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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传播受社会语境中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诸多因素的影响，社会语境对科学传播的作用程度及效果在

不同的时间和区域中存在差异。在全球范围内，当前科学传播的社会语境共同经历着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转变、科学与

公众的关系转变，以及新媒体崛起带来的挑战。我国，一个地理多样性颇丰的国家，其经济、社会、教育、科技的发

展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上述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使得我国科学传播的社会语境在具有各国科学传播

社会语境共性问题的同时，带有着突出的本土特征。我国公众的科学传播需求呈现多样性与复杂性特征，新媒体技术

所带来的传播模式的跨越性变革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特征。基于上述考虑，我国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并结合本国特色的科

学传播策略，逐渐形成政府推动、社会各方参与的公众科学传播体系。本文关注社会语境对科学传播的影响，建议将

社会语境因素纳入科学传播研究视野，拓展多元社会语境中我国科学传播体系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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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传播的社会语境
1.1 科学传播社会语境的概念

1.1.1 “语境”的概念研究

“语境”概念原本应用于语言学研究范畴，

含义是规定一段文本意义所必需的各种因素

的综合体[1]。波兰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首

次运用 “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这一术语，

认为需要把某人的话语与当时的语境联系起

来，才能准确地理解某人。德国的弗雷格 （G.

Frege） 最早将语境作为理解词句的一大原则

确立起来，主张询问一个词或句的意义必须

在其特定的上下文中予以理解，即在特定的

语境中去理解[2]。

相关学者认为，语境的研究发展经历传统

语境研究阶段和认知语境研究阶段[3]。在传统

语境研究阶段，研究者把语境当作一个客观背

景来刻画，进而对特定语境的内涵、分类、功

能、结构等展开讨论。传统语境研究认为相似

的客观语境将催生相似的语言行为和意义。认

知语境是在传统语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

构成是对传统语境理论讨论中所涉及的认知

因素的总结和分类，也是对语境理论中认知环

境的诠释。从传统语境到认知语境是语境研究

发展的延续，体现了科学发展的规律，即科学

的发展总是在对前人成果继承的基础上进行

的，是对前人成果的扬弃[4]。
1.1.2 科学社会学中的社会语境

语境研究的发展逐渐超出语言学领域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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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体系，从而扩展为一种独特社会意识形态下

