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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期刊为农民服务问题的思考
李治飞  董朝菊  张  放  鲁玉洋  吴  涛  陈  云

(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所,西南大学柑橘研究所, 400712,重庆 )

摘  要  基于农业科技期刊的发行、价值取向等现状,以及农

民对农业期刊的反映及其科技需求,认为应当倡扬农业科技期

刊服务于农民的思想 ,现有技术类和科普类农业期刊应是服务

于农民的主体; 并分析了服务于农民的农业期刊的若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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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农民服务 0还需要倡扬吗

  在人们的意识中, 报道、传播农业科技成果, 促进

农业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农业科技期刊似乎都在

服务于农业乃至服务于 /三农0 [ 1 3 ]
,然而, 事实却不尽

如人意。

首先,从农业科技期刊的发行状况来看:目前科普

类期刊发行量与 20世纪 90年代初相比下降了 20%

~ 50% ;技术类期刊发行量大的为 5 000~ 8 000份, 大

多数为 1 000~ 2 000份, 有的仅数百份
[ 4]
; 学术类、检

索类等期刊的发行量一般更低。陕西杨凌示范区及广

东省农业期刊的发行情况
[ 5 6]
也印证了这种局面。在

这种情况下,恐怕多数办刊者很难有底气说自己在为

/三农0服务上发挥了多大作用。

其次,从办刊者的实际价值取向来看:我国的许多

科技期刊尤其是学术类期刊努力的唯一目标就是进入

SC I; 国内 /核心期刊 0的遴选已导致学术类期刊的价

值取向发生偏离,期刊的优劣不再由读者和市场来判

断。令人遗憾的是, 这些影响并非仅仅局限于学术类

期刊, 1995) 2005年我国学术类与技术类科技期刊数

量的变化
[ 7]
, 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影响, 而且一

些农业技术类期刊评估自身学术质量时也把进入 /核

心期刊 0,被国内外检索刊物和数据库收录,论文在作

者晋升职称中的作用作为重要依据。还有一类农业期

刊,其共同点是发行量低, 基本无广告经营收入, 有

/核心期刊 0等标志, 页码多并呈快速增长之势, 稿源

多为研究生毕业和职称评定所需发表的论文, 主要靠

收取版面费来维持出版。价值取向不断异化的农业期

刊,似乎离 /三农 0并非越来越近,而是渐行渐远。

第三, 从农民对媒体的反应来看: 目前, 农村居民

几乎在大众媒介 (电视、报纸、广播和杂志等 )上找不

到与自己的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的内容,导致他们对

大众媒介的依赖度、满意度和可信度评价均较低
[ 8]
,

就现代化农业推广的要求而言, 各大众媒介农业科技

传播现状普遍不理想。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2001)

2003年湖南乡村平均农业科技期刊入户率仅为

12. 6%
[ 9 ]
。这些情况在揭示农业科技期刊市场潜力

巨大的同时,也说明当下农业科技期刊总体上未能有

力地服务于 /三农 0,办刊质量不能说高。

虽然种种事例表明,当前农业科技期刊整体上未

能真正地做到或做好为 /三农 0服务的工作, 但是, 作

为 /三农 0核心的农民自身是不是对农业科技等信息

不感兴趣呢? 在湖南乡村和我国西部地区的调查结

果
[ 9 10]

,否定了这种想法。当前我国科技期刊按计划

经济体制模式办刊的惯性仍很强劲, /为读者服务0的

办刊理念亟待树立,农业科技期刊脱离农民群众,才是

造成农民 (农业生产经营者 )对农业科技期刊反应冷

淡的原因。

服务对象问题应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认

识,特别是应在经济体制变化的大环境下与时俱进。

现阶段,在农业科技由政府供给模式向市场供给模式

转变的过程中,农村科技体系与当前作为独立经营主

体的广大农民的科技需求脱节, 而大众传播媒体 (包

括农业科技期刊 )同传统农业推广中的组织传播和人

际传播相比,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推广形式,同时,

还保障了农业推广信息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可以克服

现有农业科技推广组织体系存在着的诸多问题和矛

盾;因此,农业期刊界应当顺应时代的需求,重新审视

自身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所起的作用, 担当

61



编  辑  学  报 第 20卷

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进而理清办刊思路, 明确办刊宗

旨,尽快改变当前办刊理念 /为作者服务 0/为读者服

务 0/为作者和读者服务0并存的局面 [ 11]
, 将 /农民0作

为终极服务对象。

讲 /服务 0而不说 /定位 0的原因是: /定位 0注重

的是个体和个案, /服务0注重的是群体乃至总体; /定

位 0是从微观的、产品 (商品 )属性的、市场经济的角度

入手, /服务 0是从宏观的、文化属性的、媒介批评的角

度入手。若从市场经济、个体的角度而言,一种发行量

二三百份的期刊,能够抓住当前科研和学业评价制度

造就的市场机会,以版面费为主要经济收入渠道合理

合法
[ 12]

