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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从数字出版的背景出发，在系统阐释科普短视频发展现状、特点优势的基础上，指出
当前科普短视频发展存在内容分发散乱、广度深度不足、版权纠纷严重、渠道联动弱、内容风格
同质和内容产品脱节等困境，并分析了主要诱因。进而从精准分发、体系化生产、多级维权、整
合传播、突出品牌以及强化产品适配等维度提出因应策略，以推动数字出版时代科普短视频的良
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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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and Strategies of Popular Science Short 
Vide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Publishing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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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publishing， on the basis of systematically 

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popular science short 

video，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r 

science short video， such as scattered content distribution， insufficient breadth and depth， 

serious copyright disputes， weak channel linkage， homogeneous content style and poor content 

production， and analyzes the main incentives. Then it puts forward coping strategie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accurate distribution， systematic production， multi-level rights protection，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highlighting brand and strengthening product adapt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popular science short videos in the era of digital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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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迅猛

发展，移动终端平台快速普及，利用各种新

兴技术手段聚合优质内容，进行编辑加工、

过程管理、产品塑造以及渠道分发的数字出

版业方兴未艾，如何最大程度地激发数字科

技在出版领域的技术活力和红利，早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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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共识。数字出版是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

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

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其主要特征为内容生

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

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 [1]。数字传播时代，数

字技术与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降低了知识

传播的门槛，颠覆了传统的知识传播方式与

出版范式，数字技术赋能下的出版为知识信

息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科学知识借助数

字出版进行传播，可以通过丰富的呈现形式

来实现内容价值最大化，能够最大程度地贴

近生活和公众，提升知识传播的趣味性和公

众的接受度。

2021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的《全民科学

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明确提出，

要“深化供给侧改革，推动科普内容、形式和

手段等创新提升，提高科普的知识含量，满足

全社会对高质量科普的需求”[2]。《中国科协

关于加强科普信息化建设的意见》也指出，要

顺应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移动化、视频化、社

交化的趋势，创新科普的表达和传播形式 [3]。

短视频作为当下各大互联网公司及创业者竞

相争夺的巨大风口，用户规模达 8.88 亿，占

网民整体的 87.8% [4]，不仅与视觉化时代公

众的阅读偏好高度契合，也为数字出版产品

的形式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在此背景下，

科普短视频作为数字科普出版物的重要组成

部分应运而生，相较于传统的文字、图片类

科普出版物，科普短视频动静结合、可视可

读、互动便利，在推动科学知识普及、进行

辟谣纠偏以及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等方面具有

独特优势。从 2014 年兴起至今，科普短视频

已经发展成为科学信息传播的新空间和数字

科普化成果的主流产品形态。因此，数字出

版时代背景下，对科普短视频的整体发展态

势、现实困境和发展策略等问题进行系统分

析，对促进科普数字化和助力数字出版产业

升级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数字出版时代科普出版物与科普短视频的

发展现状

1.1　科普出版物发展现状

科普出版物主要包括科普图书、科普期

刊、科普音像等的出版发行。国家新闻出版

署 2020 年 11 月发布的《新闻出版产业分析

报告》显示，包括科普在内的科技图书成为

出版业的重要主力军。科技类图书全年出版

3.1 亿册（张），增长 7.4%，占总体增长的 4.5%，

无论品种还是印数都高于人文社科类，表明

科技图书在出版业以及人们阅读生活中的地

位日益重要，公众的科普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随着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科普渐

渐成为主流，尤其是与手机终端结合、能够

实现零距离供给的科普产品，如科普短视频、

新型的科普读物、科普动漫和影视产品、科

普游戏等，受到公众青睐程度愈发强烈，科

普出版信息化将是科普出版物未来的重点发

展方向。

以科普期刊的信息化为例，目前大多数

科普期刊都在短视频平台上开设了短视频账

号，并取得了不错成效。当前最受欢迎的抖

音平台中，科技期刊为主体的短视频数量在

所有科普类短视频中占比最高为 46%，相关

的转发量纵向占比达 31.46%。表明公众对科

普类视频的接受度与推广度都较好，短视频

平台能够成为科技期刊内容传播的有力补充。

与此同时，从科普出版物的短视频平台影响

力来看，截至 2021 年 5 月，抖音平台的科技

期刊账号中，仅有四家期刊账号粉丝数及作

品点赞总数过万，分别为“航空知识”“测绘

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国国家地理”“兵器知

识杂志”[5]。因此，如何加大科普出版产品短

视频平台用户的黏性，进一步提升科普出版

物的数字化传播力和影响力，是值得深思的

重要问题。

1.2　科普短视频发展现状

短视频作为一种新的知识传播工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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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科学知识传播和理解的诸多壁垒，有望

