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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科普期刊：作用·问题·对策

阿拉吾丁·阿不都热依木
（新疆科普杂志社，８３００１１，乌鲁木齐）

摘　要　少数民族文科普期刊面对激烈竞争的形势，为发挥自
己应有的作用，应针对存在的问题，积极寻求对策，获得生存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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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科普期刊的作用和地位

　　科普期刊是记载、报道、传播和积累科学信息的重
要载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新疆的科普期刊数量如雨
后春笋快速增长，质量也全面提高，涌现出一批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都比较好的科普期刊，如《知识—力量》

（维文）、《科学和生活》（维文）、《农村科技》（维文）

等，８０年代末发行量都在２万份以上，为少数民族读
者提供了精神食粮，满足了他们对科学知识的需求。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兴学科的不断
涌现，医药保健、计算机、通信类科普期刊发展和提高

较快。无论哪个年代，科普期刊都发挥了连接公众与

科学技术之间的桥梁的作用，成为广大读者的生活顾

问和知心朋友。新疆的科普期刊拥有数以百万计的读

者，被誉为“不见面的老师”“没有围墙的学校”。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其成果的转化需要广

大公众对科学技术的了解与掌握。以《知识—力量》

和《科学和生活》为代表的新疆科普期刊，在这方面具

有其他期刊不可比拟的优势，成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的重要桥梁，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１９８０年创刊的《知识—力量》（维文）
是综合性科普月刊，以高中以上水平的人为主要读者，

是新疆创刊最早、发行量最大的科普刊物之一，它以提

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科学素质为宗旨，坚持弘扬科学精

神、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颂扬

优秀科技人物的业绩和敬业精神，被读者誉为“跨进

自然之谜的钥匙”。它引导各族农牧民群众破除封

建、陈旧的生活习俗和迷信思想，依靠科技致富奔

小康。

１９８４年创刊的《科学和生活》（维文）是综合性科
普双月刊，以高中以下水平的人为主要读者，它给广大

读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最新的生活科普知识，充实

并丰富了群众的生活，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和喜爱。

２　新疆科普期刊面临的困难

　　１）发行量下降。发行是办刊工作中的一个十分
重要的环节，办刊效益只有通过有效的发行才能实现。

一些地方和部门往往忽视科普期刊的征订工作，致使

发行量普遍下降。现在期刊成本和定价越来越高，要

让一些贫困地区的农牧民花几十元来订一年的杂志，

确实比较困难。此外，边远地区和山区的乡、村以下没

有邮政点，常常发生订了刊物却不能及时得到或不能

全部得到的现象，影响读者订刊的积极性。

２）办刊条件差。主要反映在期刊社办公场所狭
小，办公设备和用品短缺，边远地区的刊社还缺乏机动

交通工具。这直接影响到刊物的质量和竞争力。

３）稿酬普遍偏低。新疆绝大部分刊社付给作者
的稿酬都不高，有的按本不算高的文件规定的标准付

酬，有的连最低的标准都达不到。这样，一些作者就把

稿件投向“千字千元”的某些其他刊物。有的作者原

先写一些机械修理方面的文章，后来觉得写文章不如

修机器收益好，便停止了创作。

４）编辑队伍建设亟待加强。近几年来，由于多方
面的原因，科普期刊编辑部普遍存在编制不足、人员不

稳、后继乏人等问题。有些编辑部在人员不够的情况

下，编辑人员既要编辑，又要做发行工作，还要干其他

工作，疲于应付，期刊全面质量自然难以提高。

５）译文不适应少数民族读者。目前，适合少数民
族读者阅读、通俗易懂的科普期刊不多，“读不懂科普

文章”的问题突出。由于各种原因，广大少数民族读

者受教育的年限普遍较短，文化程度及知识水平相对

较低。除了少数民族文科普期刊本身品种十分有限

外，现有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文科普期刊，也有很多从

内容到形式都脱离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有很多是按

照汉文、英文杂志生搬硬套地翻译过来的，不符合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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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思维习惯，较少考虑少数民族

读者的阅读水平及知识结构，针对性不强。

６）科普作品越来越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批
思想活跃、对技术信息敏感且了解市场运作的科普作

者下海经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国家法制建设逐

步完善，许多科普作者对知识产权作出新的选择。一

部分以发表实用科普作品见长的作者，把有专利价值

的作品由原先的公开发表取得稿酬转向了申请专利，

以争取更大的收益，结果导致实用性科普作品减少。

７）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有待改善。目前科普期
刊的主办单位多为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科协和学会社

团组织。一般科普期刊编辑部或杂志社（不包括科协

所属）基本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多为主办单位下属

的机构，对办刊所需的人、财、物没有自主权。对效益

不佳的刊物让其自负盈亏，对效益好的刊物将收益拿

走，缺乏必要的投入。在收益分配方面缺乏激励机制，

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仍很普遍。

８）广告经营亟待开发。科普刊物发行量小，科普
刊社基本上不能开展广告业务，已开展的也存在着创

意平淡、制作粗糙、服务及信誉差、经营不规范等不足

之处。这既削弱了对广告客户的吸引力，也影响期刊

广告的成熟与发展。

３　对策与建议

　　１）贯彻落实《科普法》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纲要》，重视并加强科普期刊编辑队伍建设。科普创

作人员和科普期刊编辑是科普工作队伍中的一支生力

军，其劳动成果应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在科普期

刊上发表的作品应作为作者晋升职称的重要依据，科

普期刊编辑在晋级、获取报酬等方面应享受与其他期

刊编辑同等的待遇。要积极鼓励并大力提倡专家和科

技人员撰写科普作品，繁荣科普创作。

加强少数民族文科普期刊编辑队伍建设和科普作

者队伍的培养。一方面在区内开展岗位培训，一方面

派人员到内地进修。自治区财政资助科普期刊的费

用，一部分可集中用于人才培训方面。

２）提高办刊质量，努力打造“精品”和“名牌”期
刊，建立科普期刊新疆队，进一步培养和造就一批更高

层次的少数民族文科普期刊。

科普期刊的发展动力是思路创新，要解放思想、开

拓创新，提高编辑人员素质，按照形势要求调整栏目，

使科普期刊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要把社会

效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为群众服务，坚持面向基层，积

极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学习科学、崇尚科学、破除迷信，

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科普期刊承担普及科学技术、倡

导科学思想的重大任务，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服

务第一”的思想，积极配合惠农兴村计划、科技三下

乡、科技活动周等科普宣传活动开展工作，向边远、贫

困的农牧区免费赠送科普读物。

３）积极探索少数民族文科普期刊的管理体制和
运营机制。目前，新疆多数科普期刊社都不具备法人

资格，应让有条件的刊社通过依法登记注册，并依法保

障法人的各种权利，使其真正成为法人实体，并在税收

方面享受优惠政策，促使发展科普出版产业。鼓励并

支持有条件的科普期刊社通过版权贸易、吸纳外资等

方式开展合作办刊。

４）加速科普期刊编辑工作现代化的进程。科普
期刊也有时效性的要求，原始的采访手段往往延误时

机；因此，科普期刊只有采用先进的采访手段，才能实

现进一步提高时效性的目标。只有实现编辑出版工作

全面的现代化，才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从而在期刊

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并健康发展。

５）加大对少数民族文科普期刊的投入。采取奖
优与扶贫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少数民族文科普期刊出

版的投入，为其生存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自治区财

政要有一定的专项经费投入，重点支持以少数民族文

字出版、定向发行、经费困难的科普刊物。对特别困难

的科普期刊社，根据实际需要给予购置先进设备的一

次性资助，以改善其办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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