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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学媒介中心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中的
措施和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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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媒介中心是帮助协调沟通科学家、媒体和公众之间关系的新兴组织，世界多国都先后在本世纪建立了

自己的科学媒介中心，日本作为科技领先于世界的亚洲发达国家，也在 2010 年筹备了科学媒介中心，虽然成立时

间较晚，但该中心在 2011 年“3·11”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发挥了及时有效的作用，奠定了其在日本

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本研究针对日本科学媒介中心的运营机制和它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中采取的对应措施及其作

用，进行了初步的归纳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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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媒介中心是 21 世纪新出现的一种旨

在加强科学家和媒体互动的机构组织，作为

促进科学家、媒体与公众之间互动的重要中

介，科学媒介中心在科学传播和科学知识的

普及方面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

自 2002 年英国率先建立科学媒介中心以

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都随之

建立了自己的科学媒介中心，并针对各自国

家的独特环境，开展多样化的服务与工作。

日本作为科技领先于世界的亚洲发达国

家，虽然较晚地建立了科学媒介中心，但该

中心在科学传播中发挥了及时有效的作用，

尤其是在 2011 年的“3·11”大地震引发的福

岛核电站事故中，其与科学家、媒体和公众

的互动和影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本文针对

日本科学媒介中心的运营机制和它在福岛核

电站事故中采取的对应措施及其作用，进行

了初步的归纳与分析。

1日本科学媒介中心成立的背景与现状
与英国媒介中心成立时，“有英国上议

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House of Lords Select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发布的

《科学与社会》 （Science and Society） 报告为

背景”[1]所不同，日本科学媒介中心的成立并

没有特别的政策背景或“导火索”，更多是基

于日本社会长期对科学家和媒体之间沟通偏

差问题的解决需求，21 世纪头十年以来，日

本科学家与媒体之间存在的误解该如何解决

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热门议题。

2008 年，日本政府拨款进行了专项调研，

收集了科学家和记者双方对此问题的看法和

意见，同时也学习了英国科学媒介中心帮助

重获公众对科学的信任的经验。2009 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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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府再次拨款，日本科学媒介中心作为一

个“集线器”角色开始筹备，它的主要工作

就是支持科学家和媒体之间的沟通，以及帮

助科学信息从科学家畅通地传达给媒体和公

众。英国媒介中心的很多历史经验都成为了

日本媒介中心效仿的榜样，图 1 即为日本科

学媒介中心的“集线器”角色诠释图。

如今，日本政府是日本科学媒介中心最

主要的资金来源，2010 年到 2012 年，政府每

年专门拨款 2 000 万日元以支持中心开展工

作，除此之外，日本与澳大利亚基金会每年

资助 400 万日元。

2010 年到 2012 年，日本科学媒介中心主

要由一名项目经理和一名国际事务经理领头

负责工作，团队包括 3 至 5 名兼职的工作人

员。2013 年全职成员增加到 4 名，兼职人员

增加到 6 名。虽然截至目前日本媒介中心的

工作成员数目相对有限，但保持着逐步扩增

的趋势，员工之间分工明确，合作高效，保

障了中心的基本运行和活动开展。

2日本科学媒介中心在重大科学事件中的行

动原则
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时，日本科学媒介中

心成立还不到一年，这个新登上舞台的机构却

能在重大科学事故中较为迅速地找准定位，成

功向日本社会传递了自己的角色信息，为之后

日本科学媒介中心工作的开展做出有效的铺

垫，也为其长期的行动提供了决策原则。

2.1“集线器”式的收集信息

重大事件发生后，相关的新闻报道、科学

信息甚至是谣言以碎片化、无秩序的方式在社

会中流传，其中新闻报道占据主导地位，科学

家的声音难以被客观地听取，而谣言则容易在

互联网和人际圈中滋生。日本科学媒介中心主

要负责人之一———早稻田大学教授濑川至朗，

认为进行灾害报道重要的原则是“政府和媒体

要尽可能做到信息的公开和透明”[2]。

日本科学媒介中心将自己的工作与媒体严

格区分，以收集整理有效信息为第一要务，将

有效用的信息和科学家的声音集中展示，通过

“科学快讯”、“Q&A”等形式发布，把散落在

各处的评论、链接汇总。不仅帮助媒体从业人

员正确地获取资料，也为公众了解正确的信息

提供便捷渠道。

2.2 注重科学家的原始评论

“新闻媒体在重大科学事件中所报道的科

学评论或观点，往往以受众为导向，过于简短

或片段化，甚至服务于记者所想表达的内容。”

