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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技新闻看公众科技信息知情权之缺失

秦志希　王　琼

[摘　要] 中国公众科学素养普遍偏低 ,与高科技时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形成悖论。其重要

原因之一是科技新闻报道中公众对于科技信息知情权的缺失。媒介资源局限 、商业逻辑 、政治

逻辑 、技术霸权和受众默许等对此现状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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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处于科技高速发展时代 。科技部调查显示 ,我国研发人员总数已达 105万 ,位居世界第二。

发改委公布的数字表明 , “十五”期间 ,我国财政科技投入是“九五”时期的两倍多 ,年均增速 17.4%。其

中 2005年 ,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 2367 亿元 ,比上年增长 20.4%。上述数据显示国家对

科研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投入。但是 ,这些投入的“产出”如何 ?科研资金如何使用? 科研成果如何运用?

普通民众对此知之甚少。有关调查显示 ,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与发达国家相比很低 。按照米勒体系的

三个测量纬度:科学的准则和方法 、科学的主要术语和观点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 , 2001年我国公众科学

素养的综合数值为 1.4%,之后多年调查结果变化平缓 ,未见有大的提高 ,而美国在 2000年就达到

17%。

由此可见 ,我国公众科学素养整体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公众“科技信息知情权”未得到充分保

障 ,使得公众缺乏自由 、平等地接触科技信息和学习科技知识的机会。鉴于此 ,本文试图以大众媒介科

技新闻报道为视角 ,分析此领域公众科技信息知情权缺失的现象和原因。

一

“知情权” ,广义而言即“公民知悉 、获取信息的自由和权利” ,属公众基本民主权利之一 ,包含政治知

情权 、司法知情权 、社会知情权和个人信息知情权四项权利;狭义而言则仅指从政府获知有关公共管理

信息的权利 ,主要是政治知情权和司法知情权 。“科技信息知情权”属社会知情权 ,与“狭义知情权”同处

一个概念层次[ 1]
(第 261-263页),指公众知悉和获取科技信息的自由和权利。“知情”范围包括有关方针

政策 ,最新成果与成就 ,已有技术的普及应用 ,科学工作者工作 、学习 、生活情况 ,以及人们对科学的认识

和反映等 。

科技新闻报道的责任主要在于“知新”和“辨伪”
[ 2]
(第 89-101 页)。“知新”是让公众知道新的科学进

展 、成果等科技信息 。从近代新闻传播平民意识与平等精神角度出发 ,亦按照和谐社会中新闻传媒民主

权利的原则来要求 ,科技新闻报道有责任确保公众在不损害国家民族利益 、公众利益和尊重他人合法权

利的前提之下 ,对科技信息享有知情权[ 3]
(第 135-136页)。“辨伪”则为“知新”提供保障 ,指媒介有责任保

证提供的科技信息客观 、真实 、准确 ,让公众能够分辨真假 。它对媒介从业者的专业素质 、科学素养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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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理念 、价值观念 、工作态度提出全面要求。当前 ,科技新闻报道在此两方面均有不足 ,损伤着公众科技

信息知情权。

表现之一是科技新闻边缘化。中国科普研究所最新科普报告表明 ,科技报道的媒介资源占有比例

极低 。党报科技新闻报道占版面比例为 7.5%,晚报仅为 1.9%,科技报作为专业类媒体的比例当然是

最高的 ,但也仅为 25.3%。而电视作为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最主要来源 ,情形更不容乐观。在《2007中

国电视收视年鉴》中 ,CSM(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机构对 2006年全国电视新闻类节目资源进行了统计

分析 。它将电视新闻按照内容分类 ,并按播出比重 、收视比重和资源利用效率指数排序。结果显示 ,最

受关注的是新闻评述 、体育新闻和法治新闻 ,而科技新闻根本未被单独列出 。电视的娱乐功能远超过其

教育功能 。越是高学历的成年人 ,通过电视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越低 。

表现之二是科技新闻开始进入社会新闻领域 ,并出现泛娱乐化倾向
[ 4]
(第 143-144 页),制造神秘感 、

故弄玄虚 ,或将科学与娱乐 、明星等“强行挂钩” 。更有科技新闻严重偏离新闻专业主义和科学理性精

神 ,夸大其词 、错误百出 ,甚至虚假不实 。

二

新闻媒介为何对科技信息冷感 ?科技新闻报道中客观 、真实的原则为何被扭曲 ? 其原因主要有以

下六个方面。

(一)科技新闻报道的政治工具化

新闻媒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政府获得信息 ,如果媒介想要拓展消息源 ,就要强调与政府的合作

