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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科普读物当前普遍存在科普选题比较陈旧、缺乏优秀的作者队伍、科普出版形式比较单

一、营销水平落后等问题，直接导致了观念不能与时俱进和科普创作不景气。促进优秀科普读物出版

必须做到：注重科学选题，促使科普选题更加符合国家战略；注重培养作者，充分发挥科学家在科普

出版物创作中的作用；注重发挥新媒体作用，努力实现科普读物创作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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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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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popular science books generally have some problems such as relatively old science 

topics, lack of excellent author teams, relatively single forms of popular science publishing, and backward 

marketing level, which directly lead to the concept of not being able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the 

sluggish popular science creation. To promote the publication of excellent popular science books, we must do 

the following: focus on the selection of scientific topics to promote the selection of popular science topics more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cus on cultivating authors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the 

creation of popular science publications; focus on the role of new media, and strive to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popular science book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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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国家与

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集中体

现为科技创新能力的较量。2016年5月3

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强调，“科技创新、

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

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

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弘扬科学

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普图书是科学

普及的重要载体，在科普工作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本文在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

就优秀科普图书出版工作谈一些体会。 

1 新时代需要优秀科普图书 

根据中国科普研究所第十次中国公

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我国

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8.47%，成

为制约我国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的

重要因素。科普与创新前所未有地紧密

联系在一起，因此进一步做好国家科普

能力建设工作，真正把科普作为创新发

展的重要一翼具有重要意义。毋容置疑，

我国存在公众科普不足乃至缺位的现

象。“当务之急是要做好相关科普”，提

高全民族的科学素养。 

科普图书是推进科普工作一项十分

重要的途径。随着互联网与新媒体的快

速发展，公众获取科学知识，学习科学

方法的渠道多样化。2017年，电视

（68.5%）与互联网（64.6%）成为了科

普主渠道，而科普图书占比不大。仅从

渠道占比来看，科普图书作用远远比不

上电视与互联网，印证了“读屏”远大

于“读书”现象。但是，从学习和受教

育效果来看，互联网与电视看起来占比

大、接触多，但是效果却不一定比得上

科普图书。读书更能让心灵安静、思维

活跃，易于构建想象空间，利于深度研

读、独立思考，从而真正获得系统知识、

掌握科学方法，训练科学思维。从学习

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培养科学精

神的角度来看，读书显然完胜读屏。所

以，科普图书在科普工作中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 

“好的科普图书使人终身受益”。好

的科普图书不仅能让公众通过阅读，学

习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解决学习、

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而且能厚植

于科学精神，提高人的综合素养，让人

受益终生。英国皇家文学会小说家Sa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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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s在评论优秀的科普图书时说，“伟