濑川至朗教授认为，“日本科学媒介中心从专

家库中获取的信息，相对较长，未经加工，并

且经过和专家的事前协商，已经使用一些简单

的词语代替专业性术语，这样能够帮助媒体记

者和公众用理性思维去理解相关事件和科学

背景。”

以“科学快讯”为主要发布栏目的日本科

学媒介中心非常强调科学家、专家的第一手资

料，并且不经过任何加工和编辑，使得记者或

公众通过其平台能够看到最原始的科学解释

或观点。
2.3 以新媒体互动传播为导向

日本科学媒介中心在日文推特和 Facebook

上的运营互动是其工作的关键环节，极大地促

进中心发挥效用，将信息传播到更广泛范围。

在日本，很多科学家和科技记者，以及相关的

图1 日本科学媒介中心的“集线器”式角色①

①如不做特殊说明，本文中所引用有关日本科学媒介中心的数据由日本科学媒介中心提供。

科学家

全球媒体

日本科学
媒介中心

请求 咨询 讨论

评论 观点 资料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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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机构，在推特上都有自己的账号，而通过

与这些账号的互动，日本科学媒介中心能够进

一步扩大影响力，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此

外，推特作为海量信息和观点的来源地，也为

日本科学媒介中心的工作提供了指南，比如福

岛核电站事故后非常著名的“核辐射 Q&A 系

列”就源自推特上东京大学教授对网民的零

散回答。表1 为日本科学媒介中心在推特上的

活动数据。

2.4 让世界了解日本科学界

日本科学媒介中心虽然年轻，但却具备一

定的世界地位。它在成立之初就与澳大利亚科

学媒介中心建立了合作关系，此后与英国科学

媒介中心和加拿大科学媒介中心共同成立了

联络网，分享科学信息和资源。英国科学媒介

中心主席菲奥娜·福克斯在2011 年世界科学媒

介中心年会上表示：“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

后，各地科学媒介中心真正做到了国际间的分

享，分享核能专家对该事件的观点，并且通过

和在日本的同事的联系，我们得以知晓日本专

家对该次事故的反应”[4]。澳大利亚科学媒介

中心主席苏珊娜·爱丽特认为：“与日本科学

媒介中心互通有无，能够打破世界科学传播

被英美主导的局面，随着各国科学媒介中心

在工作原则上达成更多共识，全球的科学媒

介中心网络会更好地建立”[5]。日本科学媒介

中心也将“传递日本” （Japan Passing） 囊括

进了日常工作，不仅在重大事件中提供英文

版本的日本科学界声音，更将日本科学头条新

闻每日更新到其英文推特和 Facebook 页面上，

很多报道被世界各地的记者选取采用。

3福岛核电站事故和日本科学媒介中心的应

对措施

福岛核电站事故给日本社会带来震荡，也

给日本科学媒介中心带来发挥功效的契机，在

福岛核电站事故中，日本科学媒介中心因为对

相关信息及时补充，帮助科学家与媒体人员的

沟通，极大提升了自身的影响力，显示出科学

媒介中心这一组织在重大科学事故中的重要性。
3.1 福岛核电站事故的社会影响

2011 年 3 月 11 日下午，东日本发生了里

氏 9.0 级地震，并引起了海啸。在此袭击下，

全球最大的核电站福岛核电站未能经受住自

然灾害的考验，多个机组接连发生了爆炸和泄

漏。该次核电站事故是继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

事故 （7 级） 和美国三里岛核事故 （5 级） 之

后的又一次重大核事故，被日本政府最终定为

7 级。

福岛核电站事故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冲

击。第一，造成民众对核技术态度的变化。福

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媒体的报道加上公众对

核电安全知识的缺乏，使焦虑和担忧逐渐蔓

延。“不断传出的政府隐瞒数据和东电公司不

负责任的传言，进一步引发了公众对政府、技

术专家与企业‘利益共同体’的猜测，对核泄

露的恐慌和核技术的抵制随之达到顶峰”[6] 。

2012 年 2 月，NHK 公布了此前所做的民意调

查，显示有 36%的人反对重新运转核电站，

仅 22%的人同意继续运转。

第二，造成对核技术产业的冲击。由于社

会民众对核技术产生了巨大的质疑，日本核能

产业受到很大影响。“核能设备进口方对其管

理与服务能力完全失去信心，从而进一步阻碍

了核能设备的出口”[7]。由于福岛核电站事故

