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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尽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研究表明，我国的科学新闻仍然不十分景气。一些科学新闻工作者认为，市场导向的

媒体改革导致了娱乐与体育等新闻取代了严肃的科学报道的位置。然而，本文通过研究科学新闻产出过程中的多方面因

素，并分析科研机构新闻发布及相应的媒体对此进行的报道，提出中国领导大力支持的科普宣传工作，与大众通过媒体

对科学新闻的需求产生了错位。以宣传成就为导向的科普模式在我国科学新闻的弱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要改善科

学新闻，必须从改善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的宣传模式着手，使科学报道成为激发不同层次受众的探索精神和让公众参

与科学过程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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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科学新闻业现状及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的科学新闻业现状并不令人乐

观，大众刊物中发表的科学报道数量一直减少，

很多科学媒体发行数量锐减，新闻单位内部致力

于科学新闻事业的部门不断缩减，很多科技专栏

也被取消[1]。之前的一些研究把这些状况归因于商

业化不断加深[2]，缺乏领导者的实际支持[3]，缺少

有能力的科学记者[2-3]，以及与其它新闻领域的

竞争[1]。

毋庸置疑，以上的这些因素对科学新闻界的

现状都负有一定的责任，然而还有更重要的制度

上的原因可以用来解释这种衰落。笔者曾经撰文

认为，中国的科学新闻经常用来宣传科研团队

的成果或者各种科技政策，而不是对科学本身

进行探索，忽视了科学所具有的理性质疑这一

特点[4]。

应该说，我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了通过媒体宣

传科普的重要性。2002 年颁布了 《科普法》，这

是当时全球唯一的一部此类法律[5]。2006 年，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计划出版 《大众传媒科技传播

