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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的社会责任
———科普研究学术沙龙 （第 1 期） 纪要

本刊编辑部

当今社会，社会热点和科普焦点不断涌

现。从事科学传播和科普研究的工作者，不

仅仅要说清楚怎么做科普，还要对“科普普

什么”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讨。“科普普什

么”涉及科学传播工作者应该有一种社会责

任，给公众提供一种客观公正的观念。

由此，围绕“科学传播的社会责任”这一

主题，在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协科技与人

文专门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 《科普研究》 编

辑部主办了 2011 年第 1 期科普研究学术沙龙，

邀请来自实践工作和理论研究领域的专家学

者汇聚一堂，畅谈了对“科学传播的社会责

任”的智慧思考。

搞科普要抓时机

每当重大事件发生时，都是科学传播的好

时机。然而关键问题是，现在的科普要普什

么？基于此，与会专家首先探讨了科学传播的

时机性问题。

中国科协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国强认

为，社会热点问题的出现是很好的传播时机。

他说，在热点问题出现时, 科技传播怎样利用

好这个时机；在科技传播途径上，怎样更好地

实现媒体的社会责任；在科技传播的内容上，

最适宜传播什么，是每位科技工作者当下应

该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搞科普要抓时机，也就是所谓的

切入点。所谓时机，有两个要素，第一个是与

大众关系要密切；第二个是对大众要有未知

感。”科普出版社编审金维克如是说。他以日

本地震海啸引发的福岛核电站事故为例，分

析说，在事故发生后，许多机构不失时机地

推出了各种科普产品，如图书、小册子、挂

图、音像乃至电子出版物等。然而其中有的小

册子、挂图等出版物，却有帮倒忙之嫌，所述

措施主要是针对重大的核污染，易引起误解，

甚至引发社会的不安和动荡。

从科学争议来看社会责任

在社会热点事件中，往往有很多是具有争

议性的科学事件。“在争议的问题上，公众有

高度的关注，可以体现一种公众强大的学习

欲望和能力，在争议的问题上能推动科学家

参与传播。”世界科学记者联盟执行理事贾鹤

鹏在发言中指出。

他同时强调：“（某些话题） 科学界是有

不同声音的，我主要想反映的是科学界主流

的观点，一定是一个基于证据和基于文献的

态度。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基于科学的证据来

得出科学的结论和基于科学的方法来得出科

学的结论。但这些问题不是泛泛地去说，要结

合热点问题。这个证据一定是要在主流的科

学刊物上得到经过同行评议的以文献形式出

现的东西。”在说到传播争议问题的原则时，

他认为应该考虑到基于现有的政府、现有的

国情、利益的权衡，以及具有理性的态度和

严谨的精神。

“在有争议话题问题上，应该引起科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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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者重视。”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理论研究室

主任石顺科研究员指出。他进一步阐释道，核

能、转基因、干细胞、疯牛病、生物技术等热

点话题问题，在西方国家很热。原因在于其科

技使用和社会发展、民主制度之间产生了很大

的问题，所以提出对话，要寻求解决方式，要

调解社会的矛盾。我国现今在很多方面正在上

演西方国家曾经发生的那些事情 （经济建设战

略布局、环境污染、化学药品）。

科学的传播之真

在科学家和科学传播工作者履行社会责

任，尤其是在传播热点问题、争议问题的过程

中，许多与会专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科学

的传播之真”。

中国科协科技与人文专门委员会主任张

开逊研究员指出：“真”有两层含义，一是

一定要讲真的东西，二是不仅讲真话，还要

讲真知灼见；求真是提高效率的前提，也是

美好事业成功的前提。

“科学传播者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

让科学回归社会，科学传播应该为草根、为弱

势群体说话。讲真话，特别是向弱势群体讲真

话和为弱势群体讲真话。开辟科学通道让最基

层的最弱势的群体参与，这样才能使科学传播

真正体现社会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孝

廷这样说。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传播中心教授莫

扬以“地沟油”为例，深刻分析了公益性科学

传播与科研项目运作之间的利益冲突；认为这

源于“媒体的不到位以及科学家并没有真正地

负起他们的社会责任”，造成公众对媒体和记

者的不信任感普遍存在。对此，中国科协信

息中心原主任葛霆如是说：“讲真话的基础

是要了解真相，而我们现在最困难的是知道

真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费新碑，从科学传

播的困境、局限、误区、禁区、忧虑和另类等

六个方面的问题切入，抽丝剥茧，深入分析。

他认为：“科学传播之真，不要学‘难得糊

涂’，如果这个底线我们守不住，就可能会坍

塌。于是我说，给社会一个真相、一段真实、

一片真诚，在今日浮夸虚假的时空下，守住科

学传播的底线。”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金涛认为：

“说真话是科学的态度，是科学精神、科学思

想、科学方法的精髓。当前第一要务是要讲真

话，不仅科学传播者自己要讲真话，还要提倡

讲真话。”他指出，科学传播承担的责任是很

多的，宣传科技政策、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

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交流科学信息、报道

科技事件和先进典型、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

质、揭露伪科学和迷信的现象，等等，这些都

属于科学传播的社会责任，更是责无旁贷的。

提倡讲真话是建立和谐社会、树立诚信的道德

规范的前提和保证，如果讲假话、弄虚作假，

社会矛盾会越来越尖锐，是非常危险的。讲真

话当然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渐进的过程，伴

随着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我们必须经历这样

一个过程，科学传播在这方面责无旁贷。他由

衷地慨叹：“讲真话不易，要有听真话的氛

围，这一问题已深入我们民族骨髓之中，一定

要全民推动，如果没有这一前提，国何以堪。”