成为“知识普惠”的助推器，推动全民科普

时代的到来。2014 年中国科协对科普短视频

进行定义后，科普短视频便成为独立的数字

科普出版产品形态。科普短视频即“由机构

或个人制作、版权清晰、无知识产权纠纷的，

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弘扬科

学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时长为 30 秒至 20 分

钟 的 小 电 影、动 画 片、纪 录 短 片 等 视 频 作

品”[6]。目前，科普短视频在众多的科普数

字出版产品中脱颖而出，越来越受到短视频

用户的青睐，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1.2.1　生产主体多元化

传统出版时代，科学知识的生产者往往

是各个领域具有权威性的专家和学者，生产

主体相对单一。而在数字信息技术时代，以

短视频为代表的视听传播方式打破了科学知

识传播的诸多壁垒，发布门槛降低，科学传

播者的范围也持续扩大，人人都可以在不同

的平台上以多样化的形式发布科普知识、讲

解相关内容。特别是数字出版技术和产品呈

现，也从封闭走向开放，涌现出一大批专业

又有趣的科普短视频创作者，既包括科学工

作者、科研机构、专家学者等专业人士，也

包括科学爱好者、科技企业与个人用户等用

户群体，科普内容的生产主体逐渐多元化，

短视频平台的科普创作市场也得到极大繁荣。

1.2.2　生产内容专业化

当下短视频平台上科普内容的广度与深

度兼具，不仅涵盖了医疗健康、科技生物、

天文地理等诸多领域，细分类型十分丰富，

科普内容也具有极强专业性。不同创作者往

往聚焦某一专题领域的短视频创作和科普内

容垂直深耕，在充分运用现代数字剪辑技术

的同时，尽可能展现在相关领域的专业性科

学知识。例如“老师好我叫何同学”专注于

发布科技类短视频、“航天 •燃”专注于发布

航天类科普短视频、“这不科学啊”专注致力

于少儿科学知识传播、“丁香医生”则致力于

发布医疗健康类短视频等。诸如“这不科学

啊”“科学旅行号”“李永乐老师”等科普短

视频账号的粉丝数均过千万，已经发展成为

科普短视频领域生产内容专业化、形式多样

性和受众广泛喜爱的典型代表，在普及科学

知识、传播科学思想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1.2.3　发展前景广阔

当前，借助短视频“东风”顺势而起的

科普短视频发展迅速。从动植物品类识别到

科学知识教育，从前沿科技信息到日常科技

常识，无论是内容类别、专业程度，还是粉

丝数量和衍生产业规模，集个性化和场景化

于一体的科普短视频，已经发展成为科学传

播的新空间和新力量。《2021 抖音泛知识内容

数据报告》显示，以科普短视频为代表的泛

知识类内容，在总平台六大类别中的播放量

占比为 20%，而其中科普短视频增长速度和

播放规模都已跻身前三甲行列，同比增长达

207% [7]。可以看出，作为科普出版物数字化

升级的重要形式，科普短视频已经成为短视

频内容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科普短视频

作为一种传播科学知识的新媒介形态，也愈

加受到公众喜爱，正在快速成为数字出版中

创作的新风向、职业的新场域和产品的新业

态。未来的科普短视频也必将在知识内容生

产、受众群体、产业经济等领域，表现出广

袤深厚的发展潜力。

2　数字出版视域下科普短视频在科普数字出

版物中的独特优势

从传统认知上看，科学知识相对抽象复

杂，既往的传播渠道也大多以单一静态文字

或图片为主，表达相对专业甚至晦涩，这就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学传播的有效性，甚

至给公众造成“科学知识远离生活、专属精

英群体”的刻板印象。而科普短视频作为一

种知识传播的新工具，视觉呈现丰富、表达

风趣幽默、高度贴近生活、受众群体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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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科学信息传播方面，自然具有不同于

