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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本文通过对科普图书的定义、范畴进行界定和廓清后认为其范畴具有较大交叉性和延展性，并根据

上述特性将科普图书分为核心科普、一般科普和泛科普三种类型。同时本文还对目前科普图书的统计及研究

情况进行了梳理，指出在科普图书统计和研究方面存在缺乏有效的统计方法、研究主题局限于图书编辑出版、

同一研究者发文量少、国际学术影响力偏低等问题。最后根据问题尝试提出了几点建议，旨在为政府相关部

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从而推动科普工作更快、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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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图书是科普的传统形式之一，优秀

的科普图书对提高公民科学素养、推进科技

事业发展、建设创新型科技强国等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从晚清至当下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科普图书作为中国科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曾与报刊一起支撑着中国科普事业的发展。

近些年来，由于计算机、网络、移动通信技

术的迅猛发展，科普图书在科普工作中的传

统地位受到了很大冲击，其在科普工作中与

报刊“二分天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科普图书将要退出历史舞台，

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凭其独特之处和功能

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普图书的主要形态

就是把深奥复杂枯燥难懂的科技内容转化为

浅显简单通俗趣味的文字作品呈现给读者，

这也是许多其他形态科普资源创作开发的重

要基础 [1]。

近些年来，我国科普图书出版发展迅速，

在出版种类、数量、质量、销售等方面都有

很大提升，但相应的科普图书统计与研究没

有跟上，虽然科技部每年都对科普图书进行

统计，但统计方法并没有与当下的计算机技

术及数字化资源相结合，仍然自下而上进行

申报，而且没有统一的判定标准，也没有详

细的图书书目。学界对科普图书具体有哪些、

内容分布情况如何、作者有哪些人、市场反

应怎么样等问题都不是很清楚，甚至连统一

的分类标准都没有。这不利于准确把握科普

图书整体出版情况及实际的市场反应。目前

关于科普图书的研究成果虽然非常多，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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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集中在创作及出版方面，很少针对科普图

书的概念、范畴、分类标准及科普图书统计

等展开论述。本文拟对科普图书的定义、范

畴进行界定和廓清，结合计算机技术尝试制

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分类方法，并对目前科

普图书的出版及研究情况进行梳理，了解科

普图书的整体状况，进而对科普图书进行有

效地统计、分析、研究，以便为政府相关部

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推动科普工作更快、

更好地发展。

1科普图书的界定
什么是“科普图书”？这虽然是一个老

话题，但学界仍有很多争议。中国科普研究

所在 2002 年的《中国科普报告》中给出的定

义是：“科普图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

科普图书是指关于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通俗

读物，如天文、地理、物理、化学之类；广

义的科普图书在此基础上，还包括各类实用

技术类图书，部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方面

的图书，以及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类知识

性图书。”[2]117 中国科学技术部在年度科普统

计调查时给出的定义是：“指以非专业人员为

阅读对象，以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

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为目的，

在新闻出版机构登记、有正式刊号的科技类

图书。”[3] 从这两个定义中可以看出，中国科

普研究所与中国科学技术部对科普图书的定

义有明显不同，前者除自然科学方面的通俗

读物外，还将实用技术类图书、部分人文社

科类图书及涉及日常生活的各种知识性图书

都纳入了科普图书的范畴，后者则仅将科普

图书限定为以非专业人员为阅读对象的科技

类图书，与前者所说的狭义的科普图书基本

相同。

众所周知，科普图书必须具有两个基本

特点，即科学性和通俗性 [2]117。科普图书的目

的是向大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

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没有科学

性和通俗性的图书，不能称之为科普图书。结

合上述两个定义和科普图书的特点可以明确，

所谓科普图书即是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内容，以

普通大众或非专业人员为阅读对象，以通俗易

懂为形式，以普及为目的的图书。

根据科普图书的定义和基本特点，凡同

时具备科学性和通俗性两个条件的图书即可

归入科普图书的范畴，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科普图书的范畴就变得模糊不清，并没有统

