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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科学新闻 提升期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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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新闻源于期刊所发表的优秀论文。西方科学新

闻传播有成熟的网络平台及从事科学新闻传播的媒体及记者。

我国缺乏科学新闻传播理念 ,为此 ,作者建议从重视科学新闻

和提升期刊影响的角度 ,树立科学新闻传播观念 ,组织发表有

新闻价值的论文 ,培养科学新闻的撰稿人 ,构筑科学新闻搜集、

发布平台 ,开设期刊 (或主编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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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news derives from the excellent papers

published in ST journals. In western countries, scientific news

dissem ination system has a mature network p latform and a lot of

media and scientific journalists engaged in scientific news. However

the situation in China is the opposite. In order to change it, we

should do something in the following respect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scientific news, p romoting journalsπ impact, establishing a kind

of dissem inating idea, publishing more papers with news value,

cultivating scientific news writers, constructing mature scientific

news p latform, opening journal or editor’s blog,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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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方科学新闻的传播现状

111　《EurekA lert!》触发的科学新闻思考 　2008年 9

月 18 日 ,我们一行访问《Science》杂志社时 , B rooks

Hanson先生特别为我们引见了《EurekA lert! 》的主任

Patrick McGinness及《EurekA lert!》(中文版 )的 Cather2
ine Matacic和孙晨 ,《Science》媒体关系部新闻官 Na2
tasha D. Pinol女士向我们热情介绍了《EurekA lert!》,

同时告诉我们 ,《Science》主编 B ruce A lberts此时正在

北京 ,温家宝总理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他们。

回国不久就读到了温家宝总理发表在当年 10月

31日《Science》上的《Science and China’s Moderniza2
tion》[ 1 ]

,使我们想起了江泽民主席发表在 2000年 6月

30日《Science》上的《Science in China》[ 2 ]。这是一种

巧合 ,但源于必然 ,因为《Science》不仅注重与科学家

的交流 ,而且十分关注对科学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和事件。

《Science》的编辑向我们热情推荐《EurekA lert!》

是我们的额外收获 ,《EurekA lert!》的朋友们还热情邀

请我们注册为《EurekA lert! 》的记者。这均源于《Sci2
ence》的一个重要理念 :《Science》的任务不仅是针对

专业学者传播科学知识 ,还要广泛传播科学新闻 ,让社

会大众认识、了解和接受科学教育、培育公众热爱和从

事科学研究的精神。在传播科学新闻方面 ,《Science》

做得相当好 ,我们的报纸、期刊、电视、网络的重大科学

新闻主要源自《Science》《Nature》及其新闻发布体系 ;

因此 ,这次访问 ,激发了我们对我国如何进行有效的科

学新闻传播的思考。

112　西方科学新闻的主要来源 　在国际上 ,科学新闻

的传播是相当受重视的。2006年 11月初 ,第 5届亚

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 ,会议

的一个专题是“沟通科技期刊与大众传媒 ”[ 3 ]。就在

写作本文期间的 2009年 6月 30日至 7月 2日 ,第 6

届世界科学记者大会在英国伦敦 W estm inster大教堂

中央大厅举行 , 6月 26日 ,《Nature》针对此会议出版了

主题为 Science Journalism的特刊《封面故事 :科学新

闻的现状与未来 》,并发表了 2篇社论、2篇特写等文

章 [ 426 ]。

在西方 ,科学家与科研院所通常非常欢迎媒体报

道他们的研究成果 ,有些甚至会积极促成这一过程。

在多数情况下 ,知名国际科技期刊会委托重要的、有新

闻敏感的论文作者撰写新闻稿。有时候科学家及其机

构也会根据自己的论文在期刊之外撰写新闻稿 [ 729 ]。

科学新闻的源泉是同行评议期刊论文 ,西方典型

的科学新闻 ,已经形成了“No paper, no news”的习惯。

从科学新闻的角度而言 ,基于论文的新闻稿都是经过

同行评议的 ,至少在特定时间内在科学上是可靠的 ;但

这些来自专业期刊编辑或者科研团队的新闻稿过于专

业 ,还需要进一步通俗化。可以说 ,从科研团队论文投

稿、审稿、撰写新闻稿到编辑、评议人审稿 ,再到科学记

者们利用和消化新闻稿这一过程 ,实现了科学的分层

次的和通俗化的传播。

当前 ,西方科学新闻主要来源于以下 3个著名的

科学新闻发布网站 :其一是英国粒子物理和天文研究

理事会的欧洲科学新闻网站 ( http: ∥www. alphagali2
leo. org) ;其二是美国科学促进会网站 ( http: ∥www.

