 分的跨越。

然而，对于另一类人情稿 ，李党生却立
出规矩，严格拒绝。

15 年来，最让李党生感到庆幸的是，《细
胞研究》的主办单位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
生物学研究所（现名中科院分子细胞科学卓
越创新中心）给予《细胞研究》的支持。

要办一本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就不能把它当成给自家提供便利的“一亩三
分地”。 正是有了理念上的高度认同，《细胞
研究》才能发展到今天。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细胞研究》有这么一条规矩：如果科学上不
够好，让谁托关系都没用。

最让李党生感动的是， 裴钢身为主编，

却从没塞过来一篇人情稿。 哪怕是曾经为杂
志撰写过权威综述、以优秀论文为提升杂志
影响因子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科学家朋友，也
不例外。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
物信息中心）研究员杨运桂曾在《细胞研究》

发表多篇代表作，又曾应邀撰写综述，两年贡
献了 180 多次的引用。 可李党生对他的投稿
要求是 “至少要达到你 2017 年代表作的水
平”。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杨运桂将自
己的一篇相关论文投到《细胞研究》，就被编
辑“无情”地推到了《细胞研究》的子刊《细胞发
现》上，因为它还缺乏一些更深入的研究，够
不上《细胞研究》目前的论文发表标准。

但杨运桂坦言，在这种“拒绝”中 ，他看
到的是对科学的虔敬和尊重，他甘之如饴地
接受。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挥别不平凡的 “十三五”， 踏
上 “十四五” 新征程， 上海科创
中心建设从 “搭框架” 向 “强功
能” 深入推进。 强化创新策源功
能，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既要加
快突破 “硬核” 关键技术， 也离
不开软环境的支撑和赋能。

抢占国际话语权 ， 提升全球
影响力， 迫切需要一批与科创中
心地位相匹配的世界一流期刊 。

经过多年培育 ， 以 《细胞研究 》

为代表， 上海一批科技期刊对标
世界一流、 立足自身特色， 进行
了有益探索和积极实践， 在国际
学术期刊界形成了 “上海样本”，

树立起 “中国标杆”。

为此， 本报于今明两天分上
下篇推出长篇通讯 《自信之路》，

细述 《细胞研究》 30 年发展的历
程和启示， 以期为各方提供借鉴
和思考， 希望更多本土科技期刊
走出自己的 “破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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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细胞研究》1990 年创刊

封面。

  中：《细胞研究》2021 年 1 月

刊封面。

 右 ： 《细胞研究 》2020 年 12

月刊封面。

本报记者 袁婧摄

荩 《 细
胞研究 》常务
副 主 编 李 党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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