一的标准或观点，如中医养生、大众哲学、

工业技术、投资收藏等门类中的一些图书是

否应归入科普，研究界一直争论不休，没有

形成统一意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普图

书中有些类别具有很强的交叉性或延展性。

就交叉性来说，科学与艺术、科学与军

事、科学与经济等交叉学科方面的通俗读物

可以归入科普的范畴，但科学与艺术中科学

占多少比重才能归入科普是不明确的。以科

幻小说为例，科幻小说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但与科学小品或纯粹科学知识的通俗介绍不

同，科幻小说并不是完全以表现科学为主要

目的，而主观上大多是借科学来表现艺术，

只是在客观上能起到普及科学的作用。一部

科幻小说中是科学多一些还是艺术多一些，

很不易判断。就延展性来说，用极浅显的语

言介绍科学技术知识的书籍明显属于科普图

书的范畴，而稍显专业的科技书籍，如针对

摄影爱好者或天文爱好者的一些专业书籍同

样可以归入科普图书的范畴，但针对爱好者

的书籍与专业书籍之间的界线也是不明确的，

这就给判断是否属于科普图书增加了难度。

从上述部分科普图书的特点可以看出，

科普图书的范畴是具有弹性的、可变化的，

依据不同的判断标准，其范畴也会有所不同。

但无论依据标准如何变化，以自然科学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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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以普通大众为阅读对象，以通俗易懂浅

显的语言进行表达，以普及科学为目的而出

版的图书都可以归入科普图书的范畴，一般

不存在争议。

2数字资源中科普图书的分类与提取
科普图书涉及众多学科，分布较为复杂，

因此有多种分类方法。目前的分类方法主要

有：简单分类方法，即分为知识类和实用技

术类两个大类；按读者对象分，分为高级科

普、中级科普、一般科普、启蒙科普，或者

分为幼儿科普、青少年科普、成人科普；按

行业分，分为公交科普、国防科普、医药卫

生科普、农业科普等；按创作类别分，分为

科普小品、科普诗歌、科普美术、科幻小说

等 [2]122。这些分类方法主要是按内容、对象、

学科、行业、体裁、类别或者形态等进行分

类，但无论哪种分类，都不能很好地契合科

普图书的范畴。比如一本以儿童为对象的天

文科普图书和一本以天文爱好者为对象的介

绍天文知识的科技图书虽然同属天文类，但

其科普形式却有较大差异，前者浅显易懂，

后者则稍显专业，因此在科普图书分类中将

之归为一类有些不太合适。

结合科普图书的既有分类和科普图书范

畴的弹性特点，笔者认为可根据科普图书科

普功能的强弱进行分类。所谓科普功能即图

书的出版是否以科普为目的、内容是否科学、

形式是否通俗易懂等。如果一本图书完全符

合科普图书的定义，即以自然科学为内容，

以普通大众为阅读对象，以通俗易懂浅显的

语言进行表达，以普及科学为目的，就可以

说该图书的科普功能很强，如针对大众的科

普读物；如果一本图书是以自然科学为内容，

语言表达通俗易懂浅显，但并非以普通大众

为阅读对象，而是针对部分行业人员，那该

图书的科普功能就相对弱一些，如针对某些

行业人员的技术读本。

按照科普图书科普功能的强弱可将之分为

核心科普图书、一般科普图书和泛科普图书。

核心科普图书指的是明确以普通大众为阅读对

象，以普及为目的，运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

科学技术知识的书籍，即在内容、目的、对

象、形式四个方面均能满足科普图书的要求，

该类科普图书一般不存在争议，如以婴儿、少

儿、青少年、中老年人、孕妇等为对象介绍科

学知识的通俗读物等。一般科普图书指以普及

为目的，采用浅显易懂的形式介绍科学技术知

识，但并非以普通大众为对象，而是以特定职

业人群为阅读对象的图书，如书名中明显含有

问答、读本、一本通等科普形式的工业、农业

实用技术类图书等。泛科普图书指具有科学的

内容，但在形式方面稍显专业，在对象上更为

狭窄（如以特定行业人群为对象）的图书，以

及科学与其他学科知识相结合的通俗类读物，

如含有科学加军事、科学加艺术、科学加经济

等内容的通俗读物。

从以上说明可以看出，核心科普图书、

一般科普图书和泛科普图书之间是一种围绕

科普图书定义而形成的层级关系（见图 1）。

核心科普图书在内容、目的、对象、形式这

四个方面紧密契合科普图书的定义，是科普

图书中最核心的部分。一般科普图书在内容、

目的、形式方面属于科普图书的范畴，但是

图 1  科普图书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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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定职业人员为对象，基本符合科普图书