能力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并于当年年底由中国

科协正式发行，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加科学在报

纸、杂志、电视台以及其他传播途径中的覆盖

率[6]。从上述情况来看，不能说政府支持力度

不够。

同样，强调造成普通媒体中科学内容的减少

主要是由于媒体的市场化改革，这也不尽然。根

据在 2005 年进行的第 6 次全国科学素质调查，

普通大众仍然对与科学相关的信息有很大的兴

趣。超过 73%的被调查者需要了解卫生健康知

识，这是信息需求最大的群体；54.5%的被调查

者想了解新的科学发现方面的信息，名列第三。

这些需求超过被调查者对经济发展信息的需求

（53.5%），体育和娱乐信息的需求 （45.8%），以

及外交信息的需求 （34.3%） [7]。

大众需求也可以由不断增长的大众科普杂志

所证实。近年来， 《中国国家地理》、 《生命世

界》、 《华夏地理》、 《新知客》、 《新探索》、

《科学美国人》 中文版等科普和大众科学杂志不

断被创办和引进。在部分城市的都市报中，科学

新闻一直保持了一个稳定的比率，例如 《新京

报》。另一方面，我国并非没有供媒体进行报道

的题材。在 2007 年，中国科学家发表在国际期

刊上的科技论文数量位居全球第二位[8]。笔者的

国际科学新闻报道实践也表明，中国科学家的研

究发现中，有大量值得报道的重要研究。

根据上述情况，本文转而分析了我国科研院

所的科研成果传播方式，并进而探讨了这种传播

方式造成的中国科学新闻业不振的原因及其与中

国宏观科研体制的关系。在下文中，本论文将首

先讨论西方媒体与科学院所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将

之作为探讨的参照系。接着，本文分析了我国科

研院所的科研新闻传播到大众传媒的途径。通过

量化的描述，本文最后分析了各种体制性的因素

对有效的科学传播的影响。

2 从科学到新闻院 常规的路径
各类文献都强调过把科学通过大众媒体传播

给大众的重要性。但是，科学领域与大众媒体也

有很大的不同，包括写稿时限上的不同、文章长

短的不同、对待科学意义与不确定性的差异、评

价标准的不同等等[9] [10] [11]。

在西方，科学家与科研院所通常非常欢迎媒

体报道他们的研究成果，有些甚至会积极促成这

一过程。这可以解释为科学家越来越迫切地需要

与大众沟通[12]。在西方民主社会，科学家需要大

众的支持来保证对他们的资助[9]。在科学传播过

程中，西方已发展出了比较完善的科学公关服

务，比如美国科学促进会经营的非营利网站 Eu-

rekAlert!和位于英国的报道欧洲科研成果的 Al-

phagalileo 网站，这两个网站发布的大多数科研

新闻来自科技期刊的重要论文发表。尽管如

Bruce Lewenstein[13]所指出的，有些情况下，科学

传播过程，特别是涉及争议问题的科学传播过

程，远远不是经典科学传播理论所描绘的线性

的、分阶段性的、从期刊到新闻稿再到大众媒体

这一过程，但是日常科学新闻工作的大部分情景

仍然保持着这种典型的从期刊和科研机构到大众

媒体的过程。

在多数情况下，知名国际科技期刊会委托重

要的、有新闻性的论文作者撰写新闻稿，有时候

科学家及其机构也会根据自己的论文在期刊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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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新闻稿。论文新闻稿完成后，则会被送到

EurekAlert!这样的公共平台。记者们需要注册才

能从 EurekAlert! 等科技新闻网站上获取资料。

而注册记者可以提前看到即将发表的论文新闻

稿 （以及论文全文），这被称作限时禁发制度

（Embargo System），这样做是为了让记者们有一

个消化的时间，同时又要保护期刊的权益，不

能因为提前发表相关新闻而影响对期刊本身的

关注。

上述这些措施都促进了科学记者的工作，

而且能够使他们及时进行报道，甚至是晦涩难

懂的科学发现[14]。

然而在我国，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情况。对

于国内科学新闻，最大的信息源头是政府而不

是科学院所，在姜岩的研究中所举的 13 份报纸

样本的日常科学新闻信息源里政府占了 47%，

远远高于来自研究机构的信息所占比例，后者

只占到了 14%。中国科研院所作为科学信息源

比例很低，媒体报道的科学内容大部分来自国

外[3]。

本文的研究，通过对 2007 年 10 月 1 日到

2008 年 3 月 31 日期间对大众媒体 《新京报》 的

每周科学增刊 《新知周刊》 的内容分析，也证

实了姜岩的发现。其间， 《新京报·新知周刊》

总共 167 篇科学报道中有 93 篇是基于或源于国

外科学发现、国际科学主题以及对国外科学家

的采访。

正如我们经常观察到的，周刊、科普类

杂志和科普图书可以以国际信息源为主。但

是，更大数量的科学新闻记者负责的日常新

闻的版面则不能以国际科学新闻为主。因为

在一般国内媒体，记者应该是报道国内新闻

而不是国际新闻，而国际新闻则留给国际版

面编辑进行编译或者直接购买通讯社的编译稿

件。这样，就导致了尽管有大量国外的科学素

材可以使用，但是国内的科学记者仍然无米

下炊。

3案例分析院 中科院网站的科研进展栏目
那么国内科学新闻源和新闻素材的情况如

何呢？

本研究分析了中科院官方网站(www.cas.cn)

的科学新闻发布情况。在中科院网站，这类新

闻是以科研进展栏目出现的，其报道的内容均

为至少有中科院科学家参与的科研项目。本研

究对 2007 年 10 月 1 日到 2008 年 3 月 31 日期

间科研进展栏目的报道以及此间样本媒体采用

这些中科院科研新闻的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

在此取样期间，中科院在其网站上发布的

有关其研究进展或者成果的文章有 383 篇之多，

平均每天两条多。它们一般是基于中科院各院

所的宣传员的投稿，这样大的数量表明中科院

比较重视科学成果的宣传作用。这一点就表面

看来，与国际趋势是一致的，甚至超过了绝大

多数国际科研院所网站的新闻量①。

然而，这种对宣传的重视并非由于研究对

公众具有重要性。我们发现，在这 383 篇新闻

稿中，有 116 篇的发布是由于有重要的论文发

表，192 篇是因为所报道的研究项目获得了资

助，或是因为通过了中期或终期评估，或由于

获取了科学奖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科院

网站发布其科研进展类的新闻，其由头主要在

于上述对于科学界而言的标志性事件。

但是，对于科学界重要的标准并不能自动

转化为对公众而言同样重要。就以大众为主要

读者的科学新闻媒体而言，这种科学界的标准

并不能促使媒体记者撰写相关报道。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大多数中科院网站科

研新闻题目的用词加大了科学价值与大众相关

性之间的距离。典型的中科院网站上的新闻用

词是“xx 科学家 （科研院所或研究团队） 在

xx （高影响的期刊） 上发表 xx 论文”；或者

“xx 科学家 （科研院所或研究团队） 通过了 xx

评估”。

这样的标题只能对小范围的科研共同体内

部的人有一定意义。即使对于科研共同体而言，

淤 Laura Massoli 对 66 个欧洲科研院所的网站研究表明袁 其中分别有 25 个机构的网站提供新闻发布稿袁 23 个提供新闻通讯 渊newslet鄄
ters冤 [15]遥 而我们对德国马普学会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的网站进行研究表明袁 这两个机构同期的新闻发布稿量分别为 40 条和

