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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anks to the fact that -the contemporary science communication places, more and more emphasis on interactive
and democratic equality， and emerges as the“ new public welfare”， and that NGO embo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assroots”and “public welfare”， there has been infinite potential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s. The
paper takes as an example，based on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requirement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s,
the paper explore the road for NGO’s science communication from a perspective of “new public welfare”，and put forward

[摘 要] 由于当代科学传播越来越强调参与互动和民主平等并以“公益性科学传播”的姿态呈现，“非政府组织”

具有“草根性”和“公益性”特征，因此它也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本文通过以科学松鼠会为个案考察，从其历

史沿革、常规活动与新形势要求，来探讨我国“非政府组织”在“新公益”下的科学传播之路，并对其今后发展

思路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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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性公益机

构也被称为“非政府组织” （NGO），这些非

营利组织是一股来自民间的、自下而上的科

学传播力量。事实上，从世界范围内的科学传

播实践来看, 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甚至早已成

为西方发达国家科学传播的主要推动者。本

文通过对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现状进行

分析，以科学松鼠会为案例深入考察，对其开

创的“公益与商业分家，商业反哺公益”的

“新公益”运行模式展开相关思考，结合新形

势和新要求，对未来非政府组织如何提升科

学传播影响力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1我国“非政府组织”开展的科学传播活动

分析
1.1 运行模式

我国非政府组织在科学传播领域的机构

类型主要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组织和

基金会三种模式。根据其运行模式，我们可

以将目前从事科学传播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大

致分为以下三种模式：一是采取纯公益的运

作模式，完全利用社会捐助或个人捐助开展

科学传播活动，如长期依托维基媒体基金会

维持运作的维基百科；二是通过对非营利组

织的市场化运作，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基础上

更好地完成组织的公益使命，如民间公益组

织“梦创公益”将其通过教育服务获得的收

益作为其支教活动的经费来源；三是依托公

益组织生成的商业机构，例如“哈赛科学传

播中心”。
1.2 活动方式

我国非政府组织开展科学传播的活动方

式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出版传

统的图书、报纸、期刊、不定期印刷品以及发

行各类音像出版物。例如，近年科学松鼠会出

版了 《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 《一百

种尾巴或一千张叶子》、 《吃的真相》 等多种

科学传播图书, 其中 《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

甜的》 还获得了第五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奖[1]。

二是通过线上和线下活动或项目来实现科

学传播功能。例如，科学松鼠会就有“小姬看

片会”、“达文西行走中队”、“小红猪抢稿”、

“Dr .You”、“科学圈圈坐”等定期活动, 颇受

国内科学爱好者好评。

三是通过举办会议、讲座与论坛，旨在鼓

励与科技发展相关的所有参与者都能沟通交

流，开展相互之间的对话, 并着力于加强鼓励

与公众的沟通,建立一种长期交流的模式。例

如，科学松鼠会的常规活动中，包括了“三研

二拍”、“光芒阅读沙龙”等内部交流方式。

此外，科学松鼠会还通过定期举行的科学松鼠

会系列讲座，力求在轻松愉快的现场气氛中，

捡拾科学的快乐。

四是利用新媒体平台，最常见的就是互联

网。此外，近年比较火的还有微博、微信等传

播方式。利用新媒体海量的资源空间、快捷的

交流速度，搭建起政府、科学家、公众等多方

之间交流信息、共享资源、聚集力量的平台。

果壳网就是一个开放、多元的泛科技兴趣社

区, 网站通过提供负责任、有智趣的科技主题

内容以唤起大众对科学的兴趣。下面，将以科

学松鼠会的个案为例，具体阐释我国非政府组

织，如何在科学传播领域以“新公益”的模式

充分发挥作用。

2 科学松鼠会的“新公益”模式刍议
2.1开创“新公益”模式：源于成立时的曲折多变

科学松鼠会是一个致力于在大众文化层面

传播科学的非营利机构 ，由科学作家姬十三

等人创立，众多海内外优秀科学传播者组成的

团队。在 2007 年 11 月，姬十三先成立了科学

松鼠会的 Google 小组，不断专注于科学传播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its future development.
Keyword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cientific Squirrels；Hasai-science communication of the center
CLC Numbers：N4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3-8357 (2015) 05-0025-07

