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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

科技部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

意见》指出，“学术期刊是开展学术研究交

流的重要平台，是传播思想文化的重要阵

地，是促进理论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重要力

量”。《科普研究》是以科普理论与实践研

究为内容的专业学术期刊，创刊于 1987 年，

相当长时期内作为内部出版物存在，2005 年

10 月，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面

向社会公开发行，2006 年 4 月，伴随着《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 — 2010 —

2020 年）》（以下简称《科学素质纲要》）的

颁 布 实 施， 出 版 作 为 正 刊 的 第 1 期。 在 成

为正刊后的 16 年来，《科普研究》始终坚持

以“ 促 进 科 普 理 论 研 究， 推 动 科 普 事 业 发

展”为办刊宗旨，影响力日益提升，为促进

我国科普研究繁荣、科普人才培养和科普事

业发展做出了贡献。目前，《科普研究》入

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20 年版》、中

国核心学术期刊（RCCSE）、中国人文社会

科学核心期刊（CHSSACD）。

已有文章对《科普研究》2006—2010 年 [1]、

2014 —2015 年 [2] 的文献进行了初步研究，但

时间已较久远，且缺少对文献的深入挖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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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为展现《科普研究》创刊以来的发展状况及发文热点和趋势，以中国知网（CNKI）文献数据库收录

的《科普研究》2006 —2022 年的研究论文为研究对象，运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对其发文量、下载及被引频次、

发文作者和机构、基金论文、转载以及影响因子等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科普研究》发展态势良好，影

响力不断提升，但在选题范围、作者队伍等方面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对此，提出在继续巩固和加强已有

优势的基础上，扩展选题范围，围绕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问题组织开展广泛深入的研究、进一步加强科普实

践研究、扩展核心机构和核心作者团队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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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作为我国科普理论与实践研究领域最

重要的专业学术期刊，《科普研究》刊文的热

点和主题演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我国科

普研究的发展进程，因此，其影响力及主题

演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在《科普研究》

迎来第 100 期之际，本文以前 99 期所刊研

究论文为样本，采用科学计量学研究方法对

《科普研究》的发文、作者、机构等情况进行

客观评价，并绘制知识图谱展现其研究热点

和主题演进，以期为《科普研究》及科普研

究的发展提供参考。

1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 文 借 助 中 国 知 网（CNKI） 文 献 数 据

库，以“科普研究”为文献来源进行检索，将

时间范围限定在创刊年份 2006 年到 2022 年，

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10 日，对检索结果

进行二次筛选，删除卷首语、会议通知、征

稿启事、随笔、书评等非研究类论文，最终

共获取有效论文 1 222 篇。本文所用发文量、

发文学科分布、发文

作者和机构、基金论

文产出以及论文下载

和被引频次皆基于中

国 知 网（CNKI） 文

献 数 据 库 中 的 数 据。

论文转载指被“中国

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

料”、《新华文摘》的

转载情况。影响因子

使用《中国学术期刊

影响因子年报（人文

社会科学）》[3] 中的综

合类指标数据。本文

借 助 CiteSpace 6.1.R3

和 VOSviewer 1.6.18

软件并辅助以人工统

计，对《科普研究》上述数据进行处理与计

量分析。

2发文现状
2.1 发文量、下载和被引频次

发文量是指期刊在一定时期内刊载的

文章数量。被引频次指期刊所发论文自发表

之日起至统计日止，被期刊、硕 / 博士学位

论文和会议论文引用的总频次之和。下载频

次指期刊所刊载论文自发表之日起至统计日

止，被中国知网中心网站用户下载总频次之

和。 其 中， 被 引 频 次 是 评 价 学 术 期 刊 影 响

力最重要的指标之一。经统计，《科普研究》

以 往 99 期 刊 物 共 刊 发 研 究 论 文 1 222 篇，

期 均 发 文 量 12.3 篇， 共 计 被 下 载 540 293

次，期均下载量为 5 457.5 次，篇均 442.1 次；

共计被引用 10 873 次，期均被引 109.8 次，

篇均 8.9 次，详细情况见图 1、图 2。2009 年，

《科普研究》发文量开始有较大增长，2011

年达到高峰，发文 88 篇，2014 年下降至 75

图 1  历年发文量与被引频次趋势图

图 2  历年发文量与下载频次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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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科普研究》高被引论文情况

