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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数据技术不仅在商业领域应用巨大，而且在公共管理领域也大有可为。科普事业作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的重要领域，研究利用大数据为科普工作服务有深远的意义。文章从分析大数据技术为社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入手 ,梳理

了我国目前科普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十三五”时期我国科普工作的新形势，探讨了新时期如何借助大数据技术，以提

升我国科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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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g data technology has a brilliant future not only in the field of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but 

also in the field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of civil servants,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utiliz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by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of China. Then the new situation and 

challenge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 of China during the “Thirteen Five" period is analyzed. At last, it offers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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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科普工作面临机遇和挑战。一

方面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普事业发展，出台一系

列重要的相关文件。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1—
2015年）》；2014年，中央宣传部、科技部、中

国科学院、中国科协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普宣

传工作的意见》；2015年，中科院和科技部联合

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科学院科普工作的若干意

见》。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表明国家对于科普

事业发展的大力支持，我国科普事业取得长足发

展，公民科学素质不断提高，社会各界和公众的

科普需求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我国科普事业依

然存在较多的问题，投入的社会化程度低，科普

活动形式单一，优秀科普作品、节目缺乏、公众

科学素质普遍较低。“十三五”规划的实施为我国

科普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技术正在逐渐改

变人们的生活。关于大数据技术，业界一般认同

Gartner的描述，即：凡是具有“3V”特性的数据

集就是大数据。其一为Volume，极大的数据量；

其二为Variety，极复杂的数据类型与数据来源；

其三为Velocity，极高的数据产生、传播以及反

应速度 [7]。经过多年的发展，大数据技术不仅在

商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给公共管理领域

带来巨大机遇。如何借鉴大数据理念，利用大数

据技术提高我国科普工作的管理水平、科普作品

的创作水平、科普活动的举办效果是摆在科普工

作者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目前，虽然大数据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方

面的应用研究已经较为成熟 [2]，但如何借助大数

据技术开展科普工作方面的研究较少。刘峰 [3]探

索了大数据技术的电视科普节目传播方式。李大

光 [4]研究了大数据时代对传统的公众理解科学提

出的挑战。邢佳妮 [5]在对大数据时代下科学传播

中面临的新问题进行细分的基础上，从传播主体

的视角，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策略。张璐 [6]

就大数据时代如何进行信息化建设，更好地开展

科普工作进行了探讨。徐锡莲 [7]提出了用大数据

方法开展科普工作的建议。邱成利 [8]在对我国科

普资源建设现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

科普资源建设的政策建议。本文将简要探讨大数

据技术的应用和带来的机遇，分析我国科普工作

现状和存在的若干问题，最后提出利用大数据技

术促进我国“十三五”时期科普工作的若干建议。

1 科普工作发展现状  

主要科普指标稳步增长。据科技部最新科普

统计显示，2014年全国共有科普人员201.23万

人，全社会科普经费筹集额为150.03亿元。截至

2014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类科普场馆1820个（建

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图1）。2014年全国

共出版科普图书0.85亿册，出版科普期刊1.08亿

册，共发放科普读物和资料10.27亿份（图2）。
全国广播电台播出科普（技）节目总时长15.13万

小时，全国电视台播出科普（技）节目总时长为

20.17万小时。科技活动周、科普日等重大科普

活动丰富了人们群众的日常生活 [9]。

公民科学素质显著提高。据第九次中国公民

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显示，2015年我国具备科学素

质的公民比例达到了6.20%，比2010年的3.27%
提高了近90%。互联网已成为公民获取科技信

息的主渠道。一是超过半数的公民利用互联网

及移动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比例达到53.4%，

比2010年的26.6%提高了一倍多，已经超过了报

纸（38.5%），仅次于电视（93.4%），位居第二。

在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中，高达91.2%的公民通

过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互联网已

成为具备科学素质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第一渠

道。二是作为传统的大众媒体，电视仍是公民获

取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利用电视获取科技

信息的公民比例为93.4%，比2010年（87.5%）

略有增长，远不及公民通过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

人群比例的增长速度。三是公民通过科普设施获

取科学知识和科技信息的机会增多，对科普设施

的利用率较高。在过去的一年中，有22.7%的公

民参观过科技馆等科技类场馆，有22.1%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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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过自然博物馆，有34.3%的公民参观过图书