的社会语境研究。胡壮麟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

了语境发展的趋势[5]。郭贵春提出：“语境的

内涵简言之就是为意义确定某种特定的语言

环境。”[6]在社会学中，社会指的是由有一定

联系、相互依存的人们组成的超乎个人的、有

机的整体，它是人们的社会生活体系[7]。社会

语境在我国科学社会学研究中并没有明确的

定义，其使用来源于国际科学社会学研究中

social context 的译词。本文认为，社会语境的

英文译文 social context 与社会环境 （social en-

vironment）、社会文化背景 （sociocultural con-

text） 相似，意指人们所接触和生活的社会环

境，人们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事件也在此环境中

得以发生和发展。社会个体的成长、文化水平

以及社会生活体系建构、个人与组织和社会的

互动关系受到社会语境的直接影响。

目前语境概念在科技哲学、科技史和科学

社会学中得到广泛使用，并逐渐成为一种语境

分析方法[8]。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视角看，语

境分析方法就是将科学作为“文本”，在其特

定的“语境”中去寻找其意义和本质，主张在

多种社会因素的相互关联中理解科学本身[9]。
1.1.3 科学传播中的社会语境

科学传播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应运而生，是多种学科的综合体，对科学传播

社会语境的关注是将社会语境扩展到科学领

域的必然结果[10]。

田松认为科学传播就是科学的传播，这种

顾名思义的理解常被称为广义的科学传播[11]。

科学传播中的社会语境作为社会语境中的子

系统必然受社会各要素的影响，本文将包括

经济、文化、政治、历史等在内的社会外部因

素与科学传播的作用关系称为科学传播的外

部语境。以经济为例，经济环境包括国家的经

济发展水平、经济制度的基本方向、国家的财

政政策、一国与他国的经济关系、经济联系和

经济来往等[12]。经济环境深刻地影响着科技传

播发展的需求和目标。吴国盛将科学与公众

之间的传播界定为科学传播狭义的指称[13]。结

合学者对科学传播狭义概念的解构，本文将

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共同体与媒体、公众，

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传播科学的机构和

场所等之间的科学互动定义为科学传播的内

部语境。
1.1.4 我国科学传播的内外语境分析

纵观我国科学传播的外语境，20 世纪 70

年代末，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政府

公众对科学的重视显著提高，为科学传播焕

发生机提供了有利的环境。经济环境的构建

将科学传播和经济建设有机集合，农村经济

的繁荣加速了科学传播向农村地区扩散的进

程。自 1992 年起，中国科协两年一次对全国

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并将其结果与

其他国家的公众进行比较研究。进入 21 世纪，

科学传播在我国的发展受到政府政策出台的

影响，形成了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社会语

境。其中， 《科普法》 和 《科学素质纲要》 是

我国里程碑式的两大重要科普政策。科学传播

的整体环境朝着“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多元

投入”的方向迈进。

针对我国科学传播的内语境发展，科学传

播的人才培养和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传播的

队伍建设是内语境延伸的主要方向。全国多所

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均设有专门的研究部门

和研究团队，针对与科学传播语境相关的各因

素展开研究。科学传播的学术会议和交流趋于

频繁，其规模也在逐年扩大。与此同时，科普

人才储备仍有很大缺口，为了改善我国缺乏科

普专门人才的现状，2012 年，教育部已与中

国科协联合开展推进培养高层次科普专门人

才试点工作，以繁荣科学传播的内部环境。
1.2 科学传播的社会语境之变化

科学传播所处的社会语境并非一成不变。

全球化的发展影响社会格局的变化，也影响到

科学传播的各个层面。本文认为科学传播的社

会语境正发生着以下几个重要的变化。

1.2.1 科学传播的外部语境与科学紧密融合

科学传播的社会语境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密

不可分，科学与科学传播的发生和发展需要在

社会政治的背景下才能得以说明。政治语境对

科学的影响是一个现实而复杂的过程，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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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科技发展已经成为