作者

刘华杰

何薇，张超，高宏斌

徐善衍

尹霖，张平淡

杨国立，李品，刘竟

任福君，张义忠，刘萱

任福君，翟杰全

周荣庭，韩飞飞，王国燕

郑念

郑念

第一作者单位及职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
与普及研究中心理事长、教授
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江苏大学图书馆科技信息研究
所馆员

中国科普研究所教授

中国科普研究所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与
科技政策系教授

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

发表刊期

2009（2）

2008（6）

2007（4）

2007（5）

2010（4）

2011（3）

2011（5）

2016（1）

2009（2）

2010（6）

被引频次 / 次

316

105

101

91

88

81

79

78

78

68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标题
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
三个阶段
中国公民的科学素质及
对科学技术的态度——
2007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
调查结果分析与研究
关于科技馆发展趋势和
特点的思考
科普资源的概念与内涵
科学知识图谱——科学
计量学的新领域
科普产业发展若干问题
的研究
我国科普的新发展和需
要深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科学成果的微信传播现
状及影响力研究——以
10 个科学类微信公众号
为例
我国科普人才队伍存在
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全国科技馆现状与发展
对策研究

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期刊刊登的高被

引论文越多，整体被引频次越多，影响力就

越大；而下载频次越多，则表明文章和期刊

受关注的程度越高。本文将《科普研究》被

引频次前 10 位的论文称为高被引论文，将下

载频次前 10 位的论文称为高下载论文。从表

1、表 2 中可以看出，高被引论文和高下载论

文有 3 篇是重合的，说明这 3 篇论文既具有

较高的学术研究水平，同时又是学术界一直

关注的重点。《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

段》的下载频次和被引频次均为最高，文章

将科学传播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并试

图厘清科普和科学传播之间的关系。科普一

词自出现来，一直未有公认的明确界定，科

学传播、科技传播和科普的混用长期困扰着

研究者，因此论文自刊发以来一直处于被高

度关注的状态。《科普研究》的高被引论文和

高下载论文中有对科普、科学传播、科普资

源、科普产业、科普人才是什么的基础理论

研究，也有基于调查数据对公民科学素质、

篇，此后基本保持在 75 篇左右。由于论文被

关注需要一定的时间，其下载及被引频次的

多少通常与时间长短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我们仅以 2016 年前的数据对发文量与下载及

被引频次间的关系进行分析，2006 —2016 年，

期刊发文量和下载频次间多呈现正相关关

系，而发文量和被引频次之间多呈现反向关

系。发文量超过 80 篇的 2011 —2013 年，被

引频次却一再下滑。此后，《科普研究》编辑

部调整策略，缩减文章规模，更重视文章质

量，2015 年至今，年刊发量稳定在 75 篇左右。

近年来，随着科普事业受重视程度的日益提

高和研究人员对科普研究领域关注度的增强，

来稿量持续增长，但编辑部坚持质量第一的

原则，2021 年，自由来稿的拒稿率超过 80%。

上述结果表明，《科普研究》整体上文章质量

较好，论文被关注度较高，在科普研究领域

享有较好的口碑和认可度。

2.2 高被引量和高下载量论文

被引频次是衡量论文质量和学术期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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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科普研究》核心作者共现图谱

