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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mobile phones，search engines，and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 platforms，
the ability and speed of people to obtain scientific information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Traditionally，the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the circumstances and the impact of dissemination
of results. Science fic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ideas，scientific values， and the spirit of
science. From the communication point of view，the use of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of Persuasion，AMO factors can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science fiction.

[摘 要] 随着互联网、手机的普及，搜索引擎以及基于搜索的互动式知识问答分享平台等自媒体应用，人们获

取科学信息的能力与速度有了大幅提高。传统强调科学信息传播的“科学普及”，逐渐被强调从受众出发的

“科学传播”所替代，后者更加注重传播过程的趣味性、情节性和传播效果的影响力。科幻小说在传播科学思

想、科学观念、科学精神以及科学方法与知识方面，尤其符合自媒体时代的传播特征，显现出其他通俗科普读

物难以匹及的科普功效。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拟借助说服传播的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 （ELM），将其中的

AMO （能力、动机、机会) 三因素作为分析视角，对科幻小说科学传播影响力的提升提出了分众化、娱乐化、

多媒体化的传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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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 （science communication），是指

通过媒体、科学家共同体、政府或者工业界，

向非专家群体进行科学传播的行为[1]，被认为

是继“科普”、“公众理解科学”之后，科学

传播事业的第三阶段[2]。由科学与文学结合而

成的科幻小说，与科学传播的关系虽众说纷

纭，但其传播科学思想、科学观念以及科学精

神却被认为是科幻文学的重要功能，并且有

着其他通俗科普读物难以匹及的科普功效[3]。

随着互联网、手机的普及，搜索引擎以及基于

搜索的互动式知识问答分享平台等自媒体应用

让人们获取科学信息的能力与速度有了大幅提

高。传统强调科学信息传播的“科学普及”，

逐渐被强调从受众出发的“科学传播”替代，

而更加注重传播过程的趣味性、情节性和传

播效果的影响力。自媒体语境下，如何利用

传播学基本原理指导科学传播实践？本文通过

对“说服传播的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M）

中的 AMO 三个因素进行分析，并对提升科幻

小说科学传播影响力提出相应的策略。

1 ELM理论及AMO三因素
20 世 纪 80 年 代 ， 美 国 研 究 者 佩 蒂

（Richard E. Petty） 和卡西欧珀 （John T. Ca-

cioppo） 提出的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 （Elabo-

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 在商业广告设

计和推广实践中得到了极广泛的运用，并被

认为是“说服传播研究领域三十年来影响最

大的理论模型”[4]。作为一种经多次实证研究

检验并发展的理论，ELM 理论的应用同样适

用于科学传播实践，尤其在拓展科学传播领

域、提升科幻小说科学传播的影响力方面，

能够提供一些有效途径。

受众对信息的接受过程即是其“通过对

信息进行加工，实现阐释和理解的过程”，

ELM 理论基于此前提，把受众接收信息的途

径分为中枢路径 （central route） 和边缘路径

（peripheral route）。受众通过中枢路径接收信

息时，通常会对认知性信息 （cognitive infor-

mation） 的关键要素进行直接而有意识的精细

加工；而通过边缘路径接收的信息大多是一

些情感性信息 （emotional information），这些

“次要信息”往往得不到深入的研究，而是形