026



2015 年第 05 期窑总第 058 期

非政府组织如何以野新公益冶的模式发展 掖掖掖 张 楠 龙 琳 / 研究论文 阴

领域的活动。于 2008 年 1 月 28 日，正式上线

科学松鼠会的群博。2008 年 4 月，正式成立

科学松鼠会。其中，“科学松鼠会”中绝大多

数“松鼠”都是博士生，成员由海内外优秀的

华语科学传播者组成。他们大都受过科学专

业训练，文字出众，视野开阔。现有成员一百

多名，分布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美国、英

国等 8 个国家和地区。成员利用业余时间从事

科学写作，曾以集体专栏的方式为 《南方都市

报》、 《南都周刊》、 《读者》、 《男人装》 等

媒体供稿，并以个人名义为 《南方周末》、

《新京报》、 《时尚先生》、 《智族 GQ》、 《外

滩画报》 等多家媒体供稿。还有多位工作者和

志愿者。科学松鼠会以完善的运作机制、结合

多种形式向大众传播科学，已经成为了非政

府组织中科学传播的重要力量[2]。

随着科学松鼠会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为了实现科学松鼠会的可持续发展，2008 年

底，姬十三开始着手启动申请科学松鼠会的

NGO 资格。首次申请失败后，2009 年 1 月，

他继续探索商业化的运行模式，他本人作为

公司的法人代表和首席执行官登记注册了北

京一群松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同时，为了在

品牌上将科学松鼠会与商业公司区分开来，

姬十三决定将原有的公司名“北京一群松鼠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在 2010 年 5 月，更名

为“北京果壳互动科技传媒有限公司” （简称

果壳传媒）。2011 年 10 月，果壳传媒获得挚

信资本的百万美元投资。

期间，姬十三一直没有放弃申请科学松

鼠会的 NGO 资格，在 2010 年底，成功取得北
京市朝阳区科委的挂靠支持，2011 年 1 月 17

日，终于在北京市朝阳区注册成立哈赛科学

传播中心[3]。根据北京朝阳区民政局的公布信
息显示：哈赛科学传播中心 （简称“哈赛中

心”），是一家由嵇晓华 （姬十三） 成立的民政
注册的非营利机构，其社会组织类型是民办
非企业单位，业务主管单位是北京市朝阳区

科学技术委员会[4]。
从科学松鼠会的成立，到果壳传媒的更

名，再到哈赛中心的注册，这个过程一波三

折，充满了各种曲折和变数，其历史发展沿

革可参见图 1。

在科学松鼠会基础上成立的两家机构：果

壳传媒和哈赛中心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果壳

传媒是一家致力于面向公众倡导科技理念、传

播科技内容的企业，是著名科学传播公益项目

“科学松鼠会”的实体支持机构，通过采用传

统商业化运作模式来保障哈赛中心能够获得

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而哈赛中心作为民政注

册的非营利机构，是以公益为宗旨成立的，继

承了科学松鼠会的公益使命。据了解，其资金

来源包括三部分：一是果壳传媒的资金支持，

作为基础运营的费用；二是来自于科技协会等

事业单位的资助；三是通过线下活动得到专项

赞助。这种由科学松鼠会创造的“新公益”模

式，正是基于成立初期充满了各种挫折和变

数，不得不在困难中思考前进，从而得出的成

功经验。它作为非政府组织在科学传播领域取

得成功的重要案例，打破了传统意识中公益活

动就是面向弱势群体的理念，也开启了科学传

播活动以公益为前提，同时追求经济效益的有

效融合。
2.2 经营“新公益”模式：基于平时的常规活动

以科学松鼠会为基础的果壳传媒，目前业

务范围包括泛科技主题网站果壳网 （Guokr.

com）、读书品牌“果壳阅读”及科技品牌合

作平台等，开展了许多深受欢迎的常规活动。

在果壳网的宣传栏目中，其发展愿景是“让科

学流行起来”，成立价值观是“严谨有容，独

立客观”，通过互联网，运用博客群、线上线

下活动，以及与其他机构合作开展活动等方

式，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向大众传播科学，让科

学变得妙趣横生、简单实用，同时也为科学传

图 1 科学松鼠会的发展历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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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人才的培养开发了很好的平台。举办的各种

