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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SCO科学传播文献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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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科学技术面向社会成员的传播扩散成为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增强大众对科学的认知

及交流的重要方式，而国际组织在加速世界科学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解国际组织科学传播的特点，以UNES-

CO为例，对有关UNESCO科学传播的文献进行定量分析，通过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利用战略坐标分析方法，计

算各类团向心度和粘合度，描述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及工作内容趋势变化，讨论各主题的发展现状及研究地位。研究

发现，UNESCO科学传播工作在2005—2010年围绕资源开放共享、环境保护等方面，在2011—2016年面向创新技术应

用、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开展。两个阶段的共同工作重点包括 ICT能力建设、教育发展等。虽然在不同阶段其侧重点有

所不同，但整体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主题内部联系和主题之间的关系逐渐紧密，研究正在不断稳定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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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dissemination and diffusion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o 
the society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the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enhance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science and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ccelerating the 
spread of science in the world. To study the character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ake the UNESCO as an example,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articles 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about UNESCO, 
by adopting strategic diagrams analysis method, compute the centrality and density of thematic clusters, then 
describe research priorities and trends at different stages, discuss the status of the research themes. Through 
the analysis, found in 2005-2010, the work hotspot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are about open resourc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so on; in  2011-2016, mainly oriented to innovative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The 
common focus of the two phases ar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apacity building,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so on, although hotpots in different ages are different, overall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ner groups and the clusters is becoming closer and closer, research is constantly 
stable and m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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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的《公众理解科

学》报告被认为是科学传播研究起步的标志 [1]。

科学传播不仅是面向普通大众的知识普及，而且

包括科研人员之间的科学知识交流。进入大科学

时代以来，庞大的多学科交叉知识体系使得合作

成为重要的科研模式，日新月异的科技变化使面

向社会成员的科学普及变得尤为重要，科学界内

外部的知识流动对于促进科学传播与普及具有重

要意义。

国际组织开展的科学传播对于加速科学文

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与流动，对增强公民科学

素养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是联合国旗下专门机构之一，其宗

旨是促进教育、科学、文化方面的国际合作，以

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教科文组织的工

作重心是发展教育，其在全球全民教育活动中发

挥着重要的领导和协调作用。

本文对有关UNESCO科学传播的多篇文献

进行筛选、整理，运用战略坐标分析方法，总结

UNESCO在不同阶段的研究主题内容，从而全面

了解UNESCO科学传播的特点。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引
文数据库核心合集，数据库选取了SSCI、CPCI-
S和CPCI-SSH等 3 个数据库。据前期项目调研

结果表明，SCI收录的自然科学论文较多，而这

3 个数据库的论文检索结果较为适合本文研究的

内容。为保证查全率，本文采用主题检索方式，

通过去掉双引号的方式扩大检索范围，最后对检

索到的文献进行人工筛选，剔除不相关文献，获

得最终的检索结果。在检索中，对有关科学传

播的检索词进行规范和确定，并以or进行连接：

TS=knowledge exchange or knowledge communica-
tion or knowledge flow or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or knowledge sharing or knowledge diffusion or 
knowledge spreading or knowledge transfer or 
knowledge transmission or life-long learning or 
access to knowledge or access to information or 

science dissemination or popular science 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or scientific 
interflow or scientific exchange or science outreach 
or science popularizing or science spread or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or popularized science， 同 时 设 定

“与”关系的检索条件项，将另一检索主题设定

为 机 构 名 称：OG=UNESCO or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时间限定在 2005—2016 年，对UNESCO科学传