科技馆、新媒体科普发展状况的实证研究。

在被引频次方面，科普理论研究是《科普研

究》最被业界认可的研究主题；在下载频次

方面，科学传播尤其是媒体科学传播研究以

及应急科普研究是《科普研究》最被业界关

注的研究主题。高被引论文的作者多是高水

平的研究人员，10 篇高被引论文中有 7 篇的

作者具有正高级职称。

2.3 发文作者和机构

任何研究领域都有其核心研究作者和研

究机构。核心研究作者和研究机构对于该领

域发展脉络、研究趋势、学

术热点、研究方向的把握明

显 优 于 其 他 研 究 人 员 和 机

构，甚至在很多时候可以引

领该领域的发展方向 [4]。通

过 VOSviewer 1.6.18 软 件 对

1 222 篇研究论文的作者进行

统计，生成《科普研究》作

者 共 现 图 谱（ 见 图 3）。《 科

普研究》刊载的论文共包含

1 491 名作者，其中发文量最

多的作者是汤书昆（33 篇），

随后是周荣庭（25 篇）、何薇

（21 篇 ）、 莫 扬（20 篇 ）、 高

宏斌（19 篇）、张超（18 篇）、任磊（18 篇）、

郑 念（17 篇 ）、 任 福 君（16 篇 ）、 刘 兵（16

篇）。根据普莱斯定律可以进一步计算核心作

者的数量，其计算公式为 。其

中 Mmax 为发文最多作者的发文数量，N 为核

心作者发文量最小值，发文量高于 N 值的作

者即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已知汤书昆为发

文 最 多 作 者，Mmax=33， 计 算 可 得 N=4.301，

因此发文量≥5 篇的作者可看作核心作者，共

计 61 人，形成了 31 个较稳定的研究团队，分

别以汤书昆、周荣庭、何薇、高宏斌、郑念、

表 2 《科普研究》高下载论文情况

作者
刘华杰
江苏佳
金心怡，王国燕

汤书昆，樊玉静

周荣庭，韩飞飞，王国燕

任福君，翟杰全

王一鸣，黄雯，曾国屏

马奎，莫扬

蒋劲松

赵正国

发表刊期
2009（2）
2020（1）
2021（1）

2020（1）

2016（1）

2011（5）

2011（1）

2021（1）

2008（1）

2020（1）

下载频次 / 次
5 602
4 307
4 190

3 038

2 733

2 528

2 365

2 191

2 111

2 101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文章标题
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
信息疫情：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传播及应对研究
抖音热门科普短视频的传播力探析
突发疫情应急科普中的媒体传播新特征——以
新冠肺炎疫情舆情分析为例
科学成果的微信传播现状及影响力研究——以
10 个科学类微信公众号为例
我国科普的新发展和需要深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美科幻电影数量比较及对我国科幻电影发展
的几点思考
科普类抖音号分析研究——以 21 个传播影响力
较大的科普抖音号为例
中医是伪科学吗 ?——无政府主义认识论视野中
的另类医学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科普概况、问题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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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科普研究》发文机构图谱

任福君等为核心人物，在科普研究领域已经产

生了巨大影响。这些作者研究的主题多集中在

新媒体科普、科学素质、科普能力等方面。

《科普研究》发文机构情况见图 4，发

文量最大的机构是中国科普研究所，共发文

204 篇，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53 篇）、

中国科学技术馆（53 篇）、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35 篇）等在科普

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多的研究

成果。中国科普研究所在科普理论、公民科

学素质、科普能力、科普创作等研究方向上

具有较强的研究实力和深厚的学术积淀，有

明显的优势积累效应。中国科普研究所与中

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水平院校形成较为密

切的合作关系，在科普研究学术领域内影响

较大。

2.4 基金论文产出

基金论文是指由国家或各级组织提供经

费支持的科学研究的阶段性学术成果，具有

较强的创新性和前瞻性。因此，基金论文的

刊发率以及基金级别已成为衡量期刊学术质

量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科普研究》已刊发

的 1 222 篇研究论文中，基金论文 441 篇，占

总发文量的 36.1%，其中国家级基金论文 82

篇，占总发文量的 6.7%，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发文质量较高。特别指出的是，所有基金

