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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build up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popular science books based on an
publication-funded project in Beijing. The methods adopted in this paper include documentation，analysis，statistics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t is included 4 first-class index in the evaluation system: science, social impact, level of creation and
publishing quality，as well as 13 second-class index such as knowledgeable，originality，popularity，error rate of editing &
proofreading and total circulation. The evaluation system functions quite well after being applied to the assessment of the
popular science books funded by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recent years. It also discus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some advice for its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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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立足于科普图书创作出版资助项目实施情况的评估工作，初步构建了科普图书评价的指标体系框架，

该指标框架包含了科学性、创作水平、编校出版质量和社会影响 4 个一级指标，以及知识性、原创性、通俗性、

编校差错率、发行总量等 13 个二级指标。通过对北京地区某科普图书类资助项目近几年资助出版的图书作品进

行实证测验应用，发现该指标框架基本适用。同时针对评估结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高科普图书创作与出版质

量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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譹訛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 中国科普统计 （2011，2012，2013，2014），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科普图书作为向全民、全社会普及科学

知识、传播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的重要

载体，在科学普及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重

视和加强科普图书创作和出版工作，对提高

全民科学文化素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深入

考察我国科普图书的创作和出版现状，会发

现当前科普图书创作和出版工作中还存在着

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据统计，2009-2013

年的 5 年时间里，我国每年平均出版科普图

书不到 8 000 种，平均印数不到 10 000 册[1]

（详见图 1）。更令人担忧的是，大部分科普图

书的质量并不高，主要表现为：选题不够新颖，

缺少文化的内涵，读者也集中在青少年甚至幼

儿；作品大多内容陈旧，且大同小异，缺少鲜

活的原创作品；图书的内容表述形式单一，充

斥大量专业术语，可读性、趣味性差等等。

近年来，科普图书的创作和出版开始逐

渐受到了国家和地区的重视，我国多个省市

开展了科普图书创作和出版的专项资助工作，

但由于缺乏一套较好的评价指标体系，组织

者、实施者以及社会公众对于科普图书创作

和出版的专项资助实施情况并不清楚。同时，

科普图书的创作和出版涉及科技管理部门、

科普创作者、编校人员、出版集团和社会公

众等若干科普活动主体。因此，建立并完善

一套科学的科普图书评价方法，既是科普创

作者和出版者的现实要求，也是科技管理工

作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本文尝试建立一套针对科普图书的评价

指标体系，通过对北京地区某科普图书资助

项目出版的图书进行评估研究，考察当前科

普图书创作和出版的现状，提出科普图书类

资助项目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议，为进一步

提升科普图书资助专项的科普效果提供参考

借鉴。

1 科普图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1 科普图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方法

科普创作和出版肩负着传播知识、激发

兴趣、启迪智慧的重要责任，是科普活动重
要的组成部分。科普图书创作和出版作为科
普活动的一种，评估指标的选择同样需要遵

循可测性、完备性、可行性和导向性等一些
基本原则和标准[1]。具体原则内容可参考相关
研究文献，此处不再赘述。

科普图书评价指标的选取，方法上主要
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定
性分析中尤其重视专家的作用，需要多方面
的专家进行合作评估才能使结果更趋合理,本
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了 8 个定性指标作为衡量
科普图书的二级指标。定量指标一般很难选

