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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科学与大众的桥梁
———谈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的新闻报道合作实践

闫　蓓　严　谨　肖　宏
（《中国科学》杂志社，１００７１７，北京）

摘　要　为促进我国优秀的原创性科研成果的有效传播，扩大
科技期刊的影响，探讨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开展新闻报道合作

的问题，论述合作的意义，介绍国内开展这类合作的现状，总结

出《中国科学》杂志社的实践经验和问题，并展望这类合作的发

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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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科技期刊应与大众媒体开展新闻报道合作

１１　意义　科技期刊具有快速传播科学新发现的功能，
在科技期刊上发表的大量前沿性、原创性、有价值的研究

成果对人类进步起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如果这些科

研成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以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让公众

所了解，对于科研工作者、学术期刊、大众媒体和普通公

众几方是一件共赢的事情：有助于扩大研究成果的影响

力，使研究者本人及其服务的研究机构得到重视、支持和

资助；有助于提升刊物和作者的知名度，引导公众和研究

者关注其研究领域；有助于大众媒体源源不断地获得第

一手的原创性、突破性、科学性有着严格保证的新闻素

材；有助于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弘扬科学精神。

１２　现状　在科研工作者、科技期刊、大众媒体、普通
公众构成的信息传播链条上，科技期刊起着重要的连

接和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科技期刊高度的专业性、严

谨性和小众性，长久以来呈现出“曲高和寡”的状态。

国内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的合作一直面临着诸多的障

碍，例如：科研成果的专业性注定了其艰深晦涩，不容

易被公众理解；科技期刊缺乏与大众媒体沟通的动力，

没有建立沟通渠道［１］；期刊编辑部没有足够的人力物

力投入去做新闻发布工作；媒体记者不一定都具有把

专业成果转换为通俗文章的能力；科研人员不一定都

愿意积极配合新闻采访；等等。这些困难使得目前国

内科技期刊和大众媒体各行其是，大量原创性的优秀

科研成果没有广泛地被大众所了解和接受的。

虽然国内还没有建立系统的科技期刊论文新闻发布

机制，但是，对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已逐渐达成共识，一些

科技期刊也开始了相关的尝试。例如：从２００７年初开始，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主办的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与新闻媒

体见面会每个月举办１次，受邀的科技期刊挑选最新发
表的有学术和大众新闻推广价值的文章改写成新闻稿，

推荐给专家评审，通过的文章即可在见面会上正式发布。

目前见面会已经成功举办过２２期，超过１４０篇论文新闻
稿被传播给大众媒体（截至２００９年１月），几百篇报道见
诸报端，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科技期刊的发展［２］，该活

动被评为２００７年度中国１０大科普事件。此外，一些科技
期刊通过申请注册等程序，成为国外科技新闻发布网站

的注册会员，定期发布中、英文的新闻稿件。例如，美国

科学促进会（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
ｍｅｎｔ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创立的全球性科技新闻网络发布平台
ＥｕｒｅｋＡｌｅｒｔ！［３］，《世界胃肠病学杂志》（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为国内第一家正式注册的会员，并且在
其网站首页添加了自己的ｌｏｇｏ和网址链接，收到了良好
的宣传效果。同时，国内的媒体如《科学时报》和科学网，

也开始同一些科技期刊签署新闻报道合作的协议。

２　国外科技期刊进行大众传播的经验

　　虽然国内科技期刊在整体生存和发展环境方面与
国外期刊有较大差异，但是，有选择地考察和借鉴国外

一些知名刊物的运作经验仍然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

示。美国科学促进会前主席 ＳｔｅｐｈｅｎＪａｙＧｏｕｌｄ说过，
“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ａｎｙｋｉｎｄｏｆｔｏｔａｌ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ｉｓｔｏｓａｙｉｔ
ｗｅｌｌ”［４］。国外很多知名科技期刊及其主办机构历来
都非常重视其发表研究成果的公众影响力。他们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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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样化的宣传措施，目前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新闻发

布模式，积累了大众媒体运作的成功经验。

美国科学促进会以及著名的科技期刊《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ａｔｕｒｅ》在新闻发布方面的经验可归纳为以下几个
方面。