其他科普形式的独特优势。

2.1　内容简短 ：满足碎片化获知需求

数字化信息传播下，公众获取信息的渠

道更加多元，阅读习惯也从系统性的深度沉

浸转变为碎片化的快餐式阅读。与报刊杂志、

广播电视等传统科普传播形式以及“两微一

端”等以图文为主的新媒体科普形式相比，

科普短视频大多不超过五分钟，通过简短精

悍、重点突出、声形图表化的浓缩性表达，

能够让用户在短时间内接受尽可能多的科普

讯息。这就大大降低了公众的知识获取成本

与认知负荷，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契合与满足

其碎片化阅读习惯和获知需求。

2.2　表达通俗 ：降低知识理解门槛

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弗雷奇的“易读性测

量公式”显示，降低内容的语言难度，能够

提高传播文本的易读性和大众的理解度 [8]。

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多以书面文字、图片呈

现的科学知识传播，不仅篇幅甚长、信息量

巨大，表达方式也大多充斥专业词汇、对于

大部分公众而言，理解度和接受度都较为有

限。互联网时代下科普短视频的表达方式和

语言呈现往往深入浅出、妙趣横生 ：“玩骨头

的卢老师”能够通过拼接还原吃剩碎骨的方

式普及古生物学 ；“爱科学的吴姥姥”可以

利用常用铁锅、扫帚演示中国天眼和模拟宇

宙射线……[9] 答案触手可及、解释通俗易懂，

流量与好评“齐飞”下的科普短视频，通过

科学知识的通俗化讲述与生动性演绎，把科

学知识快速有效地从纸本平面展示带向视觉

立体呈现，大幅提升了公众的理解和接受程

度。抖音粉丝量超过 1500 万的“李永乐老师”，

就尤其擅长通过简单明了、意趣充盈的语言

来分享和解析日常的物理、数学、金融等各

类科普知识，深受广大网友欢迎，“这点全网

就你讲得最明白”已经成为其评论区最为常

见的代表性留言。

2.3　形式活泼 ：增强知识传播吸引力

报刊、书籍等传统科普形式多以整体性

输出、问答式描述、静态化阅读为主，相对

严肃呆板，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疲劳甚至科学

知识枯燥无趣的刻板印象。视觉化时代下的

科普短视频，往往会根据不同知识内容和题

材特点，采取更加多元的媒介形式进行呈现

和 展 演，比 如“图 片 + 文 字、视 频 + 文 字、

实拍实验步骤、真人出境讲解、创意化情景

剧、动画手绘”等，直观化、轻量化、场景化、

活泼化的科普短视频讲解，可视化度高、趣

味性强、引人入胜，也更加吸引用户注意力，

能够变整体输出为即时传播，变问答描述为

视听演绎，变静态阅读为互动交流，变文字

描述为鲜活意象。比如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

的《十万个为什么》短视频版本系列，就是

由汪品先院士、王一副教授等一众专业人士

通过影像展示、动画模拟以及现场操演等多

元形式，借助各种数字化技术手段，将“大

洋海怪”“百慕大三角”之谜以及“宇宙膨

胀”“物理质量”之奥妙等诸多科学知识进行

了生动形象的综合性表达与鲜活呈现，才使

得公众在科普短视频沉浸式的体验里，不仅

能“读懂”相关科学知识的一个个“为什么”，

更能“听懂”和“看懂”更多的“为什么”。

进而大大增强科学知识的吸引力，使受众的

入脑入心也更加自然与怡然。

2.4　过程互动 ：强化用户消费黏性

科普短视频传播最大的优势是能够通过

对用户社会网络和个人关系网的双重嵌入，

增加用户黏性的同时，进行最大程度的融合

性传播。区别于以往自上而下、有距离感的

教学式科学知识单向传递，科普短视频的创

作者更多采用平等亲民、朴实无华的对话式

交流传播，来提供知识服务。其传播过程具

有明显的双向互动特点。创作者可以在发布

时不断嵌入公众高度关切的互动话题，激发

用户参与创作传播的积极性 ；用户也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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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与创作方进行即时性对话交流，答案

