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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元素在增强学术期刊传播效果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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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比了国内外学术期刊的传播效果现状，指出国内期刊存在受众面窄、表达专业深奥、市场占有率低等问
题，而国外知名学术期刊借用了科普元素，使得期刊受众定位广、表现手法生动、办刊方式灵活，市场竞争力强。由此说明了
科普元素在传播效果提升中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并提出通过:①提高学术编辑的科普意识;②与大众媒体结合;③积极应用
新媒体等策略增强学术期刊的科普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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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是以刊登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综合

评述为主要内容的科技期刊，是同行之间进行交

流、展示的平台。但与普通大众媒体不同的是，作

为一种专业性和学术性极强的传播媒介，学术期刊

的传播符号往往过于专业化，以致其受众经常局限

在本学科的专业人员，被人们视为是“小众媒体”。
然而学术期刊也是一种讯息载体，本质也是一种信

息传播，它是科学研究和专业工作者以及普通大众

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学术研究状态与科学技术进步

动态的重要信息来源。“受众即市场”［1］，过窄的受

众面将影响期刊的传播效果，制约其发展。一旦期

刊改制全面实施，学术期刊走向市场，在媒介产品

和信息量如此丰富的今天，学术期刊将面临巨大的

挑战和冲击。因此，借助科普的元素增强学术期刊

的传播效果、扩大其受众面、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将

对学术期刊的更好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1 国内外学术期刊传播效果的现状对比

郭庆光［2］认为传播效果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

层面，宏观的传播效果则是指传播媒介对受众和社

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和; 微观的传播效

果主要是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

上引起的心理、态度、行为的变化。目前国内学术

期刊普遍存在“全、散、小、弱”的问题，特色和优势

不明显，分散办刊和重复办刊比较严重［3］。加上目

前国内的学术评价机制，学术期刊一直都是卖方市

场，大多数期刊办刊理念陈旧，编辑通常按照自己

喜欢的方式将学术信息进行传播，使得内容过于深

奥，语言晦涩难懂，传播的受众仅仅局限在本专业

的科研和教学工作者，大众群体很难从学术期刊获

得需要的科技信息。甚至有学者认为，学术期刊不

属于大众传播。长久以往，学术期刊的市场需求弹

性日渐狭小，开拓空间也变得十分有限。市场上，

大部分学术期刊的印数已普遍收缩，订户不断下

降，发行量在 2000 份以上的杂志已经不多了。
与国内学术期刊定位不同的是，国外知名学术

期刊将其受众定位在本学科的专业人员及其他学

科的科技工作者和普通( 非专业) 读者。学术编辑

采用不同的体裁、多样化的栏目设置以及通俗的语

言深入浅出地将专业道理描述清楚，增强其专业信

息的传播效果。如《自然》( Nature) 杂志的办刊理念

是“让公众了解科学的发展，从而促进科学教育和

文化的发展，给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提供所需要的

信息”［4］。《美国医学会杂志》( JAMA) 以浓厚的文

学色彩设置栏目，栏目有“封面故事”，“诗与医学”，

“文学与医学”，“住院医生论坛”，“JAMA 期刊俱乐

部”，“脉搏”、“自由专访”等，强烈的色彩对比和通

俗性使其刊物生动活泼，可读性强［5］。同时这些学

术期刊还将其刊载的前沿学术成果、创新的科学技

术尤其是对社会生活及公众健康可能产生重大影

响的论文撰写为科技新闻，通过大众媒体进行发

布，满 足 公 众 对 快 速 发 展 的 科 学 信 息 的 需 求。
Nature 在全世界有 6 万订户，其中仅 1 /4 是图书馆

和研究 机 构 订 户，其 余 均 为 个 人 订 户。《科 学》
( Science) 的发行量达 16. 5 万份，其中个人订户达

14. 5 万份，读者约 50 万人。如此大的发行量，仅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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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读者是做不到的［6 － 7］。