１）设立专门的部门或者负责人从事新闻发布，定
期向外界推送，向注册记者提供禁止公布日期之前的

新闻素材。重视发挥科技期刊本身的科普功能，通过

设立大众通俗易懂的栏目或当期重要论文的简明摘要

等方式，在期刊风格定位和内容设计、期刊网站板块设

计等方面都融入了新闻传播功能的考虑。

２）注重新闻时效性和发布时机，遵守关于公布时
间的禁律。做好同论文作者、媒体和相关评论专家等

几方面的沟通工作。建立记者和评论专家数据库，必

要时直接和他们联系。保证稿件的撰写和修改质量。

３）建立并使用专门的科技新闻发布网站，如 Ｅｕ
ｒｅｋＡｌｅｒｔ！和ＡｌｐｈａＧａｌｉｌｅｏ［５］（欧洲地区科研成果的集
中发布网站，由 ＡｌｐｈａＧａｌｉｌｅｏ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主办，受到欧
盟委员会等的支持），在吸引大量期刊和媒体注册的

同时扩大在全球的影响力。

４）采用多种渠道和方式进行新闻发布，如使用多媒
体和多语种，在线提供可随意下载的音频、视频节目，定

期向注册记者打包发送多语种的新闻稿等；同时建设针

对不同热点研究领域和受众群体的专题门户和频道。

３　《中国科学》杂志社同大众媒体合作的探索

３１　实践　《中国科学》杂志社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
和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的学术期刊出版单位，旗下拥有

《科学通报》《中国科学》（Ａ－Ｇ中英文版）等１６种科
技期刊，每年刊载大量基础研究领域的高水平成果，特

别是《科学通报》，办刊宗旨与《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极为
类似。以往杂志社通常由学科编辑兼职负责新闻推

广，由于涉及多个学科的多种期刊，年论文发表量庞大

且不乏优秀成果，学科编辑本身业务工作繁忙，随着办

刊工作的深入，这种既不系统又不稳定的发布方式已

经不能满足需要。为了使原创性的优秀科研成果得到

有效、有益的传播，在从国内实情出发和借鉴国外经验

的基础上，杂志社２００７年初专门设立了新闻采访编辑
岗位，负责对外宣传工作，虽然与国外知名期刊设立的

专门媒体联络部门和新闻信息官仍有很大差距，但在

此方面在国内算是先行一步。２年以来，主要进行了
以下几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工作。

首先是与纸质媒体的合作。《中国科学》杂志社

２００７年３月同科学时报社签订了科技新闻合作报道
的协议，每月将其系列期刊中最新发表的研究成果提

供给科学时报社作为新闻素材，并配合其做进一步的

深入采访工作。通过这种协议形式，双方建立了比较

稳固的科技新闻发布与报道合作模式。１年多以来已
经有超过６０篇以《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论文为素
材写成的新闻稿在《科学时报》的重要版面上刊登，这

些稿件图文并茂、语言生动且较准确地对科研进展进

行了报道，受到回访的科研工作者普遍反映，通过大众

媒体的宣传，他们的研究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另外，在其他期刊的科普栏目以封面和期刊专栏等形

式定期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是进行新闻推广的有

效形式。《中国科学》杂志社目前就同《科技导报》等

媒体进行此方面的合作。接下来杂志社还希望能够同

更多的优秀科技类报刊建立稳定的新闻报道合作关

系，使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其次是同网络媒体合作。《中国科学》杂志社一

直很关注 ＥｕｒｅｋＡｌｅｒｔ！在中国的发展，从筹备阶段起
就定期为其中文版提供新闻素材，还将在其中文版上

建立专门的期刊主页，并且加入其每周新闻推送邮件。

为了使科研成果也能被国际上的媒体和大众所了解，

２００８年初杂志社正式申请加盟成为 ＥｕｒｅｋＡｌｅｒｔ！英文
版的会员。例如，２００８年１０—１２月发布的１３篇英文
稿件，平均每篇被浏览１４０４次。杂志社也曾为源于
《Ｎａｔｕｒｅ》的科学与发展网络（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ｉＤｅｖ．Ｎｅｔ）［６］提供中英文的新闻素材。
同时，由于目前国内一些科学类网站在科研领域的影

响力日渐提升，《中国科学》杂志社也在考虑同它们开

展合作。而互联网上对上述各渠道发表的新闻稿件的

转载文章更是难以计数，无形地扩大了这些成果的影

响力。

此外，现场新闻发布会也是一种直接而高效的推广

形式。《中国科学》杂志社从２００７年８月开始，应邀参加
由中国科协每月举办的科技期刊与新闻媒体见面会，推

荐最新发表的具有原创性、新闻性或对社会发展和人类

生活有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到场回答记者提

问，并且对媒体的后续报道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所提

供的新闻线索先后被《科学时报》《科技日报》《北京晨

报》《大众科技报》《北京日报》《文明》杂志等多个媒体报

道。同时，历次媒体见面会发布的新闻都在人民网的科

技频道集中展示［７］，通过网络媒体扩大了其传播力度。

３２　经验　经过２年的实践，《中国科学》杂志社的
科技新闻发布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１）在杂志社学科编辑出版业务繁忙的情况下，投
入专门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期刊的对外新闻推广能够

