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ISSN 1674-1544
2013年11月	 第45卷第6期　80-87	

CHINA SCIENCE & TECHNOLOGY RESOURCES REVIEW
ISSN 1674-1544 Vol.45 No.6  80-87, Nov. 2013

适应公众科普需求变化创新科学传播方式

邱成利

（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北京 100862）

提  要：创新科学技术和普及科学技术是科技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科学传播已成为普及科学技术的主要形式和

重要内容。科学传播对于向公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和方法，引导公众支持科技，参与创新具有重要作用。新时期的科

学传播正面临着公众科普需求迅速变化和传播形式不断创新的机遇与挑战，传统的科学传播方式对公众的影响力和效

果呈下降趋势，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势必引发科学传播方式的变革。只有及时适应公众科学技术普及需求变化，加

快创新科学传播方式，才能不断提高科学传播效果，提高公众的科学文化素养，促进创新科学技术与普及科学技术的

协调、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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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Way to Meet the Popularization Nee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ange
Qiu Chengli 
(Department of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862) 

Abstract: Innov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two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ce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form of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mportant content. Science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for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methods, guide the public suppor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innovation of the important role.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period is facing the public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apidly changing demand and transmission form innovatio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to science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the influence and effect of a downward trend,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is bound to trigger a change in the way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Only 
changes in a timely mann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pularization, to speed up the 
innovation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way, constantly improve the effect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mprove the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science communication way, innovation, interactive, experience, science communication effect 

1 引言

据专家考证，科学普及工作及“科学普及”

的称谓都源于西方。科学普及的概念大约出现于

1836年，指以“通俗形式讲解技术问题”[1]。英文

“Popular Science”一词的出现最迟不会晚于1872
年 [2]。早在1831年，英国就率先开始举办一年一度

的科学节，这与英国当时是世界科技强国的地位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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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自1994年开始，英国又开始在每年３月举

