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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科技传播网 （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国内经常简称为 PCST） 是一个重要的科学传

播研究国际组织，其年度国际会议 （PCST

Conference） 每两年举办一次，是规模和影响

最大的国际科技传播领域专门学术会议。迄

今为止，该组织共举办了 13 次序列内分年度

国际会议和 3 次“会间会”[1]。公众科技传播

会议(简称“PCST 会议”)、科学传播会议

（Science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简称 SCC）

和科学传播学会议 （Science of Science Com-

munication，简称 SSC） 并列为科学传播界的

三个重要会议[2]。

通过文献计量学手段研究分析 PCST 会议

文献对科学传播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献

计量学作为学术研究发展规律的文献分析工

具，已在经济与管理学研究领域中得到了广

泛运用。通过文献计量学研究可以定量地揭示

某一学术领域的发展历程、研究重点以及未来

的研究方向，目前文献计量分析被看作总结历

史研究成果，揭示未来研究趋势的一种重要工

具[3-4]。对 PCST 会议文献做计量分析，可以探

索科学传播的研究领域、热点区域、演变的过

程，研判科学传播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趋势。

1研究方法
1.1 文献资料获取

从 1989 年开始，PCST 共举办了 16 次会

议和会间会，在 PCST Academy Website 上所列

各次会议的网址，仅有 5 个网址可以打开，分

别为 PCST1994、PCST2002、PCST2004、PC-

ST2005 和 PCST2012，大多数网址已经无法进

入。会议论文收集工作从可访问网站下载相关

会议信息进行整理，发现缺失信息，然后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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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次会议的承办单位和承办组织者，获取会议

网站的全站资料和信息。

1.2 文献资料分析方法

使用 SPSS 21 软件分析会议文献中关键词

词频、作者频次、第一作者频次、作者地区频

次、作者单位频次等。

2研究结果与结论
2.1 文献资料概况

经过收集和整理工作，共形成会议文献

1 954 篇，其中全文 759 篇，摘要 1 195 篇，

共产生论文作者姓名 3 536 个 （次），通讯信

息 2 479 条 （次） （见表 1）。

会议编号
PCST1998
PCST2001
PCST2002
PCST2004
PCST2005

PCST2006

PCST2008
PCST2010
PCST2012

届次
第五次会议
第六次会议
第七次会议
第八次会议
首次会间会

第九次会议

第十次会议
第十一次会议
第十二次会议

举办地
德国柏林

瑞士日内瓦
南非开普敦

西班牙巴塞罗那
中国北京

韩国首尔

丹麦哥本哈根
印度新德里

意大利巴塞罗那

论文全文
46 篇
26 篇
40 篇
154 篇
60 篇

219 篇

4 篇
106 篇
104 篇

论文摘要
109 篇
94 篇
72 篇
32 篇
7 篇

66 篇

334 篇
239 篇
241 篇

资料来源
会议网站
会议网站
会议网站
会议网站
会议网站

会议纸质文件
“The PCST-9 Program& Abstract Book”

会议网站
会议网站
会议网站

表 1 PCST 历次会议信息与文献数量图

2.2 作者署名分析

经过整理，共有 2 678 位作者署名 3 536

次。署名次数最多的作者为澳大利亚的 Jenni

Metcalfe 女士，共有署名文章 16 篇，平均每

次会议有近2篇的署名文章。署名在10次及以

上的作者有7名，共有署名87次，而署名仅一

次的作者有 2 218 名，署名文章同样有 2 218

次，占总署名次数的 62.7%，占总作者人数的

82.8% （见图 1）。

在 1 954 篇文章中，有 1 934 篇文章有第

一作者信息，共计出现第一作者 1 509 个，其

中作为第一作者署名次数最多的是意大利的

Massimiano Bucchi 先生，共有文章 12 篇。第

一作者署名文章在 5 篇以上的作者有 20 人，

共有文章 131 篇。第一作者署名文章为 1 篇的

作者有 1 252 人，占总署名次数的 64.7%，占

总人数的 83.0% （见图 2）。

2.3 作者国别分析

通过分析 2 678 位作者的 2 479 条通讯信

息①，共有 71 个国家的作者参加 PCST 历次会

议，按照作者人数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印

图 1 作者署名次数分析

图 2 第一作者署名文章分布情况

图 3 作者国别分布图

①部分文章的联合署名作者共享一条或者多条通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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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国、韩国、澳大利亚、英国、西班牙、