取，而且大多指标数据不易获得，致使目前评

估科普实践活动仍然以定性分析方法为主。本

文综合考察了与科普图书创作和出版相关联的

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测性，尝试选取了 5

个定量指标作为衡量科普图书的二级指标。

指标选取过程中的具体方法，是先通过

文献检索，收集相关数据，并根据数据可获

得的情况和获得数据以后的指标相关性分析，

删除那些数据不易获得和存在强相关的指标，

设立初步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通过专家

座谈、研讨、函询、实地调查等方式修改、

优化和调整一些具体的指标，最终确定哪些

评价指标将被选用。
1.2 科普图书评价指标的具体分类

依据上述指标体系设立的原则和方法，

以及科普图书创作与出版的现状和特点，同

时参考了已有的相关研究文献，初步设计出

了“科普图书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见表1）。

图 1 2009-2013 年我国科普图书出版种类数、总册

数及平均每种出版册数譹訛

科普图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及应用 掖掖掖 陈珂珂 王 新 / 研究论文 阴

039



S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科普研究

本指标体系一共包含了科学性、创作水

平、编校出版质量和社会影响 4 个一级指标，

以及知识性、原创性、通俗性、编校差错率、

发行总量等 13 个二级指标。具体的分类概述

如下：

一是科学性指标。科学性是科普图书创

作最基本的要求。首先，以科学内容为主题，

以传播知识为主旨，这是科普图书写作中应

遵循的原则；其次，其内容必须真实可靠。

也即科普图书中的科学原理、引用的材料、

涉及的概念、数据等必须准确无误。特别是

科学常识，必须达到零差错；另外，图书反

映出的是科技发展的最新研究理论和成果，

且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过时的或者已基本普

及的知识无需再重复出版。因此，本文将科

学性作为科普图书的一级指标，并分设出知

识性、准确性和权威性 3 个二级指标。

二是创作水平指标。出版高水准科普图

书的影响因素虽然众多，但科普创作者的创

作水平无疑是其中最重量级的因素。当前我

国科普创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原创精品图

书仍然相对不足，大多数选题创新程度低，

存在低水平重复、质量不高的倾向[2]。原创性

作品应该是相对于翻译引进、改编以及编著

作品而言的，它强调了作品的“创新”元素[3]。

因此，原创性作为评价科普图书优秀与否的

指标，旨在激发更多的原创作品；创新性指

标反映的是图文内容和形式要具有一定的突

破和创新[4]；通俗性是科普图书的基本属性，

要求科普创作者能够做到将专业词汇变成群

众易于理解的、浅显易懂的语言，避免大量

的专业俗语。除此之外，科普作品还要求具

有趣味性 （或者可读性、文学性），这也是容

易吸引读者学习和接受科学技术知识的最有

效的方式之一。所以，此处使用了原创性、

创新性、通俗性和趣味性 4 个二级指标，来

具体考察科普图书的创作水平。

三是编校出版质量指标。图书编校出版

质量是科普图书销售经营的生命线，也是衡

量科普图书优秀与否的重要指标之一。图书

编校质量主要体现在装订设计水平和图书编

校差错率上面。科普图书是面向全民和全社

会，具有较强的群众性和社会性特点，图书的

装帧设计要体现出较高的大众性和创意感，才

能和普通民众接轨。另外， 《图书质量管理规

定》 要求图书编校差错率不得低于 1/10 000，

否则被认为质量不合格。科普图书作为传播

科学知识的读物，在科学知识上要求必须准

确，不容许有半点差错。而对于编校过程中

难免会出现的一些差错问题，应该尽可能避

免。鉴于此，此处将装帧设计水平和科普图

书编校差错率作为衡量科普图书编校出版质

量的重要指标。

四是社会影响指标。科普图书是否优秀，

除了本身的创作水平之外，社会反响情况多

少也能反映出来。比如，通过图书发行量可

以了解到图书是否畅销和受欢迎程度。但由

于当前科普图书初次印刷册数普遍在 3 000 册

或者 5 000 册，首次印刷超过 10 000 册的图

书较少。因此，在具体考察时，还将图书的

再版次数作为一项衡量指标。通过调查发现，

多次再版印刷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读者对

图书的需求和欢迎程度。依靠当当网图书销

售平台的统计数据，很容易获得图书的排行

榜和好评度情况，因此，本次选取好评度作为

一项重要考核指标。另外，科普图书优秀与否

二级指标

知识性

准确性

权威性

原创性

创新性

通俗性

趣味性

装帧设计

编校差错率

（个 / 万字）

发行总量(万册）

再版次数 （次）

好评度 （%）

影响时间 （年）

一级指标

科学性

创作水平

编校出版

质量

社会影响

简要说明

具备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和方法

概念、定义、论点正确，知识无

差错

反映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

科普创作人员通过自己丰富的实

践经验创作的作品

作品的图文内容和形式有一定突

破和创新

作品浅显易懂，能够将专业词汇

变成群众理解的语言

作品形式活泼、内容丰富，为公

众喜闻乐见

装帧精美、排版设计具有吸引力

每万字出现差错数量

作品发行总册数

图书再次印刷的次数

读者在图书销售平台对图书的评

价情况

作品对社会公众影响的时间长度

表 1 科普图书评价指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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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体现在图书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时间上，像

