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 



饶毅 
《知识分子》主编，北京大学 
终身讲席教授 

鲁白 
《知识分子》主编，清华大学 
医学院教授 

谢宇 
《知识分子》主编，普林斯顿 
大学社会学教授、北京大学“ 
千人计划”讲座教授、美国科 
学院院士 

三位科学家主办的科学传播新媒体平台 



科学界公共舆论空间发展不足 

互联网+媒体：微信将颠覆传统传媒 

改良中国的科学文化，凝聚共识 

我们为什么要做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以前沿知识、科学视角、创新思维，分享人类智慧的交锋与融合，探讨世界的真知与改变的力量， 
进行全方位的科普教育。高端，前沿，权威，优雅。原创，独到见解。 

发展新时代的 

科学文化 

改善科学技术 

成果的评价 

推动科学教育 

体制改革，咨询 

科技政策 

品牌定位 

前沿知识，科学视角，创新思维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 

知识读物，新媒体 

传播科学人文的典 

范 

通过“影响有影响 

力的人”，真正做 

到“让科学走进每 

个人的生活” 

利用移动互联网的 

优势，做好线上线 

下各种互动交流 

成为享有国际声 

誉的科学新媒体 

和中国标杆 

未来发展愿景 



微信公众号头条平均阅读量近30000 

3月19日 科学+X第一 
期&新书发布会 

9月18日 知识 
分子上线 

12月8日 首本 
图书《辛酸与 
荣耀》出版众 
筹 

10月3日 国内首个 
报道诺奖的媒体 

10月10日 获得真
格基金投资 

11月5日 新知论坛 
第一场引爆全场 

2016年5月 
知识分子粉丝 
已超35万 

4月8日 科学+X第 二
场&科学FM发布会 

知识分子2016 

6月22-24日 三场科学 
家网络视频直播 

注：以上微信公众号数据来源于新榜 

2016年9月 
推出科学队长 



• 知识分子与财新传媒合办“新知论坛” 

• 知识分子与听道合办了“知识分子”专场 

• 入选腾讯颁发的“2015十大科普影响力自媒体” 

• 知识分子主编、北大教授饶毅获得由中国科协主办的“2015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人物” 

• 知识分子主编、北大教授饶毅获得《第一财经》颁发的“商业领袖-年度思想家”。 

• 出版书籍《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诺奖之路》 
• 2次出现在CCTV——开讲啦节目、诺奖直播节目 
• 受邀出席2015年网易经济学家年会、2015年搜狐教育年会、求是论坛、文汇讲坛、北大诺贝尔奖与文 

化软实力论坛等，并被多家媒体报道。 

• 获得GQ中国颁发的“GQ2016年度自媒体” 

• 知识分子发起“科学家直播”大型网络视频直播项目 

• 知识分子受邀合办未来教育高峰论坛 

2015-2016 



微信公众号头条平均阅读量近30000 

5月 揭露滴血验癌、
可燃 冰夸大报道 

举行知识分子教育观 
察讨论大学扩招 

1月，研究生 
涨薪调查报道 
，决策层重视 

4月 
107篇中国论 
文撤稿报道 
科玄之争第二 
轮 知识分子
参加 GMIC大
会 

2月 引进诺奖得主报
道引 发关注 

3月 奥数该不该学
？社 会讨论 

4月 
李淼vs朱清时 量子 
力学与佛学争鸣 

韩春雨撤稿道 
中国天文学界 
激辩12米大望 
远镜 

朱清时中医药大学宣 
扬真气真脉，再次引 
发争鸣 

知识分子2017 

双一流名单出炉解读 

注：以上微信公众号数据来源于新榜 

诺奖报道再次 
刷屏 高考物
理选考 
问题讨论 

持续报道前沿和重大科学进展，为科学界诸多公共话题的理性讨论提供平台 
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专业判断 



• 启动科学新闻实验室项目，开展创作性非虚构写作探索 

• 知识分子受邀合办GMIC科学峰会 

• 知识分子受邀参与达沃斯论坛 

• 获得2017腾讯媒体峰会“年度调查报道”奖 

• 获得GQ中国颁发的“年度理性声音”奖 
• 获今日头条“年度科技头条号” 