2 科普元素在增强学术传播效果中的优势

科普的表现手法要求生动形象、具有趣味性，

不仅要有科学家的专业思维，还要有文学家的大众

表述。同时科普常常与大众媒体和新型媒介形式

联系在一起，其受众面和传播力远远大于传统的学

术期刊，经过科普化处理过的学术期刊不但不会降

低其学术性，反而能更有效地被本学科外的非专业

人士所接受，增强其传播效果和影响力。
2. 1 科普元素可扩大学术期刊的受众范围，拉近公

众与科技间的距离

“科普”的要求就是要对大众进行科学知识的

普及，学术期刊却受众面窄，发行量偏低，与大众媒

体的关联度不高。事实上，由学术期刊提供专业性

的最新科研成果，利用大众媒体以科普的语言将这

其以喜闻乐见的科技新闻的形式传播给公众，是国

际上的一种成熟运作模式。Nature 和 Science 将“谁

对新的结论感兴趣”和“是否激动人心”引进学术论

文的评价体系，以满足专业和非专业读者的需要，

并将其期刊定位成传播科技信息的媒体［8］。这种

定位会促使学术期刊利用新媒体获得新的受众，多

渠道、多方位的传播信息。据统计，作为新媒体的

网络媒体截至 2012 年底，已具有 5 亿多的网民规

模，互联网普及率为 42. 1%，其中且手机网民数量

为 4. 2 亿。利用这些网站、手机信息平台等大众媒

介发布科研成果可以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也

满足了公众对快速发展的科学信息的需求。《英国

医 学 杂 志》( BMJ ) 和 《柳 叶 刀》( Lancet ) 利 用

Facebook、Twitter 进行宣传，其展示途径在各自的网

站首页显著标示，以拓展新的受众。国内医学类的

学术期刊如《中华医学杂志》自 2007 年开始在中国

科协协助下，每月定期将优秀的科研成果撰写为科

技新闻推荐给大众媒体，包括报纸、广播和网站，一

年后其总被引频次由 3 000 次上升到 4 763 次，期刊

订户地域覆盖面增加［9］。《中华消化杂志》借助医

学网站丁香园人气汇聚的优势，在其平台上建立了

自己的官方微博，上线才 3 个月，粉丝就达 3600 人，

留言互 动 超 过 1000 条，有 效 地 增 强 了 自 己 传 播

效果［10］。
2. 2 科普元素可维护受众群的忠实度，并有利于促

进不同学科的交流与拓展

传播学家克劳斯认为，受众按其规模可以分成

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 1 个层次是特定国家或地区内

能够接触到传媒信息的总人口，这是最大规模的受

众; 第 2 个层次是对特定传媒或特定信息内容保持

着定期接触的人; 第 3 个层次是不但接触了媒介内

容而且也在态度或行为上实际接收了媒介影响的

人［11］。第 3 个层次事实上是从传播效果的角度解

释的，也是真正的有效传播。学术期刊一旦不被列

为束之高阁的阳春白雪，受众也会慢慢延伸。学术

编辑可以借鉴科普元素的通俗性、趣味性以及亲和

力在选题以及栏目设置上进行拓展，并创立自己的

特色品牌来维护新旧受众。新媒体的发展和媒介

融合更能提高期刊的互动性，让不同层次的读者进

行相应学术的或者科普层面的交流，提高他们对传

播的参与性，进而维护受众的忠实度。同时科普的

表现手法可以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无论是

刊物的装帧、封面设计等等都可以树立独特的风

格，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如前述的 JAMA，每期封

面均刊有精美的名画，并在文中配以相应的文字说

明。这种做法可以从艺术角度吸引读者，使本来枯

燥的专 业 期 刊 变 得 十 分 活 泼、高 雅，使 人 过 目 不

忘［12］。现今的科学发展，是多学科的交叉和综合发

展，对于非专业学科以外的科技工作者同样需要了

解其他学科的进展，学术期刊的科普化将更方便他

们从其他专业的学术期刊中获取到新的科技信息

和成果，了解其前沿动态，从而更有利于自己科技

的创新。据诺贝尔奖获得者介绍，他们创造性思维

的 50 % 以上都是得益于学术交流，特别是无拘束

跨学科的学术交流。
2. 3 科普元素可以缩短学术期刊的信息发布周期，

增强时效性

学术期刊所蕴涵的知识内容对全人类具有公

有性、公用性、共享性和无私性，它们拥有本专业领

域的权威信息资源、该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科研

动态，在本专业的信息传播中占有绝对的内容优

势。然则我国学术期刊多是双月刊和月刊，每期的

论文含量也非常有限，某些论文刊载学术信息甚至

滞后一年到两年才得以公布，这极大地限制了最新

科技信息的传播。Nature 和 Science 为加大刊物的

信息量，均开设科普类的通俗栏目，如 Nature 中的

科研关注、新闻要闻、企业、图书与艺术等，占到整

个杂志的 1 /4 左右; Science 的通俗栏目更是占到 1 /
3［13］。BMJ 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NEJM) 直接设