播相关文献进行检索，获得 171 条数据。

利用TDA分析软件获取文章题录数据中的

作者关键词、附加关键词、题名短语字段并进行

合并，使其成为一个新的关键词字段。随后对合

并字段去除不相关词，并构建叙词表进行清洗。

在此基础上，选取部分高频关键词进行文章主题

分析。

运 用Excel和TDA软 件 对 有 关 国 际 组 织

UNESCO科学传播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并构建高

频关键词共现矩阵。借助Spss 20.0 对其进行聚类

分析，并对聚合而成的主题类团采取战略坐标分

析方法，通过计算各主题类团的向心度和密度，

绘制UNESCO科学传播不同研究主题的战略坐标

图，描述各研究主题之间的内部联系及相互之间

的影响力。

本文对有关UNESCO科学传播的文献发表

时间限定为：2005—2016 年。鉴于 2010 年大数

据、云计算兴起，随着信息处理方式的转变，必

然会对科学传播的方式及内容造成一定的影响。

因此，本文为清晰反映不同时段尤其是近年来的

研究热点，选择 2010 年为时间窗，将文献发表

时间划分为 2005—2010 年、2011—2016 年两个

时间段，分别对不同时段内由关键词、附加关

键词和题名短语所组成的新的关键词字段进行

分析，以反映各阶段的科学传播特点和内容的

变迁。

2 词频统计与聚类分析

2005—2010 年有关UNESCO科学传播的SCI
论文数量较少，对应的合并关键词字段中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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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短语 488 个，经叙词表清洗后共获得关键词

个数为 470 个。对 470 个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

筛选频次 2 次的关键词共 39 个。对 2005—2010
年间的频次≥2 的 39 个关键词进行两两统计，构

建共现矩阵。考虑到关键词词频悬殊对聚类结果

的影响，本文将共现矩阵转化为相似矩阵。由于

相似矩阵中 0 值较多，统计时容易产生较大误

差。因此，为减小误差，方便进一步处理，将相

似矩阵转化为相异矩阵（表 1）。
2011—2016 年有关UNESCO科学传播的SCI

论文数量共 107 篇，合并关键词字段共有词 /短
语 872 个，经过叙词表清理得到关键词 823 个。

为更好地观察研究热点，筛选词频 3 次的高频关

键词共 34 个，对其构建共现矩阵，并为较好地

呈现聚类效果，将共现矩阵转化为相异矩阵。采

用Spss 20.0 对关键词相异矩阵进行聚类，采用

Ward方法，聚类结果如图 1。根据聚类树状图可

以归纳出各个类中所有的关键词，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知，Spss 20.0 将 39 组关键词分成

了 8 类，各个类团代表了不同的研究主题和重

点。为确定各主题的中心概念，采用粘合度指标

来衡量各主题词对类团的贡献程度。粘合力最大

的主题词对确定类团的内容具有重要作用 [2]。粘

合度计算公式如下：

N C F C C( ij ij iq) = →
n

1
−1 j q j q, 1,

∑
= ≠

n

( )

其中， N C( ij ) 表示主题词 Cij 的粘合度，n代表

类团中主题词的数量， F C C( ij iq→ )表示 Cij 与同

一类团内的其余主题词 Ciq 的共现频次。基于以

上公式，得到各个类团主题词的粘合度。表 3 仅

列出类团 1 各个关键词的计算结果。从列举的各

表 1 2005—2010 年UNESCO科学传播关键词相异矩阵

（局部）

 教育 发展
水

资源

高等

教育

信息

通信

技术

知识

教育 0 1 1 0.833 0.833 0.833

发展 1 0 1 1 0.553 0.776

水资源 1 1 0 1 1 1

高等教育 0.833 1 1 0 1 1

信息通信技术 0.833 0.552 1 1 0 0.75

知识 0.833 0.776 1 1 0.75 0

表 2 2005—2010 年UNESCO科学传播聚类结果

聚类序号 关键词 聚类序号 关键词

C1

数字图书馆，远程学习，互联网，开放获取，信息管理，能力

建设
C5

管理，保护区域，终身学习，数字设

备，角色，信息

C2 信息通信能力，国际传播，发展，人类发展，交流，讨论，知识 C6 网络，合作计划，数据库

C3 可持续发展，经验，课程，知识再生，弹力 C7 遗产，国家

C4 建模，水资源，集成，荒漠化，可持续管理，系统 C8 知识社会，全球化，教育，高等教育

图 1 聚类树状图（2005—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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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的粘合度可以看出，类团 1 所研究的主要