• 知乎优质机构号 

• 受邀参加世界科学记者大会作主题报告，传递中国科学声音 

• 与Physics World合作 

2017 



“知识分子”的内容生产 



LIGO 引力波 爱的解 
释 引力波与中国现实 

10W 

人才激励机制 

冬虫夏草 

两校校长讲话 
交大教授与 
科技部 

魏则西与免 
疫疗法 

放手也是爱 

韩春雨 
一鸣惊人 

知 
识 
分 
子 
100 
天 
数 
据 

■ 15天的数据阅读人数超过10万 

■ 20天的数据阅读次数超过10万 

■ 10篇文章阅读量过10万 



知识分子文章数据中 

■10万＋文章列表 

序号 日期 标题及链接 阅读量 点赞数 

1 2016年6月5日 三位非正常死亡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 王丹红专栏 125878 518 
2 2016年5月27日 昨天，中国学生第一次在哈佛毕业典礼致辞｜中英文版 284517 959 
3 2016年5月8日 韩春雨：“一鸣惊人”的中国科学家发明世界一流新技术 | 特稿 341170 1246 
4 2016年5月3日 一位肿瘤医生的真诚告白：放手也是爱 273775 1028 
5 2016年5月2日 清华大学专家：魏则西之死背后的免疫疗法 | 专访 168698 323 
6 2016年4月23日 科技界热议：交大教授与科技部之争反映了什么问题 117692 505 
7 2016年4月16日 【独家披露】北大清华对照：两位校长昨天对总理讲了什么？ 395449 486 
8 2016年4月12日 起底冬虫夏草：一个“中国式”大骗局的始终 327031 491 
9 2016年3月28日 人才“帽子”满天飞 ，乱了人心误了青春 113929 359 
10 2016年2月24日 专访陈列平：更好的抗癌药已经到来 101737 174 
11 2016年2月22日 从“引力波”剧情大反转谈中国社会的“科学”现实 247681 1315 
12 2016年2月14日 都别争了，选爱我的还是我爱的有科学解释了 128236 481 
13 2016年2月12日 LIGO发现引力波：人类从此拥有新的宇宙感知力 116789 659 
14 2016年1月7日 两个卵子也能繁殖后代：雄性难道已多余？ 105242 249 
15 2015年12月13日 “史上最悲壮论文”，班车司机与诺贝尔奖 118065 423 
16 2015年10月9日 施一公在屠呦呦获奖座谈会上的发言 132528 797 
17 2015年10月5日 屠呦呦实现中国科学诺奖零的突破 详见饶毅解读 812996 1238 



诺奖期间报道（小团队紧密高效合作、有判断） 



人才“帽子”满天飞 ，乱了人心误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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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冬虫夏草 ：一个“中国式”大骗局的始终 

阅读来酒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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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话题：紧紧抓住行业的重大事件和前沿进展（引力波、诺奖） 

 
 制造话题：蹭热点（魏则西、冬虫夏草）借助热点传播科学 和制造热点（北大清华校长讲话对比、过节送什么礼物、 学术 

不端报道），成为媒体报道信源 

小结1： 



2月15日推送的文章《过节送礼六大坑：阿胶燕窝蜂 
蜜青汁虫草螺旋藻，你还在送？》 

 
2月18日中午卫计委官方微博（全国卫生12320）拆 
为若干条推送——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2月26日22：50卫计委官方微博致歉。知识分子微博 
第一时间转发此前报道，获网友点赞1700+置顶， 
后被删 

 
但是这条转发在被微博科普大V（内含子，飞雪之灵 
），以及时政大V（罗昌平、雷颐），以及微博 
CEO王高飞（来去之间）取得了超过四十万的阅读 

量以及一千三百一十四的转发量，成为该事件的关 
键传播节点。 

 
之后在《环球时报》微信《到底是谁，逼得国家部 
委公开道歉？》再次提及知识分子，具体内容为“ 
其中，包括饶毅、鲁白和谢宇三位知名科学家创办 
的微信公号“知识分子”，以及“中国中药协会”都纷 
纷参与到了这场争论之中，表达了各自对于阿胶贬 
褒不一的看法。也可见相关话题的争议和分歧有多 
么巨大！” 



大型对撞机的争论，源自 
于科学界，但经过知识分 
子的持续报道，已经成为 
公共关注度很高的事件。 

12米大望远镜路线之争； 

张首晟“天使粒子”争议； 



搭建科学界理性争鸣的平台，请人唱戏 

小结2： 



《知识分子》原创内容坚持高标准、高品质原则，主要反映科技教育 
界重大事件和前沿科技进展、展示科技界杰出人物风采、引领科 
技界话题，为行业树立标杆。 

 
《知识分子》原创内容在总文章数量的占比达到70%。包括自主采访 

、独家约稿、自然来稿以及编译稿件。 

内容组织： 



一是《知识分子》主编提供选题线索、介绍采访对象； 二是编辑团队根据

新闻事件自主选题。 

 
选题确定后根据情况约稿或自主采访，基本原则是有利于高品质文章的及时 

产出。 

选题来源： 



目前《知识分子》除了日常约稿外，还尝试三种独家约稿和委托创作模式。 
 
“科学新闻实验室”项目：约请前南方周末科学记者黄永明担当客座编辑，组织国 

内外4位优秀科学写作者，进行“创作性非虚构写作”实验。 

独家约稿 

签约专栏作者：约请优秀的科学写作者开辟专栏，目前签约的有资深科学记者 
王丹红、赵永新两个专栏，产出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稿件。其中《跟班式 
科研，误己误国——某国立研究所所长的告白》获得业内广泛共鸣，阅读 
率近50万，该文章获国务院领导批示。 

