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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科技学术期刊的多元社会功能，通过实例论证科

技学术期刊设立科普、人文、时评等内容，实现多元化社会功能

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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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学术期刊智力成果创造的价值是在售后通过

期刊的社会效益实现的，因而，期刊的可读性、受众面

与其学术水平和影响因子一样，同样是增强与体现期

刊社会功能及价值提升的重要指标［１］；然而，对于科技

学术期刊是否应具有科普和人文等社会功能的争论，

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１　科技学术期刊应有多元社会功能

１１　刊登多元化内容的误区　科技学术期刊作为展

示科技创新成果、学术研究进展、科技交流的平台，长

期以来的办刊风格多为比较严肃和呆板。也有学者片

面地认为，刊登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是科技学术期刊唯

一的使命，大大地强调了科技学术期刊作为学术载体

存在的必要性，却忽视了科技学术期刊作为多元载体

存在的功能。对于科技学术期刊认识最常见的误区有

以下３个方面：１）科技学术期刊只是给科技工作者提

供的学术交流的平台，增加科普内容会降低期刊的学

术性［２］；２）科技工作者是为社会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的，

他们不需要科普和人文关怀［２］；３）科技学术期刊最为

关键的是其权威性和严谨性，如有太多的人文、科普内

容会降低其权威性。

１２　科技学术期刊亦应有人文、科普等功能　而实际

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科技学术期刊的学术性和多元

性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互为促进的［２３］。

１）科技学术期刊增加了多元内容不会降低它的学

术性。美国著名的《Ｓｃｉｅｎｃｅ》杂志就设立了《科技在

线》《社论社评》《新闻人物》《政策论坛》《作者介绍》《新

闻特写》《图书与艺术》等多元栏目。统计显示，这些栏

目的总篇幅占到全刊的１／３左右。科技学术期刊的多

元栏目一方面自身起到人文关怀与科普等社会功能，

另一方面，往往能够引导大众传媒的记者去注意某些

题材，使大众传媒更有效地传播科学。我们也可以经

常看到电视或报纸上报道《Ｓｃｉｅｎｃｅ》的多元内容。事

实上，《Ｓｃｉｅｎｃｅ》的许多读者主要阅读其多元通俗性的

内容，而不是阅读正式学术论文；所以，科技学术期刊

增加了人文科普等多元内容，可以扩大读者群，增强影

响力。

２）科技工作者也需要科普与人文关怀。作为科技

学术期刊主要作者和读者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在自己

的研究领域有着较深入认识；然而，离开了自己的专业

领域，在生活常识、社会知识以及其他专业领域方面，

他们也是科普的受众。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

科学主义的反思也在逐步深入。例如，在医学界，也越

来越意识到纯技术主义的偏狭。韩启德院士曾指出，

人类在急于发展医疗技术的同时，也与过去千百年里

医学曾持有的人文关怀的距离越来越远。一个长期缺

乏人文关怀的医务工作者，必然会忽视对病患心理方

面的照顾，所以，科技工作者更需要人文关怀。

３）权威并不意味着严肃。科技学术期刊其他多元

化内容的设置，不但不会影响期刊的学术地位，反而可

以增大期刊在更大范围内的影响力与公众知晓度。

２　科技学术期刊多元化内容设置的案例

　　《中国基层医药》１９９４年开创的《刊中报》栏目，一

改学术刊物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版面风格，许多专家

和读者对刊中报上的医学新闻、言论非常喜欢，拿到刊

物后首先就看“刊中报”，觉得颇受启发或感动。其后，

在《武警医学》《中国全科医学》中至今仍能找到类似的

栏目［４］。

《广西医学》从２００４年起，以医德仁术为导向，每

期推出一个重点学科专题时，封面刊出该学科著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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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有人文精神的精辟之言。《临床误诊误治》则开辟