eurekalert. org) ;其三是 NPG集团网站 ( http: ∥p 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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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com /p ress)。《A lphagalileo》和《EurekA lert! 》是

目前世界上科研新闻最主要的新闻线索源 ,它们上面

不刊登新闻成稿 ,通常是各科研机构和学术期刊发布

的新闻稿 (发布时需要进一步加工 )。这 2个网站均

提供 embargoed (限时禁发 )的信息。在《A lphagA lileo》

《EurekA lert! 》《Nature Press》以记者身份注册都可以

获得专家联系方式和部分论文全文等便利 ,而且可以

每天或者每周都能收到电子函件形式的新闻稿列表。

此外 ,就是期刊自己的新闻发布会。《Nature》在

创办之初 ,就将向公众传播重大科学研究成果视为自

己的第一使命。集团有自己的新闻发布服务设施和全

职新闻官员 , 4 000多名新闻记者在《Nature》网站注

册 ,提前 1周发布印刷版《Nature》的新闻稿 ,提前通知

世界各地的论文作者及其机构的公共关系部门 ,为重

大科学事件举行新闻发布会等。Elsevier出版集团共

出版 1 800种期刊和 2 000多种新书 ;但 Elsevier没有

与媒体建立新闻发布关系 ,主要原因有 3个 :出版人认

为新闻记者不能正确理解科学 ;编辑认为只有科学家

才需要了解科学 ;而管理者则说 ,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

期刊 ,没有必要在市场上推销我们的内容。Elsevier如

今意识到 :普及科学知识有益于社会 ,一个商业出版团

体应该回报社会 ;在信息时代的汪洋大海里 ,公众需要

了解有价值、经同行评价的科学知识。因此 , Elsevier

正积极主动地与媒体建立合作关系 ,比如每月向注册

记者发送当月所属期刊发表的最重要论文的简介、允

许记者在线阅读重要论文和相关研究的论文等。

《Cell》和《The Lancet》是 Elsevier的 2种旗舰期刊。

《Cell》登录《EurekA lert! 》网站发布新闻 ,《The Lancet》

则通过会议、会面、新闻发布等活动与许多记者保持积

极的联系。

媒体对论文中研究成果的报道非常重要 ,因为媒

体的报道非常有益于论文的作者、作者所服务的研究

机构以及发表论文的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一项研究结果是 : 当论文的工作被

《New York Times》报道后 ,论文的引用率会提高 70% ;

媒体报道提高了科学家及其服务的机构在公众眼中的

形象。

113　科学新闻传播正面临困境 　科学新闻的主要传

播媒体通常是杂志 ,或者是报纸的《科学 》专栏。西方

科学新闻界重要媒体如《Nature》《Science》的新闻版 ,

《New York Times》和《New Scientist》等的记者 ,特别是

年轻一代记者 ,很多是由理科博士转行而来的 ;但是 ,

博士学位并非必需 ,并非科学报道的内容需要博士 ,而

是博士作为有了一定研究经历的科研工作者 ,通常会

了解学术界的规范 ,比如通过文献索引寻找恰当的人

进行恰当的评价。

目前的金融风暴对科学新闻的传播产生了致命的

打击。美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取消科学新闻栏。《Bos2
ton Globe》每周 1期的《科学与健康 》栏宣布停刊 (New

