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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充分利用大众媒体宣传科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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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科协自２００７年１月在国内率先启动了“科技期
刊与大众媒体见面会”制度，作者根据《中华医学杂志》参加见

面会的体会，分析这２类媒体结合的潜在市场、未能充分结合
的原因及发展前景，提出了应采取的措施，呼吁更多的科技期

刊认识到与大众媒体联姻的重要性并积极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打造出具有综合影响力的中国科技期刊，使科技成果更好地为

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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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科技期刊为扩大自身影响，采取了诸如增

加发行量、组织学术活动、制作特色封面等多种措施；

但这些传统做法都不能摆脱科技期刊内容太专、读者

面太窄等固有特点的束缚，而与之相对应的大众媒体

却以刊载生动、即时的新闻，吸引着广大公众。如果科

技期刊能够通过大众媒体走进千家万户，将从根本上

改变其束之高阁的现状。我们如何能够让困在象牙塔

里的科技期刊搭乘上大众媒体的快船，使它们成为互

动的伴侣呢？

由科技期刊从专业的角度提供最新的优秀论文成

果，大众媒体运用平民化的语言将这些成果以喜闻乐

见的科技新闻形式介绍给公众，这是借助大众媒体宣

传科技期刊的最佳切入点。这种有机结合，在国际上

已成为一种成熟的运作模式。

１　国际现状

　　国际主流科技期刊都与大众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关系，将期刊发表的对未来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科

技成果撰写为新闻，通过多种渠道向大众发布。《Ｓｃｉ
ｅｎｃｅ》杂志与美国专事报道科技新闻的记者保持密切
联系，并通过美国科学促进会下属的 ＥｕｒｅｋＡｌｅｒｔ网站
向全世界的记者发布论文成果；２００６年我国地质学院
尤海鲁在甘肃省发现鸟类化石，并证明了现代鸟类的

起源来自水生，美国《Ｓｃｉｅｎｃｅ》不仅刊登了该研究论
文［１］，而且将这一重大科学发现撰写作为新闻发布，

这一举措使中国科学家的重大发现很快占据了全世界

各大主流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及各大主流报纸的科技版

头条，科学家和杂志的名字伴随科研成果一同走进了

公众的视听，也由此吸引了更多中国科学工作者对

《Ｓｃｉｅｎｃｅ》的喜爱和关注。《Ｎａｔｕｒｅ》杂志有多名专职的
新闻官，总在印刷版出版前１周进行新闻发布，有来自
全世界４０００余名记者在其网站上注册以获取新闻。
这些杂志刊登的内容都是尖端科研成果，读者基本上

是高品位的科学家，但却通过科普化和新闻化，使期刊

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科学家，而扩展到广大普通公众

中。如此一举多得的宣传方式，在我国的实践状况又

如何呢？

２　国内现状

　　多年来，我国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分别在各自的
轨道上独立运行，似乎从来都没有交点。截至２００６年
底，极少有学术期刊将论文作为新闻向大众媒体发布，

更没有学术期刊建立长期稳定的新闻发布制度，亦没

有一种官方正式的、有一定规模的科技新闻发布与获

取的公共平台。直至２００７年１月，中国科协率先在国
内启动了“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见面会”制度，为科技

期刊与大众媒体架起了第一座桥梁［２］，使两者的沟通

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中华医学杂志》率先参

加了这一活动，每月定期将优秀的科研成果撰写为大众

喜闻乐见的科技新闻推荐给大众媒体，并广被采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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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各类全国性和地方性报刊（健康报、北京日报、北京

晚报、法制晚报、科技日报、科学时报、大众科技报、科

技导报、中国医药报等）、网站（搜狐网、新浪网、新华

网、人民网等）和广播电台，部分新闻被新华社发通

稿，宣传面覆盖全国，远至西藏及新疆库尔勒等地。由

杨振宁等美籍华裔科学家倡导，于１９８０年在美国创刊
的《科技导报》多次报道《中华医学杂志》发布的新闻，

并配有《中华医学杂志》封面图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进行宣传。１年来，《中华医学杂志》的总被引频次由
３０００次上升到４７６３次，期刊订户地域覆盖面增加，
这与同大众媒体的“联姻”有直接关系。虽然在科协