常规活动包括：小姬看片会、达文西行走中队、

科学松鼠会系列讲座和阅读沙龙等，具体情况

可参见表 1。

表 1 科学松鼠会开展的主要活动统计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活动名称

小姬看片会

达文西行走中队

小红猪抢稿

科学一课

Dr.You

科学圈圈坐

三研二拍

光芒阅读沙龙

科学嘉年华

科学松鼠会系列

讲座

万有青年烩

科学传播训练营

MOOC 学院

活动内容

每期精选一个来自 Discovery、BBC、National Geograph-

ic、NHK、PBS 等国外公共频道的优秀影片，与公众一

起分享上至宇宙下至微生物的科学话题，主持人小姬邀

请松鼠或松鼠信得过的科学家或其他领域的达人来一起

交流分享

备受好评的线下品牌活动。执掌人达文西带领大家走进

一些博物馆、实验室里直接感受科学。例如组织参观医

学院的解剖室、昆虫馆的实验室、博物馆等地

松鼠会资深编辑帮助读者翻译国外期刊上优秀的科学文

章，选稿主要来自 《新科学家》 和 《纽约客》

以专题的形式，按期来讲解一个主题，用通俗的语言对

科学现象进行解读

通过提一到两个既刁钻古怪又不损科学精神的小问题，来

吸引广大网友参与互动，网友可以荣获当期的Dr.YOU

主要介绍一些知名的科学家和科学传播领域的活动家的

工作事迹和生平简历

三研，指三个谈话嘉宾从研究角度出发；二拍，指双方

站在各自立场对话。每次活动与一个知名公司合作，科

学松鼠会主持人和科学嘉宾从消费者角度发问、质疑产

品背后的故事

按期推出点评榜，请来各领域人士同读同乐，跨界交流思想

在2009年 10 月底一周内，在北京共举办了 24 场科学相

关活动，包括演讲、沙龙、现场实验、化妆晚会、交友

Party、科学音乐剧等多种形式。采取征文、在线问答、户

外观测等许多不同类型的互动方式来进行科学传播

邀请专家举办科学松鼠会系列讲座

每期活动有七八个不同领域的主讲者，每人七分钟，不

作深入介绍，不谈心得体会，不谈个人感受，而是单纯

地讲科学知识、讲科学方法，主要给受众打开一道科技

知识的大门

哈赛科技传播中心旗下科学松鼠会的培训项目。项目包
括线上资源专区和线下活动两部分，第一年主要针对大
众传媒，未来将逐步尝试更多样化的科普人才队伍建设。
科学报道系列工作坊是“科学传播训练营”项目的线下
活动。每场活动持续半天，围绕特定的热点报道领域，
邀请资深科学记者主讲，松鼠会亦会提供活动支持，还
设有实战练习等互动环节。本线上专区包含每场工作坊的
课程视频和文字资料，另外还设有系统的在线课程

即“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在网上提供免费课程

活动周期

每月一期

不定期

每周 2 篇

每月一期

每周一次

不定期

不定期

不定期

2009 科学

嘉年华

不定期

定期举办

不定期

不定期

公众参与度及其他

已经扩展至天文馆、科技馆、

微软亚洲研究院等科技场所。

每期观众均在 300 人左右

网上信息已经不再更新

已经整理出多篇信息丰富、措

辞考究的译文，拥有一大批忠

实的读者

用网上报名的方式邀请爱好者前

来交流学习，每期均在300人次

网上信息已经不再更新

网上信息已经不再更新

网上信息已经不再更新

网上信息已经不再更新

参与人数累计超过 3000 人次。

媒体深度报道达到二十篇以上

每期邀请 200~300 人次参加

每月开办1-2场活动，地点主要

集中在北京、上海，在武汉、广州、

深圳、南京等城市也有不定期举

办。参与人数每期均在300人次

本项目由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

司支持，并入选为中国科协科

普人才培训试点项目，社会影

响广泛

已聚集超过5万名MOOC学习者

（初步估计，其中包括 10%~20%

的中学生），成为中文世界最活

跃的 MOOC 讨论社区

注院活动信息参考自科学松鼠会官网袁由于网上信息更新不及时袁相关内容有待完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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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作为“科学松鼠会”的另一个实体