阅览室，有20.7%的公民参观过科普画廊或宣传

栏 [10]。

2 科普工作存在的问题

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科普工作取

得了较大成绩，公民科学素质有了较大幅度的提

高。在信息时代，互联网已成为公民获取科技信

息的主渠道，电视仍是我国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

常用渠道，公民通过科技馆、科学中心等科普设

施获取科学知识和科技信息的机会增多，对科普

设施的利用率提高。但是，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科学技术需求，我国的科普工作仍存在以下

问题。

（1）各种数据分散，缺乏整合和分析

政府部门是社会各领域大数据的强势拥有

者，在数据占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一方面政

府拥有专门的统计部门和干部队伍，统计掌握了

大量的经济社会运行数据；另一方面由于工作与

民生密切相关，政府在日常行政过程中，也自然

图1 2009—2014年全国各类科普场馆增长情况

图2  2010—2014年全国科普图书出版情况

数据来源：科技部历年《中国科普统计》（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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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然地积累了各类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数据。

同时，政府还可以根据需求，要求企业、事业单

位、行业协会提供各种数据。但是，如此海量的

信息分属于不同部门，各部门间不同类别的数据

并没有建立起关联性，数据相互隔离，形成了一

个个的“信息孤岛”。对于这些孤岛信息，各部

门也仅仅用于简单的统计分析，缺少对数据的深

入挖掘。这就是大数据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应用

甚少的主要原因 [11]。

（2）对大型活动的效果缺少评估

目前，我国政府设立了科技活动周、科普

日、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国家级大型科普活

动，各省级政府也设有诸多科普活动，经费投

入规模巨大，活动规模也较大，对丰富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发挥了积极作

用。但是，这些活动设立目标方面太宏观、太笼

统，不利于评估，也很少涉及效果评估，使得活

动主办方不清楚活动举办效果如何，公众受欢迎

程度如何，哪些具体活动是公众喜爱的，公众对

各环节的意见如何。无法收集公众对活动的想法

和建议，也就无法对活动的效果进行评价并更好

地推动下一次的活动组织。即使有的活动有评估

环节，但评估范围较小，而且是主要集中在某一

区域。

（3）科普类电视节目、出版物缺乏创意，受

欢迎程度较低

据调查，在我国通过电视、报纸、互联网

获取科技信息的公众分别占87.5%、59.1%、

26.6%[11]。但是，目前大众传媒的科普力度和质

量仍远远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还有很大潜力尚

待挖掘。例如：科技类节目占电视节目播出时间

的比例不足5%，明显偏低，与美国和日本等国

家的情况相差很远。各地电视科普栏目收视率普

遍偏低，尚未形成具有广泛影响的栏目品牌。在

广播、电视中的科普节目存在形式单一、科普内

容偏少、节目制作不够精致等问题，难以吸引更

多的公众。从出版行业看，优秀科普书刊不多，

关注科普图书的人数相对较少，科普书刊发行难

度较大。相当一部分科普网站内容匮乏、表现形

式单一，且各网站之间缺少合作，科普内容在低

水平上重复，缺乏与网络使用者的互动。

（4）科技馆、博物馆展品水平较低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公众对文化现

象的兴趣日趋增长，在旅游休闲中感悟人文、扩

展视野、增长见识，在不少大城市已成为社会时

尚。我国现有的博物馆展品陈旧、内容单一、形

式不活泼，缺乏新意，缺乏对科学知识的系统化

的展览，缺乏对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和

领域的展览，缺乏能够深入浅出地介绍科学的吸

引民众的手段，满足不了人们对普及科学技术、

提高科学素质的需要。

3 大数据技术在科学技术普及中的应用

大数据技术极大地改变了现有的生活方式和

生产方式，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机遇。一方面大

数据技术为社会层面带来机遇，促进了信息技术

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大数据技术带来

了技术层面的机遇，推动了新技术和新手段的不

断涌现，人类将更多依赖互联网数据分析和数据

预测功能。

目前，大数据技术已经开始应用于科学技术

普及领域：一是为公众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科普资

源。中国科协自2015年起实施科普信息化建设，

基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探索科普

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整合新华网、腾讯、百

度、果壳网、天极网等12家网站的资源，在短

短3个月内产生科普信息内容1.4TB海量数据，

上线3个多月页面浏览量超过14.6亿人次。二是

加强了整个社会的信息共享。科技部每年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科普统计工作，至今已开展9次，收

集了海量珍贵数据。这些数据免费向社会公开共

享，为政府部门制定科普政策、法律法规及有针

对性开展科普工作提供了支撑，成为社会各界了

解我国科普事业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三是促进

了科普资源的整合。2015年上线的科普中国导航

网站（www.kepuchina.org）采用大数据技术，整

合了全国82家优秀科普网站的资源。目前，国内

多个省市已经开始启动科普服务云建设，即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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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技术，将分散的海量科普数

据整合存储于云端，方便社会公众使用。

4 结语与建议

“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

段，也是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冲刺阶段，对科

普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不仅需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而且需要