启动的这项活动中我们收益匪浅，但目前仍有很多科

技期刊与新闻媒体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联姻”的重

要性，使这项制度的推广有待形成规模。

３　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尚未广泛结合的原因

　　１）大众媒体记者对学术期刊关注不足。这可能
与以下因素有关：①科技期刊的论文学术性很强，“高
处不胜寒”的专业文章让大众媒体记者感到难以读

懂，造成他们较少主动将论文以新闻形式介绍给公众。

②国内大众媒体的科技版面较少，记者们面对丰富的
新闻源和有限的版面，就更疏于对期刊论文的关注。

③对国内科研成果的认识存在一定偏倚，认为国内的
科研质量和论文质量与发达国家差距大，记者们常将

国外著名科技期刊上的论文精华翻译过来作为消息报

道或转载，却很少关注国内科技期刊上的内容。

２）科技期刊编辑新闻意识不强。从传统意义上
讲，科技期刊编辑的职责是让优秀论文见诸学术期刊，

并没有义务将论文成果撰写为科技新闻见诸大众媒

体，在编辑部人力物力有限、编辑自身知识结构有待完

善的情况下，科技期刊多乏于以新闻形式向大众媒体

推荐论文成果。

３）科技期刊论文作者目的性太强。主观上，很多
作者认为申请科研基金—做出科研结果—发表论文—

申请新的基金—完成新的项目，才是他们的工作和完

整的科研循环，而认为将论文成果再次撰写为科技新

闻，并不属于他们的工作范畴；客观上，由于他们科研

工作繁忙，所从事专业毕竟不是新闻传媒，因而也疏于

与大众媒体交流。这２方面的因素造成作者只关心自
己的论文能否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却很少投身于将自

己的论文再次“科普化”的社会工作。

由此可见，如果大众媒体记者关注不足，而我们的

编辑和作者又缺乏动力与经验去将“论文”变成“新

闻”，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盲区，导致发表在国内优秀期

刊上的先进科研成果只在狭小的学术圈里传播而不能

与广大公众见面，从而使期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只能

停留在专业圈内，而不能扩大到广大公众中。

４　利用大众媒体宣传科技期刊的潜在市场

４１　大众媒体的优势
１）大众媒体包括报纸、网站、杂志、广播、电视及

手机信息新闻播报等，其信息发放渠道丰富，便于公众

获取。

２）大众媒体受众广泛，几乎覆盖了所有具备视听
能力和视听渠道的公众。仅以报纸和网站这２种最容
易与科技期刊“联姻”的媒体为例，报纸的发行量远高

于学术期刊，如《人民日报》日发行量达２００万份［３］，

《北京晚报》约７０万份［４］，《北京日报》４０万份［４］，而

且报纸还有“传阅量”，即一个家庭虽然只订 １份报
纸，但至少有两三人阅读，传阅量和发行量加在一起的

数字十分可观。网站的点击率和日流量更不容忽视，

据统计，国内进行网络阅读的人数已达１．６２亿人，位
居世界第二［５］。此外，不同大众媒体间经常互相转载

新闻内容，使科技信息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

３）大众媒体的文字表达通俗易懂，形式活泼多
样，不仅图文并茂，而且视听结合，使只能被少数人读

懂的学术论文，也能够被广大公众理解和接受。

４）大众媒体时效性很强，能够让科研成果、作者
及期刊在第一时间走进公众的视听。

由此可见，大众媒体是使科技期刊在最短的时间

内让最多的人知道的高效宣传媒介。

４２　学术期刊的优势　发表于学术期刊的论文是科
技新闻最可靠和最可信的来源［６］。因为这些论文一

般都已经过“同行评议”，得到了业内同人的认可，记

者不需要再花费精力去印证新闻的可靠性，也减少了

新闻报道浮夸的风险，增加了新闻的公信力。这种既

省心又放心的新闻源是公众和记者都感兴趣的原材

料。我国科技期刊每年产出论文四五十万篇，位居世

界前列，而且论文质量不断提高，近几年被引用量成倍

增加。这些优秀的科研成果都急切期待着与公众见

面，为科技新闻储备了丰厚的资源。

４３　科学普及呼唤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的有机结合
我国国民的科学素质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仍有