的定义，是科普图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泛科

普图书则是科普图书中稍有争议的部分，判

断该部分图书是否属于科普图书主要取决于

对科普图书界定的严格与宽泛。因此泛科普

图书是科普图书中较具弹性的部分。

将科普图书分为核心科普图书、一般科

普图书、泛科普图书，其初衷主要是想利用

计算机技术对数字化的科普图书进行提取、

统计及分类。下面以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

简称国图）馆藏数字图书资源中的科普图书

为例进行说明。国图是目前世界上中文藏书

最多、每年新出版中文图书收藏与利用率最

高的图书馆，同时也是图书资源数字化程度

最高的图书馆。国图主要采用中图分类法对

图书进行分类，即将所有图书分为哲学人文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综合三个大类，在三

个大类之下再按专业进行细分，如 A 类为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B 类为哲学，C 类为社

会总论，D 类为政治、法律，E 类为军事，F

类为经济，Q 类为生物科学，R 类为医药卫生

等。科普类图书零散地、不均衡地分布在这

些图书类别中，如 E 军事类中科技在军事中

的运用及武器装备方面的图书、J 艺术类中关

于单镜头反光照相机的介绍、

I 文学类中的科学故事、R 医

药卫生类中关于家庭保健的

图 书、S 农 业 科 学 中 关 于 农

作物种植及农业技术的图书

等，都属于科普图书。国图

对每册图书进行编目时有书

号、 定 价、 书 名、 作 者、 译

者、丛书名、出版单位、页

码、出版年、一般性附注内

容、 款 目 要 素、 论 题 复 分、

形 式 复 分 等 多 达 43 条 编 目

信息，这些编目中包含了图书的书名、内容

（“一般性附注内容”中图书的内容提要）、对

象（“形式复分”中的少儿读物、青年读物、

中老年人读物等）、形式（分类号中的 -49 类）

等相关信息。因此，完全可以从上述编目信

息中判断出一本图书是否属于科普图书，这

为利用计算机技术从国图的馆藏资源中分类

提取科普图书提供了可能。

以 E 类为例（见图 2），在军事类的书目

信息中有许多与科普相关的关键词，如正题

名中的“图说、百科、兵器、战舰”、一般

性附注中的“必读、注音版、图文版、科普

书”、摘要中的“浅显平易、图文并茂”、款

目要素中的“武器、枪械、手枪、轰炸机”、

形式复分中的“青少年读物、儿童读物、普

及读物、通俗读物”等。如果一条书目含有

“兵器”“青少年读物”两个关键词，那么该

书一定属于科普图书。以这些关键词为识别

标准可从国图的书目数据库中提取出相应的

科普图书。如果一条书目中含有“兵器”“图

文并茂”“军事史”等词，那么就可以判断出

该书是关于兵器史的通俗性读物，属于科学

加历史的内容，因此即可将之归入第三类科

普——泛科普的范畴。

图 2  E（军事）类书目信息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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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普图书的出版及统计
虽然新媒体发展迅猛，对图书出版造成

