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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调查的科普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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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普资源是科普工作的基础和工具，科普资源建设与共享是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纲要（2006-2010-

2020）》要做的重要工作之一。科普资源共享是一项跨系统、跨部门、跨区域、跨学科的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我国科

普资源共享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社会各界对科普资源共建共享及其平台建设的理论和认识仍比较混乱，因此，积极

开展有关科普资源共享调查问题的研究具有显著的价值。面向公众用户需求的科普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相当重要 ,为进

一步加快科普产业的发展与扩大科普资源的共享范围，对科普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进行研究，并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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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are the base and facility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 of carrying out 《The 

scientific quality action plan (2006-2010-2020)》.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sharing is a cross-system, 

cross-sector, cross-regional and cross -discipline subject. Nowadays, Ou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sharing study is on the exploratory stage. All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 confuse about the theory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construction & sharing and the platform construction. Therefore,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sharing research is worth studying. Furthermore,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platform construction is very important. In order to fast the speed of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enlarge the range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sharing, it is realistic to study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to propose feasible advice and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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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资源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概

括地说，科普资源是指用于发展科普事业的政策

环境、人力、财力、物力、组织、科普内容和信

息等所涉及的所有支持性要素的集合，它是提升

科普能力的重要因素，是科普事业发展的基础性

条件 [1]。科普资源共享是一项跨系统、跨部门、

跨区域、跨学科的复杂系统工程。一方面，我国

科普资源共享工作中存在着资源共享意愿不强、

现有政策引导力度不足、优质科普资源缺乏等问

题 [2]；另一方面，国内还未建立起体系完整、内

容优质、资源丰富的科普资源共享体系 [3]。开展

科普资源共享调查能够摸清公众对于科普资源共

享的需求，构建科普公共服务平台能够规范、统

一科普资源数据标准，因此，积极开展有关科普

资源共享以及科普公共服务平台的研究具有显著

的现实意义。

本文将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

式，分析资源单位的科普资源共享情况以及公众

用户对于科普资源的需求情况，并结合存在的问

题以及解决方案，为加快建设科普公共服务平台

及其应用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

1 科普资源概况

科普资源大致被分为五类 [4]，即科普人员、

场地、经费、传媒、活动。2011年调查统计表

明，上海各类科普资源，除科普经费有少许下降

外，均比2010年有所增长，呈现出上涨的趋势。

（1）科普人员：2011年上海市共有各类科普

人员42581人，其中，科普专职人员5931人，

占本市科普人员总数的13.9 %，科普兼职人员

36650人，占科普人员总数的86.1 %，与2010年

相比，上海科普人员的总数增加了1055人，增

长率为2.54%。（2）科普场地：上海市共有国家

级科普教育基地68个，省、市级科普教育基地

的总数255家，其中综合性科普场馆2家，专题

性科普场馆48家，基础性科普教育基地205家。 

2011年上海市共有科普场馆173个，其中包括

26个科技馆、124个科学技术博物馆和23个青

少年科技馆（站）。与2010年相比，新增5个科

技馆、6个科学技术博物馆、1个青少年科技馆

（站），三者的数据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3）

科普经费：2011年，上海市科普经费共筹集到

90046.7万元，相比2010年90765.9万元的科普投

入经费，增长率为-0.79%。各级政府财政拨款

共53401.7万元，占总投入金额的59.3%，其中各

级政府划拨的指定用于开展科普活动的科普专项

经费有34528.5万元，占政府财政拨款的64.6%；

自筹资金达31278.7万元，同比增长11.23%，占

科普经费总投入的34.7%；社会捐赠859.9万元，

比2010年社会捐赠所得多65.0万元，约占科普

经费总投入的1%；其他收入4506.4万元，约占

总投入的5%，比上一年增加181.7万元，增长

率4.2%。（4）科普传媒：2011年，上海科普工作

建立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机制，充分发挥电视、

广播等主流媒体对科研成果的宣传作用，加强

对公众关注的热点科学实践的解读，进一步增进

了群众对科学的理解。《科学画报》累计编发文

章420篇（120万字），图片240幅，刊登的科普

文章还入选了高考语文试卷。上海广播电视台科

普类节目覆盖3个电视频道、7个广播频率，2个

新媒体平台，包含26个栏目，年播出量近2500

小时。作为首批上线的政务微博，“上海科普”