置新闻类的栏目，如 BMJ 的“新闻”栏目、NEJ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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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栏目，两者都侧重于报道医药领域的重大事

件、重要医疗事件、医疗政策、重大研究成果、医学

人文等信息，使读者可以从一本杂志中获得全面信

息［14］。这些栏目的开设极大丰富了学术期刊的科

技信息含量，同时吸引了大众媒体的关注，提高了

学术期刊的新闻性。大众媒体尤其在新媒体的借

助下，能在短时间内实时将信息报道出去。如近几

年流行的微博平台，其显著的特点就是可以即时的

发布包括文字、图片、甚至视频在内的多种形式的

消息，可以让由学术论文转化来的科技信息以及重

要的数据图片被大众抢先阅读，从而缩短了最新科

技信息的发布周期，增强了时效性。

3 如何增强学术期刊的科普元素

3. 1 增强学术编辑的科普意识，改变固有的办刊

模式

学术编辑平时不仅要阅读大量的专业文献，还

要参加学术会议、专业采访甚至上网检索等等跟踪

本学科的发展动态，掌握了第一手的科研信息，具

有很好的专业优势。如果学术编辑能从思想上增

强科普的传播意识，不再认为只有科研工作者需要

科技信息，改变让大众读者讳莫如深的专业风格，

减少过多的长句和冗长复杂的公式术语，应用科普

手法增强期刊的趣味性、通俗性等，将会使专业信

息更好的被接受和传播。办刊模式上学术编辑可

以不用固守既往的传统学术栏目分类，增加科普栏

目及具有刊物特色和代表性的栏目，吸引读者眼

球。如前述的 JAMA 以文学韵味设置自己的栏目，

BMJ 除常规医学论文栏目“论著”、“综述”、“讲

座”、“研究动态”等，还有“医学新闻”、“述评”、
“消息”、“医学实践”、“教育与争鸣”、“通讯”、“医

学卫生知识”、“书评”“读者来信”、“医海拾贝”等。
Nature 和 Science 甚至还开设 Job 栏目，发布有关求

职的各类信息等。这些栏目的设置都大大开拓了

读者的视野，丰富了读者的信息，并提高读者的互

动性和参与性，有效的扩大了读者范围并维护了读

者的忠实度。出版相应学术期刊的科普增刊、子刊

也是学术编辑科普化的方式之一。《中国听力语言

康复科学杂志》自 2007 年开始每年出版一期科普

专刊，开本、页数与日常出版的学术期刊一致，以增

刊的方式发行，与对应的学术期刊相得益彰、增大

了发行量并获得了良好的广告收益［15］。在编辑排

版的形式表现手法上，学术编辑可以采取灵活的排

版方式，增加一些导读、趣味标题、图片。或者刊登

一些人物特写、总编指引、编辑导语、编者按，指引

读者有兴趣的快速阅读并思考。语言上贴近大众

化，生动有趣，运用一定的生活比喻将深刻的道理

浅显的陈述，有机地将科技和人文结合起来。
3. 2 与大众媒体结合，增加科技新闻的报道

大众媒体涵盖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

站、手机等目前主要新闻信息传播渠道的媒介，其

信息发放渠道丰富，覆盖了绝大多数受众，便于公

众获取，影响力占很大优势。大众传媒充当着信息

收集、加工与传播的作用，人们的关注焦点在很大

程度上受大众媒体支配。为了拥有受众注意力，大

众媒体会在传播内容及方式上迎合受众的口味，文

字表达通俗易懂，形式多样生动，图文并茂，互动性

强。同时大众媒体时效性强，传播效率高，用大众

媒体进行科普报道，将提高公众对科技信息的关

注，让更多的公众了解科研工作者和他们的研究，

增强学术期刊的影响力。Chapman 等［16］在 2007 年

就对 BMJ 杂志的研究发现，已发布新闻文章的影响

力比未发布新闻的要高出 2. 3 倍( P ＜ 0. 05 ) ，PDF
格式的下载率前者是后者 的 2. 5 倍 ( P ＜ 0. 05 ) 。
NEJM 也报道，本刊上刊载的论文经《纽约时报》
( Times) 报道后，一年内论文的被引用次数增加了