内容是基于自身能力提升的资源开放。按照以上

方法得到其余主题分析结果：C2 表示 ICT能力建

设；C3 表示知识可持续发展；C4 表示环境保护

与资源可持续利用；C5 表示缩小信息鸿沟；C6

表示网络与数据库建设，C7 表示文化遗产保护；

C8 表示教育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

对UNESCO 2011—2016 年的 34 组关键词进

行聚类分析，采用Ward方法，聚类结果如图 2。
根据聚类树状图可以归纳出各类中所有的关键

词，如表 4 所示。

由表 4 可知，Spss将 34 组关键词分为 7 类，

各类团分别代表不同的主题。采用粘合度公式计

算各主题词的粘合度值，总结各类主题的中心内

容：C1 表示 ICT能力建设；C2 表示高校学生信息

能力教育；C3 表示知识管理与合作；C4 表示科

学技术的发展；C5 表示科学传播多样性；C6 表

示创新技术应用；C7 表示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

3 战略坐标分析

1988 年，Law等 [3]提出战略坐标分析，用

来描述某一研究领域内部联系情况以及领域之间

的互相影响状况。战略坐标地图由密度和向心度

两个重要坐标构成。密度用来衡量类别内部主

题之间的关联强度，代表类团维持和发展自己的

能力，密度越大类团内部主题联结度越强，该类

别的主题研究越集中且越趋于成熟；向心度用来

衡量类别内部主题与其他类别主题之间的紧密程

度，向心度越大表明该类团与其他类团关系越紧

密，该类团研究内容越重要且越趋于研究核心 [4]。

表 4 2011—2016 年UNESCO科学传播聚类结果

聚类序号 关键词 聚类序号 关键词

C1 信息通信能力，教师，高等教育，数字设备 C5 多样性，社会媒体，交流，个性化，案例

C2 学生，信息，能力，技术，大学 C6 政策，信息素养，创新，课程，发展，分析

C3 知识，管理，管理实践，合作 C7 教育，传播，挑战，世界遗产，记忆，研究

C4 科学，历史，生产力

表 3 类团关键词粘合度值列表

关键词 数字图书馆 远程学习 互联网 开放获取 信息管理 能力建设

粘合度 1.2 1.2 1 1 1 1

图 2 聚类树状图（2011—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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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团密度和向心度的计算方法有多种，密度

可以采用类团内部所有关键词共现总频次的平均

值来计算，向心度可以采用某一类团中关键词与

其他类团关键词共现总频次的平均值来计算 [5]。

计算公式如下：

D C F C C( i ij iq) = →
1
n j q j q, 1,
∑
= ≠

n

( )

C C F C C( i ij pq) = →
1
n p i p j q= ≠ = =
∑ ∑∑
1, 1 1

9  
  
 

n m

( )

