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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与机械》践行社会责任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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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总结《食品与机械》杂志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积
极探索的经验，认为在食品安全背景下，食品类科技期刊应该

在推动食品安全事业发展等方面担当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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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科技知识、交流思想、发布原创学术成果、促

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是科技期刊与生俱来的社

会属性，也是科技期刊应该履行的最基本的社会责

任［１］；但是，在食品安全成为全球性问题的背景下，作

为特殊的科技期刊———食品专业期刊，除了履行最基

本的社会责任之外，还应该立足专业和行业优势，在推

动食品工业发展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等方面担当

起更多的社会责任。《食品与机械》杂志社在努力办

刊中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

得了一定的实效。

１　积极引导市场，做食品工业进步与发展的推
动者

１１　围绕社会责任进行期刊定位　科技期刊作为专
业性期刊，汇聚了丰富的行业资源，尤其是行业科技和

行业市场信息；所以，科技期刊必须站在行业发展的前

沿，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积极引导市场，为推动行业发

展提供技术和信息传递服务。这是科技期刊必须承担

的首要的社会责任，也是自身定位与发展的基本立

足点［２］。

《食品与机械》杂志创刊之初，对于期刊如何定位

的问题，经过深入调查后发现：食品类科技期刊数量很

多，当时全国有近１５０种［３］，但缺少面对食品工业企业

的技术指导类期刊；而且，食品科研成果要转化为工业

化产品，都离不开食品加工机械、包装机械及原材料，

但全国仅有两三家与此相关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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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随着我国

湖南省社科基金立项资助研究项目（０８ＹＢＡ１６４）；湖南省科技计划研
究项目（２００９ＦＪ３１２８）

３　结束语

　　《新疆农业科学》是我国具有地域特色的综合性
农业学术期刊，在５０年的办刊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
的特色和优势，先后被美国《化学文摘》、俄罗斯《文摘

杂志》、英国《国际农业与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美国

《剑桥科学文摘：自然科学》、《中国科技论文引证报

告》、《中国学术期刊文摘》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等

国内外４０家著名数据库及检索刊物收录，并与国内多
家农业期刊建立了长期交换关系，扩大了期刊的影响，

促进了同行交流。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连续获得自治区科协
科技期刊项目资助。

虽然《新疆农业科学》获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国内外

优秀学术期刊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编辑人员深感肩

负的责任重大，今后要更加努力，突出地域特色，严把质

量关，把《新疆农业科学》办成展示我国新疆农业科技成

果，传播科技信息，反映新疆农业发展水平的一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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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的全球化，食品工业企

业不仅需要实用的食品加工技术，而且需要掌握食品

科学研究的前沿动态和市场动态，以及先进的管理体

系和食品安全控制手段。为此，《食品与机械》杂志从

１９９０开始，就确立了“学术技术并重，理念引进为先”
的办刊理念，以向食品工业企业提供技术与市场信息

为己任，以办成以食品机械、包装机械为主的技术性专

业期刊为目标，做食品工业进步与发展的推动者。

１２　掌控行业科技话语权，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一种
高质量的科技期刊，除了要客观地反映行业科技的最

新进展，还要积极利用其对科学话语权的掌控来引导

行业科技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最终促成行业科技的

成熟与完善，促进行业健康发展［４］。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食品与机械》杂志成立了由学界和业界专家组成