成一种基于信息情境成分的态度，对受众产

生潜在影响[5]。通过中枢路径接收的信息、态

度，比通过边缘路径对受众产生的影响更为

持久、深入。

麦克英尼斯 （Deborah J. MacInnis） 和贾沃

斯基 （Bernard J. Jaworski） 在 ELM 理论基础上

进一步研究认为，受众自身的三个因素

（AMO） 亦会影响信息加工水平：A （ability）

能力，即受众是否具有必要的知识和信息加

工技能，受众在此前提下才能够理解传播内

容；M （motivation） 动机，即受众获取信息的

动机是否强烈，一般而言，传播的信息与受

众的需要、愿望、已有观念越接近，关联性越

强，信息越容易获得深度加工；O （opportuni-

ty） 机会，即受众接触讯息时的情境促进还是

妨碍信息加工，强调信息处理的客观条件[6]。

对于科学传播而言，科学信息进入到中枢路

径，仅仅是获得了精细加工的可能性，最终

能否得到精细加工，具有良好的科学传播效

果，还会受到受众 AMO 三因素水平的影响。

2 AMO：科幻小说科学传播效果的影响因

素分析
2.1 科幻小说科学传播中的 A因素

A 因素 （ability） 是受众的信息加工能力，

强调其知识储备和讯息理解能力。科幻小说

的阅读过程中，信息加工对象包括小说本身

的故事情节、基础科学信息、基于现实科学

技术的科幻想象等，受众需要具备基本科学

知识，和对含有基础科学信息进行解读的能

力，才能够充分、愉快地进行阅读，这也是科

Keywords：science fiction；science communication；influence；ELM；AMO
CLC Numbers：G206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3-8357 (2013) 05-00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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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小说小众的一个重要原因。具体而言，有以

下几个层次：首先，具备最基本的背景知识，

对科幻小说的科学背景和基础科学知识有大

致了解。其次，对科技发展现状有所关注，了

解其近期的一些科研成果和科技应用。再次，

对科幻小说的科学观念和代表性文化符号有

一定的了解。例如王晋康的作品 《水星播种》

中，需要对基督教文化符号有基本的了解。最

后，对科幻小说中基于已有科学技术的幻想细

节进行了解，能够理解和阐释在小说的境遇

下，人物的日常生活、行为习俗、价值观念等

文化信息，这是加工科幻小说信息所需要具

备的能力中要求更高的一个层次。

A 因素水平的缺乏意味着“既不具备也不

能获得加工信息的必要知识结构”。对大多数

受众而言，接受中学以上教育就大致能达到对

基础科学有一般性的了解。并且在其大众媒体

的日常接触中，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第二个层

次。但除非对某些学科进行专门了解或研究，

很少有人能达到后面两个层次。在信息过剩的

今天，大多数人对科学信息的接受仅仅停留在

初步了解的层面，目前科幻小说的科学传播更

多的偏向 A 因素水平较高的小众和精英。
2.2 科幻小说科学传播中的M因素

M 因素 （motivation） 指受众信息加工的动

机。在科学传播中，M 因素的含义主要指向以

下内容： （1） 科学技术信息与受众的相关性。

一般而言，关联性越大 （例如涉及食品、安全

等信息） 受众就越有动力对信息进行更深入的

加工和思考。 （2）了解科学技术信息的认知需

要。这种认知需要可能由兴趣激发，也可能基

于个人的义务或责任产生，如科普作家、科研

工作者对某些技术手段的重视和引进。（3） 偏

好批判式思维的个人习惯。部分个体偏向于对

接触的信息都进行深入思考，故其比常人有更

多精细加工信息的动力。但这仅是一项个体差

异变量，与传播类型和情境没有必然联系[7]。

在实现科幻小说的科学传播过程中，受众是否

有兴趣、有多少兴趣去接触小说本身，是 M

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在自媒体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虽然科幻小

说的传播速度和传播面都较以往有所增加，但

许多普通民众仍在心理上与科幻小说有距离

感，没有兴趣和动力去阅读科幻小说和其科学

传播的内容，即便因接触一些科幻载体 （如科

幻电影或相关科技信息） 产生了探求动力，也

不易持续太长时间。其次，科幻作品的校园化

特征尤为明显，科幻小说的受众更多的是基于

对科学的兴趣而产生阅读行为，很多人离开校

园后，由于缺乏想象的激情和对科学专一的环

境而终止对科幻小说的阅读。此外，由信息革

命带来的娱乐形式的多样化也分散了受众的

注意力。因此，科幻小说的科学传播中 M 因

素通常不易达到较高水平。
2.3 科幻小说科学传播中的O因素

O 因素 （opportunity） 指受众的信息加工

机会，强调其所处环境对信息加工的影响。在

科幻小说科学传播过程中，O 因素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维度：（1） 受众接触科幻小说的渠道