科学传播社会责任的制度化建设

关于科学传播社会责任的制度化建设问

题，与会专家同样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葛霆指出，社会责任的缺失，很重要的一

块是制度设置。在科普中缺乏一种非常重要的

机制就是非营利性机制。实际上一个完善的体

制当中，资源配置是三种机制：第一种是纯市

场机制，第二种是政府机制或者叫计划机制，

第三种就是非营利性机制。目前有两种机制，

一种倾向是完全走市场赚钱，另一种倾向是完

全依赖政府，这就缺失了非营利性 （不以营利

为目的） 机制。赚钱和挣钱不是一回事，赚钱

是为了发财，挣钱是为了糊口。我们的科普实

际上是为了糊口，我们要鼓励挣钱糊口，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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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是缺乏这方面的制度设置，所以造成当

前的两种倾向仍然存在而且很严重。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汪前

进，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科学传播社会责任的

制度化建设问题。（1） 科学传播过程中社会责

任的缺失。（2） 科学传播的要素：内容 （强调

准确的、浅显的、全新的、适度的、应用的、

法律允许的、照顾民族和宗教感情的、符合风

俗习惯的、社会发展所需求的）、形式、主体、

受体、效果。（3） 科学传播的社会责任。比照

企业的社会责任，他指出很重要的四点：教化

的责任、法律的责任、道德的责任、培育的责

任。（4） 如何实现社会责任，即加强制度化建

设，一是传播者和相关的机构 （媒体、出版

社、杂志社等） 认识上要将之放到一个很重要

的位置，二是要形成一种管理的体系，三是要

将社会的责任融入到相关机构的管理中，四是

沟通机制。概言之，他认为：“科学传播的社

会责任如何落实，要有一个制度化的建设。”

多视角关注科学传播的社会责任

在沙龙上，与会专家多视角、多维度学术

思想的热烈融合，迸发出强烈的智慧火花，也

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高登义研究员

站在受众的立场上，认为科学传播的核心是

要给力社会，科学传播的方法能不能有效果首

先是受众喜不喜爱；给力社会的表现是“有欢

乐人生出现，有和谐社会出现”。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汤寿根提出

“用文艺的笔触去释读科学”的理念。

《科学时报》 社长兼总编辑刘洪海结合日

本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以“换位思考”的独特

视角指出，日本的媒体对此次事故的报道整体

上非常冷静，社会也总体冷静；并提出一个值

得深思的问题，假如是发生在我国沿海，我们

的媒体会如何看待核电的发展？

刘孝廷教授从人文视角入手，阐述科学精

神的一个根本属性就是它的人文属性，离开人文

不存在科学精神。他总结道：“我认为，我们不

仅要努力宣传和提倡科学传播的社会责任，更

重要的是要保持和优化科学传播的人文生态。”

《自然辩证法通讯》 编辑李斌从科学传播

与启蒙的关系这一视角出发，指出科学传播

要服务于启蒙，科学传播在启蒙中才会真正

地实现。

“今天的新闻到了明天就会成为历史，科

学新闻到了明天就会成为科学的历史。科学

新闻记者所肩负的不仅仅是社会责任，还有

历史责任。”站在科学新闻记者的角度上，

《科学时报》 社主任记者朱广菁发表了自己的

看法。

从教育工作者的视角出发，北京二中高级

教师朱广簪和与会专家分享了她在历史教学

中融入科学教育的探索。实施的具体做法主要

包括两点：一是每次课的前 5 分钟，由学生来

演讲，讲述历史上的本周中出现的自然科学的

成就；二是从历史教科书当中挖掘自然科学和

技术创新的成就。她引述张开逊教授的话说：

“科学技术是一种人文活动，科学的终极价值

是人文价值，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讲述科学历

程，能更深刻地诠释科学的人文含义，使学生

更深切地感悟到伟大的人类精神。”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居云

峰从辩证法的视角强调：“科学传播应该高度

重视社会责任。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应该讲辩证

法。”并赋 《感悟三思》 诗与科普研究和科学传

播工作者共勉：“又见杨柳白絮飞，缤纷春景

更增辉。万物生存各有道，何须人为论是非。”

“益虫害虫非物性，皆因人群利益定。试想害虫

灭绝日，益虫还会是益虫？”“地球母爱育生

命，千姿百态相共荣。人类出众做主宰，应记

恐龙亡族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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