经济社会的基本驱动力，科技实力成为衡量综

合国力的重要指标，科技创新能力决定了世界

竞争的新格局。各国都将科技创新计划作为促

进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进行战略布

局，科技投入也逐渐增加。我国实施科技创新

驱动战略，不仅需要对科技创新发展的方式进

行调整，更重要的是要培养科技创新的社会语

境、增强公众理解科学的意识、扩大科学传播

的社会影响力。
1.2.2 科学传播的内部语境与公众日益密切

随着科技与社会的相互渗透不断加深，公

众的生活对科技依赖程度也在增加。2013 年

中国科学传播报告显示与“科学共同体”相关

的媒体报道占总体的 40%，确定了其在科学

传播内语境的重要影响力。

在科学传播的内语境中，科学与公众关系

的失当处理导致公众产生误解，甚至会引发社

会公共事件。例如：随着日本福岛核泄露危机

的进一步升级恶化，核恐慌情绪蔓延至全球民

众。欧洲有不少民众都举行了纪念活动以及反

核示威，在我国超市商店里面甚至出现了“抢

盐一族”。再如我国 PX 项目立项过程中引起

的争议也是典型案例。当前科学与公众关系

的新发展，凸显了科技传播的重要性。

科技发展和应用带来的社会变化直接作

用于科学传播内部语境，成为公众话题的科

学问题层出不穷。公众在科学技术发展、应

用、决策方面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公众对科

技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的诉求不断提升。

科技政策的制定和科技重大工程的投入面临

着来自公众的舆论压力。

1.2.3 新媒体的崛起对科学传播内、外语境的影响

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催生了新媒介

时代的到来。新媒体对科学传播外部语境的巨

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影响带动了整体社

会环境的发展和变化，从而改变着科学传播的

外语境。基于媒体是科学传播的主要渠道，新

媒体的发展对科学传播内语境的影响力更加直

接。伴随着其应用范围的逐渐扩展，新媒体在

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的主导媒介，打破了原有

社会的传播结构，构建了一个新的传播生态。

在这个新的媒介生态中，科学传播具备了新的

特征。新媒介技术为科学传播提供了新平台、

新途径、新手段，科学家可以自主地传播科学

知识，公众可以实现科技信息自主获取和泛在

学习。科学共同体成员和公众可以便捷地运用

新媒介获得科技信息或者传播、表达自己的意

愿和看法，从而影响社会舆论和政府行为，促

进政府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2我国的社会语境带来科学传播的多样化特色
2.1 影响科学传播的我国社会语境若干特征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社会语境特征

较为复杂，这些特征体现在社会、经济、文

化、科技、历史等各个方面。通过对我国社会

语境各侧面的综合研究，本文认为直接影响科

学传播的我国社会语境特征主要有以下两个

方面。
2.1.1地缘结构和历史原因造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

我国地缘辽阔，所跨越的经度和纬度较

广，地形复杂多变，整体呈西高东低。我国东

部地区位于大陆架海域，矿物资源丰富；东南

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程度发达；西北地区有丰富

的生物资源；沿海城市地理条件优越，拥有大

型港口。部分地区拥有著名的旅游风景区、重

工业发达或者该地区海洋资源丰富，第三产业

发达。区域性资源差异对社会的经济结构发挥

着显著的作用，旅行业的发展在外汇、财政收

入、创造就业机会和与旅游相关产业的基础设

施配套建设和改善等方面贡献了积极作用。

我国各地区的人均 GDP 指数差距较大。

经济发达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江苏、

上海等东、中部地区，而西南部的省份如云

南、甘肃、贵州等地经济欠发达，凸显我国经

济发展的地区差异。2011 年我国研究与试验

发展 （R&D）经费支出超过 300 亿元的 8 个省

（市） 占全国经费总支出的 66.5%。研究与试

验发展 （R&D） 经费投入强度 （与地区生产

总值之比） 达到或超过全国水平的省 （市）均

分布在我国的东部和中部地区[14]。

从地缘的角度观察我国高等院校在地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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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科技部安排国家各类科技计划经费区域分布图

的分布情况，从而分析地缘因素对教育文化的

影响也十分关键。基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大部

分高等院校是由中央和各省市产业部门设置

的，使一批大学被设置在中央直辖市和省会

城市，2/3 的本科院校集中在 30 多个城市中，

其中北京市有 81 所，上海市有 61 所，广州市

有 64 所。全国高等院校的分布过于集中在东、

中部等大城市，坐落在西部地区、中等城市地

级市的高等院校较少，这不仅给缺乏教育资源

地区的人才培养造成困难，同时也难以满足当

地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的需要。
2.1.2 现阶段我国社会人口结构变化特点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公民在自

然结构、社会结构及消费结构上较为复杂。

2012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居住在城

镇的人口占 52.57%；居住在乡村的占 47.42%，

公民自然结构呈现明显的老龄化发展趋势。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新生代流动人口已

经超过流动人口半数，总量达1.18亿。

通过将我国与他国公众文化程度进行比

较，如表 1 所示，我国超出了印度，也超出了

世界平均水平。但是较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

相比，仍然偏低。

从我国公众的社会结构看，截至 2011 年

我国公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为 8.5 年，新增劳动

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10 年以上，均已超过世

界平均水平[15]。如图 1 所示，根据第六次

（2010） 人口普查数据，每 10 万人口中接受高

等教育以上人口约占8.9%，接受中等教育人口

约占 53.0%，接受小学教育人口约占 27.0%，

文盲率为 4.1%。

2.1.3 现阶段我国区域化经济结构的特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2 年经济数据，