触手可及、解释亦通俗易懂，与创作者共同

完成科学知识的建构和消化。抖音账号“中

科院物理所”，就常常根据不同的科普主题

采 取 差 异 化 的 视 频 表 达 ：或 开 展 跨 年 演 讲

和 网 络 公 开 课 进 行 直 播 互 动、或 将 科 学 知

识 编 撰 为 曲 和 剪 辑 成 文 进 行 真 人 演 绎、抑

或 结 合 现 实 热 点 导 演 成 剧 和 发 起 活 动 来 吸

引公众参与讨论，强烈的互动感和声情并茂

表达下的科学知识，极易激发公众的关注度

和求知欲，增强科学知识的吸引力。科普短

视频下互动平等姿态传递出的科学知识，能

够最大程度缩短传者和受众间的传播隔阂，

加速科普内容求知与求解之间的时空距离。

中科院物理所抖音账号的后台，每天都能收

到大量提问，如火的本质是什么、往台风眼

扔颗原子弹会怎样等，甚至还有公众将不会

做的物理题发到后台 [10]。平等互动下良好科

学传播氛围的营造，也进一步增强了科普短

视频的用户黏性。

2.5　话题热点 ：提高科普传播实效

由于传统科普书籍、报纸和相关杂志的

出版流程相对复杂繁琐，导致呈现出来的信

息时效性不强、所涉及的科学话题也往往具

有一定滞后性，不能及时满足人们在出现新

问题、发现新现象时对相关科学知识的迫切

性需求。而短视频这种数字化的科普出版形

式，能够最大程度地简化出版和传播流程，

视频发布的即时性使其能够时刻紧跟社会热

点话题，及时消弭知识传播的时空限制与信

息壁垒，在第一时间为公众提供相关知识普

及和展开各种服务。2021 年 5 月 21 日云南

漾濞发生 6.4 级地震后，“四川省地震局”抖

音号就在第一时间进行应急科普，发布了一

系列原创地震应急视频 ；从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至今，有关医疗技术、科学防护、疫情变

化 等 知 识 类 科 普 短 视 频 始 终 环 绕 在 大 众 周

围，比如被誉为“当代生活说明书”的 B 站

科普短视频账号“回形针 PaperClip”，在疫

情初期倾心打造的作品“新冠肺炎的发生原

理和传播机制”，就是以国内外最新的专业权

威性资料为信源，旁征博引、脉络清晰地展

示了疫情的发生发展概况，极大地消解了公

众恐慌情绪 ；2021 年在新型毒株“奥密克戎”

初现之际，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也曾以高

度的权威性和专业性，通过短视频通俗易懂

地揭秘了毒株“奥密克戎”的传播原理，打

破了部分公众认为奥密克戎等于“大号”感

冒的朴素认知，有效助力了疫情防控工作的

开展。这些热点动态、贴近生活的科普选题

和简单实用、及时有效的信息反馈，都极大

地满足了公众的获知需求，也大幅提升了科

普传播效果。热点动态、贴近生活的科普选

题和简单实用、及时有效的信息反馈，都极

大地满足了公众的获知需求，也大幅提升了

科普传播效果。

3　数字出版视域下科普短视频的发展困境与

诱因

相较于其他科普出版产品，科普短视频

在内容与形式上很好地实现了专业知识与创

意呈现的恰当融合，展现出独特的科普效果

和优势，但当下科普短视频的发展也还存在

一定问题，亟待完善。

3.1　内容分发散乱 ：缺乏数据管理意识

“选题策划—编辑审校—印刷发行”是传

统科普产品主要出版和流通流程，出版产品

一旦发行，就基本完成了全部流程。除了销

量以外，几乎没有渠道与方式得知公众的阅

读偏好，也无法精细化评估产品的科普传播

实效。而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数字出版的生

产流程更加信息化和智能化。科普短视频作

为数字出版产品生产成型以后，更重要的是

如何进行产品的精准化推送，不断扩大其传

播力和影响力的问题。

“互联网 +”的本质是供需重构，要根据

受众的需求变化及时调整产品内容和传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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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目前的科普短视频虽然在生产体量上不