的学术顾问委员会，通过请专家行家办刊，了解生产第

一线的需求和市场发展动态。事实证明，通过与专家

行家的沟通，杂志社在办刊中及时发现了市场上的一

些“技术骗局”和“行业隐形黑洞”。例如，１９９８年前
后，我国葡萄酒市场转暖，国内几家葡萄酒生产商获利

颇丰，众多的媒体对此市场热点兴奋不已，连篇累牍，

无限夸大葡萄酒市场的发展潜力。各地农民纷纷抢种

葡萄，全国一夜之间冒出几十个“十万亩葡萄种植基

地”、几百个葡萄酒新厂，连大名鼎鼎的“金利来”公司

都开始生产葡萄酒。部分大众媒体在报道过程中，添

油加醋，摇旗呐喊，蛊惑人心。针对这一现象，《食品

与机械》杂志社当即派出编辑记者，向国内的一些行

业权威人士咨询，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并刊发了《国内

葡萄酒行业需降温》的呼吁文章，发出了不同的声

音［５］。文章刊发后，在国内食品工业企业界引起了强

烈反响，部分企业纷纷下马葡萄酒生产项目，避免了因

重复建设、盲目发展而造成的损失。

１３　合理利用科技成果转化契机，提升期刊经营效益
　《食品与机械》长期坚持参与科学知识的普及，并从
专业的角度提供最新的优秀论文成果，将前沿、创新、

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撰写为新闻，通过多

种渠道向大众媒体发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例如，武汉大学的国际专利“ＰＥＭ臭氧发生
器”长期未被市场重视。杂志社在发现了它的应用价

值后，主动邀请有关专家进行论证，于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独家刊出《ＰＥＭ膜电解式臭氧发生器及其在食品工业
中的应用》等系列文章，打破了食品行业数十年来对

“臭氧”的偏见，之后有十几家企业直接从杂志社购买

此产品，新产品得以迅速推广。又如，《食品与机械》

杂志２００４年第１期刊发了由主编黄寿恩撰写的《功能
性发芽糙米制品市场前景看好》，引起了吉林省某大

型粮食集团的重视，杂志社通过与该产品开发单位的

合作，投资８０００万元生产“发芽糙米系列制品”，为我
国大米深加工产业开创了一条新路。

２　以特色栏目为载体，做维护食品安全的守
望者

　　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到了刻不容缓
和需要全人类高度关注的时刻，尤其是进入２１世纪
后，食品安全愈发凸显出其重要性、艰巨性和紧迫性。

食品生产和科研人员作为食品行业的主力军对这一焦

点问题持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食品类科技期刊理应

为这些看法和观点提供发表的可能，为维护食品安全

担当守望者的角色。

２１　关注食品安全　《食品与机械》杂志于１９９７年
开始关注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研究，并开设了《安全

与检测》栏目。作为中国食品科技学会的会刊，《食品

与机械》杂志紧紧依靠学会的权威专家群，借助学会

与国际食品联盟，美、日、澳、新等国家食品学会，以及

欧盟食品安全委员会、美国 ＦＤＡ等权威政府机构，建
立了遍布国内外的专业作者群。目前，本栏目为２００
多家同类刊物中开设最早、影响最大的特色栏目。栏

目在内容定位上，除了涉及食品添加剂，更多的是关注

食品中的致病菌和腐败菌，以及分析检测技术和方法，

刊发涉及食品安全研究及检测文章２００余篇，收到了
很好的效果。

２２　及时发布食品安全预警信息　《安全与检测》栏
目开设以来，一直坚守在食品安全检测与研究的前沿

阵地，及时捕捉全球食品安全前沿和热点信息，准确把

握食品安全与检测的发展趋势。杂志社还与湖南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建立了食品安全预警信息采集和发

布的常态机制，第一时间约稿，第一时间发布。例如，

２００７年３月，美国ＦＤＡ宣布“宠物食品召回”事件后，
本刊于 ２００７年第 ５期就首家刊发了《高效液相色
谱———二极管阵列法测定高蛋白食品中的三聚氰胺》

一文，从美国宠物饲料中掺有三聚氰胺事件预测到牛

奶等高蛋白食品中可能出现类似问题，并提出了更准

确、易行的检测方法。经ＣＮＫＩ检索，该文是国内迄今
为止在“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前唯一一篇关于高蛋白

食品中掺入三聚氰胺检测方法的专业论文［６］。２００８
年１０月，“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本文受到食品界的
高度推崇，并获得了国家质监总局２００８年度优秀科技
论文奖。除了前瞻性刊发“三聚氰胺”论文外，本栏目

