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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使馆在华科学传播活动
罗跃光 1*    步    凯 2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合肥 230031）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 102206）2

1研究背景
在科技传播与普及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

科技传播与普及呈现出丰富多彩、类型多样的

特点。多渠道相互配合和多类型的普及活动

已成为科技传播与普及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中提到，要充

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科学传播与普及

活动，大力加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鼓励和吸

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科普资源开发，吸引境内

外资本投资兴建和参与经营科普场馆 [1]。国外

机构在中国开展的科学传播活动，无疑成为国

内相关机构在科学传播领域开展活动的重要

补充，而一些驻华使馆则成为其中开展科学传

播活动较多的国外机构。

本文探讨了国外驻华使馆在华科学传播

活动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目的、传播

形式、传播受众和活动持续性，进而总结国外

驻华机构在华科学传播活动所体现出的整体

特征，并汲取有益经验，为我国现有的科学传

播活动提供借鉴。

2研究样本
本研究选取了 6 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府类机

构：英国大使馆、法国大使馆、荷兰大使馆、

瑞士大使馆、瑞典大使馆和欧盟大使馆。根据

已有的研究调查显示，这些国家在公众参与科

学方面诉求强烈。米歇尔·克雷森斯研究发现，

法国、荷兰和瑞典是鼓励公民参与科学技术决

策最有力的几个国家 [2]。此外，考虑到国家科

技实力与其经济发展程度之间具有一定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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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本文以 6 个驻华使馆为代表，从科学传播活动的主体、内容、目的、形式、受众和持续性角度，对

国外使馆在华科学传播活动情况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国外使馆在华科学传播活动，倾向于关注其科研实力

较强的领域或有世界影响力的人物，所开展的活动以一次性活动为主，追求活动的一次性影响力，重视针对

我国媒体的专项培训项目，其科学传播活动的目的主要在于宣传本国科学实力，兜售本国科学形象，而非提

升我国公民的综合科学素养。但其在活动的开展和组织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为我国的科学传播活动提供了启

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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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度，本文选取的 5 个国家，根据 2016 年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均属于 2016 年 GDP 排

名前 20 的国家。这 5 个国家或综合科研实力

较强或在某些领域科研实力较为突出，具有一

定的国际影响力。

（1）英国大使馆

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负责开展英国大

使馆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项目，其项目执行可

以分为 2000—2006 年和 2007—2011 年两个阶

段。英国大使馆的科学传播活动频率高，形式

多样，主要包括：针对科学家的研讨会、针对

公众的定期讲座、科技节、科技展览、科技项

目竞赛等，活动主要在北京、上海、广州、重

庆四个城市开展。英国大使馆科学传播活动主

题的选择通常结合当年科技热点，由英国科技

政策部门统一确定。2007 年后，英国政府减

少了在海外科技传播方面的投入，英国驻华大

使馆主要通过气候酷派项目传播环境与气候

变化的相关知识，组织讲座、竞赛，受众群体

主要转向青少年，活动频率降低。英国大使馆

还开展了针对气候变化的媒体培训项目，采取

记者报名等方式，邀请气候领域的专家向科技

记者讲解相关知识。

（2）法国大使馆

在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方面，法国大使

馆组织了科技咖啡角活动。科技咖啡角活动依

托法国大使馆及法国文化中心，在北京、上

海、广州三个城市开展。法国大使馆根据来华

访问交流的法国科学家的时间安排，邀请部分

科学家结合其研究领域举办讲座。讲座没有固

定的组织频率与举办时间，从 2011 年开始，

能够保持全国每年 6 场或更多的讲座次数。讲

座语言通常为法语，据被访者介绍，这是因

为法国大使馆希望能够同时推广法语。法国

大使馆正在寻求与北京科协在公众科普方面

的合作，有意向参加科技周、公众科学日等

科普活动。

（3）荷兰大使馆

荷兰大使馆会不定期组织公众活动，一年

1~2 次，关注水资源、生物工程、医学、高能

物理等 4 个领域，这些领域也是荷兰研究实力

较强的领域。2012 年底，荷兰大使馆与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IUCN）及北京林学会合作，