及可能性；（2） 受众接触科幻小说的频度；

（3） 受众接触科幻小说的持续时间； （4） 科

幻小说提供给受众的科学传播内容的含量。只

有受众与科幻小说之间渠道畅通，科学传播的

过程才能完成，来自科幻小说的科学讯息也才

能到达受众、获得精细加工。在一定的时间范

围内，传播渠道的种类对受众科学信息接触的

可能性、接触频率和每一次接触的持续时间有

明显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受众的媒介接触渠道是 O

因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维度”，是其他维度的前

提。科幻小说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是由 《科

幻世界》、 《新科幻》、 《科幻画报》、 《科幻

大王》、 《九州幻想》 等专门类杂志发掘刊

登，或由这些杂志编辑联系出版社发行成书；

近年来兴起一些新渠道，如科幻爱好者通过论

坛、博客、微博等自媒体进行个人个性化出

版，但通过此渠道进入受众视野之中的内容通

常不具有严谨完善的体系，并且常常由于受关

注度不够，仅在小范围内通过人际传播渠道进

行；此外，民间文化交流、新闻媒体报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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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电影等文化产品营销与消费是其传播的其

他渠道。在媒介形式多样化的自媒体环境下，

仍然主要依赖于纸质书籍、杂志传播的科幻

小说，O 因素的水平还处于较低水平。

3 大众传播渠道下科幻小说科学传播影响力

的提升策略
前文分析表明，只有保证受众在加工文化

信息时具有足够的 AMO 水平，才能有效提升

科幻小说科学传播的影响力。笔者根据这一分

析框架，对大众传播渠道下科幻小说科学传播

的 A、M、O 三因素水平提升提出相关策略。
3.1 分众化：大众传播渠道下 A因素水平的提升

策略

科幻小说现有的科学传播对象多为 A 因

素水平较高的小众精英。希望通过一般性的

媒介接触来完成大众的科学素养教育，无疑

不够现实。笔者认为，要提升科幻小说的科学

传播影响力，需要明确目标受众及其阅读层次

和阅读需求，采取分众化策略。

科幻小说对大众进行科学传播时，科学信

息和科学知识的制定与策划必定是不同的。通

过媒介在传播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媒体特性进

行分众传播，其中，根据目标受众的特点，制

定适合其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接受行为的形

式和内容，应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例如，

目标受众为儿童，就可以用简单的动画和图

片融合的科幻小说形式，让其对科学概念与

事实、科学过程与方法等方面有初步的了解；

其次，对作为传播载体的讯息进行“二次编

码”[8]在科幻小说的编辑出版中尤为重要。进

行“二次编码”即对科学信息进行重新编码和

通俗化解读，例如在科幻作品中加入一些对术

语、背景等的注释，以实现原始讯息与受众认

知习惯和知识背景的对接，通过降低科学信息

传播对受众的知识和技能要求，使其在处理科

幻小说信息时拥有相对较高的 A 因素水平，

从而让更大范围的受众凭借自身已有科学知

识和理解能力对科幻小说进行解码，以提高科

学传播的效果。在科幻小说对小众精英进行科

学传播时，则可以省略掉一些常识的解释，在

出版过程中，可以参考 《时间简史》 采用大

众版和专业版两种版本形式，对不同阶段、不

同 A 因素水平的受众进行分众传播；此外，A

因素水平不同的受众，其关注点和对科幻小说

要求亦不相同，科幻小说在细分受众 A 因素

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受众市场，才能够

在分割的市场中为核心读者提供差异性产品，

从而达到科幻小说科学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3.2 娱乐化：大众传播渠道下M因素水平的提升

