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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馆发展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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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馆是科技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普及科学知识提供了主要场所，对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发挥了重要作

用。文章分析我国科技馆的发展现状，指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认为，适应互联网技术广泛应

用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正视中国科技馆发展的短板，增强展品研发、作品创作、影片制作、科普讲解能力，实现中国

科技馆从科学传播型向研究传播型转变，是丰富科技资源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科技馆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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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Qiu Chengli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862)

Abstract: The science museu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s.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which has provided a major place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ublic science.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is not so good. This article analyzes development situation in our country, points out 
problems in development in it,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 So it considers, 
to adapt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used widely and face squarely short slab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by enhancing exhibits R&D, product creation, film 
production, and popular science explanation ability, that realizes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from 
the science communication model to study propagation model trans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ich 
resourc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so is the important direction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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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馆是以展览教育为主要功能的科学教

育机构，通常以参与、体验、互动性的展品及辅

助性展示手段。科技馆主要包括科技馆（以科技

馆、科学中心、科学宫等命名的，以展示教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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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传播、普及科学的场馆）、科学技术类博物

馆（包括科技类博物馆、天文馆、水族馆、标本

馆及设有自然科学部的综合博物馆等）和青少年

科技馆三类 [1]。以 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

技术普及法》颁布实施为标志，国家对科技馆、

科学技术类博物馆建设的投资持续加大，地方政

府，特别是大中城市政府将建设科技馆作为体现

政府重视科普的标志性工程，一批科技馆陆续出

现，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了重要的科普活动场

所，为公众了解科学技术、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提

供了极大的便利。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

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将为科技馆和科学技术类

博物馆的发展带来一场新的变革。本文拟对科技

馆的发展进行初步分析。

1 科技馆的数量与规模

截止到 2016 年，我国共有科普场馆 1393
个（指建筑面积超过 500 平方米的科技馆，含科

技馆、科学技术类博物馆、青少年科技馆。由

于青少年科技馆参差不齐，数据变化大，故本文

暂不涉及）。其中，科技馆有 473 个，科学技术

类博物馆有 920 个，比 2015 年分别增加了 29 个

和 106 个。全国平均每 99.26 万人拥有一个科普

场馆。中国东部地区共有 241 个科技馆，占全国

科技馆数量的 50.95%，建筑面积达 189 万平方

米；中部地区共有 120 个科技馆，西部地区共有

112 个科技馆。平均每省拥有 15 个科技馆，拥有

科技馆数量最多的省份分别是湖北省（56 个）、

广东省（42 个）、福建省（38 个）、上海市（32
个）[2]。

我国科技馆总建筑面积为 929.69 万平方米，

展厅总面积为 439.71 万平方米，平均每万人拥有

科技馆建筑面积为 67 平方米。其中，科技馆建

筑面积合计 320.61 万平方米，展厅面积为 157.22
万平方米。科学技术类博物馆建筑面积为 609.08
万平方米，展厅面积为 282.49 万平方米。其中建