2012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 26 959 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4 562 元，而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 7 917 元。由此可见，

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结构差异明显。

2011 年中央财政安排“科学技术”支出

为 2 034.06 亿元，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

为1 864.23 亿元。但是，我国科技投入与人力

资源分布形成了差异性较为明显的三个梯度。

如图 2 所示，2011 年科技部在东部地区共安

排国家各类科技计划经费远大于中部、西部

和东北地区③。2010 年我国财政支出总数为

89 874.16 亿元，其中用于 “三农”的支出占

2010 年全国财政支出的 27%。如图 3 所示。

科学传播外语境的发展变化受到人口、文

化、经济等各方面社会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科

学传播不仅要着眼于科学传播的国际语境，与

此同时，还要应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区域不

均衡和人口结构多元化等本土社会语境。社会

国家

世界范围
中国
法国
印度
美国

读写能力
比例

84.1%
95.1%
99.0%
74.0%
99.0%

男性读写
能力比例

88.6%
97.5%
99.0%
82.1%
99.0%

女性读写
能力比例

79.7%
92.7%
99.0%
65.5%
99.0%

标准来源①②

（15岁及以上人
口具有读写能力）

2010
2010
2003
2011
2003

表 1 全球典型国家人口文化程度比较表

图 1 我国公民受教育程度分布图

①数据来源：CIA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fields/2103.html#136。
②数据来源：Census of India. Registrar General and Census Commissioner of India。
③数据来源：我国科技部网站公布的 《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报告 2011》，http://www.most.gov.cn/kjfz/kjxz/2011/201303/P02013031-
458314062374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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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0 年我国公共财政支出基本情况分布