断扩张，但在内容分发领域的散乱无序问题

依然很严重。大多数创作者缺乏系统性的数

据管理意识，尤其是对生产内容的数据化管

理以及传播渠道的主动性精准化分发意识。

科普短视频创作出来以后，往往忽视了利用

用户的行为大数据，对不同平台和不同受众

群体的阅读偏好、需求变化情况，进行持续

追踪、深入分析以及精准定位。由此造成无

法适时调整科普短视频的内容选题和分发策

略，不能更加有针对性地实现不同类型的科

普内容同有特定需求科普对象的精准适配，

导致许多科普短视频在生产成型的第一时间，

就被淹没在海量的其他娱乐短视频中。

3.2　广度深度不足 ：缺乏整体策划意识

传统出版时代下科普出版产品，受众大

多是进行沉浸式的“深阅读”，因而无论是在

选题内容还是呈现形式上，出版商大多都要

进行规范、统一的整体性策划，较为看重知

识文本内容的系统呈现和逻辑思维的连贯统

一。而在数字出版时代，科普短视频的碎片

化呈现方式，往往使得所涉及的科学知识较

为零散而缺乏体系感，容易造成一些较深奥

的科学知识在传播广度和传播深度上大打折

扣。同时短视频快餐式的展演下，多数受众

长于跳跃式的“浅阅读”习惯，很难对科普

短视频的具体内容进行整体性思考，进而影

响知识网络的体系化建立，容易形成对某一

领域科学知识的“浅尝辄止”、难以真正掌握，

不利于受众科学素养的有效提升。

一方面是因为创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对科

普短视频内容缺乏整体性、条理化的策划意

识，忽略了部分科学知识相对复杂深奥和需

要一定认知基础的特征，缺乏对专门领域的

科学知识的集约化整合与深层次挖掘。盲目

迎合用户片面性阅读需求、过度依赖碎片化

的传播方式，不能构建起连续完整的体系性

知识输出 ；另一方面，由于短视频制作技术

日益优化成熟，其入局门槛、制作成本在不

断降低，然而量的增加并不能代表质的提升，

随着网络人口红利逐渐消解，优质科普短视

频内容的创意生产和精品数量在逐步减少，

非专业人士的过度介入也容易导致科普短视

频内容出现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甚

至产生粗制滥造乃至虚假或伪科学的误导性

内容。如何实现精品科普短视频的整体性策

划及流量变现，取决于其能否真正遵循短视

频的创作规律和科学知识的传播规律。

3.3　版权纠纷严重 ：缺乏知识版权意识

科普短视频的蓬勃发展，有力推动了短

视频行业由单一娱乐化向多元知识化的转型升

级，促进着行业生态的健康发展，但同时也面

临着作品被盗用、创意被模仿、转售未经授权

等一系列侵权问题，科普创作者的版权保护问

题备受关注。《2021 中国短视频版权保护白皮

书》数据显示，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5 月，

独家原创作者被侵权的比率高达 92.2%，平

均每件原创短视频被侵权 5 次。2020 年 6 月，

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开展了“剑

网 2020”专项行动，对短视频领域存在的侵

权、盗版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 [11]。

但即便如此，当前科普短视频创作者合法

权益被侵害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一方面由于

科普出版从“读图时代”到“短视频时代”

的数字化转变，使得科普短视频的上传下载、

复制传播和二次编辑具有极强便捷性，数次

轮转尤其是跨平台传播之后，很难确保科普

短视频在创作理念、编辑素材和创意方式等

方面的独特性与唯一性，由此对创作者的法

律确权、相关平台的审核过滤以及监管部门

的内容监督都增加了较大难度。此外，数字

传播下的科普短视频侵权主体体量大、分布

广，侵权行为多点、多发，加之诉讼时间较

长、证据搜集复杂以及获赔金额较低，大多

数科普短视频原创者法律维权意识不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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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凭一己之力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调查显

示，只有 56.4% 的短视频原创者发现过作品

被侵权，其中 60.6% 的作者认为维权过程过

于繁琐 [12]。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科普短

视频的侵权乱象。

3.4　渠道联动较弱 ：缺乏整合传播意识

唐·舒 尔 茨（Don Schultz）的 整 合 营 销

理论认为，要实现品牌明确、一致和最有效

的传播影响力，需要传媒、广告、营销、公

共关系等一系列战略性传播方式的综合运用

与完美融合。当前占据主流市场国际化明显

的抖音、注重三四线下沉市场的快手、主张

为年轻用户发声的 B 站以及依靠社交链关联

的视频号等短视频平台百花齐放，不同平台

的主要用户群体各有差异，其影响力和触达

范围也各不相同。因此“硬科普”同“短视频”

的有效结合与传播，必须破除当下科普短视

频创作者多拘泥于单一传播渠道的现状。以

注册主体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和中国科

学技术出版社的科普专家“奥卡姆剃刀”为例，

其 抖 音 和 B 站 平 台 上 的 作 品 量 比 为 29∶1，

尽管在“抖音”的粉丝群体与影响力较大，

但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 B 站中以青年群

体为主的大力传播，不利于科普知识传播效

果的最大化实现。

互联网技术赋能下，不同短视频平台的

媒体生态、传播格局以及受众需求都在不断

变 化，科 普 短 视 频 创 作 者 也 应 该 树 立 整 合

营销意识，针对抖音、快手、B 站、视频号

等不同短视频平台的各自传播优势与技术特

点，尽可能整合并强化不同传播渠道之间的

相互联动、同步更新与综合传播，进而打造

多元、立体的全媒体科普传播体系，扩大自

身影响力。

3.5　内容风格同质 ：缺乏品牌定位意识

目前科普短视频领域的竞争愈加激烈，

扶持打造优质的原创内容已经成为科普短视

频行业的大势所趋。而当下的科普短视频在

内容题材选择上同质化趋势明显，以医疗保

健技巧、生物识别培育占据较高比例，有关

科技发展动态、科学技术原理类的则相对较

少。尽管与公众生活具有较强的贴合性，但

内容品类的相对单一，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科普短视频题材上的偏狭与重复，不利于优