与友好的关系[ 5](第 16-20页)。中国新闻媒体的喉舌功能也决定了媒介新闻报道的首要任务是服从政府

的舆论控制 、政策引导。CSM 调查显示 ,时事新闻在各类新闻中播出比例最高 ,达 1.74%,其政治地位

是科技新闻望尘莫及的。

但是 ,与科技新闻边缘化形成反差的是 ,媒介有时对科技类信息表现出很强的报道能力和高涨的热

情。例如 ,媒体对 SARS 铺天盖地的组合报道对当时消除民众恐慌心理 、有效控制疫情起到了重要作

用。“神六发射” 、“嫦娥奔月” ,各媒体不遗余力整合优势资源 ,报道的密度 、深度和广度蔚为壮观。从传

播效果上看 ,此类科技新闻报道确实实现了科技信息的有效传播 ,亦符合公众利益 。但问题在于 ,其并

非从科学普及的逻辑出发:对 SA RS 的报道是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媒介策略;对航天事业的关注 ,旨在

弘扬民族士气 ,塑造国家形象 。科技新闻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政府实现社会动员 、公众管理的工具。

(二)科技新闻报道的市场工具化

媒介对科技新闻的冷感 ,还与中国媒介的市场境况相关。在中国宏观经济环境从计划经济迈向市

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媒介对内容生产和从业者的考核标准逐步市场化。电台 、电视台看重收听 、收视

率 ,报纸看重发行量 ,网络看重点击率。为吸引眼球 ,媒介倾向于按照轰动性 、相关性 、娱乐性 、功利性的

原则选择信息。在 CSM 调查结果中 ,播出比例仅次于时事新闻的就是综艺娱乐新闻(0.97%),反映出

媒体的信息价值取向 。

面对市场压力 ,媒介生发出独特的生存技巧。如 2005年对苏丹红事件的报道曾一度引发公众谈

“红”变色 , 但事实上早在国内该事件被炒热之前 , 2005年 2月 26日 ,英国《每日电讯报》就发文说:“被

禁止的苏丹红 1号添加剂的危害性是如此微不足道……只不过 ,所有人都热衷于制造一场教科书案例

式的食品危机罢了。”但国内媒体并未将此信息及时公之于众 ,反而抓住百姓关注食品安全的心理 ,抓住

涉红名单上的跨国企业个个颇有来头 ,大肆宣传炒作 ,牢牢吸引公众视线。各种不同的受众心态 ,关切 、

忧虑 、看热闹 ,一一得到满足 ,而媒介借自身信息优势控制公众于掌股之中 。

(三)从业者专业主义和科学素养的欠缺

新闻专业主义追求新闻的真实和客观性 ,不向商业利益 、政治利益妥协。但是 ,不少新闻从业者面

对组织压力 、竞争压力 ,为了考核 、效益 、权力 ,常将“专业主义”抛在脑后。如选择科技新闻素材时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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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新闻价值标准 ,还需考虑上级是否要求报道;公众对此是否有兴趣;选题可否获得新闻奖;是否影响

工作量的完成等 。定好选题之后 ,报道的角度 、尺度 、方式也往往并不以科学知识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作

为第一原则和标准。为了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 ,可能夸大其词 ,片面宣传 。如永动机的神化 ,水变油的

奇迹 ,媒体在其中都曾推波助澜。还有些科技报道着意于猎奇和逗乐 。

与新闻专业主义欠缺同样糟糕的是科学素养的不足。有的记者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 ,却不善于或

不主动学习 ,结果是对自己的报道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对科技新闻素材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此外 ,

由于经济收入的原因 ,科学技术记者队伍一直不稳定 ,不利于经验积累和人才培养[ 4]
(第 145 页)。

(四)技术的壁垒

从技术的起源来看 , Aristo tle认为技术本身并非目的(ends)。然而 ,技术发展到近现代已不再是中

性 ,它反映了一种权力和意志 。人们也感受到了技术对人性的挤压
[ 6]
(第 45 页)。技术被掌握在能支付

得起相应费用的人手中。有能力为新技术买单的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先机 。处于强势的媒体对社

会文化的发展方向 、公众的兴趣口味 、其它媒介的经营策略都有显著的影响力。如果这些领军者对科技

类节目资源冷感 ,必将对科技新闻传播带来消极影响。

普通民众对媒介新技术的支付能力也影响着科技新闻的传播。不同的支付能力使不同人群获取同

一信息资源的成本和效率截然不同 。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 SES)的人将会比

拥有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更快地获取信息 。传播技术的分布和使用不公会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 ,包