共同组织了红领巾公园长走活动，并在长走过

程中向公众宣传环境知识。目前，荷兰大使馆

已经组织翻译了两本介绍荷兰科学研究的宣

传册。《荷兰的科学研究体系》已翻译完成，

主要面向科研人员和青年学生，介绍荷兰科学

研究的前沿进展，寻求科技合作机会，吸引教

育交流合作。《荷兰的科学》正在翻译出版，

主要面向公众，介绍了荷兰的优势研究与公众

生活的联系，帮助公众理解科学研究的现实意

义。目前，荷兰大使馆正在筹备科技记者交流

项目。

（4）瑞士大使馆

瑞士驻华大使馆科技与教育处在中国举

行了众多的科研学术交流活动以及一些面向

公众的科学传播活动，公众活动以展览、讲座

为主。瑞士在华的科学传播活动呈现出频率逐

渐增加，形式逐渐多样的特点。2007 年，瑞

士大使馆在中科院数学所举办了纪念数学家

欧拉诞辰 300 周年活动，活动包括讲座、展

览等；2009 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生命科学与

艺术展览，展览内容由科学家个人设计；2011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气候变化展览等。2010

年，瑞士大使馆将“纪念相对论提出 100 周年”

的“埃尔伯特·爱因斯坦”纪念展览引入中国，

这是该展览在瑞士境外的首次展出，展览先后

在北京中国科学技术馆、广东科学中心、香港

科学馆、武汉科技馆四地展览，成为近年来瑞

士驻华大使馆举办的最大的一次公 众 科 学 传

播活动。此次展览期间，瑞士驻华大使馆与

主办地科协、教委等部门合作，组织中小学生

参观，邀请瑞士和中国的科学家开展科普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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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从现有资料看，关于这一展览活动，瑞士

大使馆在武汉举办了 13 场讲座，两场电台直

播，在香港举办讲座 3 场，广州 6 场，北京 9 场。

巡展共历时 2 年，于 2012 年 6 月在武汉结束。

同时，位于上海的瑞士科学文化中心（swissnex）

也定期在科学传播领域开展活动。自 2010 年

起，瑞士科学文化中心在每年 5—10 月的每月

最后一个周四举办 BBQ lecture 活动，主要向

中国公众介绍瑞士的科学、艺术与社会情况。

（5）瑞典大使馆

瑞典大使馆科技与创新处主要组织科学

研究、科学政策方面的研讨会，尤其关注中国

的科技政策、科技发展规划等方面的建设与进

展。在这些方面，瑞典大使馆与中国科学技术

信息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并建立

了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在科学传播活动方

面，瑞典大使馆组织科技记者赴瑞典参观，了

解瑞典的科技发展与科技创新情况，主要集中

于交通、生命科学、再生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信息科学等瑞典研究实力较强且中国急需发

展的四个领域，帮助记者了解科技创新中的政

府角色、企业创新与市场的连接、教育体系对

创新的影响等三个方面。此外，2012 年瑞典

大使馆 科 技 与 创 新 处 组 织 了“ 创 新 瑞 典”

展览和“镜头中的瑞典科技发明”竞赛，展览

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同济大学展出，并印制了

《瑞典——创新之国》的宣传材料，介绍了蓝

牙、心脏起搏器、伽玛刀等过去几十年中瑞典

影响世界的科学技术发明。

（6）欧盟大使馆

欧盟大使馆在中国开展“懂科学讲座”项

目，举办时间不固定，平均约为一个月一期 ,

活动的组织初衷来源于欧盟国家在华的教育交

流项目。目前，欧盟驻华大使馆正在着手联合

欧盟成员国驻华使馆的力量，推进在中国的科

学传播活动与科技交流活动。2012 年，欧盟曾

经组织欧盟成员国驻华使馆以自愿报名的形式

赴广州、重庆、上海、南京、宁波等地的高校，

宣传欧盟各成员国的科技发展情况，吸引科研

人员访学交流，吸引学生留学。

3国外使馆在华科学传播活动分析及讨论
通过和驻华使馆科学传播活动组织者逐

个访谈，统计得出，2011—2016 年 6 个驻华

使馆总计开展科学传播类活动 18 项，详见表 1。

机构

英国大使馆

法国大使馆

荷兰大使馆

瑞士大使馆

瑞典大使馆

欧盟大使馆

科学传播项目
科学咖啡馆

气候酷派

中英体育科技互动展
记者培训
科技咖啡角
红领巾公园环保长走
荷兰的科学宣传册
记者参观访问
爱因斯坦人物展览
微渺构想生命科学艺术展
关注气候变化展
BBQ 科学讲座
 “创新瑞典”展览
 “创新瑞典”宣传册
记者参观访问
懂科学讲座

