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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代社会，科学家用纳税人的钱，从事科技创新，因而有责任有义务面向公众从事科学普及和传播
活动。
在我国，在认识上，科学普及被提高到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地位；科学普及被认为是科学家的社会
责任。
然而，在现实中，科学家从事科普活动的状况并不乐观。
我们有一个概括：科学家做科普，未见行动的是绝大多数，动起来是少数，科普积极分子是个别现象
。
据我们的调查，很多科学家对做科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个“力”也包括不具有从事科普工作所必需的一些能力。
    一个好的科普作品，需要做到深入浅出。
许多从事科普写作的人士都有这样的体会：深入不易，浅出更难。
通常科学家做科普，能够做到“深入”，但却很难做到“浅出”。
而媒体记者做科普，能够做到“浅出”，但很难做到“深入”。
如何实现科学家和媒体记者的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创作出好的科普作品来？
一个有效的途径是科学家和媒体记者携起手来，从事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活动。
科学界一媒体界合作科普模式(简称“科一媒”合作模式)，是一种正在兴起的科普“最佳实践”形式
。
    《辽宁日报》记者刘洪宇先生，多年来积极主动地探索“科一媒”合作科学普及模式。
他通过大量阅览，发现影响时代走向、公众关注的重大科技社会热点问题，如城市、气候变化、地震
、新能源、重大工程、信息科学、仿生等，并找到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教授学者，作为一名公众的
使者、一名求知者，聆听专家的声音、与他们访谈，然后发挥他善长的文字功夫，撰写了大量深人浅
出、通俗易懂的科普文章。
这些科普文章曾经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
    现在，刘洪宇先生精选出若干科普文章，结集出版，可喜可贺！
    我想，这本科普书，不仅是面向公众传播科技知识，而且也传播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
以及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认识；这本科普书也不仅是面向公众传播科学技术，而且也是向
科学界、媒体界、科普界展示和推介一种有效的科普模式：“科一媒”合作科普模式。
    (刘立，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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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访谈的形式对当前社会尖端科技、重大工程、自然环境、社会发展焦点课题等进行了重
点、深入的解读和介绍。
这些都是关乎国家未来发展和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意义重大。
可以说，每篇中所涉及的课题都完全可以写成一本书，但对公众来说，让他们去读40多本书来了解这
些领域显然不现实，那么这本书深入浅出、通俗化的讲解，将带您进入人类未来走向和命运的客观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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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记者：既然对中心城区依靠少了，独立性强了，是否还能算“卫星”城？
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出现的是新城的概念，与卫星城有何区别？
专家：独立性越来越强的卫星城确实和最初的卫星城有所不同，并且在实践中人们发现，发展这种具
有一定规模的功能相对独立和完善的卫星城镇是控制大城市盲目扩张更为理想的选择，所以政府及规
划部门干脆把疏散老城区人口的任务放在这类“新城”的规划和建设上，这也是卫星城近年来在理论
界受到一定冷落的原因。
记者：新城“新”在哪里？
专家：所谓“新城”是相对于老城、旧城来说的，与传统卫星城的重要区别就是其建设的标准为城市
功能齐全，环境良好，对原来中心城区更少依赖，甚至成为副中心或新的中心城区，采用先进的交通
系统与母城取得便捷联系。
这样的新城区自然会有足够的吸引力让老城区居民或打算涌人城市的外来人口来安居落户，从而达到
疏散老城区和截流外来人口的目的。
“新城”可以看作是卫星城建设不断发展的产物，实质是直接建设远距离的独立城区。
当然，新城的建设并不排斥卫星城建设，因为各个城市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同一级别的城市又有
着各自独特的地理条件，卫星城建设仍然是防止城市膨胀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城市近郊化阶段发展的
重要模式之一。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国前些年的卫星城发展更多是由于产业转移或旧城改造而形成的被动的转移，那
么，作为大都市居民或来自农村准备在城市发展的人，不在市中心住而选择到郊区去住，是什么力量
或者说因素令他们做出这种选择，而且如何能把这种被动转化为自觉、主动地选择落户卫星城的行动
？
专家：这种主动、自觉的选择确实关键，往往反映了城市的发展程度及包括卫星城在内的整个城市规
划布局是否合理。
政府规划了一个卫星城或新城，没人去或去的人不多，就说明这个卫星城没有足够吸引人的生活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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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走在科技前沿:49位权威专家访谈录》：未来中国建筑应该怎么建？
帝企鹅会在温暖中灭绝吗？
地球被调成“震动状态”了吗？
渤海海峡、琼州海峡能建海底隧道吗？
石墨烯绐纳米技术带来了怎样的革命？
虛弱的地球磁场能肩负起抗击强烈太阳风暴的重任吗？
权威专家带您倾听科技的巨响，看清时代的走向，感受变革的力量！
一本书将您带入人类未来发展的客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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