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是对本届编委会工作的全面总结与检阅。 1995～

1998 年, 4 年中有 3 年是本届做的工作, 其间学报出

版正刊 16 期、增刊 5 期, 共发表学术论文 1005 篇。在

这 4 年里发表的论文数, 比上届评优 10 年所发表的

论文 (675 篇)还要多出 330 篇, 可见, 本届编委会的工

作量相当大, 开展的工作亦是卓有成效的。

从 1005 篇论文中评优, 按 10% 幅度, 经编委会三

轮筛选、评议, 最后评出 92 篇优秀论文。这次评优, 我

们农业工程学科开始走上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5　下届编委会面临的艰巨任务

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推进, 学术期刊, 特别是学

会主办的学术刊物必将首当其冲以信息产业被推向

市场, 要求其走向学术生产经营型, 要尽快走上自立,

自负盈亏。经费能否自筹, 将是其生存与发展的首要

条件。如何开拓经费收入渠道, 编委会与编辑部必需

认真研究、探索。

为实现转型, 搞好经营, 现有管理体制是不适应

的。国家已在期刊重新登记中赋予法人资格, 显然要

求其独立开展活动。若仍延续过去的管理体制, 有权

的非办刊人不管经营, 而无权的办刊人又无法搞经

营, 势必难于改变学报的局面。

学报能否搞好经营创收的基础, 在于学报尽快迈

进一流、名牌行列, 有水平有影响。而争一流、创名牌

又要求学报改进管理, 善于经营, 形成良性循环。同

时, 要求编委会与编辑部合理分工, 协同配合, 制定切

实可行的规划。

学报走向世界, 在我国加入W TO 后, 更是不可

逆转的迫切要求。不尽快上水平、上质量达到一流、名

牌的要求, 很难走出国门, 也很难持续发展。这是一场

必须拼博的硬仗, 也是我国农业发展提高竞争力的必

然要求。

欲生存的好, 发展的快, 必须有改革的紧迫感, 国

际国内形势均要求办刊人转变观念, 抓住机遇, 落实

逐年的奋斗目标。

据调查分析, 达到国内“一流”的水平, 必须使年

度影响因子达 015 以上, 年度总被引频次要达到 600

以上。要走向世界必须使期发论文 40% 以上属学科

前沿或领先水平, 同时有符合要求的英文版或英文摘

要, 出刊时间要准确无误, 传输手段先进。达到国内

“名牌”, 必须持续保持年度一流, 获全国期刊评比一

等奖, 被国际六大权威检索系统 2 个以上收录, 办得

活, 可读性强, 发行量持续上升。

(《农业工程学报》第四届编委会)

’99 全国畜牧工程及工艺新技术学术研讨会

　　时间: 1999 年 11 月 15～ 17 日

地点: 北京·中荷农业部—北京畜牧培训示范中

心

出席人员及会议概况: 会议由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畜牧工程专业委员会主办, 中国农业大学与中荷畜牧

培训中心共同承办, 由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畜

禽所、北京谭台科产实验厂、北京鹤来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北泡轻钢建材有限公司、北京市人和机械厂等

单位参与协办。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李里特教授, 中

国农业工程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张元生高级工程师等

领导亲临指导并作了重要讲话。来自全国 14 个省、

市、自治区的 79 位专家、教授及企业家代表参加了会

议。大会上, 刘少伯教授、Cyrillu s G. J. L eijen 先生等

8 位知名专家教授做了有关 21 世纪畜牧业发展战略

及战术问题、畜牧工程技术产业化 20 年来的发展进

程及其存在问题和今后对策、畜产品加工现状及发展

方向、北京蛋鸡产业化转制经验及思考、荷兰养猪新

工艺及环境控制新技术、畜牧养殖与全球环境以及环

保法规、计算机信息管理等专题报告; 会议还邀请律

师做了有关经济合同的法律知识报告, 深受与会专家

和企业家的欢迎。

会议共审选录用论文 61 篇, 其中综合论述类 7

篇, 畜禽舍环境及控制技术类 17 篇, 畜禽舍建筑及设

施类 17 篇, 饲料设备及工艺类 7 篇, 粪污处理与利用

类 9 篇, 农产品加工工艺类 4 篇。论文以《农业工程学

报》1999 年增刊畜牧工程专辑形式在会前出版。作为

会议资料, 编辑整理了 1995～ 1999 年《中国农业文摘

——农业工程》的畜牧工程专辑共 1118 篇国内外重

要的畜牧工程文献的文摘, 奉献给畜牧工程科技工作

者。

代表们就我国畜牧工程及工艺新技术产业化发

展的政策措施以及各有关专项技术研究开发成果和

21 世纪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研讨。

与会代表还现场参观了荷兰养猪及养鸡新工艺、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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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及其装备。

畜牧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创

举。也是当今产业结构调整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次会

议是在 1997 年畜牧工程年会研讨所明确的实施产业

化应着重“强强联合”、“优势互补”、“防止走入误区”

等认识的基础上, 对产业化的方向和一些技术问题进

行研讨。代表们认为, 畜牧业产业化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 科工贸一体化和产加销一条龙核心链内涵的

发展及产业链的前后延伸, 使许多行业已发生了互相

渗透; 对畜牧业产业化理论与实践的认识在本次大会

上有了进一步明确。但从总体上看, 培育销售市场、提

高科技含量、创新运行机制以及协调化发展、生物技

术与装备技术配套关系等都不是一个行业或一个学

科所能解决的。应进一步解决思想、转变观念, 迎接

21 世纪畜牧工程技术将要面临的挑战。我们要加强

各学科、各部门的协作, 科技界、企业界联合, 共同完

成跨世纪的伟业。

会议要旨及共识:

11 畜牧工程技术产业化首先要解决畜牧工程工

艺的规范化与工艺模式的定型化。不制定符合中国国

情的畜牧工程工艺定型模式, 就不可能形成与之相配

套的畜禽养殖生产设施与成套设备, 改变设施养殖工

程装备生产的无序状态。为此应尽快组织力量研究与

攻关, 制定适合不同地区条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设施

养殖工程工艺模式。

21 研究攻关与符合中国国情的设施养殖工程工

艺相配套的建筑设施、环境调控、技术装备、工程防疫

等项技术, 做到技术物化、技术到位、工程配套。

31 当前各地高效农业园区发展迅猛, 应重视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 不能忽视养殖业在园区中的地

位及作用, 加强畜牧工程技术的投入。应强调的是资

源环境的保护, 开源节流, 养护增殖。

41 国家应研究制定设施养殖技术产业化的产

前、产中及产后各环节产业链中的相关法规, 确保畜

牧业产业化的健康、持续发展。

与会代表认为, 为了便于工作, 发挥广大会员积

极性和进一步增加凝聚力, 建议将“畜牧工程专业委

员会”名称改为“畜牧工程分会”。

(中国农业工程学会

畜牧工程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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