具体科学传播活动类型
公众科学讲座
气候展览
气候讲座
环保项目科技竞赛
展览
专业知识培训
公众科学讲座
实践活动
出版物
专业知识培训
展览
展览
展览
公众科学讲座
展览
出版物
专业知识培训
公众科学讲座

表 1  国外使馆在华开展的科学传播活动

3.1 传播主体

在 18 项科学传播活动中，本国科学家直

接参与的活动有 11 项，本国科学家参与成为

政府类机构科学传播活动的一大特点。进一步

研究发现，此类科学传播活动中科学家参与的

主要方式包括：

（1）作为主持人参加讲座和专业知识培

训：为公众及记者讲解科学知识，如科学咖啡

馆、科学咖啡角等讲座活动。

（2）导游：如瑞典大使馆组织的“创新

之国”记者参观活动。

（3）设计展览：如瑞士大使馆的“微渺

构想”生命科学艺术展。

外国科学家参与在华科学传播活动不仅仅

表征了知识的传递，也宣示了本国的科研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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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传播内容

调查发现，国外驻华使馆的活动选题与其

科研实力较强的领域密切相关。如瑞典大使馆

关注交通、生命科学、再生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信息科学等四个方面，荷兰大使馆着重在水资

源、生物工程、医学、高能物理等研究领域。

具体内容包括学术层面的科学进展（如懂科学

讲座中的纳米科技）、科学史与科学人物（爱

因斯坦人物展）等，突出话题的前沿性或某一

重要人物对科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在这一背景

之下，政府机构往往能够将科学传播的内容与

社会的讨论热点相结合，如英国大使馆根据联

合国应对气候变化大会开展的气候酷派项目，

瑞士大使馆结合爱因斯坦诞辰 100 周年举办的

展览和讲座活动。正因为能够结合公众关注的

热点话题，活动表现出了更强的时效性，如在

英国大使馆气候酷派的讲座中，气候变化的确

凿证据为活动的主线，同时，主办方借以表达

新能源技术对于气候变化的重要作用，而新能

源技术正是英国的强项之一。这表明，讲座话

题的选择与其现实利益的诉求可能是相关的。

正如罗杰·皮尔克谈到的，现实的科学往往不

是利益中立的，而是利益相关的。科学并没有

缩小政治活动的范围，反而参与了其政治目标

的实现 [3]。

3.3 传播目的

研究发现，宣传国家科学实力、吸引青年

留学、提升国家影响力是驻华使馆在中国开展

活动的主要目的。在对英国大使馆的访谈中，

被访人谈到：“美国可能根本不会做这些，因

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影响力已经足够大了。”足

以看出其在华进行科学传播活动的目的。“科

学传播是中国政府的工作职责，不是我们的

工作。”这是驻华使馆科学传播活动组织者的

普遍观点。因此，国外使馆在华的科学传播工

作缺乏原始动力，仍然属于提升本国影响力的

行为。冯小素认为，科学传播的动力机制，是

要解决传播的量和连续性的问题，比如覆盖

人群和传播内容的广度 [4]。这也正是驻华使

馆科普活动特征中所欠缺的。增长“民智”，

改善“民生”，推动“民富”，实现科学决策“民主”