率先登录在新浪网、新民网，开通伊始即吸引粉

丝近4万人。（5）科普活动：2011年上海市用于

开展科普工作的经费支出达90046.7万元，其中

53804.2万元用于开展各类科普活动，占全部支

出的59.8%；全年政府财政拨款53401.7万元，

其中34528.5万元为用于开展科普活动的专项经

费，占到政府拨款的64.7%，可见科普活动在本

市各项科普工作中是重中之重。除科技活动周以

外，2011年上海还举办其他重大科普活动共724

次，比2010年增加5.85%。

2 资源单位访谈调查

2012年11月至2013年2月访谈了上海科普

教育促进中心、上海科普事业中心、上海科普教

育基地联合会、上海科普网（上海科技报社）、上

海科技馆及各区县科委 /科协等科普单位等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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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单位，并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

2.1 访谈内容

（1）访谈对象基本情况调查的问题与内容

● 目前掌握和管理的科普资源类别及其来

源（资源数量）

● 如何维护、管理这些资源？是否有信息

系统？

● 科普资源发布、配送的渠道

● 科普资源受众情况

● 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

● 访谈对象需求调查的问题与内容

（2）本单位在开展科普工作过程中遇到的瓶

颈和问题

● 需要科普平台如何服务于单位工作需

要，如，希望通过科普平台获取哪些信息和帮

助，希望通过科普平台推广自己的哪些信息

● 未来本单位发展的思路

● 是否希望参与科普平台建设

● 本单位的政策需求以及对科普政策的建

议

2.2 资源单位访谈调研

（1）沪杏科技图书馆

沪杏科技图书馆共拥有10名职工，业务范

围涵盖科普宣传与会议承办，拥有丰富的视频资

源，在200多家基地拍摄7000多部视频，并且与

长宁区未来宽带网络合作，建设科普之窗栏目；

图书馆拥有来自万方的数据资料，800多台触摸

屏，分布在社区、学校、街道、军营，由区科委

购买，由专人插卡维护；科普教育基地按区县划

分，拥有15万多册电子图书，主要是科技、教材

类，点击次数达到十几万；定期举办科普大讲坛

等主题系列讲座，一年共有130多场；沪杏科技

图书馆的受众主要是大众，遇到的主要问题是硬

件宽带设施问题。

（2）科普基地联合会

科普基地联合会拥有的特色资源是全市273

家科普基地和场馆。科普基地联合会发展的主要

问题和瓶颈是：数据库展示能力较弱，政府考核

不到位，讲解人员的职称亟待解决，已有数据库

如何对接工作平台。科普基地联合会未来的发展

思路是：将场馆控制在300个以内，建立有特色

的场馆，扩大场馆的展示面积，完善淘汰机制，

仔细研究各场馆的科普展示与特色服务需要；扩

大基地的宣传与推广，提高科普人员的层次，并

且推进亲子活动，开展科普旅游与社区巡展。

（3）科普事业中心

2013年，科普事业中心举办科普讲坛、讲座

50余场次；完成各类展览、展品和展板设计制作

项目100余项；编印发行《科普挂图》近30万余

套，制作各类科普动漫、影视片100余部（集）；

编创10余册系列科普丛书。科普事业中心主要

拥有以下6方面资源：科普产品e联盟建设项目；

云中科普在线；科普教育基地实施配套工程；社

区创新屋筹备建设；科普新干线巡展项目；青少

年科普场馆建设探索实施。主要的科普特色资源

有：科普挂图编印；防灾减灾知识大赛；科普宣

传册展板编印；科学工作室完善推广。未来，科

普事业中心将做到“五个建设”，分别是科普影

响力建设、科普品牌建设、科普新平台建设、科

普工作者队伍建设、中心文化建设，力求在2014

年做到公益性科普事业和经营性科普产业并举发

展。

2.3 区县科委访谈调研

（1）中心城区各区县科委

第一 ,中心城区各区县科委的资源各具特

色。例如：虹口区科委具有特色资源“科普

PPT”，共享讲座内容，培养讲座人才；长宁区

科委整合了“科普创新屋”等培训资源，力图打

造五管齐下、五位一体的科普体系。第二，中心

城区各区县科委的资源具有新颖性。例如：静安

区力图打造影响力与辐射范围大的科普活动，开

展小而精的科普工作，诸如：创意百宝箱、创意

梦工厂等。第三，中心城区科委广泛宣传科普

理念，扩大科普联动化。例如：黄埔区科委秉承

“融合集经典，创新铸精品”的理念，构建区域

大科普以及科普示范小区；闸北区定期开展科普

联席会议，扩大科普联动化，构建公务员科普视

窗，贴近科普宣传热点，扩大覆盖面与宣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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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边各区县科委