很大差距，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发展的瓶颈。为此，国

务院于２００５年发出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２０２０）》，亟待通过科普方式使公众参
与科学，提升全民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学术

期刊与大众媒体的结合为我国的科普实践增添了新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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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如何促进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的有机结合

５１　大众媒体应调整视角，加大对科技成果的关注　
１）应增加科技版面和频道，给科技新闻更多的报

道空间。

２）改变重国际轻国内的观念，更多关注国内科技
期刊的研究成果。优先报道纳税人投资的科研成果是

国内大众媒体对公众的责任和义务，而且，某些研究成

果具有独特的人种和地域差异，如医学领域，只有针对

中国人的科研报道，对中国的百姓生活和身体健康才

最有指导意义；所以，我们的新闻报道应在立足本国的

基础上，放眼世界，更好地服务于国内读者［７］。

３）大众媒体在报道时一定不要忘记注明新闻的
出处，即：原始论文最早刊登于哪种学术期刊，第一作

者是谁，来自哪个科研机构，否则无法起到宣传科技期

刊和科技人的作用。这既是一种新闻道德，也是一种

增加新闻公信度的方式。

５２　科技期刊应参与科学普及，承担社会责任　科技
期刊刊登的论文多为政府基金资助［８］，这些基金源于

公民纳税，只有将论文成果及时回馈给公众，才能履行

对纳税人的知情权利，而且，论文发表并不是科研的终

结，惠泽于民才是科研的目的［９］；因此，期刊编辑不应

墨守传统的责任界定，应在办好期刊的前提下承担起

更多的社会责任［１０］，积极参与科学普及，让百姓在了

解最新科研成果的同时用科学方法指导自己的生活。

为此，科技期刊编辑应做到如下几点。

１）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科技新闻写作能力，积极
参与论文的科普化工作。

２）注意与大众媒体保持密切联系，主动吸引它们
而不是被动等待，将撰写完美的新闻稿“送上门”，并

组织一些合作活动，将他们“请进来”。

３）培养敏锐目光和新闻意识［１１］，善于发现有新闻

价值的论文，发挥编辑的伯乐作用。

４）关注社会热点及突发事件［１２］，及时发现期刊中

与社会新闻事件能发生关联的论文成果，使科技新闻

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５）在以上各项工作日趋完备的基础上，期刊编辑
部应建立新闻发布制度。“论文加新闻定期发布”，利

于形成品牌效应，真正做到以期刊的学术优势吸引大

众媒体。当然，期刊要建立并施行新闻发布制度，还应

具备较强的出版时效性，至少为月刊，并拥有完善的数

字化网络建设作为技术支持。

５３　应充分发挥论文作者的作用　作者最了解其科
研工作的主旨和意义，编辑应调动其积极性，使之肩负

起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主动将自己的论文撰写为

科技新闻。

５４　加强科技新闻写作的培训　期刊编辑部应联合
大众媒体，举办“如何撰写源于论文的科技新闻”的培

训，提高编辑及作者的科技新闻写作技能，使他们能够

积极参与到科技期刊与大众传媒的互动中。

５５　区别利用国际平台和国内大众媒体　应当利用
国际科技新闻交流平台扩大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影

响，利用国内大众媒体扩大科技期刊在国内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外科技新闻交流平台（网站）进

入中国市场后，建立了中文网站，供国内期刊发布中文

科技新闻，但不提供将全文英译转放到英文平台的服

务。国外记者一般只浏览其英文平台，国内记者又较

少浏览其中文网站，导致放在中文网上的新闻，既达不

到国际宣传的目的也起不到国内宣传的作用；所以，有

条件时，应向国外大众媒体提供英文新闻稿，以提高科

技期刊的国际知名度。而要提升科技期刊在国内的影

响力，还要靠国内大众媒体，不能迷信外来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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