办科学周，与科学节不同，科学周重在介绍科技对

日常生活的影响，其规模也较科学节大，每届科学

周都有约百万人参加）。科学家们举办知识讲座、

沙龙、论坛和科学技术成果展示及应用活动，吸引

公众注意、关注、支持和参与科学技术活动。应该

指出的是，一些传教士、牧师等也发挥了相当重要

的作用。科学技术的不断普及并被越来越多的公众

理解和接受，为反抗封建专制和神学打下了基础，

最终成为战胜专制和迷信的利器。一批年轻的知识

分子、大学生们同样走上了传播和普及科学技术的

行列。新闻媒体出现后，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传

播和普及的发展，扩大了其影响范围。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资源的不断

丰富和广泛应用，普及和传播科学技术成为了科技

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科研设备与设施等科普资源

成为了科学普及与传播的重要资源与支撑。面向

公众开放科技资源，开展科普活动成为政府科技

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公众的普遍需求。互联网应运而

生后，科学传播获得了与以往不同的新传播渠道。

互联网正进入个人自媒体时代，信息源不再是传统

媒体独有的资源，媒体开始借助以个人为基础的自

媒体获得第一手信息。每当发生突发事件或遭受严

重自然灾害之际，由于恐惧、担忧或不明真相等原

因，各种各样的谣言或流言最容易滋长，并借助互

联网像病毒一样迅速扩散，甚至有可能在极短时间

内演变成一场难以扭转的社会灾难。网络谣言、网

络暴力一直困扰着网民。当然，抗击网络谣言的主

要力量也是要最终靠民众。

自1985年国内最早出现以“科学传播”为题

的研究论文到现在，科学传播研究大约已有近30
年的历史，北京理工大学闫德利将国内科学传播研

究的发展大体划分成起步期（1986-1994年）、酝

酿期（1995-1998年）、发展期（1999-2005年）3个

阶段 [3]。田松在《科学传播——一个新兴的学术领

域》一文中对科学传播概念的提出和发展进行了较

为系统的梳理，指出科学传播概念的提出与传统科

普和公众理解科学有着很强的关联 [4]。2000年，刘

华杰和吴国盛先后发表文章，提出了科学传播这个

概念，并指出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

是科普（或科学传播）的3个不同阶段 [5-7]。文章对

传统科普进行了反思和批评，提出了一种新的更具

包容力的科普理念，并将这种新的科普理念命名为

科学传播。刘华杰直接说：“称现代科普为科学传播

更合适，科学传播是比公众理解科学和传统科普更

广泛的一个概念，前者包含后者。[7]”吴国盛也说：

“我们提出‘科学传播’的概念，是把它看成科学普

及的一个新的形态，是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一个扩

展和延续。[6]”这种对于传统科普的反思并不是孤

立的，它是延续至今的对科学本身所进行的文化反

思的一部分。在此前后，也有一些今天被媒体称为

科学文化人的学者写过很多有关科普或科学传播的

文章。

一般认为，传统科普是建立在科学主义的意识

形态背景之上的，所隐含的前提是，科学必然是好

的，是必然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力量。由于这种理

念，传统科普在机制上是自上而下的；在心态上是

俯视的、单向教化的；在知识形式上是静态的；在

内容上是以普及科学知识为主要目的的。所谓现代

科普，则应该是平视的、双向交流的、动态的、以

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活动为核心的。同时，现代科普

的受众应该是全体国民，而不仅仅是传统科普所针

对的“广大青少年”。科普的主体也不应该是传统

科普强调的科学家群体，而应该是大众传媒 [7]。科

普研究随着科普自身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科学传播

是继传播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发展的新阶段，是更

加注重二阶传播和传受双向互动的新理念，是整合

两大研究传统、形成当代科学传播的新形态 [8]。当

前，公众的科普需求迅速变化，科学传播形式正面

临着不断创新的机遇与挑战。

2 科学在我国的传播及发展

2.1 科学传播的兴起

我国古代更多地是进行文化传播，科学和技术

往往是隐含在文化中被传播的。1840年鸦片战争之

后，随着许多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我国开始出现

一些科学和宗教传播者，科学和民主思想开始逐渐

被人们接受，从而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培育了一

定的社会基础。到了1914年的五四运动，直接打

出了民主和科学的旗号，德先生（指民主）和赛先

生（指科学）开始进入中国，逐渐为大众所接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出现了新型的科学技术传

播者和机构，他们活跃在社会各个方面，他们中既

有科学家、科技人员、教师、大学生，专门的科普

工作者、科普自愿者，也有政府部门、社会组织、

媒体、专门机构等，他们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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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同时，科学技术普及开始借助宣传

资料、宣传栏、报纸、刊物、书籍、摄影及绘画作

品、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媒介广泛

开展，深刻地影响了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科学技术

的态度，激起了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关注，进

而支持和参与科学技术活动。

2.2 我国科普人员状况

据全国人才统计显示，2011年我国科技人力资

源总量达到6300万人，其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为2740万人。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规模继续保持世界