把科技创新的成果和知识为全社会所掌握、所应

用；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实现全面脱

贫，需要进一步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

学知识，大幅度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需求，“十三五”科普

工作要努力实现以下转变：在对象上，由重点面

向青少年群体向更加注重面向包含青少年、劳动

者和老年人等特定群体的全社会公众转变；在供

给上，由增加数量规模向更加注重质量提升和精

准高效转变；在内容上，由一般科学技术知识向

更加注重弘扬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普及新

技术新成果转变；在传播方式上，由传统媒体传

播、实体场馆展示为主向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实

体和虚拟展示融合转变；在工作方式上，由政府

主导、重大科普活动示范向政府引导、全社会参

与的常态化、经常性科普转变；在发展模式上，

由重点开展公益性科普向统筹做好科普事业与科

普产业转变。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一是大数据技术

使得信息技术与各行业深度融合，为政府管理

工作特别是科普工作发展带来巨大机遇；二是

“十三五”时期对我国科普工作提出了新的要

求，广大公众从互联网、新媒体和科技场馆等途

径获取科技知识的需求巨大，但目前我国科普事

业发展现状不能满足公众需求。 对此，提出以下

几点建议。

（1）建立统一的国家科普信息平台。按照

《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部署，将建

设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整合各类科技计划

（专项、基金等）、基地、科技成果等，并向社会

开放服务。对于我国科普管理工作来说，也需要

由国家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牵头，整合各个部门、

地方的科普项目、科普活动、科普成果、科技场

馆、科普人才、科普基地等数据信息，建立统一

的国家科普信息平台，对社会开放，供广大公众

进行查询。政府部门可以利用平台，借助大数据

技术，对我国科普工作情况进行分析，更好地指

导政府部门进行决策。

（2）分析公民科普需求，指导政府开展科普

工作。各级政府应组织力量，对公民在科技方面

的各种数据进行统计、整理、分析，对人群按照

年龄段、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和地区等进行

划分，分析各个种类人群在各种科普方面的状

况，比如喜爱读的科普读物、喜欢看的科普电视

节目、喜欢参观的科普展览、每年在科普方面的

花费等，这样就可以总结出每种人群对各种科普

产品的需求。举例来说：根据统计分析，假如发

现18—20岁年龄段青少年对生物类、文学类、

军事类等方面掌握的知识要比地理类的知识高得

多，那么就可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18—20岁年

龄段的青少年地理知识的科普教育。再比如：我

们发现工人每年参观的科普展览平均不到1次，

而公务员、教师等职业的人群每年参观2 ～ 3
次，则应该鼓励企业在组织工人参观科技馆、博

物馆等方面开展更多的工作。

（3）加强对大型科普活动的绩效评估。加强

重大科普活动效果评估，有利于加强科普活动的

管理和全面提高科普活动的质量，对于科普事业

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后，国家应该尽快

建立和完善大型科普活动的评估机制。在大型活