质性原创内容的生产和创作。随着短视频公

众的兴趣点逐渐向“干货”转变，深耕优质

内容，应该始终是泛知识视频破局的关键所

在。例如因自制火箭并成功发射而广受关注

的科技视频创作者“Lshang001”，不同于一

般科普号对艰深抽象知识和技术原理进行单

纯讲解的常规性操作，真实而具体的现场工

程实践项目展示就是其脱颖而出的“不二法

宝”：火箭制作视频多配以公式原理和零部件

打造过程、火箭发射视频常辅以摄像头感受

第一视角、火箭讲解视频同步飞行数据的通

俗化分析等一系列感同身受式的“沉浸化”

作品，不仅让博主收获了海量好评和大量粉

丝，其评论区中航模爱好者请教方法、在校

生交流毕业设计、普通网友提出建议和期许

的现象时有发生，打破了很多公众对硬核科

学知识“神秘遥远”的刻板印象。

此外，作为一种视觉化显著的内容输出

产品，科普短视频也需要一定的品牌辨识度

与记忆点，才能在海量的短视频作品中脱颖

而出。而目前大多数科普短视频作品及作者

最缺乏的就是明确的品牌定位意识，在创作

风格、呈现方式和拍摄手法等方面趋同性显

著，影响科普实效。尤其是对于专业科普工

作者而言，不同于传统出版时代对科学知识

图文形式的“简单”呈现，数字出版下的科

普短视频制作，无论是内容上的专业知识还

是 形 式 上 的 创 意 呈 现，都 离 不 开 创 作 者 本

人的个性化展示。诸如“无穷小亮的科普日

常”“科学旅行号”等 IP 特色鲜明、品牌风

格明晰的科普短视频博主，其作品也更具传

播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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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内容产品脱节 ：缺乏数字反哺意识

数字出版时代，传统科普出版物面临着

技术和产品数字化转型的双重压力，某种程

度上，短视频上的科普能够有效“反哺”略

显衰落的实物科普。作为数字科普出版的一

种特殊产品，科普短视频的出现为科普及其

衍生品从平面走向立体、从纸质书籍走进社

交媒体开辟了一条新道路。但目前科普短视

频的“线上繁荣”与出版物及相关衍生产品

的“线下冷遇”甚至相互脱节的问题普遍存在，

已经成为影响科普短视频知识传播与经济效

益“双发展”的巨大阻碍。

究其主因，除了部分科普短视频内容与

线下产品之间的关联度有限以外，主要是因

为 少 数 科 普 创 作 者 缺 乏 利 用 数 字 出 版 带 动

传统出版的“反哺”意识 ：不能将线上科普

短视频稳定的粉丝和流量，及时转化为线下

科普出版物及衍生品的热烈推介与畅销。比

如各大短视频平台开通的“橱窗”功能以及

创作者本人的宣传推荐，充分利用都是加大

线下出版物及衍生品曝光和销量的“神兵利

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通过推荐橱窗形

成成熟的产销体系，线下出版物和衍生品销

量大幅提升，产生了良好的数字反哺效益 ；

科普博主张辰亮对杂志内容的分享推荐，也

让每一期《博物》杂志的加印成为常态。但

也有不少科普短视频账号如《中国公路》《航

空知识》等科技期刊账号，存在“有作品无

产品”的怪象，造成一些感兴趣的读者无法

进行深度阅读学习，影响科普实效。

4　数字出版视域下科普短视频发展的因应策略

数字出版时代，科普短视频对知识的生

动讲述与精彩演绎，是科普工作因时而进、

因 势 而 新 的 重 要 创 新 之 路，也 是 科 学 信 息

传播的新空间和数字科普成果的新形态。当

前科普短视频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如何

最大程度地激发科普短视频的技术活力与红

利，切实有效地提升科普工作实效，值得深

入探讨。

4.1　分发精准化 ：利用大数据创新用户管理

短视频在数字出版领域的应用给传统科

普 出 版 的 内 容 生 产 和 分 发 带 来 了 颠 覆 性 影

响，大 数 据 时 代，移 动 可 视 化、算 法 推 荐

等智能技术“丰富即时”“精准预测”等特

性，与网络科普日益增强的多元传播方式和

用户针对性需求，存在着极强的战略耦合。

由此，科普短视频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好视

频算法、环境交互、大数据分析等“智能技

术红利”，持续创新用户管理模式，变被动

型的“用户找知识”为主动化的“知识找用

户”，让网络科普由“大众传播”走向“精

准传播”。抖音粉丝量突破 2216 万的医学科

普账号“仙鹤大叔”，专注传播医疗知识和

解决公众的日常医学困扰，其发布的各类视

频总是以“很多粉丝问我……”“有粉丝问

我……”作为开场白，并坚持耐心地从用户

的个性化需求出发来提供精准专业和简单有

效的解决建议，极大地增加了公众的信任感，

因而科普效果十分显著。对于不同短视频平

台用户的浏览、点赞、评论、转发等数字化

行为，要及时进行抓取、画像和追踪，主动

分析科普用户的阅读偏好与媒介使用习惯，

深入把握和发掘用户的不同科普需求与关注

兴趣，才能持续优化科普短视频的生产传播

流程，最大程度地满足用户差异化与个性化

科 普 需 求、提升科普实效。比如 2019 年起

抖音平台陆续推出的“DOU 知计划”“萌知

计划”“扬帆计划”“新农人计划”以及快手

平台推出的“快手新知播”“新知嗑普大会”