括知识上的差距
[ 7]
(第 49 页)。

(五)科技信息传播先天不足

科技信息的先天特性为科技新闻报道设置障碍。其一 ,高科技诞生于知识精英阶层 ,科研成果具有

学术性和专业性 。未经系统学习的普通民众在理解上具有一定难度 。它还使得科技新闻工作者在新闻

源 ,甚至新闻事实部分对科研人员产生相当的依赖性 。其二 ,科研需要时间 ,研究成果的正确性也需反

复检验 ,而新闻报道讲究时效性 ,一般以短 、平 、快为特征 。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其三 ,某些研究是在特

殊利益团体的支持下 ,为特定目的而进行。其成果不可能无条件向公众开放 ,即使通过新闻媒介展现出

来 ,可能也是为达成一定目的而行使的媒介策略 。其四 ,科技成果一般都有知识产权。因此 ,科技新闻

报道保障公众知情权除了遵循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外 ,还需考虑知识产权的限制。

(六)“宽容”的受众

对于科技新闻传播中公众“知情权”受到侵害的现象 ,人们表现得宽容和淡漠。几乎看不到民众公

开表达的不满 、质疑或抗议的声音 。

原因一 ,中国传统文化重人文 、轻自然 ,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 。受此影响 ,公众缺乏科学理性 ,对

科技信息的需求具有功利性。因此 ,当 SA RS 、苏丹红致癌等与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件爆发时 ,民众

科学热情空前膨胀。而当危机过后 ,热情也归于平淡。

原因二 ,有的民众明白对科学的无知不是好事 ,但认为没有必要为这一无知负责 ,因为掌握科学知

识是专家的工作 。

原因三 ,民众对科技的好奇心停留在兴趣 、爱好的层面 ,将对科技信息的掌握看作个人知识财富 ,看

作是可以展示的资本 。为配合公众“趣味性”的审美需求 ,中央电视台对科技节目提出 4:3:2:1的审题

要求 ,即节目中趣味性占 40%,情节占 30%,画面支撑占 20%,知识点仅占 10%。

原因四 ,民众的民主意识停留在知道哪些是 “不可能知道的” ,却不知道哪些是 “应该知道的” ,并

缺乏质疑 、争取的行动。譬如对医疗行业 ,目前呈现于媒体的多为正面报道 ,如高新医疗手段的引入 、疑

难杂症的治愈。这些类似广告的科技新闻其实是媒体与医疗机构形成利益同盟的产物。但因信息的不

对称 ,公众难辨真伪 ,只能被动接受 ,有时甚至成为不成熟医疗技术的牺牲品 。面对此种现状却鲜见民

众反思与反抗 ,体现出公众对媒介在保障科技信息知情权上应该肩负的责任缺乏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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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的目的并非“知道” 、“了解” ,而在于“情”为民所用。正如 “狭义知情权” 强调对政府信息和

重大公共危机信息的获悉 ,目的在于促进信息公开 ,防止暗箱操作 ,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科技信息知情

权”的凸显也是时代之需 。一方面因为科技对现代社会生产 、生活领域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对科技信息

的掌握影响着民众社会参与能力与程度 。另一方面科技新闻报道的动因和传播过程具复杂性 ,各种政

治逻辑和商业逻辑充斥其间 ,将其与政治 、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 。加之部分媒介及其从业人员科学素养

和专业主义精神的欠缺 ,使得公众享有科技信息的民主权利受到极大干扰 。

当今科技新闻报道并未严格遵循客观 、真实的原则 。在各种利益合谋之下 ,新闻价值判断标准发生

偏差 ,新闻报道角度和尺度被工具化。由此产生泛娱乐化 、具倾向性或夸张不实的科技报道。在媒体的

熏染之下 ,公众的科学热情和民主意识也在消退。此种现状的改善需媒介自省 、公众监督和政府推动。

根据《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工作方案》要求 ,中宣部已于 2006年底牵头制定了《大众传媒科

技传播能力建设工程实施方案》 ,为科技新闻报道发展 、改善提供了政策契机和要求 。但对于走在市场

化道路上的中国媒介来说 ,用理想主义心态和专业主义精神来经营科技新闻 ,培育受众市场 ,尚需时间

和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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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nify of People' s Right to Publ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in View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

Qin Zhixi , Wang Qiong

(School o f Journalism & Communica tion , Wu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The level of science guality is qenerally low in China ,which forms a serious contradic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tech.This is due to resource limitations of media , logistical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economy , poli tics and other complex rights relationships ,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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