第一。每万人口中科技人力资源数达到468人，其

中，R&D人员总量达288.3万 /人年，占当年全球

R&D人员总量的比重为25.3%。2011年我国高等教

育培养的大专以上毕业生存量第一次超过1亿，达

到10510万人。据中国科普统计显示，截止到2011
年，我国共有科普人员194.28万人，每万人口拥有

科普人员14.49人。其中，科普专职人员22.42万

人，科普兼职人员171.87万人。我国共有科普创作

人员11191人，占科普人员总数的0.58%[9]。

2.3 互联网技术对科学传播的影响

我国互联网经过近20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

惊人的进步。据统计，我国网民超过6亿，手机网

民达4.2亿，微博用户达3.9亿，微信用户已超过3
亿，科普网站数量超过3000个。每天经常通过手

机、计算机上网人数屡创新高。据相关研究显示，

中国网民中30.9%经常通过科普网站、科技类博

客、科技报刊网站获取科普知识，成为网络科普用

户 [10]。监测数据显示，从2007年起，中国网民的

每月搜索请求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月搜索

超过100亿次的国家，2012年底，中国搜索引擎用

户规模达4.51亿，年增长率10.7%，网民渗透率达

到81%。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网民对搜索引擎正变

得越来越依赖。百度公司2013年8月发布了无需

下载、即搜即用的全功能应用新平台——轻应用平

台，有效解决了优质应用和服务于移动用户需求对

接的问题 [11]。

2.4 我国科普传媒发展状况

据中国科普统计显示，2011年，全国共出版

科普图书0.57亿册，占全部77.05亿册各类图书的

0.74%；共出版科普期刊1.57亿册，占全部32.85亿

册各类期刊的4.79%。共发放科普读物和资料8.71
亿份。广播电台播出科普（技）节目总时长为16.37

万个小时，电视台播出科普（技）节目总时长为

18.76万个小时。科技类报纸总印数4.11亿份，占全

国报纸总印数的0.88%[12]。

2.5 反向式（逆向式、应急式）科普成为有效途径

近年来频发的自然灾害和人为危害，如汶川

地震、三鹿奶粉事件、塑化剂添加、苏丹红使用、

日本核事故辐射、2010年上海“11·15”特别重大

火灾、2012年北京“7·21”特大暴雨、PM2.5、农

药残留等，为公众上了一堂堂生动、直观、印象深

刻的科普课，短时间内迅速普及了相关的科学技术

知识和防灾、避险及自救的科学方法。这也昭示科

普工作者，原来只有公众认为真正对他们有用、不

懂不行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方法，他们才会积极、认

真、及时地学习。公众这种实用主义的科普态度，

对科普工作是很好的提醒和警示。

科学传播形式日益多样化，科普图书摆脱了

过去较为单一的形式，科普书籍中的照片、绘画、

插图、漫画比例不断提高。科普绘画、科普卡通、

科普摄影等为读者展示出了别具一格的科普作品，

成为非常有效的一种科普表现形式，明显地优于单

纯靠文字来传播的科普书籍及报刊文章。就连《财

经》杂志也插入了“看科学”图文科普知识小栏

目，足见科普开始成为人们阅读中的兴趣点之一。

科学传播借助新媒体如虎添翼，极大地拓展了科学

传播领域和影响。

3 传统科学传播方式面临的主要问题

传统科学传播形式单一，方式少、变化小，更

多的是在城乡繁华地段发放简单的科技知识资料，

展出实用技术展板，举办专题科技讲座，开展科技

咨询，热闹有余，实效不高。传统的科学传播方式

由于技术的局限性及传播理念等诸多原因，效果开

始减弱，影响力有所下降，积极参与的人群开始减

少，科学传播方式和效果不如人意，面临尴尬局

面。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特别是互联网技术

的广泛应用，开始影响和改变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

的方式、方法。

3.1 传播手段单一

科普图书、报刊科普文章是主要传播内容，电

视台、电台也制作播出了一些科普节目，但是由于

制作水平所限及播出时段、频道制约，收视率及收

听率不高，在收视率导向下，往往科普节目被电视

台调整到了非主要频道和非黄金时间，形成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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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循环。而非电视台制作的科普节目，由于播出