大的科学写作是一门艺术，这些作家利

用他们的专业知识、热情和技艺照亮了

最具挑战性的话题。”世界上一些杰出科

学家，最初爱上科学，是受到了优秀科

普作品的影响。 

新时代需要优秀科普图书。根据科

技部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从2008年到

2015年，科普图书的品种呈稳步上升的

态势，品种规模由3888种增至16600种，

品种增加了近3.2倍。2013年，全国共出

版科普图书8423种，科普图书占出版的

全部各类图书的1.07%；共出版科普期刊

1036种，出版总册数1.17亿册。2016年

科普图书的发行数量从2008年的4539万

册增长到1. 35亿册，2017年全国共出版

科普图书14059种，比2016年增加2122

种，全国共出版科普类图书1.12亿册，

比2016年减少230万册，科普图书占出版

的全部各类图书的1.21%。总体来看，科

普图书的种类和发行数量在经过一定递

增发展态势后逐步趋稳，进入结构优化

阶段。优秀科普图书的出版比任何时候

都更加显得迫切。 

2 优秀科普图书出版面临的问

题与挑战 

近年来，我国科普图书出版取得了

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是总体上优秀科普

图书还不多，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从发行情况来看，出版的科普作品大多

数销量不高，有的仅几千册。据统计，

发行量在10万册以上的科普图书只占总

科普图书种类的2.17%，1万册以下的占

50%以上。国内能够像《时间简史》《所

罗门的指环》那样影响大的科普作品，

寥寥无几。第二，从优秀图书评选结果

来看，国家每年组织对优秀科普照图书

进行评选，2016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达

16600种，推荐活动共收到推荐科普作品

298种，最终评出优秀科普图书50种，获

奖比例为6:1，即平均每6部参选作品中

就有1部获选。“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

科普作品奖”共收到参评作品355种，其

中获奖图书73种，获奖比例为5:1。这两

项活动是科普界极具影响力的评奖活

动，获奖数量不足充分说明能够受专家

和读者喜爱的作品不多。 

2.1科普图书选题比较陈旧 

不少出版社科普选题基本上还局限

在介绍较浅显的科学概念和实用技术，

面向的读者往往是青少年和知识文化水

平较低者，很少关注科学思想、科学方

法和科学精神的普及。比如，近一段时

间以来科普图书题材大多数集中于中华

养生、保健养生、饮食健康类题材，以

致于这一类题材的图书成为了选题重复

与跟风出版的典型的重灾区。搜索当当

图书网和一些图书网店，介绍相同科学

知识的科普图书有时竟有几个甚至几十

个版本。某些出版社受经济利益驱使，

不管自己是不是相关专业的出版社，也

不管有没有相关的编辑力量，当发现此

类图书在市场上畅销，马上就开始策划

出书，导致的结果就是科普图书内容质

量低下，知识性差错大量存在，最终受

害的是读者。 

2.2科普图书优秀作者比较缺乏 

优秀的科普作者必须同时具备良好

的科学素养和文学素养，往往比写专业

著作的要求还高，而科普作品既不能作

为科研成果，也没有经济效益，这在很

大程度上制约了一线科技人员科普图书

创作的热情。有创作热情的非科技领域

写作能力强的作者，由于自身科学素养、

科学知识欠缺，写出来的科普读物质量

很难保证。更有甚者，一小部分作者靠

剪裁、粘贴拼凑完成科普图书编写工作。

高水平作者的缺乏，使得不少想做科普

读物的出版社勉为其难，出版的图书可

读性不好，销售不佳，也影响了出版社

对科普读物出版的积极性。理想的科普

作家，其作品必定是上乘的，这样的好

作家可惜不多。据统计，拥有2000多名

会员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60%的会员在

50岁以上。 

2.3科普图书表现形式比较单一 

科普图书表现形式上的创新和多样

化无疑有利于科普图书的普及与推广。

科普图书表现形式包括图书版式结构、

语言的风趣幽默、艺术与文字的结合、

图书内容的设计、图表漫画的综合运用、

装帧设计的创新等多个方面，这些表现

元素共同配合，才能创造出贴近读者的

好书，给读者以直观的印象，才可以使

图书真正地“活”起来。科普图书与文

艺类图书相比，在形式上还远远落后于

图书市场的发展。科普图书常常是一幅

死板晦涩的说教面孔，在体裁和语言表

达方式上比较陈日，讲述的道理枯燥难

懂，不够通俗，更加缺乏可读性、趣味

性，不能吸引读者的兴趣。此外，不同

于畅销小说类图书铺天盖地的密集宣

传，除了少数品种之外，绝大多数科普

图书的宣传基本上处于缺位状态。不能

被读者接受，其阅读效果就更无从谈起。 

3 提高科普图书出版质量路径

的思考  

科普图书出版是一个提升整个国民

科学素养的系统工程，提高科普图书质

量需要考虑到选题、表现形式、营销方

式、科普创作等等多方面因素，重点是

要突出问题导向，不断地丰富选题内容，