专题专栏：约请复旦大学教授于文强，联合国内外十余位专业作者，组织了“表 
观遗传学”专栏。与科技日报联合开辟专栏，每周一在科技日报头版推送《 
知识分子》约稿文章。该专栏王小凡老师署名文章获得国务院领导批示。 



《知识分子》的内容充分结合了科学家的专业判断和媒体传播制作的要素，因 
此独树一帜，不同于普通媒体在科学事务上的一般性报道。 

 
在编发流程上，《知识分子》十分强调专业把关，一般如下—— 提出选题—
—讨论（通过）——派发选题（约稿或采访，对象均为专业人士） 

——稿件一编（如需要，请专业人士校核）——稿件二编（作者确认）— 
—主编终审——制版推送 

编发流程： 



编译小组（20余人） 打造一个有科学背景

、作战能力强的科学写 

作团队，介绍科学前沿。 
 
介绍有趣、好玩或重大科学进展、翻译或编 

译国外优秀科学报道或科普作品。字数 
在1500-3000字之间，通常作为二条推 
送。 



《知识分子》凝聚了国 
内众多知名的物理学家 
和年轻学者。 
 
未来内容组织可通过
扩 展外包专栏或内容
合作 模式，完成内容
生产平 台化，切入各
个更为广 大的科学领
域，真正聚 拢海内外
华人学术界资 源，成
为第一学术媒体 平台
。 



科学家主编＋编辑部＋作者群 



科学家专业判断+媒体团队职业化操作 

小结3： 



内容 
生生产 

PGC的要求在于“有没有专业编辑对内容进行最终加工，显 
著增强其传播要素”，其必然要求是内容生产的职业化； 

科学 IP 的根本要求和出路在于PUGC（专业生产内容＋专家 
创造内容＝职业化专业生产内容），而且按照IP化的发展建 
立一整套发现、培养、孵化、商业化的生态系统。 

核心是基于内容的IP。 



“知识分子”的内容运营 



科学 
IP 

媒 
体 

社 
群 

教 
育 

核心内 
容生产 

通过视频化（出 
版/音频）等形态 
在全网进行发行 
及变现 

全 
网 
发 
行 

科学IP 评论 报道 
网站 发行 

论坛 出版 
电视 电影 
教育 游戏 

科学家 
网络 



B 新媒体矩阵 

面向大众的科学媒体，由知识分子、科学FM、缪斯夫人、太空联盟、思考者、科学春秋，6大公 
众号构建。 
 
 

智趣的知识分子 10个合作平台 

凤凰客户端 
网易客户端 
搜狐客户端 
今日头条 腾
讯企鹅号 知
乎专栏 财新
专栏 光明网
专栏 新浪专
栏 百度知道
日报 

粉丝量：50w+ 粉丝量：30w+ 粉丝量：10w+ 粉丝量：10w+ 粉丝量：10w+ 粉丝量：5w+ 

知识分子， 
为更好的智趣 

有温度 有深
度的科学 

用事实和数据 
说话的另类情 

专注于太空、 
天文、空间科学 

在别人止步的 
地方，寸进尺 

在历史中思索 
科学 

生活。 电台 感公号 取 



科学教育 

第一个由顶尖科学家为孩子 

们讲科学的系列音频节目。 

第一个以科学内容为核心的 

系列音频产品。 

针对3-10岁儿童 目标

消费群体：重视科 学

素质教育的中国中产 

家庭 

线上音频＋ 

线下活动 

项目定位 

启发式的知识传递；有趣＋生动＋严谨；亲子共学 

目标用户 产品形态 

和孩子一起，听科学家讲科学 



线上＋线下 

知识分子沙龙 
科学+ X 
跨界公开课 



“知识分子沙龙”运营模式 高质量话题牵引； 聚拢高端学者； 影响力运

营； 优质内容产出＋增粉； 



主题：音乐与大脑暨知识分子新书发布会 
时间：2016年3月19日 地点

：北京·· 妇女儿童博物馆 

主要内容：音乐被分成了无数个不同的流派，每 
个流派都有最杰出的音乐家与代表作。但是，音 

乐究竟是从何时起源的？人类为什么会喜欢听音 

乐？为何音乐可以打动人心？人类的大脑如何“ 

听懂”音乐？这些问题背后，其实都蕴含着一定 

的科学道理。我们从音乐的起源、音乐与感知、 

音乐与情感三个方面来剖析“音乐与大脑”的关 

系。 

规模：300人 
嘉宾：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 周海宏 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终身教授  王小勤 北京