209 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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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领域的科研团队的论文发表或者基金评议

通常也不会产生很大的感召力。对于绝大多数

置身于职业科学家群体之外、缺乏科学知识的

科学记者而言，很难想象其会根据论文发表这

样的题目去进一步寻找新闻报道线索。

再进一步研究上述中科院网站上对科研进

展报道的文本，我们发现这些文章高度集中在

论文发表和进行过审评的章节，而不是科学发

现本身。在几乎所有的报道中，都有一些较难

让公众理解的科学术语。

当然，对于某些重要研究，中科院及其所

属各院所有时会举办专门的新闻发布会，会邀

请科学家来对他们的研究进行解释说明。然而

这种情况极少。对于绝大多数研究，中科院网

站上发布的新闻内容往往就是来自科学界的最终

发布信息，不论其是否会最终到达新闻媒体①。

4 案例分析院 不同大众媒体对中科院科研

新闻的采用
为了印证中科院网站科研进展信息的传播

过程，本研究分析了 4 份报纸在 2007 年 10 月 1

日到 2008 年 3 月 31 日期间其科学报道的内容

及其来源情况，这 4 份报纸分别代表不同性质

或者地域。它们包括 《科技日报》 （位于北京，

隶属于科技部）、 《解放日报》 （位于上海，上

海市委机关报） 以及广州的都市报 《羊城晚报》

和北京的都市报 《新京报》。它们分别代表了专

业科技报纸 （同时也是科技部的机关报）、地方

党报以及市场化的都市报。

在对比分析了它们在 2007 年 10 月 1 日到

2008 年 3 月 31 日期间所有科学性新闻报道后，

我们发现， 《科技日报》、 《解放日报》、 《羊

城晚报》 以及 《新京报》 分别发表了 26 篇、7

篇、4 篇和 3 篇报道有关中科院科学家完成或主

① 本结论建立在与科学时报副总编辑赵彦的访谈基础上。采访时间为 2008 年 5 月 25 日。科学时报由中科院主办，同时，科学时报也

承担中科院网站的编辑工作。赵彦曾经任中科院网站的负责人。

② 在本研究时间段中，有关中国嫦娥探月工程的报道被专门剔除。该航天工程得到了媒体的大量报道，其中一些可能属于指令性报道。

考虑嫦娥探月工程的报道会对本研究所力图揭示的常态科学传播路径构成影响，所以本研究剔除了所有嫦娥探月工程的报道。

持的研究，这与中科院网站发表的内容数量大

相径庭②。

中科院研究成果在这 4 份报纸中的不同报

道数量反映出，从官方科学媒体 （《科技日报》）

到机关报刊 （《解放日报》） 再到一般大众媒体

（《羊城晚报》 和 《新京报》），不同媒体对中科

院研究新闻感兴趣程度不断下降的趋势。 《科

技日报》 主要读者是科技部门官员以及资深科

学家； 《解放日报》 读者主要是上海市政府和

当地企事业的官员； 《羊城晚报》 以及 《北京

晚报》 主要是适合普通大众的喜好。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普通大众———都市报的

主要读者———对科研新闻并不感兴趣。虽然这

两份样本都市报只有很少的中科院科研的报道，

但是与专业的科学媒体相比，这些对研究的报

道在这两份报纸所有报道中科院的新闻数量中，

占了更高的比例。 （表 1）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 《羊城晚报》、

《新京报》 和 《解放日报》 的这一比例为 44%、

表 1 四份媒体报道的有关中科院及中科院研究进展的文章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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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和 46.7%。然而 《科技日报》 的这一比例是