还先后刊发了苏丹红检测方法（２００５年）、食品接触材
料中的芳香胺问题（２００６年）、食品包装材料中有毒化
学残留物的分析（２００６年）等预警性文章，均引起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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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反响，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３　构筑舆论平台，做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
建言者

　　相比其他媒体，食品科技期刊对于食品安全事件
的审视和报道更具理性和科学精神；所以，食品科技期

刊理应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充分利用信息发布的科学

性和权威性这一优势，发布权威信息，宣传食品安全理

念，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为推助我国食品安全监

管体制的逐步健全和民众食品安全意识的提高积极

努力。

《食品与机械》杂志长期关注我国食品安全监管

体制的改革动态，并通过设置议程的形式进行深度报

道，刊登业界有影响人士和著名学者的最新观点。例

如，杂志社在得知全国人大１１届七次常委会议审议通
过将从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起开始实施《食品安全法》这
一消息后，立即与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取得联系，在

第一时间报道了《食品安全法》的基本框架，以及专家

对该法案的解读。在大力宣传《食品安全法》的同时，

还刊发了《经济快速增长下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中

国食品安全法制化由此启程》《全面加强对食品质量

安全“链条”的有效监控》《法国食品卫生安全体系》等

背景性和决策性文章。

此外，针对涉及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一些焦

点问题，杂志社多次组织编辑记者撰写评论文章参与

讨论，帮助公众以清醒的头脑理智分析这些事件，认识

目前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的真正问题。例如，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末期和本世纪初期各地先后掀起了食品安
全ＨＡＣＣＰ认证热潮，但国内食品行业却对 ＨＡＣＣＰ认
证的认识比较肤浅，认证机构素质也参差不齐，针对这

一现状，杂志社先后多次组织专家、相关行业人士和编

辑记者，深入行业进行调查和专访，于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刊发了评论文章《谁来认证 ＨＡＣＣＰ》，对国内 ＨＡＣＣＰ
认证工作出现的问题和弊端进行了理性分析，提出了

改进和加强对认证机构监督的具体措施。

所有这些都表明，食品类科技期刊完全可以参与

与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有关活动，为政策制定者提

供专业建议，以使政策更科学，更合情合理。

４　结束语

　　《食品与机械》杂志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掘自身
优势，不断探索拓展社会职能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合理

策略，在行使食品科技期刊社会责任的同时提高了自

己的社会影响力，实现了自己的品牌效应，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以说，创刊 ２０余年来，
《食品与机械》杂志与我国食品安全事业的发展休戚

与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推动了我国食品安全事业的

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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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学报》２００８年被引频次≥１０的文章
　　本刊讯　 据《２００９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统
计，《编辑学报》发表的文章在２００８年中被引频次≥３
的共有１４３篇：３次的４２篇；４次３８篇；５次２４篇；６
次１５篇；７次１３篇；９次１篇；≥１０次１０篇。

排名前１０的名文章是（序号．题名／第一作者／年
（期）／被引频次）：
１．“双效”“双爱”期刊：办刊人的最高追求／游苏

宁／２００５（２）／１９；２．著录文后参考文献的规则及注意
事项／陈浩元／２００５（６）／１９；３．我国科技期刊基本状况
统计与分析／郭玉／２００６（１）／１５；４．缩短发表时滞 提

高论文的时效性／张莉／２００３（５）／１４；５．参考文献的主
要作用与学术论文的创新性评审／朱大明／２００４（２）／
１１；６．影响因子在我国科技期刊评价中的作用分析／
张凌之／２００３（２）／１１；７．科技学术期刊编辑应承担更
多的社会责任／游苏宁／２００６（２）／１０；８．高校自然科学
学报的功能及实现措施建议／陈浩元／２００６（５）／１０；９．
中国科技期刊开放存取出版现状／程维红／２００７（３）／
１０；１０．参考文献的评价功能及其对我国学术期刊评
价的影响／马永军／２００３（１）／１０。

（凌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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