费用高、附带广告少等原因，很难在中央电视台主

要频道中播出。

3.2 传播针对性不强

大众传媒由于面对亿万公众，导致其作品、

节目只能是一般性科普知识，难以兼顾不同文化程

度、不同区域、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需求及兴趣，高

不成低不就。许多科普场馆的讲解人员往往是泛

泛地讲解、复述一些科普知识，介绍科普展品及标

本，对于参观者提问则显得无能为力。

3.3 传播内容过于专业

我国大众传媒科技报道从业人员的科普背景

一般，与欧美国家大众传媒专门的科技记者与编辑

的专业化程度和科学素质水平差距较大。大众传媒

对科普文章的编辑加工能力不高，导致许多科普文

章、书籍、广播、电视内容专业痕迹强，专业术语

多，通俗化不够，缺少深入浅出的功底及必要的文

学写作能力，一般读者往往读不懂其论文式科普文

章，或需要费很大力气才能读懂，从而对读者、听

众和观众吸引力不够。

3.4 单向传播效果不佳

实践证明，单向科学传播效果远低于双向、

互动式及参与式的传播，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早就

开始了参与式的科普传播活动，增加互动交流、讨

论、体验等环节。我国由于科普工作者及志愿者的

科学技术背景所限，能够从事互动式科普活动并准

确讲授科学技术知识、传授科学技术方法的人还很

缺乏。导致常规科普传播活动更多地是听讲座、看

示范科技实验和活动等，我国的很多科技场馆、科

普场馆的许多展品不许参观者动手，也降低了公众

的兴趣。

3.5 缺少趣味性和幽默感

我国科普传播效果不够理想，既与科普传播

方式有关，更与缺少科普精品关系很大。建国64
年来，人们普遍称赞的科普作品就是《十万个为什

么》丛书，这也道出了我国科普创作的窘境。大众

媒介因缺少好作品而不断调整和减少报刊版面、播

出时段和时间。同时，授课式、说教式科普会令人

乏味，提不起兴致，导致科普效果不理想。这恐怕

是我国与欧美国家的重要差异。他们的科普活动

往往是快乐式的，用游戏、玩的方式（甚至是搞笑

式、恶作剧式）进行，老师也会使用幽默的语言、

道具等传播知识和方法，寓教于乐。

3.6  网络科普可信度不高

网络科普由于人人均可参与撰写及转发，因而

也面临着内容混杂、信息不准确、可信度不高、盲

目转发乃至以讹传讹等诸多问题。某些企业甚至利

用网络搜索引擎竞价排名误导网民，推销其产品和

服务，一些伪科学也混杂其间，从而给网民带来很

大困惑，乃至一些不良影响及后果。这也给遇到问

题就习惯上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的网民们带来了

困惑和烦恼。

3.7 讲解水平较低

我国的许多科普场馆、博物馆、天文台（站）、

气象站、地震台（站）及各类科普基地，大部分解

说员受教育程度不高，科学背景较弱。他们中有些

人是靠背记的科学技术知识来向公众讲解的，一旦

好奇或求知欲强的参观者多问几个为什么，他们往

往就难以招架，而与参观者进行互动就更难了。近

年来，国内一些高校开始招收科学传播专业的硕士

研究生，但真正到讲解一线从事科普讲解工作的人

不多。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2012年起专门举办

了全市科普讲解员大赛，旨在提高讲解员的讲解水

平，激励更多高学历人员加入科普讲解员队伍，起

到了“正导向”作用。北京市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办

公室也启动了北京市科普基地讲解员大赛活动，对

提高我国科普讲解水平十分有益。欧美国家许多科

技馆、博物馆的讲解工作是由高水平的专业人员义

务承担的，场馆也拥有一批不同学科的专家、博士

从事讲解工作，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13]。

4 创新科学传播方式与方法的若干建议

4.1 倡导科学传播理念

政府科技、教育等行政管理部门要树立科学发

展观，更新科技意识，将科学传播能力作为科技人

员科研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科技人员的评价

考核指标体系中，作为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科技

项目申请立项、验收及评奖的一项指标，从根本上

扭转科技人员重科研、轻科普的现象，纠正科技人

员认为科普是软任务、水平低的错误态度，并改变

其认为科普是可做可不做的习惯。科学家及科技、

教育工作者应将科普作为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身体

力行地从事科学传播工作。

4.2 加强科学传播能力培养和培训。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应将科学传播课作为

大学生的必修课，包括文科学生、艺术、体育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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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生都要接受科学传播教育，具备基本的科学

传播能力。科研机构、学校、党政机关和企业要重

视对科技人员、教师、公务员、领导干部、管理工

作者等科学传播能力的培训，针对不同学科、专业

特点开展专项培训，使每位科技人员、教师、公务

员、领导干部、管理工作者等具备基本的科学传播

能力，掌握必要的科学传播方法和技巧，从而承担

起向公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和方法的责任。

4.3 善于应用新的科学传播方法

随着公众科学技术水平和素养的不断提高，科

学传播方法和手段面临着转型的迫切需求，需要学

习掌握和灵活运行多种科学传播形式，概况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4.3.1 体验式科普

让公众成为科普活动的参与者，亲身体验，动

手做，共同完成科普活动，会激发公众的兴趣和热

情，可加深其对相关科学技术知识和方法的理解与

掌握程度。北京市、上海市率先在这方面进行了探

索和尝试，科普活动中开始去掉展板，增加公众自

己可以动手操作、制作的活动内容和实物展品，给

公众不同的体验机会，激发公众的参与欲望，从而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见，科学技术知识和方法通