72. 8%［17］。如上所述的国内《中华医学杂志》每月

定期将优秀的科研成果撰写为科技新闻推荐给大

众媒体同样提高了影响力。《生物工程学报》2010
年开始向大众媒体推荐优秀科技稿件，使得推荐稿

件在中国知网的下载率比同期的稿件高出 3 ～ 4
倍［18］。大众媒体提高学术期刊的传播效果具有不

可否认的作用，学术期刊可以通过新闻发布模式

( 包括网络在线发布和召开新闻发布会) ，将期刊即

将发表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论文撰写为新闻稿

或通讯稿，通过大众媒体向社会大众发布，也可以

通过开设新闻性栏目，将重要的学术成果、科研领

域的重大事件、科研政策、学术与人文、重要的科技

人物等信息撰写成科技新闻，满足大众对最新科技

信息的需求。尤其是对重大突发事件、应急事件的

报道，能够更准确更专业的将事件的原委和原理让

大众知晓。这些均可以启迪读者思路、拓宽读者视

野，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不仅扩大了期刊

的读者群，还可吸引更多的作者和稿源，从而提高

学术期刊的声望。
3. 3 积极应用新媒体，多途径传播学术信息

新媒体包括我们平日里所见的继传统媒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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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产生的新兴媒体形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
数字电视等。新媒体的出现，使信息的传播更加迅

速及时，可以即时传播。尤其对突发事件，传播信

息面变广、容量变大，同时兼具数据、文本、图形、图
像和声音等多种表现形式，具有良好的互动性。通

过新媒体的新媒介载体和形式，学术信息可以多样

化、多层次、多角度、多渠道地进行传播，充分彰显

学术期刊的内容资源优势。传统期刊社可以通过

构建网站，信息化处理稿件、建立数字化平台和移

动采编系统等新的媒介平台。不仅可以将学术内

容整合到同一平台上，选择性并多样化地发布到各

种不同的媒体终端，使同一种内容多渠道同步出

版，第一时间覆盖全部潜在读者，还可以通过这些

平台如网站、email、bbs、博客等发布与期刊相关的

投稿信息、约稿要求，展开读者调查、了解读者兴

趣、建立数据库、策划选题等等，读者、作者也可以

发布自己的需求、疑问，提出建议，增强他们的参与

性，有效地拉近期刊与作者、读者之间的距离。国

内外许多学术期刊都建立了自己的主网站，不仅设

置了详尽的期刊信息、在线投审稿系统及在线订阅

途径，还提供多媒体形式的多种信息资源。如国外

的《细胞》杂志在网站提供 Podcast，能随时收听可下

载至 iPod 的科研进展内容，NEJM 提供每周一次的

“Audio Briefing”音 频 材 料，“Video in Clinical
Medicine”的视频材料以及“ClinicalPractice”全文录

音材料等等［19］。更有很多出版机构建立自己的博

客( 微博) 以扩大受众。这些博客、手机短信等新媒

介方式打破了传统媒体传播的传者和受者之间的

身份限制，使传统媒体以一对多、点对面方式的传

播转化为新媒体多对多的传播。马勇等［20］统计了

国内在新浪微博开通服务的学术期刊，发现已经有

52 家学术期刊通过微博与读作者互动，其中“浙江

大学学报( 社科版) ”的粉丝已达到 13632 人。新媒

体的出现给传统学术期刊的出版带来不可比拟的

机遇，学术期刊应集合自身资源，在自身的内容优

势上构建基于数字技术的多种媒介学术信息生产

和发布的平台。

4 结 语

学术期刊具有不可比拟的学术资源优势，目的

就是为了传播科技信息。科普元素的包装，可以使

学术期刊的编辑将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受

众能够及时、准确、方便获取的科技信息，让更多的

受众更好的了解科学前沿，掌握科技知识。学术是

内容，科普是手段，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如果

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更好的促进前沿科研成果

的传播，满足大众对科技信息的获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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