大学教授、《知识分子》主编 饶毅 清华

大学教授、《知识分子》主编 鲁白 

第一期：科学+音乐 



清华大学教授、《知识分子》主编 

北京三十五中校长 

鲁 白 

朱建民 

主题：科学素质是怎样炼成的暨科学FM上线发布会 

时间：2016年4月8日 地点

：北京·· 北京三十五中 

主要内容：根据调查，我国仅有6.20%的公民具有 

科学素质。 “科学素质”不仅仅是对科学知识的 

了解，更是在概念的基础上，以科学的态度、方法 

来对现实中有关个人、科学、社会的问题做出明智 

的抉择和实践。 “科学素质”的养成，应当是渗 

透进各行各业、覆盖各个年龄段的全民化培养。我 

们分别从“是谁弄丢了孩子的好奇心”、“学霸遗 

忘了探索未知”、“从科学走向智趣生活”来谈科 

学素质究竟应该是怎样炼成的。 

规模：400人 

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教务部副部长 秦春华 

第二期：科学+教育 



线上＋线下 

直播科学家 
大型视频直播项目 



6月22日-24日 连续3

天，每天2小时 

《知识分子》给你直播 

科学家们的6小时！ 

这是第一次，科学家们日常的科研工作、教 
学工作，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公开——更是 

中国直播史上的第一次。 

《知识分子》发起这场大型视频直播实验， 

带你去看饶毅、郑永春、马润林，这三位科 

学家的实验室和工作场景。 



知识分子大型视频直播 

直播地点：上海复旦大学正大体育馆 
时间：6月24日下午2点—5点 时长
：3小时 
观看人数：122566 
点赞数：32844 

直播地点：知识分子公馆 时间
：6月22日上午10点—12点 时
长：2小时 
观看人数：93159 
点赞数：40571 

直播地点：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时间：6月23日下午2点—4点 
时长：2小时 
观看人数：89441 
点赞数：87519 



公众号平台传播，累计阅读量83935人，点赞数531次。 微博平台覆盖人群358000人， 
转发量697次、点赞数588次、 
评论460条。 

传播效果-自有平台 



五大网络直播平台， 累
计观众数490264人， 
点赞数达131376次。 

传播效果-直播平台 



线上＋线下 

科学传播沙龙 



将邀请科学家与科学媒体一起，探 
讨科学传播的科学性与媒体性。科 
学家与媒体人在沙龙中将在不同维 
度的探讨中碰撞出激烈的火花。 

主题形式 

这是科学媒体与公众最直接沟通 
的实验室，在这里媒体人、科学 
家将和普通公众们面对面交流， 
探讨一切科学传播的新形势。 

主要邀请对象为科学媒体界中的资深 
媒体人，他们将从实际操作角度，分 
享从事科学传媒业多年的经验与教 
训，促进科学与公众能更有效地传 
达。 

科学传播沙龙 科学媒体沙龙 科学媒体实验室 

科学传播沙龙连接科学家、媒体与公众，聚集科学领域最具传播力、话语权、 

影响力的媒体人、专家、学者，打造科学领域最专业、最高端的行业交流平 

台。 



主题：古DNA重构东亚人群历史 
主持人：陈晓雪 《知识分子》编辑 
主讲人：王传超，哈佛大学医学院遗传学系、 
德国马普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博士后 时间：4
月13日（周三）下午3：00-5：00 地点：知
识分子公馆 

主题：科学新闻如何讲故事 主持人
：李晓明 《知识分子》编辑部主任 嘉宾
：财新科学编辑 崔筝 

南方周末前科学记者 黄永明 时间
：2016年3月20日 14：00-16：30 地
点：头条号创作空间 
参加人数：40人 

活动展示 

主题：媒体与科学界的爱恨情仇 
主持人：徐可《知识分子》编辑部副主任 

主讲嘉宾： 

曾光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姜韬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 

高级工程师 

黄堃 新华社科学记者，美国科促会2014年国际 

科学记者奖获得者 
王大鹏 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时间
：2016年4月17日 14：00-17：00 
地点：头条号创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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