过参与体验方式进行，效果远胜于单纯式科普讲座

及只许看不许动和摸的参观式活动。

4.3.2 简单式科普

科学传播只有以简单的内容和形式开展，才

能赢得更多人群参与。能够将科学技术知识深入浅

出地讲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欧阳志远院士曾指

出，真正的科普，科学家做效果更好，他本人也

一直在这么做。科普内容切忌过多地使用专业术语

和长篇大论，而应以易于公众理解、接受的方式进

行。科普图书（包括电子书）、文章的文字和语言要

大众化，立足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理解和接受。

介绍科学技术知识的文字介绍一定要简短、简洁，

以200字为宜，类似微博，无需占用听众、观众、

受众较大精力或较长时间，仅利用其碎片时间即

可。简单往往意味着真正的科学。

4.3.3 图片式科普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恰恰道出了人们获取信

息与知识时，通过照片、绘画、漫画等图像展示的

科普更容易为人们所接收。特别是文化水平较低的

人群、年幼者、老年人等。图片的直观形式可以缩

短人们学习科学新知识的时间。一部好的科普书一

定是配有大量照片、绘画、漫画的书籍。近年来，

报纸、杂志开始刊登彩色科学照片、绘画、漫画

等，为科普增添了新平台。中国科学报刊登的美国

科学基金会的“科学此刻”（science now）照片十分

精彩，图文并茂。科技日报、北京科技报等科技类

报刊登载科学照片、绘画、漫画等也收到了很好的

效果，并正在被更多的报刊、网站效仿。环保部、

北京市举办了科普摄影、漫画大赛，对促进科普作

品创作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4.3.4 游戏式科普

人们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之余，特别是周末

和假日期间，往往是放松的时刻，心情较好。科普

活动要分析人们的心理，设计轻松、快乐的形式和

内容，通过游戏吸引人们参与，分享科学技术带

给人们的便利和益处。组织或传播者要尽量使用幽

默、风趣的语言和形式，将科学技术知识和方法的

传播植入游戏活动中，让参与者自己感悟和理解相

关知识与方法，寓教于乐。北京索尼探梦馆利用传

感器、摄像头、NFC近场技术、APP应用技术等形

成体验式的游戏让观众认知移动智能科技，使其深

入了解智能手机是由哪些装置构成的，感受加速度

传感器、陀螺传感器等传感器如何协调工作，亲自

体验应用程序有哪些奇妙功能及其带来的乐趣 [14]。

上海市科技节期间，上海市消防局在主会场设立了

公众使用灭火器的活动，通过参与者亲自使用灭火

器，用正确的方法灭掉明火的方式普及消防知识，

深受人们喜爱，现场排起的长队就是最好的证明。

4.3.5 网络式科普

新媒体借助手机成为了影响力最大的媒介之

一。目前，中国的网民数已超过6亿，而手机成为

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媒介工具，其影响力恐怕很快

将超过电视，对青少年人群的影响力更大。科学传

播借助新媒体则可以增加大量受众，大大提高科学

传播效果。目前，短信、电子书、微博、微电影、

微视频、移动电视、移动互联网、微信等新媒体形

式不断涌现，为人们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方便，

增加了欢愉、轻松、便捷的科普途径，特别是如今

传播已进入了自媒体时代，每个人均可平等参与到

科学传播之中。同时，新媒体科普又可满足人们个

性化的科普需求，及时提供人们所需科学技术知识

及专业帮助。北京市科委建立了“北京科技”视频

网站，向社会提供免费下载科普及科技影视节目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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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 艺术式科普