支持机构———哈赛中心，旗下还包括未来光

锥、科学支教、科学互助等多个科学传播项

目群，具体情况可参见表 2，这些项目与果壳

传媒所开展的各种活动互为补充，社会影响

日益扩大。

表 2 哈赛中心旗下的其他活动统计表

序号

1

2

3

活动名称

未来光锥

科学互助

科学支教

活动分类

原果壳时间

“科学家的技

术应用于公益

组织”项目：

手机上的人脸

识别技术协助

宝贝回家

科学互助沙龙

科学互助平台

培训

特色课堂

科学课程

活动内容

致力于向公众呈现精彩的演讲内容，展示最新科学研究趋势，

畅想科技带给未来生活的改变。新增设的“未来光锥创新工作

坊”主要提倡跨领域的分享和协作，针对更加具体的社会问题，

邀请科技、公益、传播、商业、政府等领域人士及对社会创新

感兴趣的公众，为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思路

协助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李子青教授的人脸识别技术，在手机

软件开发公司的支持下，形成产品，用于帮助“宝贝回家“公

益打拐”这样的公益组织，组织青年志愿者利用高科技手段寻

找失踪儿童的线索

（1） 增进不同领域科学家的跨界交流； （2） 增进媒体对科学领

域的了解和科学界对科学传播的需求； （3） 发现更多可以用于

公益的科学技术，促进 NGO 与学界的沟通，寻找合作机会，促

进富有科技含量的公益项目形成

拥有良好的科学界资源库，以网络的形式构架科学和公益领域

的供求信息平台

对偏远农村学校教师及下乡志愿者提供科学传播、科学培训

在希望小学现有的硬件条件和松鼠会设计的课堂模式下，把科

学知识用最易懂易记又有趣的形式，呈现给学生

打造更多适用于偏远农村学校的特色科学课程，相对固定的课

程易于复制，可以影响更多青少年

活动时间

2011 年

12月12日

正式启用

不定期

不定期

公众参与度

每场演讲活

动邀 200~300

人次参加

由上可见，自成立以来，以科学松鼠会为

基础打造的两大平台“果壳传媒”和“哈赛中

心”，旨在拨开科学的坚果，指导人们享受科

学带来的恩惠，致力于在大众文化层面传播科

学，提高民众科学素养。通过对上述开展的各

类线上和线下科学传播活动，可以梳理出几个

比较重要的共性特点：

一是传播主体的公众化和引导性。相对于

传统科学传播过于强调科技共同体的主体地位

而言，科学松鼠会活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公众

成为了科学传播的主体。让公众成为科学传播

的主体，一方面提升了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另

一方面公众在科学传播中占了主动权，这样科

学与公众之间的边界就消失了，公众参与科学

传播的积极性也提高了，改变了一种公众被动

接收信息的单向的线性传播传统。

二是传播内容的趣味化和生活性。传统的

科学传播往往是传播者 （科学家） 将自认为对

公众有用的内容传播给受众，给人留下晦涩、

难懂的刻板印象，而忽略科学本身的有趣性，

传播效果也不明显。果壳网副主编吴欧女士曾

强调“果壳网做选题的三个黄金标准：有用、

有趣、毁三观。所谓毁三观其实就是比较生僻

的冷知识。”[5]科学松鼠会更多的是考虑让公众

参与到科学传播活动中来，要提高公众的兴

趣，除了以社会发展和公众需求作为出发点，

更要以丰富多彩、时尚有趣、贴近现实的传播

内容来迎合受众的喜好、满足了受众的需求。

这也是活动现场提问者多、科学传播内容生活

性强，科学传播效果更加明显的重要经验。

三是传播受众的年轻化和主体性。开展每

一项科学传播活动都有其受众主体，科学松鼠

会将都市年轻人尤其是学生群体列为活动的受

众主体，极大地发挥了这些年轻人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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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影响着科学传播功能发挥的好坏。此外，