, 无可厚非; 然而, 若从媒介批评、群体的角度

看来,作为科技文化主要传播渠道之一和面向 /三农 0

的农业期刊,不能直接为农民服务,不能达到媒体提倡

的 /三贴近0要求,读者用不上、看不懂、不喜欢, 发行

量小, 则应当受到批评。

2 服务农民的主角是谁

  尽管农业科技期刊有学术类、技术类、科普类和政

策指导类等划分,但在谈论农业科技期刊时,却存在不

予区别对待的现象;另外, 即使注意到了农业科技期刊

有不同类别,但在某一类别的功能或服务对象上仍意

见不一。这些混乱与矛盾, 既是不同类型农业科技期

刊生存环境各异的反映,也是当前我国科技期刊界办

刊理念 /三国 0并存局面 [ 11]
的体现。看来,在倡扬农业

科技期刊为农民服务时,必须搞清主角是谁。

农业科技研究领域有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实

用技术开发等不同层面, 农业科技的研发、推广、管理

和使用各自所需求的信息不同;因此,应清醒地认识到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舞台上, 担当服务农民

主角的不会是全部农业科技期刊。在倡导农业科技期

刊要为农民服务时,不可笼统要求,比如让读者群和作

者群几乎完全相同的学术类期刊
[ 3]
改变服务对象, 既

不符合实际,又容易造成办刊理念混乱。

农民作为农业科技成果的最终使用者,其选择和

认同是判定农业科技期刊是否直接服务 /农民 0以及

服务质量高下的标准,也是评价直接服务 /农民 0的农

业科技期刊的质量的核心指标。农民 (农业生产者 )

需要的是什么类型的农业期刊呢? 西部地区 80%左

右的农户渴望得到新技术
[ 10]

; 而湖南乡村, 虽然在订

阅农业科技期刊的主要意向调查中 /应用技术 0被选

率遥遥领先,但实际订阅的主要农业科技期刊中技术

类与综合 (科普 )类所占比例十分相近
[ 9]
。这在揭示

出广大农民有强烈的致富愿望的同时, 也暗示了我国

现有技术类与综合 (科普 )类农业期刊提供的主要信

息可能在农户眼中差别不大。为探明这一问题, 以于

2007年 3月出版的几种果业技术类期刊 ( 5中国果树 6

5落叶果树6 5北方果树 6 )和科普类期刊 ( 5果农之友 6
5果树实用技术与信息 6 )为样本, 调查各刊的内容构

成情况。结果显示:这 2类果业期刊实用技术文章的

篇幅比例为 54. 3% ~ 75. 2%, 其中科普类比例高些;

技术研究文章的比例为 4. 5% ~ 33. 6% , 技术类期刊

比例高些;技术应用性文章 (实用技术和技术研究文

章 )的比例, 科普类 ( 79. 5% ~ 79. 8% , 平均 79. 65% )

与技术类 ( 72. 9% ~ 87. 9% ,平均 81. 37% )相近;传统

科普文章均很少,可基本忽略; 科普类期刊无学术研究

文章,技术类期刊有不同比例的学术研究文章;科普类

期刊有少量的资讯。可见, 果业科普类和技术类期刊

均以实用技术为重, 加上实用技术与技术研究文章理

解难度相近且均对生产有直接指导价值, 可以认为,在

这 2类期刊中占主导地位的都是应用技术,在农民受

众眼里差异不明显。现有技术类与科普类农业期刊应

当是服务农民的主角,尤其是传统科普概念正在被科

技传播理念取代的今天。

农民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 所从事的农业生产经

营系统需求的信息多样而复杂, 单一的技术型信息远

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 农业科技期刊特别是技

术类和科普类期刊,在服务 /三农 0方面具有其他媒介

不可替代的优势
[ 13]