了《医生接诊艺术》《医生服务艺术》等专栏［４］。

这些刊物的实践，证明了科技学术期刊多元化内容

构建是需要的，而且受到了读者的喜欢，不仅体现出它的

创新思维，还提升了其社会价值，彰显了其文化内涵。

３　设立多元化副刊的可行性论证

　　《中华创伤骨科杂志》通过对科技学术期刊亦应有

人文、科普等多元化功能的论证，基于“科技学术期刊

多元化社会功能”的导向，增强其可读性和趣味性，从

２００７年开始，开创设置“多元化副刊”———《骨科新视

点》（非单独一本，属于杂志的特殊专栏，置于杂志的正

文之后，排版风格与正文有区别），力求为骨科医生在

手术间隙、工作之余奉献一杯香浓的“精神咖啡”，也为

创办期刊科普版积累经验和积蓄力量。

３１　以副刊形式呈现多元化内容的尝试　《骨科新视

点》副刊到目前为止已刊出５６期，设有多个小专栏，每

期根据策划和稿件情况灵活刊出。在内容方面，体现

趣味性、实用性和人文情怀，不拘一格。在版面编排方

面，力求时尚、清新、高雅。《大家本色》栏目先后报道

了钟南山、钟世镇、王正国、戴鮨戎、邱贵兴等院士的大

家本色；其他主要栏目还有《骨科会客室》《医生家庭》

《时事聚焦》《新闻特写》《本期ＴＯＰ作者》《科技前沿》

《双语在线》《医生咖啡吧》等。根据期刊发展的需要，

不断增加有特色的新栏目，如２００９年新增《总裁访谈》

《才艺秀台》等，以全新的、非学术的视角与风格，对科

技学术期刊实现多元化社会功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设置副刊的举措得到了读者的喜爱。有读者表

示，《骨科新视点》丰富了期刊的内容，一改传统科技学

术期刊沉闷、枯燥的形象，使他们在阅读专业论文之

隙，感觉到别样的清新。而且，科技学术期刊适当增加

科普性内容，并不会影响期刊的学术地位，反而因其通

俗易懂和新颖活泼，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读者。在其

２００９年进行的读者问卷调查中，对于“最喜欢的内容”

的选择，有８７％的读者选择了《骨科新视点》副刊，而

这些读者在“下一年是否会续订”一栏中基本都选择了

“续订”。这有力地证明了读者对这种做法的认可。近

几年来，《中华创伤骨科杂志》的订阅量逐年上升，增幅

均超过１０％，副刊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也成为了拉动读

者订阅的动力之一。

３２　操作方案　《骨科新视点》副刊开设前期的文章

以编辑部专访、约稿及摘录为主；通过向广大医生征

稿，后期的文章则以投稿为主。为进一步了解《骨科新

视点》副刊推出后外界的反应，编辑部还在推出一段时

期后进行一次读者问卷调查，以掌握读者对副刊各方

面的意见，对栏目设置、内容、风格等进行调整，使副刊

以更佳的姿态呈现在读者面前。

期刊虽然在时效性上不及报纸，但也由此获得时

间进行深入的策划和包装。在新闻事件的报道方面，

有《时事聚焦》《新闻特写》等常设栏目，如遇到重大新

闻事件时，也可进行集中、深入报道。如在２００８年汶

川“５·１２”大地震时，于６月就在《骨科新视点》副刊中

推出了《抗震救灾，骨科医生在行动》特刊，开设有《院

士大集结》《骨科最前线》《救治进行时》《历史定格》《映

秀点滴》《心情故事》等多个小栏目，既有院士大家在一

线的不期而遇，也有３家大型前线医院的生动写真，１０

多家国内知名医院的救治进行时，更有大地震的《十大

感动瞬间》，还有来自灾区骨科医生的心灵记录……此

特刊为实现科技学术期刊的多元化社会功能进行了更

有力、更深入、更鲜活的实践。还特别构思制作了《抗

震救灾，骨科医生在行动》的公益广告，将骨科医生“勇

于担当，甘于奉献，救死扶伤”的抗震救灾精神宣扬得

淋漓尽致。

４　科技学术期刊多元社会功能的建设

４１　提高对科技学术期刊多元社会功能重要性的认

识　有学者曾经形象地形容科技学术期刊是“没有围

墙的传媒大学，永不闭幕的学术会议”。科技学术期刊

的社会功能不应仅局限在科技成果的历史记载、科技

信息的传播上，理当还可承担更多的媒体功能，诸如人

文、文化、教育、时事、政论、科技、人物等［１］；所以，正确

认识科普工作的重要性，摒弃那种唯学术至上论，充分

认识到科普也是科技学术期刊的重要工作之一，才能

进行其多元社会功能的建设。

４２　重视编辑出版人员的科普、人文意识的培养　长

期以来，由于旧的体制和观念的束缚，科技学术期刊在

科普、人文等方面建设不够，主要原因是编辑出版人员

对科技学术期刊应具备的社会功能的认识与自身人文

素养不高。今后，在人文意识的培养方面，可以通过与

作者的工作交往，影响到科技论文的作者，促使他们注

重科技论文的人文内涵，从而为科技学术期刊的人文

构建奠定更坚实的基础［５７］。

４３　加强与大众传媒的合作　大众传媒比科技学术

期刊更具多元化社会功能；然而，大众媒体记者缺乏与

科学家和科研院所的沟通意识。科技学术期刊应该发

挥其导向作用，积极与大众传媒合作，在充分发挥大众

传媒受众广、覆盖面宽的基础上，引导大众传媒从科学

研究工作的细节上、科学事件的细节上以及该科学事

件所产生的背景、发展、影响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

真实的、及时的报道［２］，从而达到双赢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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