了一定冲击，但科普图书在出版种类和发行

数量上依然呈逐年增加的态势，且势头强劲。

根据科技部发布的全国科普统计数据来看，

2006 — 2015 年科普图书出版种类及发行数量

均有大幅增加（见图 3、图 4）。

图 3  2006—2015 年科普图书出版种类（种）

图 4  2006—2015 年科普图书发行数量（万册）

从这两幅图中可以看出，科普图书出版

在出版种类和发行数量上总体均呈上升趋势。

出版种类除 2012 年稍有回落外，基本呈逐年

增加的趋势，其中 2009 年和 2015 年有两次大

的跳跃，发行数量虽然多次出现较大波动的

情况，但总体来说仍然呈上升趋势。2015 年

的科普图书出版情况值得关注，在出版种类

和发行数量上均比上年增加一倍。

近些年来，新闻出版总署和科学技术部

等机构都曾对科普图书进行过统计。新闻出

版 总 署 于 2002 年 和 2009 年 分 别 对 1990 —

2001 年、2002 — 2008 年的科普图书出版情况

进行了调研。调研方式是报送制，由各出版

单位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下发

的相关文件汇总科普图书的出版情况后上报，

内容包括科普图书的出版数量、发行量、盈

亏情况等。科学技术部的科普图书统计工作

是从 2004 年开始的，也是报送制，由各相关

单位依照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现

改为“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制定的全国科普

统计方案和指标体系汇总后上报。最初是每

两年统计一次，2010 年后改为每年统计一次，

并以蓝皮书的形式——《中国科普统计》予以

发布 [4]。

新闻出版总署和科学技术部的统计方法

均是报送制，由下至上，层层上报。由于科

普图书分类模糊、种类繁杂，各个地方的统

计人或报送者对科普的理解不同，报送时的

标准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报送制的统计结

果往往存在诸多问题。虽然科学技术部制定

有统一的科普统计方案和指标体系，但报送

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许多难以避免的主观因

素。新闻出版总署的两次调研都是专门针对

科普图书展开的，而科学技术部对科普图书

的统计只是科普统计众多类别中的一项。比

较而言，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更有针对性，

也更为详细。遗憾的是，两个机构在进行统

计时都没有利用计算机技术，而且在发布结

果时都只公开统计数据，未公开具体书目。

因此，作品有哪些，不明确；作家有哪些，

不清楚；科普图书种类分布情况，不了解。

这样的统计结果虽然也能反映出科普图书的

大致出版情况，但并不能准确反映出我国科

普创作及出版的具体发展面貌。

4科普图书相关研究成果概况
目前关于科普图书的研究成果非常多，

其中既有中国科普研究所等机构发布的各类

研究报告，也有学位论文、期刊论文、会议

论文及报纸文章等学术论文或成果。

《 中 国 科 普 报 告 》 是 中 国 科 普 研 究 所

2002 — 2012 年每年持续发布的关于中国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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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状况的研究报告，其中 2002 年和 2004 —

2008 年共六年的报告中都有关于科普图书的

专门章节。2002 年的《中国科普报告》中涉

及科普图书的部分是概述式的研究，既梳理

了科普图书的发展与沿变历史，又论述了科

普图书的分类、创作队伍、奖项、出版与销

售、读者状况及存在的问题。2004 — 2008 年

的《中国科普报告》中关于科普图书的章节

则是聚焦式的研究，主要围绕统计年份科普

图书的出版情况展开论述，如 2004 年报告的

相关章节主要分析了迎合“非典”、“神五”、

伊拉克战争、三峡大坝等统计年份热点问题

而出版的科普图书的新特点及当年的科普佳

作和科普获奖作品等。总体来看，历年《中

国科普报告》中关于科普图书的章节大多是

围绕统计年份科普图书的特点、市场销售、

科普评奖、创作队伍等问题展开论述。

中国知网（CNKI）收录大量关于科普图

书的论文，以“科普图书”为检索词在知网

上进行关键词检索，截至 2017 年 7 月 24 日可

检索到相关论文 1 740 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

跨度是 1978 — 2017 年，长达 40 年，1981 年

以后每年都有相关论文发表，其中 2007 年发

表的相关论文高达 124 篇。1978 — 2016 年历

年的相关论文发表情况趋势，如图 5 所示。

从图中可看出，自 1995 年起，相关研究

成果就开始迅速增长，至 2007 年达到了顶峰，

2007 — 2009 年间是相关研究成果发表最多的

三年，之后稍有回落，但也一直维持在每年

100 篇上下，这与近些年中国对科普的重视、

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及科普出版数量的快速

增加有很大关系。从这些论文的关键词出现

频率（如图 6 所示）来看，以往研究成果多集

中在科普图书出版、少儿科普、科普图书选

题策划等方面。

关 于 科 普 图 书 的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集 中 在

2005 年后发

表， 学 科 分

布 多 集 中 在

传 播 学 和 新

闻 学， 研 究

方 向 多 集 中

于 出 版、 中

等 教 育 和 新

闻与传媒等。

关 键 词 出 现

次 数 较 多 的

分 别 是 出 版

发 行、 引 进

版、 图 书 品

牌 等。 相 关

期 刊 论 文 自

1978 年后每

年均有发表，

图 5  1978—2016 年历年科普图书研究论文发表情况趋势 ( 图片来自 CNKI)

