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发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
纲要》将科幻产业作为科普信息化的重点
工程。科幻产业成为推进科技创新、科普
提升、科技文化发展的重要路径。

科幻产业在政策和科技的双重赋能
下，正在实现快速增长。科幻产业 2019
年产值突破650亿。中国的科幻产业正呈
现全业态发展，界定科幻产业、研究未来
发展方向成为业界亟需探讨的问题。

科幻产业亟待界定

科幻产业的界定，一方面为政府扶
持科幻产业、企业投入科幻生产、公众
参与科幻文化传播指明方向；另一方面
有利于尽快建立科幻产业的分类体系和
统计标准，推动科幻产业的健康快速发
展。

国际上尚没有哪个国家将“科幻产
业”列入官方公布的产业目录中。美国将
电影归属在其“版权产业”中，科幻电影
是其中的主流类型；日本将动漫归属在

“内容产业”中，科幻动漫和游戏占据其
中的相当规模。将科幻产业嵌套在本国文
化产业的门类中，成为国际普遍现象。

相较之下，我国的科幻产业虽起步略

晚，但在科技创新、政府引导、文化产
业繁荣、科普事业发展的背景下快速崛
起，尤其在前沿科技和数字经济的影响
下，科幻产业的内涵更加丰富，产业体
系更加庞杂。只有明确科幻产业内涵，界
定科幻产业范围，完善科幻产业链体系建
设，才能开创科幻产业发展的中国模式和
中国路径。

科幻产业的范围和分类

我国科幻产业是文化科技融合的新兴
产业，是以现代科技尤其是前沿科技为驱
动，以科学精神和想象力文化为内核，以
工业化设计、生产和制造为支撑，以超现
实叙事、视听体验、沉浸式场景等为载
体，提供科技传播和文化消费服务的新型
业态。

科幻产业包括科幻内容产业、科幻休
闲旅游产业、科幻科技支撑产业、科幻设
计和场景营造产业和科幻运营服务产业五
大子类。

科幻内容产业主要包括科幻出版、科
幻影视、科幻动漫和科幻游戏等类型，贯
穿文化产业的各门类中。科幻文化和内容
创作是现阶段科幻产业中产值贡献最大的
部分。

科幻休闲旅游产业主要包括科幻主题
的文化娱乐（剧本杀、密室逃脱等室内娱
乐和游乐园等户外娱乐）、沉浸式演出、

餐饮休闲、旅游观光 （景区、电影小镇、
度假村）等类型，贯穿于文化产业的娱乐
休闲门类和旅游产业相关门类中。

科幻科技支撑产业是指科幻产业所需
要的科技研发、硬件制造、软件应用、平
台服务等系统化技术服务和支撑，融合在
国家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交叉门类中，体现了高
新科技在科幻产业中的战略作用。

科幻设计和场景营造产业是指基于科
幻元素衍生出来的科幻广告、科幻会展赛
事、科幻雕塑等设计产业，以及以“科幻
未来再现”为核心，将前沿科技转化应用
到科幻建筑、智能交通和智慧城市等新兴
产业形态。

科幻运营服务产业包括版权运营、数
字媒体和营销服务。主要是通过投融资和
授权开发的方式将科幻 IP 进行影视、动
漫、游戏等多元产品转化，实现 IP 经济
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科幻产业的发展方向

厘清科幻产业的界定、范围和分类，
有利于把握科幻产业的发展方向和重点路
径，推动科幻产业体系建设，构建交叉融
合、协同发展的科幻产业生态。中国科幻
产业呈现如下三个发展方向。

一是科幻文化创意和 IP 打造方向。
科幻内容产业强调的是科幻文化和故事驱

动，核心是 IP 创意。一个好的科幻 IP，
能够依托国家、民族或地区的优秀文化资
源，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创造性转化，
延伸出多元化、系列化的科幻产品。我国
的科幻产业，需要打造更多像“流浪地
球”一样的科幻IP，提升中国科幻在国内
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二是科幻科技创新和智能制造方向。
科幻产业作为文化科技交叉融合的新兴产
业，具有突出的科技属性和创新特征。计
算机、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现实、数
字孪生、3D打印、无人机、仿生机器人
等高新科技、前沿科技在科幻产业各环节
都在加强应用创新。科幻产业是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工业化和智能制造水平的反映，
而智能制造又是科幻产业发展的基础平
台，二者相互融合，共同促进。