论文中，受中国科协研究生科普能力提升项

目资助的论文最多，达到 71 篇，反映出《科

普研究》致力于培养学科人才的初心。

2.5 论文转载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与《新华

文摘》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重要的文献精

选集，其转载或摘编的内容均经过同行专家

的精选和整理，是优中选优汇集而成的。被

这两类文献精选集转载或摘编是研究论文具

有高学术水平和研究深度的标志之一，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重点 [5]。本

文对“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官网相

关信息进行统计发现，2014 年之前，其仅在

2008 年转载《科普研究》论

文 1 篇，2014 —2022 年， 共

转载论文 280 篇，其中 7 篇

收入全文数据库，1 篇收入报

刊摘要库，272 篇收入报刊索

引库。被转载文章主题主要

集中在媒体科普、科学教育。

《科普研究》被“中国人民大

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的次数较少，可能有两个方

面的原因：一是《科普研究》

的研究对象——科普本身并

非一个专门学科，文章的归

属较难确定；二是科普长时

间以来被界定在一个比较专、小的领域内，

很多人对科普研究本身还缺乏了解。

统计《新华文摘》官网相关信息可以看

到，2007 —2022 年，《新华文摘》共转载《科

普研究》论文 109 篇，其中纸质版转载的 91

篇文章中，全文转载 48 篇，主要被收录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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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科普研究》2011 —2021 年影响因子变化情况

学技术栏目，论点摘编 43 篇；网络版转载 24

篇，均为全文转载。有 6 篇论文同时被《新华

文摘》纸质版和网络版转载。被转载文章主

题主要集中在公民科学素质、科学文化、科

普场馆、科学教育和媒体科普。整体上论文

被认可程度较高。

2.6 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是国际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

也是衡量期刊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影响

因子值越大，期刊在科学发展和文献交流过

程中的学术作用和平均影响力相对越大 [6]。如

图 5 所示，2011 —2020 年，影响因子基本呈

现缓慢增长的趋势，到 2021 年则实现跨越式

增长，2021 年的影响因子比 2020 年增长超过

1 倍，比 2006 年增长超过 3 倍。2021 年，期

刊综合影响因子位于 G3（除 G35）科学学与

科研事业 37 本来源期刊中的第 15 位，学术影

响力较高。从 2021 年的被引情况来看，《科学

传播的三种模型和三个阶段》一文仍持续发

挥着重要作用，被引 14 次；而应急科普和新

媒体科普论文成为新的增长点：发表于 2020

年的《突发疫情应急科普中的媒体传播新

特征——以新冠肺炎疫情舆情分析为例》和

《我国应急科普工作体系建设初探——基于新

冠肺炎疫情应急科普实践的思考》分别被引

25 次、17 次；发表于 2021 年的《抖音热门科

普短视频的传播力探析》被引 9 次。

但同时也要看到，2021 年的即年指标比

2020 年显著下降。2020 年围绕新冠肺炎疫情

的应急科普研究得到业界较高的关注，2020

年 2 月第 1 期疫情专刊当年被引量就达到 60

次。围绕社会重大问题、热点焦点事件及时

开展选题策划的重要性得到凸显。

3研究热点及主题演进
3.1 关键词频次分析

目前，科普学还未成为一个专门学科，

科普研究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

与传播学、教育学、社会学关系紧密，多采

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尚未建立起一套学

术界普遍接受的学术体系，甚至科普如何界

定、包括哪些领域也存在争议，整体理论基

础还较薄弱。科普相关概念的界定不甚明晰，

因此，《科普研究》的一些关键词也存在混淆

或重合现象。有些词虽表述不

同，但含义相同，如科普是科

学普及的简称，科学素质和科

学素养中素质和素养都来自

英 文 的 literacy。 在 统 计 过 程

中，本文对上述两组词进行了

整合，科学普及归入科普，科

学素养归于科学素质。而有些

词比如科普、科学传播、科技

传播三者长期混用。所有关键

词中，科普出现频次最高，共

181 次，《科普研究》的研究

内容是科普理论与实践研究，

所刊文章皆与科普相关，这

是一个概述性的关键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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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并持续到 2008 年。应急科普和新冠肺炎

