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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科学传播报告(2012)》主要研究了2011年度中国科学传播的发展状况。
本报告从科学文化的视角，从国家、传媒、公众三个层面出发，汇集各方力量，深入分析了中国科学
文化的现状。
为此，编者们邀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专业的视角，对科学传播中的科学家形象、网络热点科
学事件等内容进行分析和研判。
编者们也邀请了科学传播相关单位的主管领导，对过去一年的科学传播工作进行总结，对未来一年的
工作予以展望，从而提供管理者视角下的中国科学传播状况。
编者们也结合自身力量，对过去一年中国的科学传播状况进行了阐述。
通过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社会语境中的“科学”；采用电话调查法，对公众对科学的认知和态度
进行了总结；运用内容分析法，对科学发展观的媒体呈现和媒体的科技宣传指数进行了探讨。
同时，编者们还对近期的科学传播政策和国内外科学传播领域的进展进行了简要的述评，试图向执政
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总体而言，在过去的一年里，科学和科学传播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但“
科技惠及民生”在实际科学传播工作中尚未能够充分体现。
因此，《中国科学传播报告(2012)》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倡议，期望中国的科
学传播工作更好地实现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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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报告、科学传播蓝皮书的基础上，详细分析各行业科技宣传的现状、特点、
主要问题，提出相关对策、指导性意见，并将报告提交行业报及科技宣传主流媒体负责人参考执行。
　　（三）结合传统文化，加强科技报道实用性，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公众对科学知识和科技信息的需
求最大的特点是强调实用性。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公众对科学知识实用性的预期决定了其对
相关信息的获取行为，进而影响了公众对相关科学的理解和参与。
　　然而由于不同科学领域的内在差别，目前各领域的科技宣传现状差异较大。
本次调查显示，公众认为“材料科学与纳米技术”、“遗传学与转基因技术”、“天文地理与空间科
学”等科技发展领域与生活距离较远，而“城市与环境科学”、“大气科学”和“医药公共卫生学”
则属于和百姓生活贴近的科学领域，“能源与矿业工程”、“土木、水利、交通与建筑科学”、“计
算机与信息技术科学”这三个领域，公众较难参与，公共科学的比例相对较低。
对此，媒体在报道中应从实用性角度出发，拉近尖端科学和百姓生活的距离。
在科学知识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有机联系，是科技发展的最大牵引力，同样也是科技宣传和科学普及
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环节。
　　具体措施：　　第一，邀请各行业的政府宣传部门负责人、公共服务部门负责人进入“中国传媒
科技宣传专家指导委员会”，由中国科协牵头联合专家指导委员会，针对各行业的年度科技宣传情况
形成分析报告，并将实施情况纳入行业内宣传部门年终考核。
　　第二，针对公众认为比较难以理解的领域，以及目前公共科学的比例相对较低的领域，在高校设
立科学传播和普及站点，邀请媒体对其活动进行定期报道。
例如，高科技新型纺织材料为百姓的穿衣带来方便，纳米级芯片对计算速度的大幅度提高等，“转基
因”为农业生产带来的效益，侧重报道科学传播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
尤其是对于有争议的科学技术，注重报道方式方法，避免引起公众的恐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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