, 可以避免类似 2007年春季海南

/蕉癌0伤农事件的发生, 应当对改变 /目前农村大众

媒介失衡, 新闻与资讯型媒介欠缺0 [ 8]
的状况有所作

为。在办刊实践中,以服务农民作为核心驱动力,淡化

带有浓厚计划经济体制印迹的科普类与技术类的划

分,紧密围绕农民受众的 /注意力 0, 把他们的需求作

为编辑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及时调整报道内容,在专

业化的同时, 努力达到内容的多样化, 打造成 /实战

型 0综合媒体。在传播科技文化知识、推广农业新技
术、提供各类农村致富信息等诸多侧面作为更大,在帮

助农民增收,解决 /三农 0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

用,才能赢得农村受众的认同和依赖, 赢得市场
[ 8, 14]
。

另外,在媒介评价上, 应从现有学术类期刊的评价体系

中分离出来,避免 /主编跑 -核心 . , 编辑搞 -规范 . 0的

消极影响乃至误导, 逐步形成一套以农民受众评价为

主体、利于提高服务于 /农民0的意识和水平的评价机

制和标准。

3 服务农民的新型农业期刊应有什么特点

311 技术与新闻资讯并重  在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生产的效益受到科技水平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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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非科技因素的影响越来越来明显,某些时候甚

至会成为生产经营成败的关键因素。例如,近些年来

一些乡镇在搞 /一乡一品0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产业
化经营中,未能掌握市场供求信息,盲目上马, 大规模

生产出来的产品到了上市期却无人问津, /帮农 0的

/花0结出的却是 /伤农 0的 /果0。这种忽视非科技因

素造成经营失败的事例, 在作为农业产业化发展 /龙
头 0的农业企业身上也并不鲜见, 因此, 为农民 (农业

生产经营者,包括法人意义上的农民 ) ) ) 公司和协会

等 )服务的媒体内容构成上应当做到技术与新闻资讯

并重, 要注意所传播的农业科技信息的全面性
[ 15]
。

312 技术内容注重策划与成套组装  传统农业期刊

选题策划一直很弱,自由投稿在稿源中占绝对优势,必

然在报道的针对性、目的性上大打折扣。我国农业产

业化的逐步推进, 对技术的要求更高, 越来越需要先

进、成套的适用技术。新型农业媒体在选题策划方面

应该花大力气,针对目标受众对技术需求的变化进行

组稿, 及时为他们提供在先进性、经济合理性和可行性

方面呈最佳组合的成套技术。无论是对农业生产者个

体、群体 (协会 )还是公司, 与单一技术相比, 成套技术

协同作用,发挥的效能更大,生产效率提高更明显。与

受众相比,农业媒体在技术资源的掌控方面占强势,若

能够提供成套适用技术,不但可以减少技术开发成本,

而且可以少走弯路,避免无效投资。

313 新闻资讯广度与深度有机结合  以往的农业媒

体如科普期刊,虽已有一定的新闻资讯类信息,但其广

度、深度和关联度等不尽如人意,难以发挥参考指导作

用,甚至可能会误导受众。比如,某媒体提供了某一市

场红富士苹果批发价信息,这对读者没有多大价值,因

为读者要判断是否把他的红富士苹果投放到这一市场

还需要销量、规格、包装要求等大量其他信息。要让所

提供的新闻资讯真正对受众有益, 新型农业媒体必须

在新闻资讯的广度、深度和关联度上下工夫。

314 媒介形式从单一走向复合, 传播方式由单向趋于

多向  新型农业期刊要充分利用传统纸介、光盘、有线
通信、短信 (息 )平台、网络等各种载体的优点,并根据

不同载体的特点通过对已有信息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

利用, 在实现信息资源增值的同时,更好地为受众的个

性化需求服务。比如:对文字叙述难以讲明白的技术,

可以借助多媒体手法开发出光盘产品, 让人一 /看0就

会;对更新速度很快的信息,可以借助现代通信手段及

时刷新,让人一 /用0就灵; 对需要市场预测的受众, 可

以借助数据库等工具为其提供相关服务; 等等
[ 3]
。同

时,借助于新传播技术,新型农业期刊的传播方式趋于

多向,如采取在线论坛形式, 作者、编者、读者即时互

动,选题策划等不再是媒体的独舞,媒体成为一种公众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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