策略

在浅阅读、微阅读时代，大多数人对科学

信息的接受仅仅停留在初步了解的层面，而科

幻小说的篇幅较长，虽然之前有人尝试过以

“微科幻”的形式在社交网络媒体上进行科学

传播，但科幻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需要投入一

定的时间和注意力，才能够充分接受科幻小说

的信息，从而实现科学传播。科幻小说本身充

满了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生命、不同的社会和

变化多端的不同的环境，亦不受传统社会思想

的束缚，可以无拘无束地探讨各种各样的社会

概念和科学概念[9]，既可以降低作品中科学技术

和理论定律的重要性，将情节和题材集中于哲

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或经济

学、管理学等方面，创作传播科学观念、价值

观和生活方式等无形的形式 （深层结构） 的软

科幻；又可以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

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创作传播科学技术

细节、描述新技术新发明给人类社会带来具体

影响等有形的物质成果形式 （表层结构） 的硬

科幻。但就大众传播而言，无论是哪种科幻小

说类型，其进行科学传播都需要依靠信息。因

此，增加科幻小说信息的吸引力，建构富有感

染力的科幻小说，激发受众信息加工动机的关

键是提高受众对文化信息本身或者其信息载体

的兴趣，对于提升 M因素水平至关重要。

无论受众 A 因素水平的高低，作为“人

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需求，从而能够引发共同

的基本认同”。信息加工过程中最有趣的是娱

乐的需要，对科幻小说而言，增加传播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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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性是提高吸引力最为常用的手法。以深受

世人喜爱的 《银河系漫游指南》 系列作品而

闻名于世的道格拉斯·亚当斯 （Douglas No l

Adams），把喜剧、奇异的元素融入了科幻小说

的写作里，让它们变得独特而具有吸引力，这

些作品经过很长时间仍影响着现在的科幻迷。

可见，就 M 因素而言，“从感性出发的讯息

（媒介文本） 娱乐化策略有利于激发受众对科

幻小说和其科学传播内容的兴趣，提升信息加

工动机水平”。这一策略需要我们以幽默、智

慧的方式探索科技发展的后果、人生与科学的

价值等问题，“它需要更多的工作，更敏锐的

洞察，更优秀的作品”，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

入手来建构信息要素，能取得更理想的效果。
3.3 多媒体化：大众传播渠道下 O因素水平的提

升策略

限于内容及发行中的诸多环节，目前科幻

小说的出版发布大多仍停留于传统的纸质媒

介，覆盖面相当有限，其科学传播也仅限于少

数人群。要提高 O 因素水平，首先，需要结

合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利用自媒体构建多

种媒介发布形式，提供多种媒介渠道让更多

受众能够选择自己喜欢、方便的媒介形态，来

接触科幻小说中科学传播的内容。例如，出版

科幻小说的电子版以满足喜爱电子阅读的读

者；运用手机等移动自媒体的应用，让受众得

以利用碎片化时间接触科学传播内容，从而增

加接触频率和持续接触时间。

其次，多媒体的兴起，在提供自主、便

捷、快速的传播方式的同时，也构建了一个

全新的“熟悉的陌生人全球社区”，开启了以

信息为主的数量传播时代转向以关系为主的

质量传播时代[10]。因科幻小说传播的科学信息

本身不易理解或存在争议，则更需要搭建社

交网络平台对故事本身、其科学传播内涵进

行梳理，倾听各方受众的意见反馈，以有效地

提高受众接触信息的频率和持续时间，并且，

这种互动式的参与还能够充分调动受众的积

极性，获得良好的科学传播效果。

此外，将科幻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游戏、

动漫等形式，亦是科幻小说科学传播的有益尝

试。中国原创科幻电影很少，而“影视是科幻

题材很好的载体，尤其是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

三维动画技术的突破，电影在构建场景方面有

着很大的优势”[11]。国内一批优秀的科幻小说，

如刘慈欣的 《三体》 等具有很强画面感和视觉

冲击力的作品，有空间改编成电影或游戏，获

得更大范围的有效传播，让公众不仅对科学技

术知识有所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视觉传播的

方式，让受众对科学研究的过程、方法，对科

学精神和科学的社会影响加以理解。而这，无

疑极有利于促进科学传播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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