York Times Co. 在 2009年 8月 6日宣布正在处理 1993

年以 11亿美元的价格收归旗下的《Boston Globe》的潜

在出售事宜。这一有 137年历史的报纸可能在数周之

内寿终正寝 )。在法国 ,发行量下降带来了诸多问题 ,

现在 ,《世界报 》已相应地缩减它对科学新闻的报道。

英国的报纸和广播渠道也备受压力 ,科学和环保方面

的报道被归入赔本栏目之列。

2　我国科学新闻传播现状

211　科学新闻传播路径缺失 　我国至今没有一个被

广泛认可的帮助学术期刊发布重要科学新闻的网络平

台。研究表明 ,对于国内科学新闻 ,最大的信息源头是

政府而不是科研院所 ,政府占了 47% ,远远高于来自

研究机构的 14%。我国科研院所作为科学信息源比

例很低 ,媒体报道的科学内容大部分来自国外 [ 10 ]。很

多科研新闻的发布是由于有重要的论文发表、所报道

的研究项目获得了资助 ,或是因为通过了中期或终期

评估 ,或得到科学奖励 ;但这不是大众需要的科学

新闻。

212　科学新闻传播观念淡漠 　从传统意义上讲 ,科技

期刊编辑的职责是让优秀论文发表于学术期刊 ,并没

有义务再将论文成果撰写为科技新闻见诸大众媒体 ,

而且 ,科技新闻的写作 ,不仅需要编辑花费大量精力 ,

还要具有一定新闻写作能力。在编辑部人力物力有

限 ,编辑自身建设有待完善的情况下 ,这项工作的开展

就不会很积极 ,而且在我国 ,大多数期刊编辑还没有认

识到新闻发布的重要性 ,即使有所认识 ,却难以形成制

作新闻稿的体系。

213　缺乏有新闻价值的优秀科学论文 　2007年我国

科技人员发表的 E I论文为 7万 8 200篇 ,占世界论文

总数的 19. 6% ,首次超过美国 ,居世界第 1位 ; SC I论

文 9万 4 800篇 ,占世界的 7. 5% ,排在世界第 3位 ,处

于美国和英国之后 ,但 70% ～80%的 SC I论文是发表

在国外的 ,也就是说 ,留在国内期刊上的优秀论文相

当少。

此外 ,我国科学家的论文可供 news2making的数

量比较少。以《EurekA lert!》为例 ,大部分做成新闻稿

的论文是在生命科学领域 ,近 2年 ,能源和纳米研究占

的比例也越来越大 ,这当然是因为这些领域大家最为

关心 ,其中很多与人们的生活有联系 ,不过并非有联系

的就一定有新闻性。《EurekA lert!》平均每天都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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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篇新闻稿 ,但基本上没有中国的。

214　缺乏科学新闻编辑和记者 　大众传媒新闻工作

者的科学素质不高也是妨碍他们利用期刊论文从事新

闻报道的障碍之一。在我国 ,绝大多数新闻记者在大

学中学习文科 ,即使从事科技新闻报道 ,也缺乏科技方

面的培训 ,这导致很多媒体记者不但缺乏科技背景知

识 ,更重要的是 ,缺乏了解科学界以学术论文为基础的

交流规则 ;所以 ,媒体记者 (不仅仅是科学记者 )在进

行科学新闻报道时完全不考虑科学视角 ,甚至有很多

科学上的假新闻。

215　缺乏科学新闻传播媒体 　目前 ,我国政府大力倡

导科普宣传工作 ,大众科普报刊也有不少 ,一些大众媒

体 ,比如都市报 ,也越来越注重科普知识的宣传 ;但是 ,

如何做到有效地传播科学信息 ,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一个课题。应该说 ,近年来 ,我国的科学新闻业现状

并不令人乐观 ,大众刊物中发表的科学新闻数量一直

在减少 ,很多科学媒体发行数量锐减 ,新闻单位内部致

力于科学新闻事业的部门不断缩减 ,很多科技专栏也

被取消。当专业的传统科技传媒 (包括各种科技报 )