三是科幻场景创造和城市更新方向。
科幻场景的设计创造和城市更新结合，能
够发挥科幻产业的引领和创新作用，将城
市的旧区改造和新区建设相协调、将文化
传承和科技创新相统一；融合科幻创意、
展示设计、前沿科技应用和场景营造，将
人们对于未来社会的想象变成现实，将科
幻场景放大到整个城市空间，打造数字
化、智能化的智慧城市，带动城市经济和
文化的发展。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全国文化
中心建设研究院副教授）

解读全民素质纲要

政策赋能下科幻产业的新界定和发展路径
□□ 金 韶

理性之光
中国反邪教协会协办

过去几年，发达国家饱受邪教和阴谋
论的冲击，已经激发出严重的社会动荡。
这些充分说明，迷信行为不仅仅源自

“贫”和“愚”，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心理
原因。

很多科普工作者，或者反邪教工作者
认为，迷信不过是低知识阶层的问题，给
他们讲讲科学知识就行。在这里，我举一
个身边的例子。

有个朋友曾经对我说，“附体”现象不
可不信。他亲眼看到一位死去的长辈附体
在表姐身上，通过她向亲属们喊话。这位
朋友不仅文化程度高，本身就是电视台的
科教节目制片人。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导致迷信行为的
原因远不只是“没文化”那么简单。然而
到目前为止，对迷信现象的研究主要还是
从邪教制造者和传播方式入手，缺乏对普
遍的迷信心理规律的研究。国内尤其如

此，只有一些个案分析，或者反邪教的经
验总结，系统研究几乎为零。

就国内而言，缺乏此类研究的主要原
因是个体迷信行为往往不违法，更没有形
成邪教组织。国内研究邪教问题的学者要
么来自公安系统，要么是宗教学专家。前
者主要以案例为素材，只有涉案的迷信行
为才会进入视野。后者主要从建制角度研
究邪教。这样一来，都会忽视广泛存在于
普通人身上的个体迷信行为。

从邪教治理工作角度来看，社会上大
量迷信群体的存在，正是邪教传播的土壤。
一个人一旦加入邪教，投入了时间成本，甚
至经济成本，再转化他们会非常困难。如果
把工作做在平时，提高广大人群的心理素
质，减少日常迷信行为，就会事半功倍。

而且在邪教传播过程中，加害者与受
害者的角色并非很清晰。

有关部门把打击重点放到主要的邪教

组织者身上，这样会无形中夸大邪教本身
的影响力，仿佛他们的教义里有某些神秘
力量，普通人只要接触到，突然就会沦
陷。有的宣传工作者甚至形成草木皆兵的
心态，以为随便什么人都会被拉下水。

事实上，面对邪教宣传，既有轻信的
人群，也有完全不信的人群。在后一个群
体里，邪教传播的粗糙教义，还有那些灵
异事件，从来就被当成笑话看。到底是哪
些心理因素造成这两个群体的区别？一直
缺乏深入研究。

在最为相关的反邪教工作者和科普工
作者之外，广大科学工作者不愿意研究这
类问题。迷信行为在科学界一向不被认为
是严肃的课题，更没有学科归属。在目前
学科划分标准非常严格的情况下，迷信现
象属于哪个学科呢？不解决学科归属，就
意味着科学工作者把精力放到这上面，成
果没处发表，也不能用于评职称，无助于

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结果。
结果，研究迷信现象在科学界成了公

益事业，只能是个别学者凭自身兴趣来推
动。而一旦公益化，也就没有人员、设备
和经费方面的保障。

如果不考虑这些功利因素，那么，对
迷信和超自然现象的研究更像是个案调
查，似乎不容易总结出普遍规律。学者更
倾向研究具有普遍性的课题，而不是某处
旧宅是否闹鬼。

凡此种种，都是迷信研究中亟待解决
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科幻作家、
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

迷 信 行 为 的 原 因 不 只 是 “ 没 文 化 ”
——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迷信现象（一）