31%，这说明在科技类报纸上，有关中科院的报

道更多是关于该机构的活动，其中包括学习党

的十七大等政治性活动。

我们进而分析具体的报道题目，发现在中

科院网站上的科研进展新闻、 《科技日报》、

《解放日报》、 《羊城晚报》 以及 《北京晚报》

中，只有一篇报道出现在这 5 个样本中的 4 个

当中，那就是一项有关高致病性 H5N1 禽流感病

毒发展情况的研究，该研究由中科院微生物所

所长高福领导①。除了 《新京报》 之外的 3 份样

本报纸都对此进行了报道。

这也表明，只有这种既有科学意义又与大

众息息相关的新闻才是专业媒体和大众媒体希

望报道的内容。虽然在中科院网站发布的 383

篇科研新闻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属于这一类，但

是其数量仍然可以大大高于现状。然而，这些

文章的言辞阻碍了普通报刊记者发现它们并对

之进行报道。此外，它们的传播模式也构成了

媒体报道的屏障。从与中科院某研究所的一位

宣传人员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中科院的一些

科研机构只有在宣传成绩的时候才愿意让 《科

技日报》 或者 《科学时报》 等媒体采访，而对

于都市报的采访则尽量谢绝②。也许这层考虑的

后面是希望 《科技日报》 或者 《科学时报》 等

媒体的报道带动都市报，这样既能报道成绩又

能避免可能的责任和减轻负担，然而，这样的

成绩宣传经常被淹没在专业科技党报有关科研

机构活动的大量报道中。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科院以外的中国研

究机构中。2008 年 4 月 8 日，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的科学家们在 《柳叶刀》 杂志上发表了

一项 H5N1 禽流感病毒可能存在人间传染的研

究[16]。

研究透露，2007 年 12 月在南京，一位被

H5N1 禽流感病毒感染的儿子很可能住院期间将

病毒传染给了他的父亲。儿子已经去世，而父

亲经过抢救得到了康复。这个特别重要且引起

世界各国关注的研究由 《柳叶刀》 制作了新闻

稿并在全世界的科学记者中间散发，然而，中

国疾病控制中心既没有制作中文版本的新闻稿，

也没有接受记者们的采访要求。最终，只有少

数中国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然而大量网站转

载了这些报道，这显示出公众对此有极大的兴

趣，而科研机构并没有试图满足公众的兴趣。

5 讨论与结论
以上内容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点，用来

解释中国领导人重视科学传播与科学新闻业不

能令人满意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从中科院的网

站传播方式来看，中国科研院所采取的科学传

播工作并没有起到沟通大众媒体需求与科学信

息之间的桥梁作用。

然而，就中科院情况来看，科研院所和科

学家们并非忽视传播与沟通的工作。笔者的采

访表明，在中科院的各个院所中，其负责宣传

事务的行政部门 （通常称为行政或者党政宣办

公室） 中，通常有一名专职人员进行本所科学

家成果的宣传工作，在中科院网站及其隶属于

中科院的 《科学时报》 上发表的报道本所科研

成果的文章数量通常会记入这名工作人员的工

作成绩中③。

这就可以解释调查取样的时间内，中科院

网站发布大量 （超过 380 篇以上） 研究新闻

（稿） 的原因。但是，我们在本文第三和第四部

分所做的分析表明，这些新闻既没有考虑过其

内容是否适合大众，也没有考虑过媒体记者及

其公众的理解能力。

从形式上看起来，这些科研进展的报道更

像是研究人员及其院所对上级官方的工作报告，

而不是把他们的研究传播给大众。然而，从科

研院所的角度却可以说，安排了专人对重点论

文或者基金项目这些科学家的主要产出进行了

报道，这也是重视科普的一个表现。于是，我

① 有关该研究，参见中科院网站转引的新华社稿件，“我国科学家在禽流感病毒研究领域取得进展” http://www.cas.cn/html/Dir/

2008/03/18/15/60/47.htm 。

② 由于该宣传人员要求匿名，本文没有公开其姓名。该采访发生在 8 月 26 日，没有包括在 PCST 会议上宣读的论文中。

③ 对 《科学时报》 副总编辑赵彦的采访，2008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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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看到，在领导支持下科研院所对科学新闻内