的公共科技服务理念显然并不是这些活动的

主要诉求。

3.4 传播形式

为了便于归纳统计，本文对 18 项科学传播

活动的形式进行了统计分类，包括：（1）公众

科学讲座。（2）展览和图书馆：即开放的，可

供公众自主获得知识的实体空间形式。（3）出

版物及影视资料：宣传册等印刷品、影视资料

（不包括电子文本等在线资源）。（4）在线资源。

（5）专业知识培训：指开展的有关科学知识

或科学技能的培训，包括科技记者培训、科技

教师培训等。（6）科学课堂：指在校园内针

对中小学生开展的科学教育活动。（7）科学

实践活动：包括科学竞赛、评选、夏令营等。

政府类机构举办的 18 项活动中，包括讲

座 5 项，展览 6 项，专业知识培训 3 项，实践

活动 2 项，出版物 2 项。可见，讲座、展览是

国外使馆进行科学传播活动的两种主要形式。

欧洲科学传播活动联盟（EUSCEA）认为，展

览和讲座是两种相对正式的科学传播活动方

式，这也符合使馆相对官方的特性。

媒体培训是驻华使馆科学传播活动的又

一显著特征。驻华使馆更倾向于与国内媒体开

展紧密合作，并提供资金进行科学议题的媒体

培训活动或参观活动，借助媒体传播介绍科学

知识，客观上促进了公众理解科学，同时提升

了本国的影响力。朱效民认为，在信息化、网

络化时代，传媒在科学普及活动中的作用和地

位越来越显著，传媒已经成为社会公众获取科

技信息的最主要渠道 [5]。传媒是带动公众参与

的理想渠道，通过信息发布将他们组织起来，

形成社会舆论，进一步产生社会行动，但同时

针对媒体的公共关系等活动也会影响媒体的

国外使馆在华科学传播活动 <<< 罗跃光    步    凯 实践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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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内容，更可能强化了传播内容的自利性，

造成对客观性的更大贬损。通过分析相关记者

培训活动及访谈内容，可以发现，政府类机构

的媒体培训和公共关系活动，更容易表现出自

利性的倾向，其产生的效果可能是连锁式的。

首先，参观或被培训者接触到的信源可能是经

过其他国家使馆选定的，进而媒体从业者接触

到的培训内容和观点也就受到了信源的限制。

其次，培训的过程与内容中可能还存在有很多

潜在信源，亦可能成为记者的长期信源。通过

这些培训、交流活动之后形成的新闻报道，

也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具有潜在的倾向性。随

着培训方对新闻影响力的增大，可能会导致报

道倾向于支持培训方的利益。

3.5 传播受众

研究发现国外驻华使馆开展的科学传播

活动大部分是面向公众开放的。北京、上海、

广州、重庆、武汉等大城市中的高校、咖啡厅、

公园、购物中心等公共场所都曾举办过相关活

动，并通过有奖问答、赠送礼品、免费甜点等

方式吸引公众参与。事实上，对法国大使馆科

学咖啡角讲座以及欧盟大使馆懂科学讲座的

观察结果显示，大城市中的年轻人、特别是大

中学生是驻华使馆科学传播活动的主要针对

人群。由于大多数活动预告借助于网络发布，

客观上对于公众的参与产生了一定的限制。对

法国大使馆科学咖啡角活动的观察显示，每场

活动参加人数相对固定，约 30 人参加，且出

现了 6~7 名重复听众。对于公众来说，国

外机构的科学传播活动知晓度不强，公众缺少

活动的信息来源，场所的公开化也就可能成为

了形式上的公开化。

3.6 传播持续性

通过调查发现，政府类机构的科学传播活

动中一次性活动较多，活动举办并不稳定。这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选题的影响，对热点性事

件的追求，可能影响了活动的连贯性和长期

性。同时，政府类机构活动有与特定的纪念事

件、国际事件相关的倾向，如瑞士大使馆在中

国与瑞士建交 60 周年期间举办科技展览、英

国大使馆围绕气候变化会议开展的科学传播

活动等。此外，受驻华官员个人因素和国家政

策因素的影响，也会影响活动的持续性。

埃德蒙森认为，科学是除最原始的文化

以外所有知识体系的基本构建，科学判断较宗

教、哲学判断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同。

科学知识也就成为国家目标之下的载体 [6]。通

过上文分析，外国使馆在华科学传播活动开展

的具 体 情 况 也 能 够 体 现 出 这 一 目 的 性。其

一，从活动选题来看，驻华使馆关注于本国科

研实力较强的领域或本国有世界影响力的人

物，宣传本国科学实力，进而兜售本国科学形

象。其二，从活动频率和稳定性来看，驻华使

馆开展的一次性活动多，追求活动一次性的

影响力。开展频率较高、稳定性较强的讲座

类活动则关注于本国科学研究实力较强的领

域。其三，传播形式上，驻华使馆倾向于借助

媒体加强宣传力度，有较强的自利性。

4国外使馆在华科学传播活动启示
上文对于驻华使馆在华科学传播活动的

分析已经表明，对中国公民的科学知识普及并

不是驻华使馆开展业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

其科学传播活动的开展在某些方面仍具有一

定优势，值得借鉴。

4.1 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活动

在国外使馆的科学传播活动中，一线科

学家的参与正是活动的“卖”点，而之所以

成为卖点，正是因为中国的科学传播活动较

少有科学家参与，中国公众会感觉到新奇。

科学家的缺席，影响公众对于国家科技发展

和科学家形象的认同。已有的研究显示，缺

乏参与渠道、没有时间精力以及科普经费、

科普能力和激励机制的缺乏是制约我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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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参与科普活动的重要障碍。朱效民认