大力推进这项工作；科技期刊集群更需要整合宣传，树

立完整的品牌形象；科技期刊编辑应该培养新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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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推广的途径应尽量多样化，进行跨媒体、跨地域的

合作。

２）形成科学而高效的新闻稿件撰写制作流程非
常有必要。为作者提供一定的撰写范例和指导，请其

本人亲自撰写新闻稿，再由编辑审读润色，或者接受媒

体专业人士在可读性和新闻性方面的建议，是完成一

篇出色的新闻稿件比较科学的流程，既可保证新闻稿

的准确性，又可保证其可读性。

３）报道题材的选择要权衡好大众兴趣与学术价
值的重要性两者之间的关系，当前关于健康威胁、环境

问题、脑科学、干细胞与克隆技术等方面的新闻比数学

或者物理类的理论研究更吸引大众的目光，应把不同

侧重点的新闻素材推荐给不同的媒体；新闻稿语言要

严谨、准确且通俗易懂，有吸引力；新闻稿最好有多种

形式，包括多语种、多媒体，以便于针对不同受众群体

和地域间的推广。

４）要做好同作者的沟通工作，取得作者的积极配
合，不仅更能保证新闻稿件的准确性，也能显示对作者

的尊重。媒体深入采访之前应先同作者沟通，打消其

顾虑；新闻稿见报后应及时回访作者，了解新闻发布后

产生的影响。

５）同新闻媒体的沟通既要坚持科技类学术期刊
的严谨性，又要了解新闻媒体行业的报道工作规律和

惯例，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这样能够促使新闻

稿快速、准确地发布。

６）签署合作协议或者加盟的形式有利于保证合
作报道的持续稳定开展，进而形成日渐成熟的期刊科

技新闻发布机制；利用国内外的新闻发布网络和发布

会等平台，能够更直接、快捷地在国际范围内传播科技

新闻信息。

３３　不足
１）杂志社目前开展合作的新闻媒体数量有限，新

闻的发布途径还不够多，范围还不够广，现有合作流程

还需要进一步优化，使之更顺畅和高效。

２）将专业严谨的学术语言准确转换成通俗易懂、
合乎伦理的大众语言，是一门需要专门研究的学问，从

事这项工作的相关人员应经过专门的培训。

３）在撰写新闻稿件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不准确或
者涉及敏感问题的现象，需要特别注意加强审读工作。

此外，科技新闻在大众媒体刊登后的效果没有科

学而直接的衡量方法，一般情况下其影响力，尤其是对

科技期刊和大众媒体发展的促进作用并非短时间内可

以完全显现，这也是今后需要探索的问题。

今后，《中国科学》杂志社将在总结经验和不足的

基础上继续推进科技新闻的宣传工作，并且乐于同其

他科技期刊开展工作交流，并借鉴国外的可行经验。

４　展望

　　目前国内学术期刊界、大众媒体界对合作开展科
技新闻报道，建立科技期刊新闻发布机制的必要性已

经基本达成共识，并且已经开始探索实施。

科研管理和服务机构从服务于自主创新、创新型

国家建设的目的出发，对原创性优秀科研成果的推广

十分重视，这从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与新闻媒体见面会

制度的确立、２００７年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举办
的科技期刊与大众媒体交流座谈会等可见一斑。这些

活动和举措开阔了科技期刊人的视野，为其开展同大

众媒体的合作提供了有利机会。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

科技期刊人认识到加强科技新闻报道的重要性，并且投

入资源去积极探索适合自己刊物的宣传渠道和模式。

“Ｎｏｐａｐｅｒ，ｎｏｎｅｗｓ”，最新的科研成果要让大众
了解，大众媒体报道的科研进展必须以通过同行专家

评审的学术论文为基础，科研基金申请和结题需要向

公众交代资金使用的成果，基金申请的科学家有向公

众传播的义务，在国外早已是不言自明的公理。这些

深层的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推动力也促使科学研究成果

突破相对封闭的体系向广大公众传播出去。目前国内

的情况显示出了在这些方面的差距，只有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相

关方面的重视和投入的增加，形成推动学术科研成果

向外传播的动力，国内科技期刊同大众媒体的新闻互

动机制的形成才会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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