图 6  1978—2016 年历年科普图书研究论文关键词 TOP10（图片来自 C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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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整体研究情况相同，均自 1992 年开始大幅

增加，发表最多的一年是 2012 年，多达 70

篇。学科分布集中在出版、科学研究管理、

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发文最多的作者是湖

南大众职业技术学院的陈桃珍，共 5 篇。作者

所属机构出现频率较高的有人民卫生出版社、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京大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沈阳真空杂

志社、人民邮电出版社、清华大学、湖南大众

传媒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农业出版社等。期刊

来源方面，发表在核心期刊的文章最多，共

365 篇，占期刊论文的 59.35%，发表在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上的文章有 248 篇，发表

在 SCI、EI 上的论文非常少，分别有 1 篇。关

键词出现次数较多者分别为出版、少儿科普、

编辑、创新科技图书等。

与科普图书相关的会议论文自 1997 年后

基本每年都有发表，但发文量总体呈波动状态，

其中 2004 年、2009 年、2014 年为三个发文高

峰期。会议主办单位主要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科普

研究所等，作者所属单位主要是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中国科普研究所、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关键词出现次数较多者

分别为科普作品、科普创作、科普作家、科普

工作等。发表在报纸上的相关文章呈现先升后

降的趋势，发文高峰期是 2007 年，共 83 篇，

随后便逐年下降。报纸论文的作者及其所属单

位比较分散，即作者除中国版本图书馆的徐来、

北京商报的蓝有林两人各发表 2 篇文章外，其

余作者均只发表了 1 篇文章，除北京商报、河

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外，同一机构中在报纸上发

表与科普图书相关文章的作者只有 1 人。

通过以上统计可以发现，目前关于科普

图书的研究成果虽然很多，但多集中在科普

图书的选题、策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同

一研究者发文量比较少，研究不够深入；研

究者所属单位多集中在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出

版社和与科普相关的事业单位，高校研究者

相对较少；科普图书的期刊论文质量虽然整

体上还不错，但学术影响仅仅局限在国内，

在国际相关学术界的影响有待提高；科普图

书相关学术活动主要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普研究所及一些地方科协组织推动，

其他社会组织的参与相对较少。

5建议
结合以上论述，本文尝试给出以下几点

建议：

（1）鼓励更多科普研究者对科普图书的

界定及分类等展开讨论。目前大多数研究者

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是避而不谈，这只能使科

普图书的相关问题更加模糊，不利于学术研

究的发展。真理越辩越明，更多研究者对这

些问题展开讨论，将时代背景等相关问题也

纳入讨论中来，有利于形成对科普图书定义、

范畴、特点及分类的统一认识，有助于科普

图书相关学术研究顺利开展，有益于科普图

书出版行业健康发展。

（2）制订统一的科普图书判定标准，同

时将计算机技术等更多其他手段纳入科普图

书统计中。目前报送制的统计方法没有统一、

明确、详细的科普图书判定标准，严重影响

了统计结果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制订统一、

详细的科普图书判定标准，利用计算机技术

从已经数字化的图书资源中统计科普图书，

可减少统计过程中的主观因素，从而使统计

结果更趋准确。此外，目前的统计方法只有

数量，没有书目，也没有出版社、学科分布、

阅读对象等信息，不利于把握科普图书的具

体面貌。因此，在对科普图书进行统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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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面向群体、种类、学科分布等信息也应纳

入统计中，同时还应给出详细的书目，以便

更精确地反映科普图书的整体出版情况和具

体发展面貌。同时，书目还可以供相关研究

者深入研究使用。

（3）鼓励科普图书研究成果走出去。目

前科普图书研究的相关成果多在国内刊物上

发表，SCI、EI 论文数量非常少，除语言方面

的原因外，主要原因还是国内相关论文较多

集中在选题、策划、编辑、出版等方面，过

于类同，而且研究者个人研究成果数量少，

研究内容不够深入，没有形成学术影响力。

因此应鼓励研究者拓宽相关研究领域，深入

钻研相关课题，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多向

国外相关领域内有影响力的优秀期刊投稿。

此外，还应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重视科普图

书研究，参与或组织更多相关学术研究活动，

推动科普图书研究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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