生存日益艰难的时候 ,市场上还是不断涌现出新的科

普类杂志 ,包括《中国国家地理 》《生命世界 》《华夏地

理 》《新知客 》《新探索 》《环球科学 》(《科学美国人 》中

文版 )《科技新时代 》等。另一方面 ,非科学类的大众

杂志也在增加科技方面的内容。

3　我国科学新闻传播平台

311　中国科协 “科技期刊与新闻媒体见面会 ”　

2007年 1月 ,中国科协率先在国内启动了“科技期刊

与新闻媒体见面会 ”[ 11 ]
,为开展源于中国论文的科技

新闻发布工作拉开了序幕 ,架起了 2种媒体的第一座

桥梁。这一“见面会 ”由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主办 ,每

月举办 1次 ,至 2009年 6月共收到中国科协和中国科

学院系统近 50家科技期刊出版单位推荐的学术论文

新闻稿 321篇 ,其中约 200篇被 30余家新闻媒体采

用。这有力拉动了“新闻媒体 —科技期刊 —作者 —公

众 ”的互动机制 ,但目前的问题是规模小、反映主流

少、新闻时效性不够强、方式单一等 ,应该有更多的科

技期刊参与其中 ,拉近科学家与公众的距离 ,有待建立

网络平台。今后应吸引英文新闻媒体参与 ,增加记者

培训 ,建立新闻媒体与学术期刊的互动机制 ,如学术期

刊可定期征求新闻媒体的需求意见 ,而新闻媒体应定

期反馈报道结果等。

《中华医学杂志 》是中华医学会的会刊和国内唯

一的学术周刊 ,每月定期参加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与

新闻媒体见面会 ”。2007年 1月至 2009年 3月的 27

个月中 ,共撰写并推荐新闻 51篇 , 39篇被新闻媒体采

用 ,新闻报道覆盖面从传统的报纸、期刊和广播电台 ,

到新型的网站。新华社曾 3次发通稿 ,全国 50家媒体

采用。通过新闻发布 , 2007年底 ,《中华医学杂志 》总

被引频次由 3 000次上升到 4 763次 , 2008年继续攀

升至 7 346次 ,居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之首 。

312　《EurekA lert! 》中文版 　美国科学促进会从 2008

年 10月 1日起 ,正式启动《EurekA lert!》中文版 ,到

2008年 6月 3日已经刊发了 230多篇重要论文的中文

新闻稿 ,其中大部分为国际期刊重要论文新闻稿的中

文译文。

4　关于做好科学新闻传播工作的建议

411　树立科学新闻的观念 　多年来 ,国内科技期刊

都希望把“扩大期刊品牌影响力 ”作为自己始终如一

的追求目标 ,不少期刊采取了增加发行量、组织学术活

动、制作特色封面等措施 ,但这些传统的方法都不能摆

脱科技期刊固有特点 ———内容太专、读者面太窄的束

缚。另一个现实问题是 ,大众媒体记者对科技期刊关

注度不高 ,科技期刊的作者和编辑缺乏经验和动力去

将“论文 ”变为“新闻 ”,更没有建立长期、稳定的科技

新闻发布与获取的公共平台 ,使得期刊的影响力和知

名度只能停留在专业狭小的圈子内 ,而不能扩大到广

大公众中。

《Nature》刊登的内容都是尖端科研成果 ,读者基

本上是高品位的科学家 ,但却通过科普化、新闻化 ,使

得期刊的品牌影响力并不局限于科学家 ,而是深入到

大众中 ,对提升自身品牌影响力和普及科学知识起到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科学普及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 ,对从事科学研究

而言 ,论文发表不是终结 ,发挥效用、惠泽于民才是真

正的目的 ;所以 ,期刊编辑不应墨守传统的责任界定 ,

应在办好期刊的前提下 ,主动走出去 ,积极参与科技新

闻的撰写和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 ,努力促进生产力转

化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使科技新闻产生更大的社

会效益 [ 12213 ]。

412　组织发表有新闻价值的论文 　“没有论文 ,就

没有新闻 ”,是科学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当前 ,我国

科学新闻所面临的困境是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优秀论

文太少 ,优秀学术论文外流严重 ,导致可供制作成新闻

稿的论文数量不多。来自《SciDev》的消息 ,《Nature

China》2009 年 6 月 24 日发表了一项调查研究报

告 [ 14 ] ,发现在过去的 10年里 ,中国在主要国际学术杂

志上发表的研究论文已经增加到原来的 3倍。《Nature

China》报道了 2000年到 2009年中国大陆发表在 5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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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国际学术杂志 ———《Cell》《The Lancet》《Na2
ture》《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Science》