首先，周边各区县科委重点提高科普与企

业结合的水平。例如：松江区科委引导企业做科

普、办科普，创新产品平台，在网络上展示各大

奖产品，开设竞赛平台。其次，周边各区县科委

以重大活动为抓手，努力提高市民素质。例如：

金山区科委以重点人群为突破，培养青少年和明

日科技之星；青浦区科委开展网上视频活动，与

科技馆合办开展院士青浦行活动，在科技成果科

普化方面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宝山区科委引入国

际科学和艺术展巡展，举办“宝山校园科普微电

影节”等活动。

3 用户需求问卷调查

2012年11月至2013年2月，向广大公众随

机发放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共发放1000份，回

收有效问卷800份，回收率达到80%。调查对象

主要为公众用户，即科普受众。调查内容主要是

科普公众对科普资源的需求，包括公众用户的构

成、公众用户的态度、科普资源与服务、公众获

取科普信息的渠道以及公众用户的习惯等五大类

板块20个问题。

（1）科普公众用户的构成

如图1所示，对科普公众的调查中，43%的

调查对象为学生，占据总体最多；16%的调查对

象是城市职工，居第二位；8.5%的调查对象是教

师，居第三位；有6%的调查对象是科技工作者；

5.5%的调查对象是农民。这说明在科普公众用

户中，学生占绝大多数比例，学生是科普知识信

息的主要受益群体。建议可以加大对于科普教育

基地的建设，例如：对于海洋馆、科技馆等青少

年经常去的场馆进行建设管理，开展中小学生感

兴趣的科普演讲比赛以激励学生对探索科普的热

情。

（2）科普公众关注的领域

如图2所示，16.2%的公众关注健康领域，

占总体最多；公众对于生物和生活领域的关注度

各占13.8%，占比第二；12.8%的公众关注天文

领域，占比第三。由此可见，对于科普健康、

生活、生物领域，公众用户有一定的偏好，公众

对于与自身健康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普信息尤为关

注。建议可以加强对《病毒学报》  《生物技术世

界期刊》等科普资源信息的发布，来提升公众对

生活环境与生命健康的科普理解。

（3）公众对于建立服务网站的态度

如图3所示，有54.7%的用户希望建立一个

图1  科普公众的构成图

图2  公众用户关注领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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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的网站，另有35.3%的用户非常希望建立

网站，即，有90%的用户希望建立一个综合性的

科普网站。例如：受上海市科委委托建立的启思

网由“一库两平台”构成，并且，分为科普资源

公共服务平台和科普工作平台，资源中心由6大

数据库组成，为科普网站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同时也为公众用户真正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科

普网站。

（4）公众参与科普活动的态度

如图4所示，有33%的科普公众乐于参与全

国科普日活动，例如：科普新干线等具有科普互

动设备的科普活动，有30%的科普公众乐于参与

上海科技节活动，例如：3D打印机制作，与公众

一起参与制作钥匙环等活动，有20%的公众乐于

参与社区创新屋活动，17%的公众乐于参与大学

生科学商店活动。由此可见，公众用户对科普日

与科技节的热情以及对互动互惠活动的认可度。

（5）公众期望的网站服务

如图5所示，42%的公众用户期望得到科普

互动服务，这占据大多数的比例，28%的用户期

望得到免费电子科普读物，20%的用户期望得到

科普培训讲座服务，10%的用户期望得到科普场

馆票务预订服务。由此可见，公众对于互动服务

类项目相当关注，例如：移动3D电影巡展，科

普魔术防诈骗活动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服务活

动，同时，也体现了科普活动的互动性与公益

性。

（6）公众获取科普知识的渠道

公众知识渠道包括公众了解科普知识信息的

渠道、公众对于网络的认可度等。如图6所示，

公众获取网络科普信息的渠道中，44.9%的公众

是从科普网站上的科普知识板块获取，占据首

位，25.2%的公众是从网站上的互动问答中板块

中获取，23.5%的公众从各种论坛和博客上的科

普知识板块获取。由此可见，现在的公众用户基

本都上网了解相关的科普知识信息，并且对于科

普网站的认可度较高，建议加大对科普网站的投

入与建设，让公众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了解到科普

知识，解决公众的科普问题。

（7）用户访问科普网站的频率

如图7所示，47%的公众用户习惯在9月全

国科普日访问科普网站，39%的用户习惯在5月

图3  上海市科委建立综合性网站期望图

图4  公众用户参与活动图

图5  公众用户期望得到的网站服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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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普周访问科普网站，13%的用户每月固