《时间简史》 这样的经典科普著作，影响已达

10 多年之久，仍然位列科普图书畅销榜之首。

基于上述内容，社会影响的二级指标重点考

察发行总量 （万册）、再版次数 （次）、好评度

（%） 和影响时间 （年）。

综合来看，本次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框

架共有 4 个一级指标，13 个二级指标。二级

指标中共有 8 个定性指标和 5 个定量指标，

较好地做到了科普图书评价指标的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的原则。当然，无论是定量评价方

法还是定性评价方法，都有其优点，也有其

局限性，如何选取更合理的指标来评价科普

图书，有待于作进一步研究。
1.3 科普图书评价指标的权重设置和测评表设计

权重是衡量指标重要性程度的主要标志，

权重系数甚至会直接影响综合评价的结果。

根据不同需求，合理设置指标权重，综合评

价结果会更加科学[5]。由于本次评估属于事后

总结性评价[6]，评估内容将侧重科普创作水

平，在具体指标权重的赋值上也将会有一定

的倾向性。方法上按照德尔菲法进行设置，

根据指标对评价结果的影响程度以及科普图

书创作出版的功能定位，由相关研究领域专

家根据自身研究经验给予每个指标进行权重

赋值。为了尽量减少专家偏好带来的主观性

误差，采用了算数平均法将所有专家意见进

行算数平均，得出指标最终的权重系数。

综合专家意见，经过讨论将一级指标创

作水平和科学性的权重给予较高赋值，分别

占 40%和 30%，而编校出版质量和社会影响

分别占到 10%和 20%。一级指标确定后，二

级指标也按专家意见逐个进行赋值。权重具

体设置情况见表 2。

表 2 科普图书评价权重赋值及测评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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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单便捷，测评表的设计是在评价指标