□□ 郑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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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届百岁的杨振宁，1922年9月22日出
生于安徽合肥。

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同获诺贝尔物
理学奖，是当代伟大的物理学家。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
应记国恩隆。”在1971年夏，他是美国科学
家中率先访华的。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
统的美国科学家，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
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1975年，杨振宁向周恩来建议要加强科
普工作，并推荐引进1845年出版的《科学美
国人》中文版版权。1979年，邓小平批示引
进 《科学美国人》 杂志，创办该刊的中文
版。这本刊物进入中国，成为改革开放后我
国第一本版权合作的期刊。后来，该杂志刊
名由周光召确定为《环球科学》。

1990年以来，年逾古稀的杨振宁在积累
了他大半生物理学前沿研究过程中，开始越
来越多地进行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的思考与研
究，并呼吁更多人投入科学史研究和科学普
及工作中去。

1996年1月16-20日，中国科学院自然
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协会在深圳
举行了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并邀请
了一些外国学者参加。

当时杨振宁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能不
能就近把他请到深圳来与会？作为研究所副
所长、协会秘书长和本次会议秘书长，领导
指示由我出面给杨振宁发了一封传真，请他

担任本次会议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并在1
月17日会议开幕式上发表演讲。

没有想到，杨振宁当即给我回了一封传
真。我一看，真把我给笑坏了。他说，渝生
秘书长大鉴，邀请收悉，非常愿意与会，请
你在1月16日下午三时，在罗湖关过关的中
国大陆一方，左边第一个卖茶叶蛋的摊口，
跟我见面。

我给大家一看，他们都笑起来了，开玩
笑地说像是特务在用暗号接头一样。后来，
我找到深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派专
车去香港把他接到了深圳。

杨振宁在会议开幕式上作了题为《中国
科学史近代化的历程》的演讲。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聘请他为研究所的名誉研
究员。

2005年7月24-30日，第22届国际科学
史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也是由中国科
学技术史学会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
所承办，我当时已调任中国科技馆馆长，我
馆成了这次会议的主要支持单位。杨振宁在
会上作了 《爱因斯坦：机遇与眼光》 的报
告。

2007年12月10日，是杨振宁和李政道
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50 周年纪念日，我们
把杨振宁请到中国科技馆报告厅，他向早就
来到报告厅挤得满满的听众回顾了1950年代
物理学的发展，特别是他和李政道、吴健雄
从理论到实验创立宇称不守恒新理论的曲折

过程。在接受听众提问时，有一位大学生莽
撞地问了杨振宁和翁帆相结合的事情，当时
我心里十分紧张，没有想到杨振宁微笑着讲
了一句话一带而过，又回到宇称不守恒主题
上来，得到了听众热烈的掌声。

2008年6月30日，杨振宁在台北所作演
讲《20世纪数学与物理的分与合》中指出，
数学与物理的关系一直到 19 世纪都非常密
切，可以说二者是同源，但是到了 20 世纪
初，数学渐趋抽象化，与物理距离越来越
远，到了 1950 年代，已完全分离。20 年后
因为物理学的规范场理论与数学的纤维丛理
论的密切关系，促进了数学与物理的重新紧

密合作。
杨振宁把数学家陈省身的纤维丛理论用

于物理学研究，卓有成效，有诗 《赞陈氏
级》：

天衣岂无缝，匠心剪接成。
浑然归一体，广邃妙绝伦。
造化爱几何，四力纤维能。
千古寸心事，欧高黎嘉陈。
将陈省身同世界著名数学家欧拉、高

斯、黎曼、嘉当并列。而陈省身也有诗云：
“物理几何是一家，一同携手到天涯。”
陈省身在天津创建了南开数学研究所，

杨振宁则推动成立了南开数学所理论物理研

究室。
2015 年 4 月 1 日，杨振宁放弃美国国

籍，成为中国公民。
2017年2月，杨振宁教授正式转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
2017年6月30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

立。杨振宁在会上发言说：“关于科学发展
的记录和介绍工作有很多发展方向，一个方
向是要跟近代科学的发展紧密的、近距离地
结合在一起；另一个方向是要注重通俗地介
绍科学的发展历程。”他呼吁和号召更多的
年轻人从事科学史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