其中， D C( i ) 代表类 Ci 的密度，n是类 Ci 的

关键词个数， Cij 、 Ciq 是类 Ci 中的关键词，

F C C( ij iq→ )代表类 Ci 内部关键词两两共现频次。

C C( i )代表类 Ci 的向心度，n是类 Ci 的关键词个

数，m是类 Cp 的关键词个数， Cij 是类 Ci 中的关

键词， Cpq 是类 Cp 中的关键词， F(C Cij pq→ )是

类Ci 关键词与其他类Cp 中关键词两两共现频次。

计算UNESCO在 2005—2010 年有关科学传

播的各主题的密度和向心度，并绘制战略坐标图

（图 3）。绘制战略坐标图的横轴表示向心度，纵

轴表示密度，坐标轴的原点在两个轴的平均数交

点。两条坐标轴将二维空间划分为 4 个象限，用

来描述各个主题领域的发展状况。据前人采用战

略坐标分析时进行的分析 [5]，认为第一象限的关

键词所代表的主题是所属学科的重要内容及研究

热点，活跃度高，研究较为关键；第二象限的主

题内部关联紧密且已自成一体地被研究过，形成

了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第三象限的主题研究内

部松散，研究尚不成熟，有待进一步发展；第四

象限的主题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自身结构不

稳定。由图 3 可以看出，处于第一象限的有C3，

处于第二象限的有C1、C2、C4，处于第三象限的

有C6、C7，处于第四象限的有C5、C8。

沿横轴方向，向心度值越大，类团内关键词

与其余类团间的关系越紧密，表明该研究主题在

领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研究的核心主题，具

有较强的生命力。沿纵轴方向，密度值越大，该

类团内部联系越紧密，表明该主题研究成熟，发

展稳定。因此，根据各个主题在坐标轴中所处的

位置，将处于第一象限的主题归纳为关键型主题，

处于第二象限的为独立型主题，处于第三象限的

为发展型主题，处于第四象限的为潜力型主题。

关键型主题：类团C3 所代表的研究主题是

“知识可持续发展”，其密度和向心度均较高，类

团内部联系紧密，且与其他类团的关联度较高。

21 世纪是全面依靠知识创新、创造应用的可持续

发展的时代，知识创造是知识社会得以维持和运

行的基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随着知识创

造能力的不断加强，知识总量迅速增长，知识可

持续管理对于促进知识资源的充分利用具有重要

意义。加强可持续发展教育，普及可持续发展理

念，如在企业经济中寻求可持续教育发展空间 [6]，

融入多元化知识，促进领域间科研合作，提高资

源利用度，改善传统教育模式，促进跨学科和多

循环社会学习进程等。推动知识创造与可持续发

展相结合，是实现科学知识广泛持久传播的基

础。该研究主题内部发展成熟，所属学科发展

活跃，受关注程度较高，是UNESCO在 2005—
2010 年的核心研究内容。

独立型主题：类团C1、C2、C4 所代表的 3
个类团，密度较高，内部联系紧密，但其向心度

低于平均值，与其他类团的联系较少。大数据

时代，数据与信息成为促进社会进步和能力提

高的重要资源。开放资源共享，例如网络信息的

公开、数字图书馆的建设等为知识获取提供了方图 3 2005—2010 年UNESCO科学传播战略坐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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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在多元知识交叉发展的知识社会，通过互联

网，利用信息通信技术（ICT）构建资源共享空

间，整合全球知识，有助于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极大地拓展人们获取信息、加强网络联系、