定访问科普网站，仅有1%的用户不访问科普网

站。由此可见，用户对于科普周以及科普日的热

情从线下延伸到了线上，科普网站可以以此为契

机与公众展开有趣、生动的互动，并通过网络为

用户提供科普服务，培养忠诚的科普用户。

（8）用户的创作热情

研究公众用户创作科普作品的方式能够直

接反映科普公众用户的创作热情，如图8所示，

68%的用户通过创作科普剧本来分享科普作品， 

25%的用户通过撰写科普论文来分享科普作品，

7%的用户通过创作科普影视、动画作品分享科

普作品。由此可见，科普公众创作科普作品的热

情度相当高，并且，绝大部分用户通过创作科普

剧本来分享科普作品，例如：科普易联盟的科普

剧本等。

4 科普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科普公共服务平台是一个综合性的资源标准

统一的平台，也是科普资源的发布中心。平台由

一库两功能组成，为全市科普公众提供安全、便

捷、互动性强的一站式科普服务。

4.1 科普资源中心数据库

建设科普资源中心数据库的目的，一是整

合、优化各类科普资源，避免重复开发且提高资

源质量；二是规范科普资源以制定统一的标准；

三是提高综合利用效率。该数据库将建成包括机

构库、设施库（科普基地、社区创新屋、高校实

践工作站、大学生科学商店、少科站、校外教育

基地）、人才库（专家库、志愿者库、信息员）、

成果库（展教具与模型、标本、图书、科普期

刊、挂图、多媒体库、科普剧本及课件、科普文

图6  网络科普知识的获取渠道图

图7  公众用户访问科普网站或网页频率图

图8  公众用户创作科普作品方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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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科普工作论文）、活动库（科普活动、科普赛