意大利、日本、美国、德国，而且这些国家均

有超过百名作者在 PCST 历次会议发表署名文

章。这十个国家的作者人数总和为 1 899 名

（见图 3）。

对第一作者的国别分析可以考察 PCST

会议文章的国家来源。在 1 954 篇论文中共有

1 697条第一作者信息，共有 67个国家产生会

议论文的第一作者，其中印度、中国、澳大利

亚、英国和美国是第一作者来源国家的前五

强，均有超过百位的第一作者来源于这些国

家。其中，印度最多，达到 166 位 （见图 4）。

2.4 作者工作单位性质分析

经过整理共获得作者单位性质信息 2 550

条。通过分析可以看出，PCST 会议论文作者

单位的主要性质是大学、研究机构和博物馆，

其中来自大学的作者占总作者人数的近六成

（见图 5）。

经过整理共获得第一作者单位性质信息

1 589条。通过分析可以看出，PCST 会议论文

作者单位的主要性质是大学和研究机构。其

中来自大学的第一作者占第一作者总数的近

六成 （见图 6）。

2.5 关键词分析

为了了解 PCST 会议文献的主要研究领域

和重要研究方向，对其论文关键词进行了分

析。共收集到会议论文关键词 1 584 个，共出

现 1 963 次。出现频次在十次以上的关键词

（按照出现次数多少排序） 有：科学传播、科

普、科学教育、转基因和生物技术、气候变化

和全球变暖、公众理解科学、科学文化、科技

馆、科学素质。这些关键词出现的次数占所有

关键词次数的 15.8% （见图 7）。

3结论
3.1 PCST 会议对大多数作者粘附力较小

分析发现，该会议对少部分的作者粘附性

比较强，但大多数的作者对于该会议呈现“一

轮游”的现象。该会议在影响力和粘附力方面

还需要加强，可以采取固定分主题和稳定会议

召集人等方式增强其粘附力。而从另外一方面

看，占总作者数量不到五分之一的作者却发表

了或者参与发表了会议论文的近五分之二，这

与会议参与者范围较窄，科学传播仅是一个研

究领域，还未成为学科领域有关；同时也与历

图 4 第一作者国别分布图

图 5 作者工作单位性质分布图（%）

图 6 第一作者工作单位性质分布图（%）

图 7 会议论文关键词词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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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的主题与分议题不固定有关。

3.2 作者国别相对集中

分析作者来源可以看出，亚洲 （作者国籍

的前三甲和第八名国家均来自亚洲） 是 PCST

会议论文作者的主要来源地，在排名前十的

国家中有美国、英国和日本是没有举办过 PC-

ST 会议的国家，考虑到历次 PCST 会议主要作

者源均为举办国的因素，美、日、英的作者在

历次 PCST 论文作者中都扮演着主要的海外作

者的角色。虽然 PCST 拥有了 71 个国家的论

文作者，但是有 70.9%的作者来源于 10 个国

家，而其他的 61 个国家的作者人数占总作者

人数的比例不足 30%。

从第一作者国别分析来看，25 个国家

（第一作者数在 10 位以上的国家） 占有了所有

会议论文第一作者的 9 成以上。
3.3 会议论文来源集中

从第一作者国别分析可以看出，PCST 会

议论文主要来源于 25 个国家，也从一方面说

明科学传播的主要研究和主要研究者都集中

在这些国家，主要是前五位的国家：印度、中

国、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其中英国和美国

没有承办过 PCST 会议，可以看出英国和美国

是科技传播研究的传统大国[5]。

PCST 会议论文主要来源于大学和科研机

构，与常规的学术会议不同的是还有一部分

论文来源于政府部门的论文，从通讯记录来

看，这些政府部门主要是政府的咨询委员会、

传播管理部门等。

3.4 会议论文主题相对分散

PCST 会议论文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科学传

播、科普、科学教育、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文

化，重要研究对象是科技馆、公众参与和科学

素质，主要的传播的热点科学内容是转基因和

生物技术、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从其 2010

年以来的会议文献关键词来看，其主题逐渐

趋向于公众参与科技和热点科学问题传播的

研究[6]。由于 PCST 本身涉及的领域广阔，且

这一研究领域目前尚不深入，研究者分散于

各个具体领域 （会议对作者的粘附力就反映

这一问题），再加上会议组织缺乏细化的集中

主题，因而从文献分析的角度看显得主题不够

集中，但如果将科学传播或者公众理解科学作

为一个领域看待的话，会议的主题还是相对集

中在一个大范围中。

4展望
由于文献数量的局限、参考会议的局限，

管中窥豹的工作虽能对科学传播领域进行初

探，但是如果能够对公开发表论文的 SC

（Science Communication）、PUS （Public Under-

standing of Science）、JCOM （Journal of Commu-

nication） 以及另外的 SCC （Science Communi-

cation Conference） 和 SSC （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两个会议的文献进行对照和

集合研究将能够对科学传播研究更加全面的

了解和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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