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医学期刊创新发展大会召开，与会专家热议：

如何创办高质量医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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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院管理指导丛书》发布仪式。 主办方供图

近日，清华医学期刊创新发展大会

在北京成功召开。与会专家围绕“引领

医学期刊创新，共筑健康中国之未来”的

主题，以期刊建设发展为核心议题，针对

医学期刊的创新发展、学术质量把控、国

际影响力提升等方面展开深入探讨。

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邱显清，清华

医学院主任及讲席教授、

荣誉主编黄天荫，清华大学附属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 主编董家鸿，中国期刊协会

副会长李军参加开幕式并致辞。

引领医学期刊创新

邱显清表示，在新机遇和挑战并存

的背景下，清华大学出版社将加快培育

世界一流医学期刊，推动创新发展，提升

中国医学期刊的世界话语权和影响力，

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和全球科技创新贡

献更大力量。

黄天荫表示，医学期刊作为推动复

合型医学人才建设发展的重要渠道、医

学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对于传播最新

科研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引领学科发展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清华大

学在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

着力加强学术期刊建设，陆续出台了系

列政策措施。相信在清华大学、清华大

学医学院、清华大学出版社多部门的联

合支持下，在各位专家的帮助和支持下，

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医学期刊将取得更好

的发展，生命科学与医学分社将迎来更

加美好的未来，为推动我国医学科技创

新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董家鸿表示，在我国政府对科技创

新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在广大医

学科技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努力

下，我国在医学基础研究、临床应用方面

的科技创新取得了长足进步。医学期刊

作为传播科研成果、引领学科发展的重

要载体，其创新发展对于提升我国医学

领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

义。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和智慧，我

们一定能够为我国医学期刊的未来发展

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李军表示，中国科技期刊五年卓越

行动计划提升了中国科学研究在国际上

的知名度，促进国内论文大范围向国

产期刊回流，我国越来越多的一流科

学家和顶尖科学家参与办刊。另外，除

了是否拥有一流的学协会和重要的期

刊外，一流的创新实体和科学家队伍

也是国家成为创新型国家和创新高地

的重要体现。

随后，清华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的

《现代医院管理指导丛书》在大会上正式

发布。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丛书总主编张宗久表示，本套丛书

分册分别从医保、文化、绩效、人才培养

和学科建设、数字化转型、评审等方面展

开，突出“现代”和“指导”，相信本套丛书

的出版，将有助于推动医院管理现代化、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和健康中国建设。

多角度阐述创新理念

在主题报告环节，专家们从人工智

能、科技评价、出版趋势、期刊创刊与发

展等角度阐述和践行中国“创新”理念。

主题报告环节由湖北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原副巡视员阮小明，中国人体健康

科技促进会党支部书记、秘书长夏岑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

所研究员、 副主编唐

浏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主任、

主编程震，清华大学出

版社副总编石磊，以及中国高校科技期

刊研究会副理事长张昕主持。

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副主

任胡建平带来了题为《人工智能时代数

字健康战略思考》的报告。在报告中，胡

建平解释了信息化、数字化转型与数字

健康的关系，认为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

产力，集“互联网 +”和“大数据”于一体，

真实地代表了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对数字健康产业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包括医学影

像诊断、辅助诊断、个性化治疗方案制定

等方面，可以提高医疗诊断的准确性和

效率。然而，过度依赖人工智能也存在

一定的风险，特别是在基层医疗领域，医

生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导致医

疗水平的下降。因此，应当警惕基层医

疗对人工智能过度依赖的现象，引导人

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同时提高医疗水平。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吕本

富介绍了“如何让大模型落地”。在报告

中，吕本富以智能经济的兴起为切入点，

介绍了大模型的原理及构建方法和训练

方式，介绍了行业大模型、场景模型等具

体应用场景和发展趋势。吕本富认为，

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全民共创时代已经

到来，大模型的应用助力提升创作效率、

生成创意内容，大大推动创作“产销者”

和智能营销的创新发展。相应的，大模

型也会对翻译以及游戏、设计等行业的

原画师等从业人员产生冲击。“明天替

代你的不是 AI，而是会 AI的同事。”

学科建设与期刊携手并进

本次大会特设置圆桌对话环节。对

话主题一是“如何实现医院学科建设与

医学期刊的携手并进，引领学科创新，提

升科研水平”。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

iRADIOLOGY 荣誉主编李海洋指出，

在医院管理变化快、新的要求层出不穷

的大背景下，创办期刊的目的是促进学

科发展，更是为了推动医疗技术更好地

为医疗卫生事业服务、更好地满足老百

姓需求。并且在日常的医院管理中，促

进科研成果转化，真正地实现“better

science for better life”。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副院长靳斌表

示，学科建设离不开学科人才规划，应该

科学规划和有效推动学科人才在临床科

研、高水平文章以及科研转化中发展。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陈伟表

示，期刊是展示科研成果的重要平台，是

传播新技术新成果以及促进学术交流的

重要来源，从促进同行的交流、促进学科

发展和专家队伍建设等方面对医院发展

产生重要的作用。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沈杨

表示，高质量、高水平的期刊依赖优势学

科，是政府、企业促进科学研究成果落地

的重要手段，也是发现优秀学者和热门

话题、服务医务工作者和指导规范的实

用性工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

教授吴俊强调了人工智能在科研工作中

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提出了对期刊发展

的新思考。他认为，人工智能模型可以

帮助科研工作者快速找到需要的文献，

提炼关键信息，提高工作效率。从期刊

发展的角度来看，如何让读者科学地找

到期刊，是所有期刊出版工作者都应该

思考的问题。

对话主题二是“如何发挥好医学期

刊的载体、桥梁和平台作用，推动医院科

研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温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黄晓颖表示，期

刊对于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具有不可或

缺的价值和作用。期望我国能够有越来

越多的国际期刊，建设更多的高水平期

刊，发表更多的高水平成果。山东省莒

县人民医院院长姚永远表示，期刊既是

医学创新和发展的重要窗口，也是促进

和保持同行交流的平台。期待期刊在推

动科研成果落地和转化、促进学科创新

和发展中发挥更多的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