等一系列专项活动，就是以“千人千面、有

趣接地气”的形式，集合了包括科研人员、

名人大家、科普爱好者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国家地理等各类专业机构在内的多元主

体，为公众提供了全新的多样化获知渠道，

有力地推动了平台传播技术优势、专业人员

知识创作优势和用户不同科普知识需求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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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精准匹配、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程度，

最大化地拉近了科学知识与普通公众间的距

离，以及对人们快速增长的个性化获知需求

的有效满足。

4.2　内容体系化 ：提升主题策划的一体化水准

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来看，信息质量永远

是受众最看重的因素 [13]，无论科学知识的传

播工具如何演变，推出优质内容始终是科普

出版的核心使命。因此，作为数字出版的特

殊产品，科普短视频的生产依然要坚持“内

容为王”的黄金法则。不同于其他娱乐短视

频产品，科普短视频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专

业性，这就要求创作者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

感，自觉遵循短视频的创作规律和科学知识

的传播规律，以保证科普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逻辑连贯，避免对用户碎片化阅读需求的

盲目迎合。创作者不断提升视频制作技术水

平的同时，要对相关领域的科学知识有相对

全面的了解与掌握，持续强化内容策划的质

量意识和整体意识。能够根据不同场景手法、

题材类别和发布周期等特征，及时进行专业

性的主题策划和系列性的专题呈现，以减少

和避免对科普的浅尝辄止和碎片呈现，循序

渐进地构建连续完整的科普知识输出体系，

提高科普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区别于同类创

作者的“泛医学科普”，粉丝量接近千万的医

学科普账号“丁香医生”，其最大特色就在于

对上百个作品进行了多样态、多层次、特色

鲜明的专题划分，并辅以“听皮肤的话”“假

如食物会说话”“太医驾到啦”“疫情防护合

集”“我要变好看”通俗化命名的五大类专

辑，极大便捷了用户按图索骥的流程，同时

其犀利有趣的讲解也使得晦涩的医学知识显

得通俗易懂，收获了公众大量好评。

4.3　维权合力化 ：建立多级知识版权保护体系

数字出版时代，科普短视频的作品被盗

用、创意被模仿、转售未经授权等侵权现象时

有发生，严重危害科普行业的健康发展。而仅

靠原创者一己之力展开维权的难度和效果不甚

理想，因此，有必要建立囊括立法司法、行政

监管、网络平台以及创作者在内的多级版权

保护体系，形成维权合力，切实解决科普短

视频侵权的痛点难题。对于创作者而言，要

不断提升自身的版权保护和主动维权意识，

在自觉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同时，要及时主

动地维护合法权益 ；对于网络平台而言，要

恪守国家法规条例，与不同版权方搭建友好

合作关系的同时，积极履行主体责任，加强

科普短视频相关的版权过滤、审核与把关机

制，从机器识别、风险提示、投诉处理等多

维度，强化对原创作者和转引者的分类管理 ；

对于司法行政等监管部门而言，当前我国的

数字版权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已经出台的《著

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网络

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等法规条例，在实操

层面还有优化空间，需要进一步强化视听版

权相关的专业性查询数据库建设力度，不断

细化基于集体管理组织、集体授权的短视频

授权细则和奖惩规范，以提升科普短视频的

侵权治理效能。

4.4　渠道联动化 ：加强不同平台整合传播力度

面对短视频技术的风起云涌，全媒体时

代下的科普短视频应充分利用好多元传播渠

道，积极打造契合自身特点、多平台、多样

态、同步更新的立体化传播矩阵。除了紧抓

抖音、快手等头部媒介以外，科普短视频创

作者更要注意及时整合和发挥微信视频号、B

站、西瓜视频、腾讯微视、好看视频等其他

传播渠道间的联动效应，坚持一次生产、多

次加工、多平台分发的整合传播策略。在统

一用户名、通过“两微一端”社交媒体广泛

传播的同时，针对不同平台的受众群体和技

术特点差异，创作者还必须适时地调整、产

出和呈现契合平台特色的优质科普内容 ：比

如科普内容生产时，在抖音平台要注重流行

背景音乐的适配、B 站发布要注意网络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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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适度穿插、快手平台更看重拍摄风格的

