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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方法:以信息为中心》介绍以信息为中心的风险交流方法及其应用。全书共分为三
个部分：第1部分主要介绍以信息为中心的风险交流方法及其最佳实践理论，并阐述风险交流所面对
的多元受众。第2部分介绍案例分析法，并利用该方法研究分析了5个典型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案例，
包括密尔沃基隐孢子虫疫情爆发事件、卡特里娜飓风事件、新西兰肉牛产业恐怖欺诈事件、Odwalla大
肠杆菌疫情事件以及ConAgra食品公司沙门菌污染事件，通过对案例中事件发展脉络、各方交流情况
、风险管理情况的分析，提出了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借鉴和启示。第3部分介绍了对以信息为中心
的风险交流方法的思考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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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1章 介绍以信息为中心的风险交流方法 风险威胁的潜伏阶段即将结束。无形的危
险越来越明显。对自然的损害和破坏不再游离在我们有关化学、物理或生物效应链领域的个人经历之
外；相反，它们越来越明显地侵袭我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Ulrich Beck，"风险社会：迈向新的现
代性"（Beck，1992，第55页） 风险的本质是缺乏确定性。如果我们对某一行动所产生的结果绝对有把
握，那么这一行动没有任何风险。在现实中，即使曾经发生过，我们也很少拥有绝对的把握。因此，
在风险感知和交流过程中，不确定性是"首要的变量"（Palenchar和Heath，2002，第131页）。在缺乏确
定性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根据现有的信息估算我们活动的可能结果。从这一角度来看，风险既不好也
不坏。相反，风险是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但我们管理风险的方式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有着深远的影响
。正如Ulrich Beck（1992）在开篇引用语中指出，我们正在向风险水平越来越尖锐的社会演变。 其中
，不断发展的技术、前所未有的全球化以及贪得无厌的能源需求无疑是不断促使人类活动复杂化，从
而增加我们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重要因素。Mitroff和Anagnos（2001）观察到过去一个世纪内全球发生
了28例造成50人或以上死亡的重大工业事故。Mitroff和Anagnos指出，"最令人不安的是这些灾难性事
故中的一半发生在过去的15年左右"（第3页）。在几乎所有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发现类似的增加趋势
。技术、服务和人口的发展增加了我们的风险，而不是使得生活更加可预见。 虽然风险水平在其复杂
性和强度方面继续扩大，但本书的目的绝对不是减缓科学发展。相反，正如Seherer和Juanillo（2003）
指出，"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来了解和讨论科学家／专家和公众用来观察风险的特殊棱
镜"（第222页）。通过描绘有关风险信息的系统发展，本书评价了当前的风险交流策略，并为各种环
境下改善公众获取风险信息的途径以及风险信息的精确度提出了建议。 第1章从风险交流定义开始。
然后，我们确定了互动的重要性，并讨论了多元信息在风险交流中的作用。最后，我们介绍了互动性
论据，这是了解、评价和改进风险交流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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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方法:以信息为中心》内容丰富，取材新颖，以理论结合实际的方式介绍了食品安
全风险交流的方法，可供食品安全科研人员、食品安全监管人员以及相关专业大学生和研究生阅读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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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9.11事件后，当我们面对恐怖主义造成的威胁和困扰时，风险交流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干 预和缓解策略
。无论在灾难发生前、发生时，还是发生后，风险交流都需要政府、个人组织以 及相关利益者重视。
食品链蓄意污染造成健康危害，因其威胁具有个人因素，故独具挑战。本 书提供的概念和实例可拓展
至潜在的事件，为考量风险交流更深层次问题提供框架。" ——Shaun Kennedy，Director，National
Center for Food Protection and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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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到的第一本交流书，具有借鉴意义
2、这本是翻译的，专门讲风险交流的，很细致，非常有参考价值！
3、内容挺好的，价格贵的有点过分。即便打着，仍然太贵
4、好像和公共政策相关的研究都会特别生硬和无聊，另，翻译的乱七八糟，亏主译者还叫李强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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