事、科普大讲坛）、政策库、专家库等六大类资

源信息的数据库，建成跨资源类别联动、跨不同

主管部门联动的科普资源中心，建立不同科普资

源信息间的动态关联，制定分级、分类的数据共

享规则，成为本市科普资源信息采集、加工、分

布、分析的数据中心 [5]。

4.2 科普工作系统

科普工作系统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各科普联

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区 /县科委（协）、各科普场

馆、各科普教育基地、各科研机构、各高校科学

商店、各高校实践工作站、各类学会协会的信

息员、专家、作家、志愿者等。系统功能设计功

能模块包括信息公开、科普资源的提交及维护、

资讯管理、汇总统计。科普资源服务借助于信息

生产与传递服务，以数字化为主的科普资源保障

体系和以科普资源数据中心为基础的快速响应服

务体系，为上海市近万家单位的科技人员提供便

捷、高效的科普资源信息共享服务。主要有：政

策带动有关部门配合模式、建立科普资源的数据

标准化模式、科技资源的科普化模式等。

4.3 科普公共服务系统

科普公共服务系统主要包括科普资源展示、

推荐，向科普工作者及公众按一定规则进行科普

资源配送，应对社会热点及突发事件，服务科

普创作等。其主要服务对象是：科普工作者、

公众、媒体和企业。其主要载体是“上海科普

网”、“科普产品E联盟”、“上海科普”微博、“上

海科普”APP资源下载服务、“上海科普”公共服

务热线等。科普公共服务系统以科普资源中心数

据库为数据支撑，建立共享科普资源信息展示平

台，从而为广大的科普爱好者和大众提供一个一

站式的服务窗口。从功能设计上构建了科普新

闻、科普资源、科普服务、科普社区、科普APP

等服务功能，以提供给科普工作者、公众、媒体

和企业多方位了解、运用科普资源的服务。例

如：科普资源预定服务系统聚集了上海所有的科

普场馆、教育基地、科普图书馆等科普场地的活

动信息，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省心、优质的

预定服务，从而使科普资源得到充分的共享，使

广大群众对科普有一个新的认知，使科技资源的

科普化理念推向家家户户，提升上海市民的科普

文化水平。

5 结语与建议

通过调查分析，认为，（1）上海科普资源种

类基本齐全，各相关单位均具有一些有特色的科

普项目，但分布相对分散。（2）各类科普资源信

息更新缓慢，相对滞后。（3）上海市具备了一定

规模、数量的一般性科普资源，但科普资源质量

参差不齐，优质科普资源在各种资源类型中还普

遍不足，资源采集仍缺乏统一规范和标准。（4）
各类科普资源信息数据的集成还掌握在不同的系

统、部门，还没有从整体上把各类科普资源融为

一体，资源信息相互之间的联通与结合还没有完

全打通，还没有完全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结构逻

辑严谨的科普资源数据网络。而对于各类已集聚

的科普资源信息数据缺乏统一的信息采集标准和

规范，导致顺应时代发展、满足受众需求、对信

息资源进行梳理、加工、维护的能力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和不足，提出如下几点建议和

对策。

（1）建立统一的科普资源数据库，构建全市

科普资源发布中心。调研表明，超过98%的受访

者希望政府建立统一的科普资源数据库，以整合

全市众多的科普资源和特色资源，实现统一的科

普资源发布模式和信息更新机制，构建全市统一

的科普资源数据库和发布中心，建立统一的采集

规范和标准，有选择性地筛选各类资源，有效地

提高资源信息的更新频率，建立权威的科普资源

发布与共享平台，以实现资源分布集约化和合理

化。

（2）建立共建共享协作机制。通过推动建立

跨部门的、社会化的科普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发

动拥有科普资源的所有主体，通过建立各种合

作、协作、协调的关系，利用协作化、产业化、

国际化、数字化等方式和途径来共同建设和利用

各类科普资源，以增加科普资源总量，提升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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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品质。

（3）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与规范 [6],保障科

普资源有效共享。针对目前科普资源在归属、分

布、特点、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呈现类型多样化的

情况，应按照不同类型科普资源的特点、发展规

律、共建共享条件情况，结合发展需求，统筹规

划，突出重点，分阶段、脚踏实地、有序推进共

享体系建设。因此，拥有科普资源的不同系统、

不同部门的机构应以更加有效的政策规定引导、

推进科普资源共享工作的开展，应考虑推进相关

法规出台，以法规来确定公共财政投入形成的科

普资源的共享义务。

（4）建立科普资源共享绩效考核与激励机

制。对不同资源服务机构，一方面，要建立不

同的绩效评价指标 [7]，分类考核与评估，注重设

计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把服务功能放在首

位。另一方面，要制定有针对性的激励政策，对

公益性的科普资源服务机构，充分考虑其所实现

的社会价值和溢出效应，采用政府购买、运行补

贴等方式给予长期支持，而对商业性的科普资源

服务机构，要重点评估其服务对社会共性需求的

满足度和其自身创造的经济价值、提供就业机会

等作用，制定减免税收、优先录用人才等间接激

励政策，在支持这类服务机构的同时，引导科普

产业的发展，提高共享能力。

（5）探索建立市场化运营机制。积极探索建

立市场化运营机制 [8],推动科普产业发展。目前最

具典型的市场化运营机制的代表是“科普产品e

联盟”。该“e联盟”是集成社会各方资源，线上

线下相结合，具有展示、推广、应用、共享等功

能的公益性科普产品服务平台。“e联盟”平台将

公益性的科普产品服务和市场化的科普产品交易

流通机制进行了有效结合，从而促进了科普产品

资源开发、集散和服务的社会化，以公众科普需

求为导向，发挥市场的引导、优化和调节作用，

推动了科普产业发展，逐步建立公益性科普事业

与经营性科普产业并举的机制。同时，通过自主

加盟、公益服务和市场机制的模式，吸引了广大

社会企业加入“e联盟”平台。

（6）提高科普资源信息透明度 ,实现科普资源

宏观统筹。针对科普资源利用率低下，需求与供

给不对称的问题，要努力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对

存量科普资源的共享应打破部门界限，盘活存量

资源，由政府对科普资源共享进行统筹规划、宏

观调控、顶层设计，明确科技资源共享的目标、

原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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