为，对科学家整体而言，更多的关注科学普及，

参与科普活动，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刘华

杰认为，科学共同体处于国家和公民的夹板

之中，在我国，板的下层对科学共同体几乎

没有任何约束力，这也是社会呼吁科学家做

科普效果甚微的原因之一 [7]。因此，我国应

特别鼓励科学家参与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交

流活动，向公众讲解科学。

4.2 丰富活动形式和活动场所

国内的传播活动形式相对单调，主要是讲

座以及展览。国外科技节、科技周等科学传播

活动中参与性和演示性的项目在活动中占了

大量比例。在展会期间可能把一个大型仓库改

变成可亲身体验的实验室，各参会单位自己搭

建，来访者能亲身体验展览台。此外，在欧洲，

一个科技周的活动可能包括讲座（lecture）、展

览（exhibition）、小组 讨 论（panel discussion）、

有导游的游览（guided tours）、实验室开放（open 

doors）、辩论（debate）、演示（demonstration）、

竞赛（competition）、研讨会（workshop）、互

动式展览（interactive exhibition）、街头科学秀

（science show on the street）、 电 影（film）、

科学秀（science show）、科学与艺术（science 

and art）、科学剧院（science theatre）等多种

活动，甚至包括专门针对女孩的科学咖啡馆

（cafe scientifique）。

在国内，科学传播活动的举办场地还多集

中于科技馆等“体制内”机构。根据《中国科

普报告》的统计，科普场地仅仅包括科技馆、

科学技术博物馆、青少年科技馆，公共场所的

科普宣传设施仅仅包括科普画廊、城市社区科

普活动室、农村科普活动场地和科普宣传专用

车。而国外政府类机构的活动地点则注重开放

性，咖啡厅、公园、购物中心、图书馆、科技馆、

城市街道都能够成为科学传播的场所，超越了

传统科学传播场所的局限。简·里瑟认为，把

科学带给公众，恰如其字面所言的价值和含义

（要带到公众常去的地方），活动的场所选择

如同形式一样，对科技传播的成功同样重要 [8]。

这是欧洲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经验，也被国外

机构带到中国。

4.3 开展媒体培训项目

朱效民认为，媒介从业人员在科学传播活

动中越来越扮演着直接而显著的角色。同时，

现有的研究也已经表明，随着科技的不断发

展，科技新闻报道逐渐成为高风险行业，很可

能出现错误。而我国现有的“大众传媒科技能

力建设工程”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大众传

媒科技能力建设工程”的重点目标在于增加科

普节目的播出时间、增加科普出版物的品种和

发行量、增加综合类报纸科技专栏的数目和种

类，而忽视了媒体信息直接生产者的业务素

质。相反，外国驻华使馆开展的媒体合作项目

直接面向一线媒体从业者，提升其科学知识素

养和专业知识理解。因此，科技事件发生时，

国内科技记者与科技界、科技人物、学科部门

的沟通往往不够。记者们抱怨科技领域太广，

认识的专家太少，专家又太忙且讲得太专业，

难得见到通俗易懂的科技传播者。另一方面，

要想对科技新闻进行深度挖掘报道，需要记者

编辑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和稳定性，以便能够

与专家及时顺畅地进行沟通与对话，但这往往

也很难做到。诺曼·列维特谈到，新闻工作者

愿意喜欢科学，但他们只按照自己的方式喜欢

科学，以自己常用的方式来措辞、形成新闻报

道，而不是准确进行标准的科学阐释 [9]。由此

可见，国内的科学传播活动开展媒体培训项

目，至少可以满足当下媒体从业者的两类需

求。首先，提供记者直接对话科学家的机会，

得到科学家的观点、认识等一手材料。其次，

突破记者自身的专业背景限制，丰富知识体

系。这正是提升信息生产者业务素质的手段。

国外使馆在华科学传播活动 <<< 罗跃光    步    凯 实践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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