公民科学素养也影响着科学传播的效果，都

市年轻学生群体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是科学

松鼠会的主要受众，也是科学传播实践活动具

有较高传播效果的原因之一。

四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互动性。“科学

传播是所有参与科学的人在具体的情境中相

互沟通和协商的过程”[6]。 在科学松鼠会开展

的活动中，面对面的对话和互动的交流方式加

深了科学传播的深度，而多媒体在科学传播实

践活动中的应用又加深了科学传播的速度和丰

富了传播的形式，使得传播者和受传者互动频

繁。果壳网副主编吴欧女士曾谈道：“果壳网

所开发的‘不同产品协同运营’的方式，就是

把现在更快速的方式微博、问答、主题站、小

组相互协同作战。一个热点事件，可能里面有

很多知识点，但其体量和深度不足以形成一篇

文章，所以采取化整为零，将其知识点一条一

条往出拿，会在问答中先出问题，找相关的人

回答，微博随后跟进；如果问答体量和深度都

够，然后就可以把里面的几个知识点结合起来，

再花时间沉淀在主题站里面。这样既有和网友

讨论式互动，也有知识点上的累计和最终与果

壳网其他产品配合形成的数据库式的资源”[5]。

五是传播情境的体验化和时尚性。科学松

鼠会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作为现代青年人学

习与体验科学生活的一个科学传播平台，科

学的传播语境的营造让传播者能够从公众的

角度出发进行活动。一方面能够引发公众的

思考，营造出一种让公众用审视的眼光看待

自然世界各类问题的气氛；另一方面，也让

公众更容易理解和掌握科学。例如，在“万

有青年烩”活动的现场，公众大都能够结合

自己的生活体验对传播者所演讲的内容进行

思考和提问。

可见，在科学松鼠会基础上成立的果壳传

媒和哈赛中心所开展的各种极具品牌效应、公

益性质的线上和线下科学传播实践活动，以科

学传播为己任，一直坚持网络博客写作、结合

线下现场实践、推动图书出版等多种传播形

式，不断扩大自身品牌影响力，从而有效地向

社会公众传播科学知识。这些常规活动，作为

新晋的吸引眼球的科学传播方式，是其经营

“新公益”模式的基础，已经受到了社会公众

的广泛关注，它在获得广阔发展平台的同时，

也实现了更多的社会价值。
2.3深化“新公益”模式：出于面临的新形势要求

当前，按照 《中国科协关于加快推进科普

信息化工作的意见》 要求，中央关于推进科学

传播信息化建设的指示和国家信息化建设总体

部署，除了要建立国家财政资金的稳定投入机

制外，还必须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资金、社会资金与自营收

入“三轮驱动”的多元化投入的科学传播经费

筹措机制。出于新的发展形势要求，如何正确

引导和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深化“新公益”

发展模式，将是今后能否成功构建现代科学传

播体系的关键所在，同时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这是由于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正影响着公

众对科学的态度。同样，企业的科学传播活动

通过科学的力量也会影响公众对企业产品和

文化的态度。所以，借助企业产品普及的科技

更容易被公众理解，公众在接受科学传播的同

时，也在悄然接受着企业产品和文化的宣传，

这点是不容我们忽视或回避的。能否正确引导

企业发挥作用，自然也就成为能否成功打造现

代科学传播体系的关键要素。同时，考虑到

企业科学传播的目标具有双重性：首先是有

效合理地为公众普及科学；其次是在此基础

上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创造价值。对于企业而

言，企业参与科学传播既是其实现自身价值

诉求的有效途径，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

内在要求，两个目标是并重而缺一不可的。

所以，我们只有通过完善企业科学传播的新

运行方式，才能不断加快建立并完善现代科

学传播体系，对于广大科普工作者来说也都

是个巨大的挑战。

通过之前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以科学

松鼠会为基础构建的两个重要传播平台：果壳

传媒和哈赛中心，它们之间虽然业务分离，但

由于商业反哺公益机制的生成而日渐具有了

社会企业的品质。强化和完善这种政府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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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合作模式的新举措，这也将是未来科学传

播活动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3结论
总之，我国非政府组织在科学传播领域通

过新公益的运作方式聚集了一大批优秀志愿

者，开展活动灵活多样，原创产品比较多，其

社会影响在日益扩大。但是，我国真正从事科

学传播活动的来自民间的力量还非常弱小，继

续培育和支持非政府组织在科学传播领域的

发展显得尤为必要且十分重要。以科学松鼠

会为例，它每个月超过 10 万元的公益推广经

费，必须依靠果壳互动科技传媒有限公司设

立的果壳网与果壳阅读来建立商业赢利模式，

通过“商业赢利支持科学松鼠会，最终完成一

个科普公益的理想”[7]。嵇晓华、吴欧、 旸刘

通过分享果壳网和科学松鼠会上的科学传播

与科学研究相互促进的案例，提出新媒体为

科研工作者从事科学传播提供更加广泛的平

台，与受众进行互动与反馈的频率更高，形式

更加多样[8]。

今后，我们应把建设“政府与社会互动”

的科学传播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作为基本发

展目标，通过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依托社会各

方力量，创新和探索建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

作、互利共赢、良性互动、持续发展的现代科

学传播体系运行新模式，在追求社会效益为

主的公益性科学传播事业与追求经济效益为

主的经营性科学传播产业之间积极寻找结合

点，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支持科学传播事

业，为早日实现现代科学传播体系的建立作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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