容的提供，与大众通过媒体对科学新闻的需求

产生了错位。

然而，我们是否可以把上述的中科院网站

发布的以介绍论文发表或者基金评议为内容的

科学新闻，当作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学传播呢？

换句话说，是否科学家或者科研院所提供研究

新闻的义务就到此为止，剩下的面向大众的科

学新闻工作，应该由记者而不是科学共同体来

承担呢？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来看。

首先，科学领域繁多，学科界限分明，仅

在中科院从事科研工作的科学家数量就超过了 3

万人。即使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一个量子物理

学的科研团队的日常研究活动与研究分子生物

学的团队也可能毫不相关。在这种情况下，使

用“xx 科学家 （科研院所或研究团队） 在 xx 高

影响的期刊上发表 xx 论文”这种典型的中科院

网站上的新闻表述形式，很难做到不同行业之

间的沟通。因此，说中科院网站发布的科学新

闻仅仅是限于科学界内部的沟通，这种说法很

难成立。

然而，有一种假设能更好地说明这一情况：

有关科学进展的新闻是写给中科院与科研院所

领导、官员以及其他资金决策者的。如果科研

项目及其资助的决定是自上而下做出的，那么

向上级部门汇报研究成果，就比面向公众进行

传播更加重要。而对于向上级汇报而言，凸现

在重要刊物发表论文而非论文本身的研究内容

就更加重要，因为相对而言，领导关注的不是

科学的过程而是科学的可计量的产出。

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科研院所的科研宣传

工作不像许多科学传播者描述的那样，是自上

而下的模式[17-18]。相反，更多的反而是自下而上

向领导进行传播。

然而，这种科研报道很难满足大众媒体的

需求，后者总是热衷于与大众息息相关的科研

内容，比如 H5N1 禽流感病毒的传播。我们上面

提到的 《柳叶刀》 发表论文的案例表明，在公

众感兴趣的科学话题上，科学家与科研机构反

而没有及时通过大众媒体进行传播。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希望媒体记者主动来

弥补科研机构这种传播上的不足呢？在理想的

状况下，媒体记者的确可以通过类似于中科院

网站这样的报道了解到科学家最新的重要发表，

然后从论文中直接挖掘有报道价值的内容。但

是，中国绝大多数记者缺乏理科教育背景，而

且科学本身的学科界限也会让部分只是熟悉某

一领域的记者难以领会其它领域的重要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科研机构不能提供尽量浅

显的新闻稿，很难指望记者可以直接选取科研

院所网站发表的重要研究，通过再加工报道给

大众。

当然，媒体自身在造成科学新闻弱势方面

也有责任。此前的研究发现，媒体记者缺乏与

科学家和科研院所的沟通，而这一点并没有引

起记者们的足够重视[19]。

另一方面，科学家们经常把科学报道不准

确作为他们不愿与媒体沟通的理由。媒体之间

的竞争以及同一个媒体不同部门之间的竞争也

同样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一旦没有足够的来自

科研院所的信息来满足大众需求，一个很现实

的选择就是用诸如体育和娱乐这种容易出稿的

文章来取代科学版面[1]。

面对我国科学新闻的弱势，我们需要的是

科学家与媒体记者加强合作，让科研机构生产

的科学报道满足大众的需要，激发大众对科学

探索的追求，并方便媒体记者使用，而大众记

者们也应该主动在科研院所的宣传科研成就的

报道中，选取那些能够引起公众共鸣的内容，

进行生动的再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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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化图书 叶科学的异域曳 出版

继 叶科学败给迷信曳 和 叶阳光下的民科曳 两个分册之后袁 由科学史尧 科学哲学尧 科学社会学尧 科

学传播等领域一批活跃的的研究者参与编撰的 叶我们的科学文化曳 系列丛书袁 最近又推出了 叶科学的

异域曳 渊江晓原尧 刘兵主编袁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冤遥
该书特稿收录的文章主要有院 北京大学教授刘华杰与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大卫窑布鲁尔关于 叶SSK

的强纲领与科学主义曳 的访谈曰 宋正海与蒋劲松的 叶野天地生人冶 电子谈曳 以及刘兵尧 田松分别对此所

作的简要评论曰 著名科学史家尧 12 卷 叶玻尔集曳 译者戈革的自传未成稿残部遥
学术评论有院 蒋劲松 叶作为环境问题根源的实验科学传统初探曳曰 穆蕴秋尧 江晓原 叶掖宇宙创始新

论业院 求解费米佯谬一例曳曰 段伟文 叶作为人类有限知行体系的科学曳曰 李大光 叶探索科学文化的新视

角院 定性研究曳曰 刘兵 叶电视能否成功地进行科普钥 要要要来自 叶娱乐至死曳 的启示曳曰 李侠 叶科技传播

困境的一种经济学解释模式曳遥
专题中袁 有江晓原的 叶什么是未来世界最大的政治要要要掖崩溃院 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业 序曳曰 刘

华杰与田松的对谈 叶规律可不可以被违背曳曰 吴岩尧 方晓庆 叶文化错位尧 性自虐与王晋康科幻小说深层

解码曳尧 李娜 叶居里夫人绯闻考曳 等遥
渊大众科技报 尹传红冤

·科普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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