培养优秀作者，创新出版形式，加强市

场营销，提高编辑水平，开创科普图书

出版新局面。 

3.1注重科学选题，促使科普选题更

加符合国家战略 

科普既包括中低层次的科技知识的

普及，又包括高层次的科技知识的普及，

从科普发展需求来说，高层次的科技知

识、科学精神的普及更符合国家战略与

时代需求。优秀科普图书题材可以选择

读者感兴趣的健康养生的科研题材，更

应该选择顺应时代要求反映科技前沿的

题材，重点在于把科技发展中最前沿、

专业性强、一般人不易理解的科技知识，

通过科普图书的形式输送给社会大众。

因此，科普图书的选题策划，出版社要

发挥编辑的职责使命，从顶层设计出发，

选择前沿性题材，不能简单的满足于一

般性的生活常识的介绍，而必须以当今

世界科技前沿问题为重点，着重加强对

高科技知识的宣传普及。只要选题及后

续工作得当，此类选题通常都会收到良

好的效果，图书出版社千万不可低估社

会公众的接受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认知能力

也在不断提高，只要我们能打造出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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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易懂、活泼有趣的科普图书，即使

是介绍诸如相对论、量子论、宇宙起源

和恐龙灭绝等实际上要牵涉到十分高深

科学理论的图书，读者也是能够接受的。

这方面，国内外都有大量实例可供参考，

从《时间简史》的全球畅销就可见一斑。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科技发展前沿不

是也不应成为科普图书的出版禁区，普

通大众是可以了解专业的科学家和学者

们正在研究的前沿领域的奥妙所在。把

高深难懂的前沿科学理论打造成普通大

众乐于接受的通俗读物，是我们科普图

书编辑工作者的职责所在。 

3.2注重培养作者，鼓励科学家参与

科普图书创作 

要充分发挥科学家在科普出版物创

作中的作用。科学家对所从事的学科知

识非常的熟悉，具备丰富的理论与实践

知识。在研究的过程中，了解自己所从

事学科的发展历史、当今以及未来发展

趋势，能够更客观全面的对待科学知识。

在谈论相关学科知识的时候，科学家们

更能够深入浅出的阐述自然现象的科学

内容，保持科学知识的严谨性，能够制

造一定的悬念，激发读者对科学知识的

兴趣。不仅如此，由于科学家毕身倾心

于所钟爱的科学事业，对科学认识的深

度往往是非科技人员所不易达到的，科

学家在科普图书创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科学家一直致力于科学的前沿阵

地，能够在所创作的科普读物中展现出

对科学知识的情感色彩，展现出自身独

特的智慧光芒，有助于宣传科普作品，

加强感召力，促使人们更好的阅读科普

读物。通过科普读物，将科学知识带给

公众，让公众更好的了解科学观点方法

论。统计2012年以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奖、科普类奖的项目，100%的获奖项目

有一线科学家主持和参与。科学家写科

普文章，一是要写科学家自己的科研成

果，二是写科学家从事科学领域的应用

前沿成果。 

3.3注重形式多样，充分发挥新媒体

重要作用 

随着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快速发

展，知识传播不再单一的依靠纸质传播，

而是以纸质和数字化科技手段，多管齐

下的方式进行传播。这种传播模式采用

纸质书籍、光盘、电子书、互联网及手

机媒体传播等多种方式，有利于帮助科

普图书实现更多传播效益，最大限度延

伸内容价值。因而，科普图书出版不能

仅仅停留在依靠纸质图书赢利的阶段。

科普图书出版单位除了开发纸质图书

外，还应该发展数字读物，如电子书、

有声书，对于畅销书还应当考虑进行IP

运营、影视化制作、开发周边产品等。 

4 结语 

当今时代，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

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社会结构。科

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

国家和地区的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水涨

船高”，科学普及的厚度决定着科技创新

的高度，科普图书的质量决定着科普工

作的效益。因此，我们一定要增强使命

感和紧迫感，准确把握新时代优秀科普

图书的新内涵新要求，努力做到科普选

题更加符合国家战略，鼓励一线科学家

参加科普图书创作，发挥新媒体作用，

才能创造更多优秀的科普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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