2021年5月14日，杨振宁将他办公室和
资料室内的图书、文章手稿、来往书信、影
像资料，以及字画和雕像等艺术品共计2000
余件/册无偿捐赠给清华，由清华图书馆接
收并设立专室进行保管和展示。99岁高龄的
杨振宁自己拄着拐杖，不用搀扶走上主席台
出席了捐赠仪式。

杨 振 宁 与 中 国 科 学 史 和 科 普 工 作
□□ 王渝生

1993 年 1
月，中科院自
然科学史研究
所授予杨振宁
（前 排 右 四）
名誉研究员。

本届东京奥运会，男子跳高项目的决
赛，在卡塔尔的巴尔希姆和意大利的坦贝
里之间进行，两人的成绩相同，失败次数
等等也都一样，均跳过了2.37米。他们是
极好的朋友，于是决定共享金牌，他们就
此成为了奥运会田径113年来第一组共享
金牌的选手，也成为这次奥运会的一个亮
点。

如果有人说这两个奥运会金牌得主是
从横杆下钻过去的，你一定认为这是胡说
八道。在全世界都转播的情况下，在裁判
和很多运动员的众目睽睽下，就是运动员
有胆量，从横杆下面钻过去，还会有人不
知道吗？还会给他们奥运会金牌吗？这是
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两个金牌得
主还真是从横杆下钻过去的。

跳高是田径运动的田赛比赛项目之
一，是人体通过助跑、起跳、腾空、落地

系列动作组成，是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
地球引力，使身体越过横杆的运动，以越
过横杆上缘的高度计算成绩。

现代跳高运动始于欧洲。1827年，威
尔逊在英国举行的首届职业田径比赛中跳
出1.575米，这是第一个有记载的世界跳
高成绩。现在跳高的世界记录是2.45米。
19世纪60年代后，跳高开始在欧洲和美洲
普及。跳高运动的技术动作出现过5次重
大演变，即跨越式、剪式、滚式、俯卧式
和背越式，现在绝大多数运动员都采用背
越式。

运动员用跨越式过横杆时人体的重心
必须在横杆上几十厘米。剪式、滚式、俯
卧式虽然能使运动员的重心与横杆之间的
距离减小，甚至可以使运动员的重心擦着
横杆过去。采用跨越式、剪式、滚式、俯
卧式跳高的运动员的身体和重心都必须越
过横杆，他们绝对没有从横杆下钻过去的

嫌疑。
有没有办法使运动员的身体从横杆上

过去，而重心却从横杆下过去呢，采用背
越式跳高就可以达到。

要了解运动员的重心是怎么样从横杆
下钻过去的，先要了解人体的重心，人体
的重心就是人体各部分受到的重力合力的
作用点。那么人体的重心在哪里？因为人
体不断运动变化，重心就显得很“不安
分”，经常变换位置。这就为运动员的重
心从横杆下钻过去打下伏笔。

背越式跳高的过程是这样的，运动员
起跳后侧转使背对横杆。腾空后用两腿、
双臂、腰、头和颈来控制人体的重心与肢
体的相对位置。开始过杆的时候腰向后大
幅度弯曲，头和肩先越过横杆，这时人体
的重心还处于低于横杆的位置，接着迅速
收腿，肢体相对位置的变化，重心向肩
背方向移动，这时运动员的重心仍然在

横杆下面。运动员过杆时利用肢体相对
位置的变化，使身体的重心移出体外，
这样就有可能使运动员的身体从横杆上
过去，而运动员身体的重心从横杆下面
过去。关键是运动员在过杆通过肢体的
变化，始终把自己身体的重心控制在横
杆之下。如果我们以重心来表示运动员
的运动轨迹，就可以说他是从横杆下面
过去了。在重力场中，对一个物体所做
的功就是要看把物体的重心升高了多
少。既然运动员身体的重心是从横杆下
面过去的，运动员做的功只能算到横杆
以下了。从做功的角度来看，运动员是
从横杆下面钻过去的。现在任何一个优
秀的运动员，不掌握从横杆下面钻过去
的技术，想和别人跳的一样高，就要把
自己身体的重心提升得比别人高，这样
一来，他就要比别人付出更大的能量，
要想成为跳高冠军困难就大多了。