的影响，“2011 年度日本核电站设备利用率

（运转率）为 23.7%，是 1976 年度以来的最低

水平”[7]。

第三，对国家形象和科技政策产生影响。

此次事故的核心角色东京电力公司反应不够

及时，加上其拥有多次不良事故记录，使得民

众对日本核电站的管理机制产生质疑。这种质

疑进一步影响了日本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在

推文总数 （条）
粉丝数 （个）
关注数 （个）
福岛核电站事故
相关推文数 （条）
与科学家和专家
互动推文数 （条）

日本科学媒介中心
英文推特账号

（@smcjapan_eng）
847
330
52

202

22

日本科学媒介中
心官方推特账号
（@smcjapan）

538
10 216
10

159

43

表 1 日本科学媒介中心日文和英文账号活跃数据
（截止到 2015年 12月 24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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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四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制定中，“核

能发电占总发电量的比例将在现有 30%的基

础上大幅度地降低”[7]。
3.2 专家评论

日本科学媒介中心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提

供科学家及时、原始的观点与评论资料，这主

要体现在其“科学快讯” （Science Alert） 栏

目上，日本科学媒介中心通过联系自己的专

家库，收集科学家或有关领域专家对某一社会

热点问题或新兴科学问题的相关评论，不做任

何编辑地整理发布，使得媒体和公众可以听到

科学家最原始的声音。

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科学快讯”

栏目总共发布了35 篇相关文章，其中超过 30

篇均为专家对事件的评论或提供的补充信息。

这里的科学家不仅来自日本，还联合了英国和

澳大利亚等海外专家，发布了由他们提供的资

料。其中，关于放射线对于人体的危害的文章

最受关注，有很多跟进的报道。比如长崎大学

教授谈论辐射对人体的影响的相关知识，受到

了大量的转载。在和科学家、专家联络时，日

本科学媒介中心特别与之协商强调，不要表述

太过专业和艰深的东西，词语方面尽可能不用

过于专业的术语，然而一旦专家评论出来后，

日本科学媒介中心对这些内容不会做任何处

理和修改。表 2 是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科

学媒介中心发布的 10 篇相关信息，其中 7 篇

为海内外专家评论。

发布时间

2011/03/13

2011/03/13
2011/03/13
2011/03/16
2011/03/18

2011/03/18

2011/03/18
2011/03/18

2011/03/19

2011/03/20

标 题

东日本太平洋近海地震的相关信息

地震与核辐射相关有用链接
核辐射相关 Q&A
社会弱势群体自救相关链接
计划停电是否妥当有效

关于核反应堆，来自澳大利亚科学
媒介中心

对于传播放射性污染物的空气
被放射线照射到之后

初级放射性物质相关，来自英国媒
介中心的评论

核电站再次达到临界值的可能性

类 型

专家评论

参考资料
科学快讯
科学快讯
专家评论

海外专家评论

专家评论
专家评论

海外专家评论

专家评论

参与科学家和专家
辻隆平·信州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实验室副教授
井出哲·东京大学理学系研究生部副教授
包含 25 条相关链接
早野龙五·东京大学理学系教授
包含 41 条相关链接
岩本真一·早稻田大学教授
Steve Crossley·珀斯核物理专家
Dr Pradib Deb·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医学院放射科高级讲师
Dr Don Higson·核安全专家和研究员，澳大利亚工程师学
会会员，澳洲辐射防护学会会员
大原利真·国家环境研究所独立行政法人
近藤诚·庆应大学医学部放射科讲师
Raul Tony Stone·剑桥大学工程系主任
Barry Marsden·曼彻斯特大学核电石墨专业教授
Jim Smith·朴茨茅斯大学环境物理学教授
John Beddington Sir·英国政府高层科学顾问
Malcolm Joyce·兰卡斯特大学核工程专业教授
吉冈律夫·日本系统安全研究所主席