在 2020 年后出现突现，两者常相伴出现。新

媒体科普研究是热点研究，也在图中得到明

显体现，8 个突现词中有 3 个与新媒体相关，

而短视频研究是当前的热点。

3.2 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 CiteSpace 软件进行关键词聚类分

析，得到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 7），共发现

9 个聚类。结果显示，聚类模块值 Q= 0.7826，

聚类平均轮廓值 S=0.9242，其中 Q>0.3 说明

图谱聚类结构是显著的，S>0.7 说明聚类是令

人信服的。

聚类 0 为科普，其时间跨度为 2006—2022

年，该聚类下的关键词涉及公共政策、评价

指标等理论研究内容，也涉及展品、动画片

等偏实践类的研究。标志性文献是任福君、

翟杰全发表于 2011 年第 5 期的《我国科普的

新发展和需要深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聚类 1 为科学传播，其时间跨度为 2006—

2022 年， 表 明 从 创 刊 以 来， 科 学 传 播 一 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该聚类下的关键词

有 传 播 者、 传 播 模 型、 专 业 设 置、 专 业 学

位、欧洲等。国外科学传播的理念进入中国

后，引发学术界的讨论，一些大学开始设立

科学传播相关专业培养专业人才，这些都在

此之外，科学传播是该刊重点关注的领域，

主要涉及科学传播阶段的演变、各类型媒体

科学传播现状及对策的分析、国外科学传播

研 究。 其 次 是 对 科 学 素

质、科学素养的研究，共

出现 107 次，主要涉及公

民科学素质调查、科学素

质指标、国外科学素质。

科学教育、科普产业、应

急 科 普 的 出 现 频 次 也 较

高。各关键词出现的频次

与中心度基本呈现正向关

系（见表 3）。

为 进 一 步 观 测 某 一

关键词在不同年份的变化

情况，本文通过 Citespace 的突现词检测了解

《科普研究》的发展前沿，共检测到 8 个突现

词。从图 6 可以看出，从突现强度来看，科

学素质最高，2006 年《科学素质纲要》的颁

布促进了科学素质研究的开展，突现度达到

图 6   《科普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图 7   《科普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表 3 《科普研究》发文的主题关键词（≥10 次）

关键词
科普
科学传播
科学素质
科学教育
科普产业
应急科普
公众参与
科技传播
新媒体
青少年
新冠肺炎

频次 / 次
181
133
107
32
20
15
15
14
13
13
10

中心度
0.38
0.25
0.13
0.16
0.09
0.04
0.01
0.01
0.02
0.02
0.01

首现年
2006
2007
2007
2006
2006
2007
2009
2012
2009
202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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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研究》的刊文中有体现，表明其紧跟科

普实践的发展。标志性文献是刘华杰发表于

2009 年第 2 期的《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

个阶段》。

聚类 2 是应急科普，其时间跨度为 2007—

2022 年，表明《科普研究》关注切实关系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公共事件，日本核泄漏、

汶川地震、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都刊发了

相关应急科普的文章，为更好地开展应急科

普工作提供对策。该聚类下的关键词有新冠

肺炎、健康科普等。该主题在 2020 年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时形成集中连续研究。标志性文

献是汤书昆、樊玉静发表于 2020 年第 1 期的

《突发疫情应急科普中的媒体传播新特征——

以新冠肺炎疫情舆情分析为例》。

聚类 3 为科学素质，其时间跨度为 2006—

2022 年，表明对科学素质的研究也是科普的

重要主题。该聚类下的关键词包括科学素质、

科学精神、科学认证等。在 2020 年第十一次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完成以及《全民科学