生活化贴合度等，以尽可能扩大和提升科普

短视频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以近年来最热门

的航天科普为例，为了尽可能地满足不同类

型的多元主体参与需求、实现多样内容的丰

富呈现和提升多重维度的互动效果，中国空

间站发起的太空科普教育品牌“天宫课堂”

自 2021 年开播以来，就在微博、B 站、微信、

抖音、快手等各类平台，配合央视为主体的

主流媒体进行了契合各平台展示特色的大范

围预热和持续跟进，迅速“引爆”了相关话题。

抖音、B 站等平台的知名物理教授现场连线、

微博微信等社交超话与词条热搜、央媒和航

天官网的持续直播跟进 ...... 同一时间不同平

台间的整合性传播，让公众对于航天科普的

相关知识信息接收具有极强的现场感、参与

感和代入感。 

4.5　风格特色化 ：突出明晰个性的品牌定位

当前我国科普短视频的发展整体欣欣向

荣，但创作风格趋同、内容同质化的现象同

样严重。作为一种视觉化显著的内容输出类

数字出版产品，科普短视频及其创作者必须

要有明晰的品牌标识和特色化的风格展示，

才能在海量的短视频作品中脱颖而出。诸如

粉丝过千万、点赞上亿的“无穷小亮”“玩

骨头的卢老师”“爱科学的吴姥姥”“又皮又

萌的奇异博士”等，这些流量与好评“齐飞”

的科普短视频作者，不仅具有深厚的专业知

识积淀、丰富的社交实践经验，更具有娴熟

的媒介使用技巧和别具一格的品牌特色，因

而 广 受 公 众 欢 迎。2021 年 12 月 15 日，抖

音宣布联合少年儿童出版社共同推出《十万

个为什么》系列短视频，作为中国科普书籍

“最 强 IP”，短 视 频 版《十 万 个 为 什 么》一

经推出便受到公众热烈追捧 [14]。因此，数

字技术下的科普短视频创作，在保证科学传

播严谨、正确的同时，也要注重内容风格上

的个性化呈现、创作特色的明晰突出以及高

辨识度的品牌账号设计，甚至可以打造契合

个 人 行 为 习 惯 和 独 特 语 言 风 格 的“专 业 科

普人设”，这样呈现出的科普作品才能“有

料”“有趣”又“有名”，最大化吸引受众也

利于更好地完成广泛传播科学知识的重任。

4.6　产品适配化：激活科普短视频“数字反哺”

能力

数字出版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传统科普

出版物的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巨大压力，但科

普短视频的出现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助

力传统科普出版物转型发展的有力“东风”，

这就需要充分激活科普短视频的数字反哺意

识，及时将科普短视频的“线上繁荣”转化

为配套产业与衍生品的“线下效益”。一方

面，优质科普短视频的庞大粉丝群体与流量

效应，通过直播、橱窗功能，能够有效带动

传统科普出版物的线下销售，甚至可以开拓

包含文创产品、动画制作等在内的系列适配

产品、产业的研发与制造。2021 年 6 月神舟

十二号成功飞天后，全民掀起“航天科普热”，

一系列多样态、多层次、多方位的相关产品

持续发布 ：中国航天文创网店适时地上架了

“太空信套装”产品、国内首款航天科普手

游《我的卫星》也正式发布、与此同时涉及

航天员造型的各类玩具、服饰、项链及摆件

也都在不同平台热卖，有力助推了航天科普

实 效 ；另 一 方 面，通 过 二 维 码 关 联、H5 链

接等方式，传统出版物及其衍生品也能够进

一步激发公众的深度阅读兴趣，进而对适配

的科普短视频进行一定的数字化引流，从而

实现传统科普出版与数字科普出版业的共生

共赢。2020 年 6 月全国百强期刊《农村新技

术》就通过“期刊 + 多种媒体”大力开展跨

界融合，通过“线上直播 + 短视频 + 线下产品”

的方式，借助微信、今日头条、有播、抖音

等多元新媒体平台，利用二维码打通了纸质

刊物、官网平台以及科普产品服务的时空限

制，很快实现了科普期刊数字化经营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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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期刊的品牌影响力和经营收益也大幅

提升。因此，科普短视频繁荣发展下，科普

出版不仅要尽快发力短视频领域的科学知识

传播，更要及时进行有效的“数字反哺”，避

免线上内容与线下产品的背离脱节、浪费科

普传播与经济效益并驾齐飞的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