表2 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日本科学媒介中心发布的10篇信息（按时间顺序） [8]

3.3 整理汇总

濑川至朗教授认为，日本科学媒介中心最

重要的功能就是对相关的信息进行收集、汇总

与整理。这项工作看似基础，却往往是很多科

学议题背后所缺乏的工作，也是媒体报道中遇

到困难最多的部分。例如，日本科学媒介中心

长期开展学术论文翻译介绍活动，根据投稿和

搜索，将有价值的相关论文发布公开，帮助媒

体学习了解。

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中，日本科学媒介中心

针对推特上网民与科学家的互相询问和讨论，

整理出了有关福岛核泄漏的问答集“Q&A”系

列文章。该问答集囊括了来自东京大学理学系

的早野龙五教授在推特上回答网民的问题。将

推特时间线里零散而无条理的内容集中起来，

并且及时根据动态更新。“Q&A”系列迅速火

热，在推特上被分享1 859 次，在 Facebook 上

被分享 555 次。日本媒介中心立刻将其翻译成

了英文，以便海外公众和媒体使用。这系列问

答文章，也被中国著名的科学社区“果壳网”

转载，并被志愿者翻译成了中文。

除此之外，日本科学媒介中心还及时汇总

了很多提供公开信息的平台，比如及时发布东

北太平洋地震情况的链接、东京电力公司的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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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原子能行业协会和公共机构的链接等，这