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 —2035 年）》发布

后，公民科学素质研究形成一波集中研究。

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是科普工作的目标，对

于增强公民获取和运用科技知识的能力、改

善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发展，对于提高国家

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经济

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普研

究》刊文主题关注国家、社会和人民需求，

其中的标志性文献是何薇团队对历次中国公

民科学素质调查数据的分析。

聚类 4 是科学教育，其时间跨度为 2008—

2022 年，科学教育是科普的重要手段，该聚类

下的关键词主要有科学教育、科普活动、场

馆学习，既关注校内科学教育，也关注科技

场馆如何开展校外科学教育。标志性文献是

张会亮发表于 2017 年第 2 期的《我国科学教

育政策和梳理分析》。

聚类 5 是青少年，时间跨度为 2007—2020

年，说明青少年是《科普研究》关注的主要人

群之一。此类研究往往与科普场馆、科学教

育同时出现，该聚类下的关键词包括科普展

览、儿童心理、科学兴趣等。标志性文献是

李秀菊、陈玲发表于 2016 年第 2 期的《我国

高中生科学态度的实证研究》。

聚类 6 是公众理解，其时间跨度为 2007—

2021 年，它与科学传播关系密切，关注公众

理解、参与和支持科学。该聚类下的关键词

有公众科学、科学新闻、popular science 等。

标志性文献是李大光发表于 2015 年第 2 期

的《大数据时代的公众理解科学》。

聚类 7 是新媒体，其时间跨度为 2006 —

2020 年，该聚类下的关键词有互联网、伪科

学、公共危机等。新媒体的发展，丰富了科

普的传播渠道，如何更好地利用互联网、微

博、微信开展科普成为重要议题，同时各类

新媒体也为伪科学、迷信、谣言的传播提供

了便利条件，《科普研究》关注这一重点和热

点问题。标志性文献是孙静、汤书昆发表于

2016 年第 5 期的《新媒体环境下“微信”科

学传播模式探析》。

聚类 8 是科普能力，其时间跨度为 2007 —

2022 年，2007 年，科技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

《科普研究》围绕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刊发

科普产业、科技资源、科普基础设施等研究，

为行政部门提供决策参考。标志性文献是任

福君发表于 2009 年第 3 期的《关于科技资源

科普化的思考》。

4结论和启示
综上所述，《科普研究》注重内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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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围绕国家、社会和人民需求，以及热点

和焦点问题组织选题，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已形成传统优势研究领域和新兴研究领域共

同发力的良好局面，自创刊以来形成了 9 个聚

类，其中科普、科学传播、科学素质的研究

已经形成较大规模，积累了较强优势，科普

基础理论研究是其最为业界学者认可的选题

方向；新媒体研究持续发力，在 2020 年以后

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为背景的应急科普研究

一起异军突起，成为《科普研究》新的增长

点，为其 2021 年影响力的提升贡献了最大力

量。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合作作者和机构。

总体上，《科普研究》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但也要看到，从《科普研究》1 222 篇刊载的

研究论文来看，其更多关注科普与社会、文

化的关系，而在科普已全面融入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其针对科

普与政治、经济与生态文明关系的研究还较欠

缺。同时不管是主要核心作者还是研究机构都

过于依赖主办单位。发文量前 10 的核心作者

中有 6 位来自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普研究

所刊发文章数量占所有文章的比例达到 16.7%。

为解决上述问题，提出如下建议。首先，

继续巩固和加强已有优势。继续围绕科普基础

理论、科学传播和科学素质开展专题策划，组

织开展成体系的科普理论研究，为学科创立服

务。继续强化热点主题的策划，随着国家各项

政策对应急管理和应急科普的强调，应急科普

将继续是热点研究；2021 年，“双减”政策出

台，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相信很快会有相当

数量成果的产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专门提出

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任务，相关研究也

会进一步深入展开。《科普研究》应紧扣这些

热点研究主题组织稿件。其次，扩展研究主

题，寻求新的增长点。以“深入学习和贯彻

二十大报告精神”征稿为契机，围绕科普与

中国式现代化，与五个文明建设的关系等党

和国家关注的重大问题组织开展广泛深入的

研究；组织开展科普实践研究，从广泛的群

众性的实践中寻找选题，为实践工作者和科

研工作者搭建桥梁，促进实践经验的总结和

提炼、推广和应用。最后，扩展核心机构和

核心作者团队。加强宣传，走出单纯的科普

研究的小圈子，拓展大外围，通过青年编委、

学术编辑招募，以及专题学术沙龙征集等形

式，加强与各领域专家学者的沟通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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