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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

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

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的重

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2023年 2月 21日晚，由中

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科学技术部

人才与科普司、中国科技新闻学会

科普工作委员会支持，中国科学院

物理研究所承办的第 60期科学咖啡

馆活动成功举行。本次活动的主持

人为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局长周

德进，主讲嘉宾为中国科学院科学

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邱成利。在本

期科学咖啡馆活动中，邱成利以

“如何编写中国科学传播报告”为主

题，向大家介绍了《中国科学传播

报告(2022)》的编写框架，并在报

告结束后与听众就报告内容展开了

热烈的讨论。

为什么要对科学传播进行年度

评价？

科普是以公众理解科学理念为

核心，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传播

渠道和方式向公众弘扬科学精神、

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

导科学方法的活动，以提高公众的

科学知识水平、技术能力、科学文

化素养，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支持

和参与科技创新的活动。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把知识的生产、

传播和利用看作是同等重要的。这

说明如果仅有科学的产出是远远不

够的，必须要让产出的科学知识走

进大众的生活中去。

中国科学传播的

形式是复杂多样的，

主要包括报纸、图

书、期刊、广播、电

视、电影、展览、网

络、科普活动、科学

教育、政策、理论等

方面。这些方面各有

侧重、各展所长，但

是又相互契合、优势

互补，共同构成了广

义的科普—科学传播

体系。随着各种媒体的飞速发展，

尤其是网络的发展，中国的科学传

播能力也在不断增强，逐渐成为世

界科学传播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

部分。因此，对科学传播进行年度

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邱成利在报告中提到，为了完

成对中国科学传播工作进行年度评

价，中国科学院传播研究中心对中

国科学传播发展状况进行了认真的

研究和讨论，并召开座谈会，广泛

听取各方意见，充分比较，求同存

异，确定了中国科学传播报告的撰

写大纲，决定以不同的科学载体进

行分类，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不同传

播载体上的科普工作进行综合评估。

中国科普事业发展现状

在报告中，邱成利按照《中国

科学传播报告(2022)》的主要框架，

为大家逐个讲解报告中的主要内

容。首先在中国科学传播的综述中

概述性地为大家讲解中国现在科学

传播的现状。后来他又展示了《中

国科普统计报告》等资料中统计的

数据。这些数据显示，现在中国的

线下科普活动正在稳步发展，包括

但不限于：科普场馆、社区科普活

动室、科普宣传栏、线下科普讲

座、科普专题展览、科普竞赛等。

此外，在广播方面，全国广播电台

中国科普事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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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邱成利主题报告现场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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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科普、科技相关节目的总时长

为 14.60万小时，电视台播出科普、

科技节目总时长为17.75万小时，质

量越来越高，选题越来越精细化、

个性化，内容和情节也日趋丰富。

在图书期刊方面，科普图书发行

8559.89 万 册 ， 科 普 期 刊 发 行

8834.67 万册，科技类报纸发行

9462.12万份，发放科普读物和资料

共计 4.98亿份，中国的科普图书数

量越来越多，不断涌现出优秀的科

普精品图书。另外邱成利重点介绍

了图书线上消费现状，根据《2021

年抖音电商图书消费报告》中的数

据：2021年，抖音图书带货直播总

时长高达581.8万小时，累计直播观

看量为 80.5亿次，图书类话题的视

频播放量为 1485.7亿次，每天通过

抖音售出的图书超过 45万本。这些

数据说明，该平台图书消费规模发

展迅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短

视频和直播了解图书内容。随后邱

成利按照报纸、科普期刊、图书、

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展览

的顺序为大家依次详细介绍每一种

传播媒介的发展现状、特点和面临

的主要问题，并且就科学传播给出

了发展建议。报告最后从科普活

动、科普政策、科普教育三个方

面，高屋建瓴地对活动开展、人才

培养、政府政策给出了分析和建议。

总的来说，科普传播的媒介正

在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媒体

终端正在从图书、报纸、电视等传

统媒体发展到手机、电脑等现代电

子设备。各大视频、直播平台的崛

起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视频和

直播中了解科普、科技知识。随着

互联网技术的深度发展，人们开始

逐渐变为在网络上浏览科普、科技

等各类相关信息。图文消息、视频

动画、直播讲解等因素都使得科普

的形式百花齐放，各

具特色的科普传播媒

介的井喷式发展。一

方面体现着科学传播

方式的不断创新；另

一方面也意味着新时

代科普信息通道的总

通量十分庞大。这给

新时代的科普工作带

来了非常大的机遇，

我们必须抓紧此次机

遇，大力发展中国的

科普事业。与此同时

这也给科普工作带来十分艰巨的挑

战，例如：如何确保公众在海量的

信息流中获取正确的科学科技信

息、如何确保科普信息的质量、如

何实现科普工作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等。邱成利指出，任何变化都是挑

战与机遇并存的，人类就是在不断

迎接挑战，进而战胜困难，最终实

现持续健康发展。

如何更好地编写中国的科普

事业发展总结评价？

本次科学咖啡馆活动还邀请了

来自各个行业从事科普工作的专业

人士参加。邱成利完成报告后，嘉

宾们都基于自己的行业特点及工作

内容就科学传播这一话题进行了热

烈讨论，并对日后的中国科普事业

发展总结的编写给出了意见和建

议。中科院党组原副书记郭传杰研

究员提出，科普工作者作为科学信

息的传播者，应该在信息量爆炸式

发展的今天，不仅要注重科学信息

的“量”，还要注重科学信息的

“质”，除了要涵盖科普可能会涉及

到的方方面面，还要促进科普的专

业化。此外，郭传杰研究员还提

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

展，我们在未来是否能够利用人工

智能做为所谓科普信息的“守门

人”。对此，邱成利回应道，目前制

约中国科普发展质量的一个关键因

素是科普相关数据统计的滞后，这

导致我们无法及时获取发展质量的

第一手信息，因此可能会无法及时

调整。这也是未来中国科普事业发

展的一个努力方向。中国科学院科

学传播研究中心的汤书昆主任和北

京交通大学的陈征教授，都提出了

要在中国科普年度报告中加入“年

度重大问题”或“聚焦性问题”板

块。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缓解每年

的科普年度报告相似度高的问题。

北京林业大学的任学勇副教授提

出，中国科普事业如火如荼地发展

使其在国际舞台上也崭露头角，逐

渐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建议在

中国科普年度报告上增添“国际视

角”板块。

科学咖啡馆活动在嘉宾们热烈

的讨论中渐入尾声。中国科学院科

学传播局局长周德进在最后的总结

中寄语广大的科普事业工作者，希

望大家坚守好科普工作岗位，为中

国的科学普及事业贡献自己的力

量，最后也祝愿中国的科普事业能

够蓬勃发展。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马艺文 秦晓宇 成 蒙 供稿)

图2 科普活动与会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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