些信息被集中总结发布，也是为了方便媒体记

者查询备忘。日本科学媒介中心并不是要做事

件的积极报道者或活动参与者，而是为媒体人

员了解相关知识，获取材料提供有效及时的辅

助。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中，日本科学媒介中心

一共发布了 7 篇信息整理和汇总文章。

3.4 新媒体互动

推特是日本科学媒介中心在互联网上进行

传播的第二大平台，日本是推特使用大国，截

至 2012 年 1 月 1 日，“日本已成为推特全球

第三大市场，注册用户量达 2 990 万人，仅次

于美国和巴西。日语是推特上的第二大语种，

仅次于英语”[9]。实际上，在日本科学媒介中

心的官方网站还没有筹建起来时，其官方推特

就已经于 2010 年 3 月开通了 （@smcjapan）。

官方推特一直跟进中心成立的情况，包括人员

的参与、资金的筹备、所属机构的变更和初期

线下活动的开展通知，直到官网成立后，便开

始同步官网发布的“科学快讯”等内容。

在 2011 年的“3·11”大地震发生后，日

本科学媒介中心的推特也表现得非常活跃，

不仅同步传播自己的内容，更与推特上的重要

账号进行了互动，包括 NHK 国际频道、东北

太平洋地震情报和 Synodos 组织，此外还有作

出相关发言的名人账号，例如日本议员河野

太郎、科技记者浅川直辉、国家生物研究部的

科学家仓田智子、物理学家野尻美保子、环境

学者饭田哲也等。地震引发福岛核电站泄漏

后，日本科学媒介中心的推特更是积极整理，

筛选推特上的信息，并且及时将网民提出的问

题，与科学家沟通并作出回应。

日本科学媒介中心不仅在日文推特上表现

活跃，其英文账号也和日文账号同步更新，并且

至今为止英文账号发布的内容甚至多于日本账

号。在“3·11”大地震当天，英文账号对地震进

行了同步直播，简短迅速地传递了日本现场第一

手信息，包括震感、失火情况、人员伤亡等等。

尤其是日本媒介中心关于核辐射的问答集系列，

英文账号也及时转播了翻译后的英文版本。

3.5 长期追踪

为了帮助媒体从业人员更好地了解科学领

域和相关事件的细节，日本媒介中心注意长期

地追踪和补充，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日本媒

介中心依旧陆续发布相关的评论和文章，并且

在 2012 年举办了三次线下的研讨会，研讨会

邀请业界的科学家和专家聚集到一起，对过去

一年中有关核电站事故的种种问题进行集中

讨论和回答。最后以视频的形式通过网站分

享。表3 即为福岛核事故一年后日本科学媒介

中心发起的活动和内容。

日本科学媒介中心一直强调围绕最具争议

性的话题提供服务，福岛核电站事故不仅在日

本国内造成巨大影响，在世界上也引发了广泛

时 间

2012/03/11

2012/03/09

2012/03/09

2012/03/15

2012/04/18

内 容
【网络直播】 东日
本大地震一周年·
国际减灾科研合作
联合宣言活动

一年后福岛核电站
的目前状况

一年后福岛核电站
的目前状况 2

东日本大地震一周
年相关回顾 （包括
福岛核事故）

环境中的微粒对人
体的健康影响

类 型

活动

专家评论

海外专家
评论

海外专家
评论

专家评论

参与科学家和专家等
海外科研高校机构：新南威尔士大学，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伊斯坦布尔工
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佛罗伦萨，伦敦大学学院，德国航空航天中心
日本科研高校机构：精华大学，神户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新潟大学，
福岛大学等
鈴木達治郎·内阁府原子能委员会代理主席
小出裕章·京都大学核反应研究所助教
澤田哲生·东京工业大学能源工程系核反应堆工程实验室助教
Don Higson 博士·核安全专家和研究员，澳大利亚工程师学会会员，澳洲辐射防
护学会会员
John Price 博士·顾问工程师，英国核工业集团安全政策组，主要研究重大核事故
Tony Irwin·认证工程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核能硕士专业客座教授
Pradib Deb 博士·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医学院放射科高级讲师
James Goff 教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自然灾害研究实验室和太平洋海啸研
究中心主任
武田健·东京理工大学医学部教授
市瀬孝道·大分县护理与健康科学学院生物反应实验室教授
舛本和义·高能加速器研究所教授

表3 福岛核事故一年后日本科学媒介中心相关活动和内容发布[10]

日本科学媒介中心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中的措施和作用分析 掖掖掖 张馨文 诸葛蔚东 / 实践新知 阴