框架下，按照 A、B、C、D、E 五个等级进行

分级[7]，同时为细化等级，还将每个等级分为

两段，有助于专家在测评打分时更为合理。具

体情况见表 2。

最后得分的计算方法，是先将每一个二级

指标的分值算出，计算方法是 a*p，然后将 13

个二级指标的得分相加，得出最后的总分。

2 科普图书评价指标的应用
2.1 评估过程和方法

利用上述评价指标和测评方法，针对北京

地区某科普图书资助项目出版的图书作品进

行测评应用。经本文作者初步整理和筛选，共

有 23 本图书可以进行有效测评。评估过程中，

将所有科普图书交由专家团队进行集中比较

和评价，按照评价指标设置的分值进行打分，

再根据权重进行加权，最后综合相加，得出每

本科普图书的最终分值。

评估结果实施百分制和五级分类标准，满

分 100 分，通过专家打分法，最后在优秀

（90-100 分）、 良 好 （80-89 分）、 中 等

（70-79 分）、一般 （60-69 分）、较差 （59 分

以下） 五个等级中进行判定。
2.2 评估结果与发现

根据专家的打分与综合分析，评估结果与

发现如下：

（1） 科普图书质量整体较好，但也存在部

分图书不合格现象。受资助的科普图书创作和

出版质量整体较好，评估结果为良好及以上的

占比 61%，其中优秀率占 17%。但仍然存在

部分科普图书创作和出版质量较差的现象，

评估结果不达标的占比达 13%。主要是存在

科学知识错误的“硬伤”，其次是内容老化和

观点滞后，形式和内容单一，销售几乎无人问

津等。

（2） 翻译引进国外科普图书普遍优于国内

原创图书。从图书的质量和市场销售量来看，

整体上翻译引进的科普图书占有明显的优势。

其中，翻译引进国外科普图书共有 7 个，评估

结果全部良好以上；国内创作的科普图书共计

16 个，评估结果为良好以上的仅有 7 个，仅

占 44%。并且评估较差的 3 本均是出自国内

原创作品。由此可见，国内创作的科普作品

能够引起广泛关注的较少，质量还有待进一

步提升。

（3） 图书创作的负责单位多为出版传媒机

构，科普专职创作人员较少。从图书创作的负

责单位来看，被评的 23 个图书项目中，承担

单位来自出版传媒的有 16 个，占比达 70%。

而相关领域内的专业院所或者专职科普创作

人员较少。

（4） 图书受众偏向青少年和幼儿群体。评

估发现，图书受众群体年龄段较为宽泛，包括

中老年、青少年和幼儿三大群体。其中青少年

群体较多，占了 65%；其次是幼儿群体，占

比 22%。而面向中高端读者的科普图书较少。
2.3 评估建议

针对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就如何更好地

促进科普图书创作与出版的发展，提高科普专

项资助效果，提出如下建议：

（1） 建立专家审查委员会，严格把控项目

出版关口。目前，出版行业市场化、企业化带

来的低标准，让行业规定的执行力度也越来越

小。据调查，现在出版一本书的平均周期缩短

至一两个月，甚至有的从选题确定到图书出版

只用一周的时间。图书出版周期的非正常提

速，导致很多出版物质量堪忧。建议由相关管

理部门建立专家审查委员会，严格把控科普图

书创作的验收关口，加大科普图书出版审查力

度。对科普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全面审查，

杜绝劣质科普图书流向市场，误导读者。

（2） 加强科普图书出版队伍建设，提高科

普图书编校人员的整体素质。科普图书的编校

是科普图书出版的关键环节，提高科普图书的

编校质量是提升科普图书整体质量的重要前

提。当前，很多科普图书的质量不高的直接原

因是编校过程中粗心大意造成的无可争议的

“硬伤”较多。建议重视科普图书编校人员的

整体素质培养，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科

学素质能力。同时建立相应的激励措施，鼓励

专业科研人员加入科普创作队伍，提高科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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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出版队伍的整体水平。

（3） 重点扶植一批具有科普创作潜力的专

业人才。从科普图书创作的承担单位来看，

出版传媒机构占了较大比例，专职科普创作

人员占比较少，这也是科普图书创作和出版

逐步市场化的一个显著特点。结合当前我国

科普创作专职人才的匮乏，建议科普图书类

资助项目在未来的资助方向上，应向具有科

普创作发展潜力的专业机构或专业科普人士

倾斜。加大吸引力度，撬动一批专业研究机

构开展科普创作，扶植一批具有科普原创能

力的专业人才。在此基础上，鼓励专业科研机

构和专职科普人员与出版传媒机构进行合作，

共同推动科普创作与出版工作的繁荣发展。

（4） 在项目资助方面，应适当降低具有市

场前景的资助数量。针对不同类别的国外科

普作品进行区别对待，对于市场效果本身就

好的翻译引进类科普作品的项目不建议支持；

而对于难度较大，确实具有一定科普价值的

作品可予以立项。另外，对于主要面向幼儿群

体、内容简单、科普价值较低的绘本类图书项

目，也应适当降低资助比例。科普图书资助项

目应重点发掘出一批具有科普创作潜力而又亟

须经费资助的科普人才和优秀作品，充分发挥

“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的资助作用。

3 结语
《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十二五”专项规划》

提出，要建立科普活动实施效果评价机制，

形成对科普活动的良好导向[8]。建立科普图书

评价指标是开展科普图书创作与出版实践活

动评估的前提。本文立足于科普图书资助项

目实施情况的评估工作，初步构建了科普图

书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并根据本次评估工作

的任务要求尝试设置了评价指标权重，同时

设计了科普图书评价测评表。通过对北京地

区某科普图书类资助项目近几年资助出版的

图书作品进行实证测验应用，发现该指标框

架基本适用。尽管此次评估的样本量较小，但

通过评估发现，其结果也基本与当前我国科

普图书创作与出版的主要现状相吻合，比如

科普图书创作与出版存在重引进翻译、重市

场，创作水平和编校出版水平整体偏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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