上的科研论文数 , 发现每种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大陆论

文的平均数已经从 2000年的 7篇上升到 2009年前半

年的 25篇。到 2009年 6月 ,中国大陆科学家已经在

《Nature》上发表了 81篇论文 ,在《Science》上发表了

59篇论文。鉴于此 ,我们就要主动跟踪有新闻价值的

重点学科和前沿研究动向 ,邀请撰写或者自己采写科

学新闻 ,不要等米下锅。

413　培养科学新闻的撰稿人 　期刊要发现和培养具

有科学新闻敏感性、愿意并热爱科学新闻写作的人。

作为科学新闻撰稿人 ,要认真研究所报道的科学而不

是被它们吓倒 ;要了解重要和热点科学问题 ,参与重要

学术期刊的新闻发布活动 ;要阅读《Nature》《Science》

等高质量的学术期刊以及自己感兴趣的其他期刊 ;要

避免炒作 ,避免耸人听闻和哗众取宠 ,以告知的方式向

读者讲解科学和科学的趣味 ;要努力获得独立于新闻

发布稿的观点 ,与国内外的科学家商谈 ,准备提供对立

于新闻发布稿的观点。此外 ,还要建立自己可信赖的

国内外科学资源库。

414　构筑科学新闻搜集与发布平台 　最容易做的是

在期刊首页开设《本期要览 》栏目 ,用简洁易懂的语言

介绍本期重点论文 ,在网站上同步介绍 ,并以此作为新

闻发布的基础。非经常性地发布新闻 ,严格选择真正

新颖和重要的研究成果予以介绍。避免炒作 ,促进科

学的发展而不是渲染科学家本人。确保媒体遵守禁稿

时间。

充分利用《EurekA lert! 》《A lphaGalileo》《Research2
sea. com》及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与新闻媒体见面研讨

会 ”等网站张贴新闻发布稿 ,让成果在东西方展示 ,用

中英文发布新闻稿 ,为新闻稿配优质图片 ,确保作者在

新闻发布会上出现并愿意作评价 ,提供愿意向媒体作

客观评价的其他科学家的详细联络方式 ,建立中外重

要新闻记者的数据库 ,以便能够将重要论文的消息提

前直接告诉他们。目前 ,加入《EurekA lert! 》的中国科

学期刊数量很少 ,迄今为止大概只有《中国科学 》[ 14 ]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World J. Gastroentero》。当

然 ,还可以参考《Cell Research》通过《Nature》杂志的新

闻服务 Nature Press系统发布新闻稿。

415　开设期刊 (或主编 )博客 　与科学博客相比 ,传

统媒体的科学新闻正呈整体下滑趋势。由研究人员主

持的博客 ,无论是数量还是点击率 ,都呈迅猛上升势

头 ;因此 ,要充分运用这个轻松自由的科学新闻发布形

式。但是 ,不能追求轰动效应 ,它将破坏公众对科学努

力的信任。目前 ,需要让科学家和新闻工作者携手合

作 ,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科学博客正在补充由于当前经济全面衰退 ,尤其

是报刊收入的锐减 ,传统媒体正在大批解雇专职的科

学新闻记者带来的科学新闻数量的减少 ,由研究人员

主持的博客 ,无论在新闻数量还是点击率方面都是快

速上升的。

开设期刊 (或主编 )科学博客可以实现在运作中

的周转快捷 ,成功的网站每个月能吸引多达数十万人

访问网页。科学博客正逐步成为科学新闻传播的快

捷、有效的渠道 ,与自由科学家博客相比 ,知名期刊博

客的可信度源于期刊的同行评议 ;因此 ,要开设并充分

应用好期刊 (或主编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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