从 横 杆 下 “ 钻 ” 过 去 的 跳 高 冠 军
□□ 王 恒

（作 者 系 国
家教育咨询委员
会委员，中国科
技馆原馆长、研
究员）

促进科技传播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成立专门委员会

科普时报讯 （记者 操秀英） 近日，中国科技
新闻学会科技传播力促进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该
会以促进提升科技传播力为主攻方向，以全国各媒
体的科技记者为骨干力量，团结和引领广大致力于
科技传播的从业者，提高政治站位和科技素质，提
升业务水平和采写能力，搭建新闻界和科技界、企
业界的联系平台。

“中国科技新闻学会是一个以科技新闻工作者
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科技传播力促进工作委员会的
成立，将为学会更好地团结广大科技新闻工作者，
提供重要平台。”中国科协原书记处书记、中国科
技新闻学会理事长宋南平在成立仪式的讲话中指
出，希望其发挥整合资源的能力，团结和组织广大
科技传播从业者，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关于科技创
新的重要论述，积极探讨科技传播的规律，总结推
介科技传播经验，为提升科技传播的整体能力提供
新动能。

与会的新闻界老领导翟惠生、张景安等发表讲
话，鼓励促进会坚持守正创新，积极探索，为广大
科技传播从业者提供优质服务。

科技日报原总编辑、科技传播力促进工作委员
会首任会长陈泉湧介绍了创会宗旨和主攻方向，表
示将在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的领导下，肩负责任使
命，与各方通力合作，力争把促进会办成科技新闻
传播从业者之家，为新时代科技新闻传播事业做出
积极贡献。

中国科幻研究中心沙龙
把脉科幻产业发展

科普时报讯 （仲薇薇 张洁） 近日，中国科幻
研究中心系列沙龙启幕，中国社科院、中国旅游研
究院、中国科普研究所、新华网、常州恐龙园等科
研机构以及相关企业的专家学者一起为科幻产业发
展问诊把脉。

“科幻发展重在智库，根在人才，中国科幻研究
中心未来将与更多具有思考力、敏锐度的专家，活跃
在文化与科技界有影响力的组织，进行通力合作，共
同搭建聚合各类人才的新型智库平台，举办各种促进
智慧碰撞的高端沙龙会议，共同为中国科幻事业的发
展添薪助力、作出积极贡献。”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
长王玉平说，中国科幻研究中心在首钢园成立以来，
已经在形成政策建议报告、制定规范和标准、推动策
划国际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此次系列沙
龙聚焦主题，可以为推动科幻产业提档升级提出建设
性建议。

常州恐龙园文化科技公司总监罗忠煌介绍道，作
为江苏乃至全国最早的主题乐园之一，常州恐龙园自
1997年开馆以来已经成为了国内主题公园一个经典案
例。

“科幻文化要融入各地的文化旅游项目，可以考
虑从建设文旅融合的科幻产品体系、推广科幻文化品
牌、提供科幻文化休闲服务和营造科幻文化氛围等四
个方面入手。”中国旅游研究院黄璜研究员指出，科
幻文旅要向世界著名旅游度假区对标找差，从多元化
市场融合、文化与旅游融合、度假区与周边区域融
合，以及建设综合型度假区的角度考虑提升自己的发
展空间。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玲指
出，研究区域科幻产业发展还要紧跟国家“十四
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聚焦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四
群七带，研究发现西南地区、长三角、大湾区等地
区域科幻产业发展特点，为推动区域科幻产业发展
作出贡献。

此外，专家还在“区域科幻产业特色化发展探
讨”沙龙上，就我国区域科幻产业发展的现状、问
题及展望进行了深入探讨。据悉，中国科幻研究中
心还将在未来三个月内联合南京工业大学、江苏省
科普作协举办十余场沙龙活动，围绕创作、出版、
影视、动画、教育、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等话题开
展研讨，常态化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发展方
案，推动我国科幻产业高质量发展。该系列沙龙由
中国科幻研究中心、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江苏
省科普作家协会和南京工业大学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