语境中多种影响因素复合叠加，使得我国的科

学传播发展呈复杂化态势，我国公众的科学传

播需求呈现多样性特征。

2.2 影响我国科学传播内语境的典型特征

我国的科学传播所处的社会语境既存在

全球化的共性特征，又存在鲜明的国情特征，

对我国科学传播产生深刻的影响，并突出表

现在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和

我国公民对科学传播的多样化需求中。

2.2.1 我国公民科学素养发展的不平衡特征

我国地缘结构造成了经济文化发展不平

衡以及城乡人口结构的差异，这也是导致我

国公民科学素质发展不均衡的根源性因素之

一。如图 4 所示，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的性

别、民族、城乡地区差异明显。

2.2.2 我国公众科学传播需求的多样化特征

随着科普活动和场馆的发展，公众对科学

传播的需求逐渐增加并日趋多样化。我国第八

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科技类

话题的感兴趣状况不同，在对科学新发现、新

发明与新技术、医学新进展上不同人群的感兴

趣程度也不同。其中，对医学与健康信息最感

兴趣的人群是女性及年龄较高的人群，对环境

科学与污染治理信息感兴趣的人群，女性城镇

居民高于其他人群；青年群体对计算机和网络

信息更为感兴趣；等等。不同人群获取科技信

息的渠道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城镇居民比农村

居民更多地利用报纸、互联网和图书获取科技

信息；东部地区居民利用报纸和互联网比例明

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年龄较小的公民利用互联

网、科学期刊、图书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最高，

30~49 岁的公民更倾向于通过报纸获取科技信

息，50岁以上的公民更愿意通过电视、广播和

与人交谈获得科技信息等。如图 5 所示，公众

在利用科普设施上也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16]。

2.3 网络媒体对科学传播内外语境的影响

2.3.1 我国网络普及情况的地区差异

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催生出新媒体产物开启

了媒介表达的新时代。互联网逐渐取代传统媒

体，成为我国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手段。

特别是以移动终端为代表的新型媒体技术，为

科学传播带来了革命性的发展。

根据国家通讯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互联网的使用人群占全球人口总数的 61%。

我国所在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网民占 32%，

美国的网民占 61%，欧洲国家占 75%。CNNIC

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 2013 年 6 月底，我国

即时通信网民规模已经达到 4.97 亿。2014 年，

我国网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44%。2013 年，

农村网民规模的增长速度为 13.5%，城镇网民

规模的增长速度为 8.0%，城乡网民规模的差

距继续缩小。近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

图 4 各类公民群体科学素质水平分布

图 5 我国居民参与科普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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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我国农村人口在总体人口中的比例持续

下降，但我国农村网民在总体网民中的比例却

保持上升[17]。
2.3.2 网络科普的新形式层出不穷

科普网站是一种传统的网络科普形式。采

用文字、图片、视频、Flash 等多媒体手段对

科普内容进行诠释和演示，从而激发公众对科

普知识的兴趣和爱好。科学家运用网络参与科

普是网络科普的一种新形式。我国科学家对公

众进行科普的基本方式是通过主流媒体的报

道和采访；学校、科研院所实验室开放参观、

科学互动；参与科普文章、图书和科普剧等创

作以及科普场馆开放和科普日活动等专题科

普活动。随着微博、微信等网络新产物的萌

发，科学家利用自己的通讯工具和账户可以将

科学内容更加准确完整地予以表达，其科普内

容更加翔实，条理性强，能够取得良好的传播

效果。随着第三代科技馆这一概念的提出，现

代化科技馆如何应对新兴网络工具所带来的

挑战并与成功运用其先进手段服务于科学传

播成为了科技类场馆发展的重要规划之一。

3几点思考
当今人们认为传播是科学与社会的对话，

为将科学再度融入文化作出了必要的 （但尚有

不足） 贡献。科学不是有别于社会的异类文

化，它应被视为是社会的亚层次文化[18]。基于

以上论述，本文研究者提出将科学传播的社会

语境研究纳入科学传播研究视野。本文作者检

索了科学传播领域著名的两份学术期刊 《公众

理解科学》 （ ，

PUS）和《科学传播》（ ）。

1992—2011 年间在 PUS 刊登的文章标题中仅

有两篇含有社会语境 （social context）。其中一

篇提出对科学新闻进行内容分析需要兼顾语

言学和社会学理论，另一篇选取公众理解“新

基因学”的案例，提出公众理解科学也需要从

科学地理解公众的角度出发，从社会语境入手

了解公众对“新基因学”的认知。

《科学传播》 期刊的文献检索结果显示并

未有涉及“社会语境”的内容。检索我国科学

传播的权威期刊 《科普研究》 中的学术文章，

关键词涉及“社会语境”的文章数为零。据

此，在思考我国科学传播的社会语境时，我

们需要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当重视科学传播的社会语境研

究，探讨其对科学传播模式、架构以及系统模

型的塑造和影响。将社会语境因素纳入科学传

播模式研究视野，在理论角度可以丰富世界范

围内不同社会语境下，多样性的科学传播模式

的研究。在实践应用方面，科学传播的社会语

境分析将为区域科技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其次，如何描述科学传播的社会语境？需

要从哪些维度进行思考？如何建立科学传播社

会语境的指征框架？都是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挖

掘的问题。

最后，如果社会语境给我国科学传播造成

的影响是显而易见和深刻的，那么对于科学传

播实践的国别比较是否还有意义？是否还有可

能？如何在各具特点的本地化社会语境现实

下，继续开展科学传播的国际比较研究？也是

需要科学传播研究者深入探讨的问题。

致谢 本文的观点源于中国科协副主席程东红

博士在 2014 年“Science and You”会议中的学

术文章“Social Context of Science Communica-

tion: Local Science Communication Strategy”。在

程东红博士的悉心指导下，本文着重于我国科

学传播社会语境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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