079



S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科普研究

的讨论，日本媒介中心将重要的信息和专家评

论同步翻译成英文，并且通过与澳大利亚科学

媒介中心等其他国家相关组织的合作，将本国

的声音传达出去。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记者获

取日本的资源提供平台，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发

生后，日本科学媒介中心的专家评论被来自美

国、德国、英国、法国、爱尔兰、澳大利亚、

新西兰、西班牙、菲律宾、伊朗、印度、印度

尼西亚、尼日尼亚以及中国总计转载 7 859 次。

3.6 影响力的体现

福岛核电站事故是日本媒介中心建立之后

遇到的第一件极其严重的科学事故，中心在该

次事件中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和提供的服务，使

得其影响力和地位获得极大提升。据日本媒介

中心官方统计，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日本媒介

中心官方网站的点击量增加了 1 362 140 次，

官方推特的粉丝数增加了 12 097 名，相关文

章被分享转载 25 382 次，其中海外媒体转载

7 859 次。日本文部省对日本科学媒介中心在

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发挥的作用表达了赞赏[11]。

4对中国的经验和启示

日本科学媒介中心于 2010 年 3 月开始进

入正常的运转状态，作为一个年轻的机构，它

经过“3·11”大地震和福岛核电站事故的考

验，迅速树立起了自己作为沟通中介的重要

角色和影响力，在之后 2011 年的日本多地台

风暴雨和诺贝尔奖等事件中，都连续发挥了

有效作用。对于中国来说，比起英国媒介中心

所拥有的悠久历史和雄厚资助，日本媒介中心

的经历或许更值得借鉴和反思。

4.1 发挥新媒体在传播沟通中的重大作用

日本媒介中心的官方网站在成立之前，其

官方推特就已经开始传播相关的信息和活动

了，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时代，

我们不能忽视新媒体平台。中国在建立自己

的科学媒介中心过程中，要利用新媒体先提

升机构的影响力。例如，包括科学家和专家在

内，很多著名人士都开通了自己的微博，科学

媒介中心不仅应该与他们积极互动，还要注意

从新媒体平台的信息中获得科学事件的相关

线索。目前，在我国互联网界承担这个角色的

多为如“果壳网”、“科学松鼠会”等民间爱

好团体或科普机构，或者为“中国国家地理”、

“博物杂志”等媒体。如何系统地建立专家库，

并有效地通过互联网加强科学家与媒体和公

众的对话，将科学家的观点及时、正确地传播

出去，是我们需要思索的关键。正如英国科学

媒介中心主席菲奥娜·福克斯在其著作中总结

说的：“ 科学日新月异的变化需要和媒体尤

其是新媒体的发展相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目前

每天都要面临的挑战。”[12]

4.2 做好对有效信息与评论的归纳整理

在突发的重大科学事件中，民众的猜测

或恐慌情绪容易蔓延，媒体报道倾向于多样

化、碎片化，而专家和科学界的声音又容易

被淹没在新闻内容和谣言猜疑中，作为科学

媒介中心，应该担当起将有效信息和资源进

行搜集和整理的工作，并且基于自身的专家

库、数据库资源，提供科学的观点和评论，

既帮助媒体记者理解相关背景，也帮助将公

众的目光转移到科学的内容上来。科学媒介

中心作为一个中间的沟通桥梁，应该找到自

己的地位，不越俎代庖，不重复新闻记者的

工作，更不为了夺人眼球而对科学家的评述

做断章取义的编辑。应该秉持有用、真实、

科学的原则传播信息。

4.3 积极与世界各国科学媒介中心开展合作

在世界各地相继成立科学媒介中心后，顺

应趋势建立科学媒介中心并进行相互合作有

利于促进科学传播和科技资源共享。日本与澳

大利亚科学媒介中心的合作就是这方面的范

例。澳大利亚基金会也是日本科学媒介中心的

资助来源之一。2010 年 6 月，日本的隼鸟号

飞船返回地球时，澳大利亚科学媒介中心合作

参与了跟踪拍摄和相关讨论，其发布内容被全

球1 000 多篇新闻报道引用。

由上述日本科学媒介中心的实践活动可以

看出，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互动是科学传播中

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一问题上我国的现实并

不乐观，为了改变我国科学家与媒体互动程度

不足、科技新闻报道缺少审核和受众反馈缺失

等问题，一些旨在促进科学家与媒体和公众的

互动的机制和组织应当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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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部分受访人的反核或疑核态度，也可能

是表面态度，其背后的社会与政治因素不可忽

视。比如对核电管理者的不信任（如监管者的

贪腐）、风险治理中缺乏平等和公平的民主程

序 （如江门事件）、政府和企业其它领域里的

信用赤字 （豆腐渣工程、环境污染项目等）。

这类发生在其它领域里的不信任，蔓延并祸

及核电领域。基于这样一些原因，很多反核或

疑核的民众可能未必是真正抵制核电本身，而

是这些社会与政治因素导致他们对于核电风

险的感知被放大。

基于本项研究的发现，本文认为在目前低

社会信任的环境下，要高度重视大学生群体对

核电企业、地方政府以及专家群体的不信任状

况，并针对目前大学生群体广泛存在的核电知

识匮乏和各种核电认知偏差现象开展差异性

的核电科普。同时，要积极推动核电科普从单

向宣传向公众参与转型[8]，将科学知识和科学

理解的体验纳入到科普当中，提高核电科普

的互动性，从而激发公众对国家低碳能源与核

电战略的知情了解与认同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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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科普部在 2011 年组织开展了

“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系列活动，围绕社会

热点每期邀请科学家与媒体记者开展交流。

中国科普研究所也在筹划建立中国科学媒介

中心，以期创立媒体与科学界的联络机制。就

应如何改善科学家与媒体的互动关系而言，研

究日本科学媒介中心的运营机制和实践活动

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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