参与社会的机会，对于自身能力的提升如终身学

习带来很大帮助，同时也促进了科学知识在世界

范围内的传播。除此以外，UNESCO还将部分工

作重心放在环境保护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方向，包

括水资源研究、防止土地沙漠化研究等，如：建

立水文系统监测河流流量，改善水资源不平衡状

况；恢复牧场、可持续种植农作物预防土地荒漠

化。UNESCO也开展诸如国际基础科学计划、人

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地球科学计划、国际水文计

划等项目，以实现资源可持续发展。以上 3 个主

题的内部研究已相对成熟，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

究领域，但与其他研究主题的联系较少，缺乏有

效的提升动力。

发展型主题：类团C6、C7 的密度和向心度

均较低，这两类研究主题的内部联系疏远，且

与其他研究主题的结合较少。它们分别代表的

文化遗产保护、网络与数据库建设等主题都是

UNESCO在 2005—2010 年的工作内容，但对这

两个主题的研究力度较小，还未形成完整的研究

体系，且关注度较低，属于有待进一步发展的研

究欠缺型主题。

潜力型主题：类团C5、C8 代表的两类主

题的密度较低，向心度较高，类团内部结构松

散，但与其他类团联系紧密。2005—2010 年，

UNESCO致力于缩小数字鸿沟，建立全民信息社

会，如促进机构学会如 IEEE计算机学会之间的

合作、引入“ICT促进发展”新范式等。在面向

科学传播的教育工作研究中，注重对教育学术质

量的评价，促进教育全球化和民主化，如面向残

疾人的教育普及、加强信息通信技术在教育中的

应用等。这两类主题未形成一体化的研究体系，

研究深度有待增强，但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属于

潜力型研究主题。

采取以上密度和向心度的计算方法，绘制战

略坐标图（图 4）。根据向心度和密度的平均值将

研究主题类型分为关键型、独立型、发展型和潜

力型 4 类，明确UNESCO在 2011—2016 年的工

作研究重点。

关键型主题：类团C3 所代表的研究主题

“知识管理与合作”密度、向心度值均高于平均

值，属于关键型主题。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

成为生产要素中的主要组成部分。知识合作可

以帮助消除社会中阻碍开放、包容、参与、公

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因素。UNESCO曾和 IFLA在

媒体和信息素养领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说

明跨越地理边界、部门、机构、组织和专业群

体建立伙伴关系的必要性和价值。互信合作伙

伴关系的建立有助于形成共同的规范、兴趣，

激发参与热情，创造信息共享的价值，实现信

息流动，从而促进优势互补，更好地实现知识

扩散。该类主题的内部研究较为成熟，且与其

他主题联系紧密，是UNESCO在 2011—2016 年

的研究重点。

独立型主题：类团C1、C2 所代表的主题

“ICT能力建设”“高校学生信息能力培养”，密度

值较高，向心度值较低，是独立发展型主题。通

过分析UNESCO 2011—2016 年的数据可以发现，

ICT应用最多的仍集中于与教育相结合，主要包

括教师 ICT能力培训、促进学生提高 ICT能力等。

UNESCO将 ICT能力作为教师培训的重要内容，

并构建了教师 ICT能力框架，将信息素养、知识

挖掘和知识创造作为教师 ICT能力发展的 3 个阶

图 4 2011—2016 年UNESCO科学传播战略坐标图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50卷第1期  2018年1月

─ 72 ─

段 [7]。教师作为知识传递者，有责任培养学生的

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合作意识、创新能力和自我

学习能力等。在知识社会的背景下，海量数据的

存在方便了科学研究，加强了对高校学生信息通

信能力的培养，对于提高其自身学习水平、加速

科学传播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这两类主题的内部

研究已较为成熟，但UNESCO需要加强它们与其

他研究领域的结合，扩展研究宽度以延长其领域

生命力。

发展型主题：类团C6 所代表的主题“创新

技术应用”密度、向心度值均较低，属于发展型

主题。UNESCO在 2011—2016 年面向创新技术

应用的工作多集中在行业创新的具体举措上，如

对传统手工业创新实践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形式

创新研究、大学生教育创新能力培养等。创新是

国家进步发展的不竭动力，新技术新知识的扩散

与传播对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但UNESCO
现阶段对创新技术发展所开展的工作不够成熟，

发展不够稳定，学科活跃度较低，受关注程度不

高，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

潜力型主题：类团C4、C5、C7 所代表的主

题分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传播多样

性”和“文化遗产保护教育”，它们的向心度值

较大，属于潜力型主题。在科学技术发展研究

中，内容较为宽泛，主要包括对科学概念的界

定，如生物圈一般概念的认可、基于基因的种

族判别；对学术质量的评判，如利用出版语言、

在线访问、国际出版标准作为国际性的评判标

准 [8]，讨论影响因子对文章的重要性等。科学

概念的普及、科学产出的质量评价为UNESCO
的科学传播奠定了基础。科学交流方式的多样

性是UNESCO近年的工作内容之一，性别平等

是UNESCO的全球优先事项，而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和最不发达地区也成为UNESCO的优先群

体，促进科学传播、加强公众之间的科学交流

需要多样化的知识传播方式，社交媒体及虚拟

社区的融入弱化了由于性别、地理等因素导致

的科研不平衡状态，为科学传播提供了良好的

平台 [9]。文化是UNESCO科学传播的重要方面，

文化遗产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基础，承载着人类

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 [10]。近 5
年来，UNESCO有关世界文化遗产所开展的工