动的举办过程中，主办方应该制定详细的调查问

卷，对较大数量（至少满足抽样要求）的参与公

众进行调查。活动结束后，对所有调查数据进

行汇总。分析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不同职业

的人群对活动的形式、侧重点、内容、举办时间

等方面的喜好程度。例如：哪一类活动、哪方面

内容、哪个主题的活动最受群众欢迎，每个省

（区、市）最受欢迎的活动是哪种类型，每个年龄

段人群对哪方面科技知识最感兴趣，等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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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析，活动主办方对本次活动取得的效果进

行总体评估，使得下次活动的准备工作更加具有

针对性。

（4）提升科普类电视节目、出版物的策划制作

水平。电视台、出版商应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科

普类电视节目、出版物的策划制作水平。目前的

科普电视节目制作基本是先拍摄、播出，后听评

价。大数据时代，在制作某个栏目之前，应该首

先对具有代表性的观众人群进行调查，分析观众

对电视节目的种类、内容的爱好，总结出最受客

户欢迎的节目内容、演员、播出时段甚至是观众

按下暂停键、停止键的时间段，随后进行拍摄、

播出，这样的效果会更加明显。也可以采取“季

播”的方式，先制作第一季几期节目供观众免费

观看，随后收集观众对这几期节目的意见，比如

节目选材、配音演员、播出时段等，根据这些意

见对后面的节目进行及时调整，这样会使节目更

受欢迎。在出版物的制作环节，与前面所述电视

节目的制作类似，出版商应该首先大量收集读者

对图书或杂志的详细意见，根据读者的各种喜好

设计后续的出版。在发行环节，出版商应该详细

分析读者的订阅信息，例如：所在省市、年龄

段、内容偏好等，根据这些信息进行发行调节。

例如，某出版商旗下有3本科普杂志，分别是关

于健康、地理和计算机的。通过对所有订阅用户

的信息进行统计发现，健康类杂志广东省订阅最

多，计算机类杂志大学生订阅最多。那么可以在

广东省加大发行力度，更多刊登广东省企业的广

告。对计算机杂志，可以在大学校园展开宣传，

在大学附近的书报亭、书店加大投放力度。

（5）增强科技馆、科学中心、博物馆的展品

设计能力。利用大数据分析可以提高对科技馆、

科学中心、博物馆展品的设计水平。目前场馆的

一套展览设计和制作的成本很高，往往达到几

十万或数百万。价格如此昂贵的一套展品，却经

常得不到观众的喜爱。科技馆每天的参观人数

很多，少则上千，多则几万。场馆可以通过现场

或网络对参观过的观众进行调查，调查不同年龄

段、不同职业的人群对展览的展示形式、主题、

颜色、布局甚至长度、高度、占地面积等方面的

意见。例如：哪个颜色最受欢迎，展览中最高的

展品应该摆放在哪个位置，观众最喜欢花费多长

时间在一个展览上，等等。根据这些分析，展品

设计方可对以后的展品设计进行优化，以吸引更

多的观众。

5 结语

本文分析了大数据技术为社会发展带来的机

遇，梳理了我国目前科普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探讨了新时期如何借助大数据技术，提升我国科

普工作管理水平和科普产业发展水平。虽然本文

讨论的是大数据如何应用于科普工作，但可以看

到，电视节目制作、出版物出版发行等很多启

示，对其他领域也都是同样适用。我们期待在不

远的将来，经过各方努力，借助大数据技术，我

国的科普工作将迈上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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