19世纪法国著名的文学家福楼拜说过，“越往

前走，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科

学与艺术就像不同方向攀登同一座山峰的两个人，

在山麓下分手，必将在山顶重逢，共同奔向人类向

往的最崇高理想境界——真与美”。科普根据表现

形式可分为直接式科普和间接式科普。直接式科

普我们使用的较多，相对也容易些。而间接式科普

是指将科学技术知识及方法等借助小说、电影、电

视、戏剧等非直接方式予以传播的形式。美国在这

方面走在了前面，特别是二战后，继科幻小说之

后，大量高新技术知识及产品被植入到其文学小

说、电影、电视中的故事情节中，传授、演示或表

演给读者、观众、听众，并刻意显示科学技术的重

要作用，在战争和侦破故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

美国经济及艺术题材的影视剧中，罪犯更多地是使

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以及各种专业技术方法及手段实

施犯罪，警方同样也是技术高手，其破案主要也是

依靠专业技术手段和网络技术辅助获取证据、缉

拿罪犯。前几年在美国热播的电视连续剧《Lie to 
Me》（《别对我撒谎》）是一部描述心理学的美国电

视剧，于2009年1月21日首播于福克斯电视网。

卡尔·莱曼博士和吉莉安·福斯特博士利用脸部动

作编码系统分析被观察者的肢体语言和微表情，进

而向他们的客户（包括FBI等美国执法机构或联邦

机构）提供被观测者是否撒谎等分析报告。片中的

主要故事情节来自美国心理学专家保罗·艾克曼博

士，其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面部表情的辨识、情绪

分析与人际欺骗等 [15]。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与中国

科技馆2012年11月举办了“国际科学与艺术展”，

展示了一批科学家和艺术家的科学艺术作品及制作

的艺术科学展品，充分展示了科学与艺术融合的魅

力。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专程前往参

观并大加赞赏，认为是科学与文化融合的好形式。

2013年9月，上海也举办了“上海国际科学与艺术

展”，吸引了众多上海市民参观。我国目前这方面

的人才还很缺乏，文艺创作人才科技背景不够，科

技人员文学功底不强，需要两者合作，相互融合、

合作创新，才有望获得成功。同时，随着我国高等

教育的普及化，一些理工科背景的年轻人投身文艺

创作，可望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4.3.7 名人式科普

名人由于其高影响力，其从事的科学传播等

活动，往往会成为科普活动的亮点，吸引众多参与

者，从而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院士、著名科

学家从事科普的带动效应是很强的，值得在科普活

动中提倡和推广。欧阳志远、钟南山院士是这方面

的典范，他们身体力行，从事航天、健康方面的科

普活动，带动了其他科技人员和年轻科学家参与科

普活动。2007年3月24日，彭丽媛被卫生部聘为

“中国结核病防治形象大使”（也是世界卫生组织艾

滋病防治亲善大使、控烟形象大使）。这些年来，

彭丽媛去了很多结核病高发区看望患者，关心他们

是否遭受病痛的折磨，是否懂得运用保护自己的科

学方法，是否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救治。她曾于2009
年在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的政府广场上，给农民工

上“防治科普课”[16]。名人从事科学传播的广泛影

响力，极大地提升了科普活动效力。

4.4 启动科普精品工程

针对我国缺少科普精品的现状，尽快启动科普

精品工程。

4.4.1 在科技计划项目中增加对科普研发支持

科普受益面很广，国家各类科技计划应将科普

内容纳入其中，予以必要的支持，满足和服务于科

普事业发展的需要，支撑科普产业发展。经济发达

地区和大城市应单独设立科普计划项目。目前，北

京、上海、广州等已经设立了科普计划项目，为城

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城市提供了有力

支撑。北京、上海、广州能成为GDP率先超过1万

亿的城市，可能与重视科普不无关系。科普与创新

协调发展，才能促进公众科学素质的提高，从而为

城市协调发展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环保部、国土

资源部、中国地震局、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中国科协均立项支持了一批科普创作项目，不

断为公众提供科普精品等优质科普资源。

4.4.2 制定科普作品标准

政府科普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快制定科普作品标

准，正确导向科普创作形式与风格。科普作品必须

要通俗化、简单化、图文化，坚持出版小开本，便

于人们携带，方便人们阅读。

4.4.3 科普作品要增强艺术性

科学技术知识相对较为枯燥，所以要吸引读

者、公众，科普作品必须进行艺术加工，文字要优

美，节目要精彩，增加幽默感和戏剧性。北京大学

出版社出版了《分子共和国》《物理学之美》等书

籍。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主席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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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明一笔一画手写的《“天”生与“人”生：生殖与