作偏向于与高新技术的结合，如将文化遗产数

字化存档，利用遥感技术监测自然景点的地质

变化等，不仅可以减少对人力财力的投入，克

服地理距离障碍，而且可以方便遗产保存和全

世界文化的交流，同时利用教育方式传播文化

价值观，可以提高遗产保护的意识。以上 3 个

主题是UNESCO科学传播的重要内容，但其内

部发展还不够成熟，自身结构尚不稳定，具有

较大的发展潜力。

4 科学传播的内容

通过对比UNESCO在 2005—2010 年与 2011—
2016 年两个时间段的热点内容分布状况，可以发

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类团的密度和向心度的平

均值均呈扩大趋势，关键词的数量和共现频次在

不断增长，这表明UNESCO有关科学传播的工作

正在逐渐成熟，类团内部与类团间的联系在不断

加强，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两个阶段的主

题内容来看，整体围绕科学传播相关领域进行，

内容对比如图 5 所示。共同主题有：ICT能力建

设、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可持续管理、教育发展

等，但 2005—2010 年科学传播内容较为宽泛，

2011—2016 年的工作内容越来越具有针对性，更

注重科学技术对科学传播带来的变化与影响。

观察各类主题的发展状况，可以发现，2005—
2010 年关键型主题是知识的创造与可持续发展，

2011—2016 年的关键型主题偏向领域间知识合

作，两者交叉融合，均属于知识可持续管理范畴。

可持续发展教育是UNESCO的总体目标之一，随

着知识的快速增长，大科学时代的来临，为降低

成本、优势互补、综合利用资源从而实现的知识

可持续发展是促进科学有效传播的重要条件。

2005—2010 年与 2011—2016 年共同的独立

型主题是 ICT能力建设，但与前一阶段相比，后

一阶段 ICT能力建设的密度值下降，向心度值

上升，可见独立性有所减弱，活跃度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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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能力作为促进科学传播的重要动力，应用日

益广泛，提供了更为高效的知识生产平台与扩散

空间。除 ICT能力建设外，UNESCO在第二阶段

更多地把精力放在高等教育信息通信能力的培

养上。

发展型主题的活跃度和受关注度均较低，但

通过对比发现，2005—2010 年的发展型主题之

一的文化遗产保护，经过时间的积累，在 2011—
2016 年阶段发展成为潜力型主题，密度和向心度

均有所提升，这表明文化遗产保护在近年来得到

重视，发展迅速，成为UNESCO科学传播的重

要工作内容之一，具有发展成为关键型主题的潜

力。进入 21 世纪以来，UNESCO连续多次发表

文化保护公约，以人权和共同价值观为基础，创

建了一套完整的文化治理体系，以催生充满活力

的文化产业。

2011—2016 年 的 潜 力 型 主 题， 与 2005—
2010 年相比，其密度值和向心度值均有所提高，

这表明，近年来UNESCO在科学传播上的工作

力度不断加深。以高等教育主题为例，在 2011—
2016 年的密度和向心度均高于上一阶段，虽然

数值有所增加，但向心度值仍低于该时段的平均

值，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5 结语与讨论

本 文 对Web of Science数 据 库 中 收 录 的

UNESCO在 2005—2016 年的科学传播实践工作

数据进行的系统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1）2005—2010 年UNESCO科学传播的主

要研究内容是知识可持续发展；开放资源共享、

信息通信技术和环境保护的研究已初成体系，但

活跃度有待提升；文化遗产保护、网络数据库建

设的研究，还未引起足够重视。2011—2016 年知

识合作与管理成为UNESCO的研究重点，随着知

识多元化时代的来临，知识的跨学科性成为合作

产生的重要推力，也因此促进了科学知识的广泛

传播；信息通信能力的建设已逐步完善，但研究

宽度有待加强；创新技术的发展是促进科学传播

的重要动力，但对新兴前沿技术知识的科学普及

的研究体系还不稳定。

（2）科学传播的内容集中于 8 个主题，分

别是：建设知识型社会、遗产保护与创造力培

养、可持续发展、21 世纪的教育、维护言论自

由、学会共同生活、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地球、防

止暴力极端主义。进入 21 世纪以来共发布 95 份

公约。其中，教育领域 19 份，自然科学领域 2
份，社会与人文科学领域 9 份，文化领域 35 份，

传播和信息领域 21 份，其他领域 9 份，可见

UNESCO一直将教育、文化和信息作为科学传播

的重要研究内容。

（3）科学传播实践工作主要面向推进人类社

会可持续发展，包括文化遗产的传承、自然资源

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努力寻求教育公平，致力

解决信息技术与传播引发的系列公平问题，包括

“数字鸿沟”、信息扫盲、开放问题、信息保存、

知识的利用与传播等。

（4）增强科学传播方式多样性对于科学传播

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大数据的研究不断深入，信

息的有效处理与广泛传播成为科学传播面临的重

要挑战与机遇。建立全民信息社会，缩小数字鸿

沟，是UNESCO科学传播致力发展的方向。

本文仅对相关文献进行定量分析，在一定程

图 5 工作重点内容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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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揭示了UNESCO的科学传播实践工作内容，

难免片面或有所疏漏，有待在后续研究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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