克隆》科普著作，用科学、生动、有趣的语言和大

量图片诠释生殖与生育、克隆与“克隆人”的诸多

问题，文笔优美，成了唯一荣获了2013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的科普作品。

4.4.4 科普作品及服务要坚持低成本原则

科普要吸引公众，必须坚持公益性原则，保持

低成本方向，面向广大公众提供物美价廉的科普产

品与普遍服务。在2013年9月17日全国政协教科

文卫委员会召开的科学素质座谈会上，许多政协委

员表示目前的科普图书价格太高，学生和普通家庭

买不起，他们举例说，新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

丛书（第六版，共18册），印制精美，售价接近千

元，还不单册卖，能自己花钱买的人不多。据人民

日报报道，其第一次印刷了3.5万册，除赠送外，

销售了3万册左右，对有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实

在是极少量。科普书籍不同于科技学术著作，销量

太低很难称为是一部优秀的科普作品，这也应该成

为科普图书评选、评奖的必要指标。国家更应该支

持出版一些简单的、低成本的、单册的科普精品读

物，售价应以普通人特别是学生能够接受为宜，十

几元至几十元最好，当然国家应予以税收减免，甚

至资助出版新华字典式的科学技术知识基础读物，

保证每个小学生人手一册。未成年人是科普、科学

素质工作的重点人群，科学传播要从创作出版未成

年人亟需的优秀科普作品做起。

4.4.5 启动科普精品试点示范工程

2011年开始，科技部会同中宣部、文化部等

部门启动了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已经立项支持

了100多个文化科技创新项目，资助金额超过10亿

元，着力提升文化产品及服务的科普含量。中国科

协也于2012年启动了科普创作示范团队建设，支持

了29个科普创作与产品研发示范团队。北京市在

“智慧城市”建设中，设立了科普计划项目，支持了

一批科普计划项目和科普基地建设，资助创作了一

批科普精品图书、影视作品，拥有大量丰富、优质

的科普资源，通过各种媒体进行全方位传播，并创

作科普剧，举办科普春晚电视节目。上海致力推进

科普精品工程，开设纪实频道《科技密码》栏目，

制作《话说上海城市污泥处理》《疯狂的白蚁》《盾

构——超级钻地龙》等科普专题片，上海广播电台

开设《公共安全科普专题》，新民晚报开设《新民

科学咖啡馆》等栏目，在全国率先开通微博、微信

科普——“上海科普”，使在上海微博平台上传播

科学成为新潮流。东方明珠移动电视开设“科普百

问”“权威声音”等多个专题节目，同时创作和演出

科普剧。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资助出版了高新技

术科普丛书，荣获2012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

4.5 做好应急科普储备，提升应急科普能力

气候变化、环境恶化对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愈

加凸显，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威胁着人们

的健康和安全。科普必须加强相关专业科普知识和

人员的培养、培训和必要的储备，开展经常性的演

习来传播普及相关知识和方法，同时借助科技新成

果提高人们的防范能力。日本作为地震频发国家，

其建筑的抗震标准很高，大多可以抵御8级地震。

日本政府经常组织应急避险演习，提高人们防险和

求助能力。日本地震预警及时，许多可以在震前30
秒左右发出警报 [17]。我国2013年4月20日发生的雅

安地震，成都一家被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

资助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就成功地在10多秒前发出

了警报并通过手机短信通知了几万名会员。如果遇

到震级高的强震则意味着可挽救许多人的生命。

4.6 差别使用不同传播方式

科学传播要区别各类人群，根据科学技术知识

和方法的特点，使用不同的方式和形式，才能收到

理想的效果。对于农民、老年人、边远贫困地区和

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可多采用传统传播方式和大众传

统媒体。对未成年人、社区居民、公务员、领导干

部则可多种方式并用，优先使用网络式、名人式、

艺术式科普，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7 提高科普传播人员地位

改善和提高科学传播工作，政府相关部门必

须树立正确的科学理念，更新科技人才观念，提高

科学传播的意识，将之作为科技工作必不可少的重

要内容。科研机构、大学的领导、院士、学术带头

人、首席科学家、各类人才计划入选者等首先要带

头做科普，身体力行地传播科学技术。同时将科普

绩效纳入对科技人员的评价考核指标之中，增加一

定的比重。在中国式部门、地区、单位、人员绩效

考核评价中，区别往往是在小数点后的第三位上，

所以哪怕是1%的比例也可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

为体现对科学传播工作的尊重，建议将科普讲解员

的称谓改为科普讲师或科学传播师，以准确体现其

工作性质，并可望吸引一批硕士毕业生加盟科学传

播队伍。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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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科技人才发展

规划（2010-2020年）》确定的科普人才发展重点任

务，予以他们承担科技项目和科普项目的资格，并

可参加职称评定及科技奖励和科普奖励的评奖 [18]。

因此，根据我国科普工作重要性和特色，可适时单

独设立科普职称系列和国家科普奖励体系。

胡锦涛指出，“普及科学技术，提高全民科学

素质，既是激励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

要求，也是营造创新环境、培养创新人才的基础工

程，必须作为国家的长期任务和全社会的共同任务

切实抓紧抓好，为科技进步和创新打下最深厚最持

久的基础”[19]。科学传播与科技创新一样是新时期

科技工作的重点任务，我国拥有的丰富科技资源既

要服务于科技创新，也要服务于科学传播，服务于

公众对科普的需求，以充分发挥科技资源的潜在功

能。科普是在为科技创新培育肥沃的土壤，是政府

部门、社会组织和媒体等社会各界的共同义务和责

任。做好新时期的科学传播必须综合运用多种科学

传播方式、各类媒介，最大限度地普及科学知识，

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从

而加快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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