筑面积超过 3 万平方米的科技馆达到 25 个，如

广东科学中心建筑面积为 14 万平方米，辽宁省

科学技术馆建筑面积为 10.25 万平方米，中国科

学技术馆建筑面积为 10.2 万平方米，上海科技馆

建筑面积为 9.8 万平方米。

2016 年，我国共有 1.6 万多人次参观科技

馆。其中科技馆有 0.5 万多人次，比 2015 年增长

20.26%；科学技术类博物馆有 1.1 万参观人次，

比 2015 年增长 4.80%。参观科技馆、体验科普展

项成为假期许多家庭的选择。上海的科技馆年参

观人数达到 734.45 万人次，排名世界第一，占上

海常住人口的 30.35%。其中上海科技馆参观人

数为 680 万人次，是我国年参观人数最多的科技

馆，位居世界年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第 7 位。

上海的科学技术类博物馆参观人数达到 1519 万

人次，占常住人口的 62.78%。北京市、天津市、

辽宁省的科技馆年参观人数位居我国前列 [1]。

我国对科普活动、科普展教品、科普场馆等

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为科技馆的持续健康发展提

供了重要支持。例如，上海科技馆和上海自然博

物馆年均参观人数分别为 450 万人次和 230 万人

次，年门票收入分别达到 1 亿多元和 4000 万元，

2017 年场馆免税额为 801.88 万元；广东科学中

心年均参观人数为 180 多万人次，年均科普门票

收入 2000 多万元，免征税额约 130 万元；中国

科学技术馆年均参观人数为 398 万人次，门票总

收入 6408 万元左右，免征税额约 320 万元 [1]。

2 科技馆的活动与功能

（1）专业场馆推动公众科学素质不断提高：

科技馆实际上已经与图书馆、博物馆、剧院等成

为城市的重要标志。众多的科学技术类博物馆由

于其专注于自身专业领域，接待公众数量超过综

合类科技馆，推动了公众科学素质的不断提高。

（2）设计制造科普多种展品：科普展品包

括创新展品、引进（或模仿）国外科普展品和传

统的经典展品 [3]三类。随着科技馆展品需求的不

断提高，一些科技馆开始自行设计展品、委托加

工。北京市、上海市、安徽省、浙江省、四川省

等省市的一些公司成为业内佼佼者。但是，目前

具备独立开展科普展品的科普场馆并不多。展品

陈列也多由专业公司甚至国外公司设计布展，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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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设备被广泛应用，液晶屏幕也被广泛使用。部

分展品则是实物或具有特殊意义的珍贵原物。

（3）引进增加体验实验项目：随着公众需

求的多样化，受发达国家科技馆理念的启发，一

些体验型动手实验项目和互动项目不断引进和增

加，拓展了科技馆的内容，增强了科技馆的活

力，提升了对公众的吸引力。特别是，儿童对于

动手的项目兴趣很高，需求很大，成为科技馆里

最受欢迎的展项。

（4）成为科普活动中心：政府部门、各类

机构和学会、协会等的科普活动集中在科技馆举

办，特别是在科技活动周、科普日、重大的科技

节日等，丰富和充实了科技馆展项，邀请科学家

们进入科技馆，从而扩大了科学普及的效果，也

为参观者提供了与科学家交流的机会和平台。在

科技馆展示新的科技成果也为公众及时了解最新

科技成果的提供了机会，使科技馆成为推动科技

成果推广和市场化的良好平台。

3 存在问题

（1）万人拥有科技馆数量较少，场馆建设过

度与欠缺并存

目前，从科技类博物馆的数量与人口的比例

来看，中国大陆地区的科技博物馆与美国、英国

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较大（表 1）。在

我国，科技馆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北

京市作为全球拥有博物馆数量第二多的城市，拥

有 172 家各类博物馆 [4]。

目前，科技馆区域分布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

状态，城市与农村、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差距较

大。大部分小城市、县缺少科技馆，农民、农村

学生参观科技馆的机会很少，难度很大，而科技

馆资源大量集中在城市和发达地区也造成了一定

程度的闲置、浪费。

（2）场馆设计奇异，展陈面积小，耗能较大

目前，科技馆设计受欧洲设计之风的影响，

外形奇特化、内部空心化的现象较为严重。我国

大约 90%以上的科技馆展厅面积不足建筑面积

的 50%，不少场馆甚至低于 40%，造成用于展陈

的实际面积严重不足，大量面积成为了办公区或

用作他途。展厅面积严重碎片化，找不到一个规

则的大厅，偏离了建设科技馆的初衷。另外，很

多科技馆使用大量的玻璃外墙，导致能源消耗增

加，成为科技馆运行的难言之隐。日本的许多建

筑倡导用小窗户，仅此一项可节约很多电能消

耗，同时双层玻璃也加大了间隔，增强了建筑冬

天保暖及夏日隔热的效果。

（3）展品技术含量较低，实物模型较少

科普展品是一种能趣味性地重复演示某种业

已发现的自然现象或规律的模型，或用计算机多

媒体等技术展示介绍某种科学知识的工具 [5]。我

国一些科技馆由于在基建阶段投入过高，结果到

了布展阶段，因经费不足，只能削减布展费用，

购买现成展品或仿制其他场馆的展品，造成展品

主要是仿制，重复率较高，缺少特点。但也有一

些科技馆积极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如宁波

科学探索中心，其展品主要委托国外著名设计公

司设计，在浙江省生产，以互动展项为主，展品

新颖，得到参观者的欢迎。此外，我国的科技馆

展品存在易损、破旧、可靠性差、损坏严重、更

新周期过长等问题，大约每个场馆都有约 20%的

展品不能正常使用或在维修中，还有一些受欢迎

的展项则采取定时、定点表演、使用或体验。收

集旧设备、仪器、产品应该是科技馆的重要方向

表 1 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大陆地区科技馆的数量与人口总数比例表

科技馆数量 /个 馆数：人口总数 /（个 :万人）

美国 560 1:41
英国 350 1:75
日本 550 1:22

中国大陆地区（含科技馆和科技类博物馆） 1393 1: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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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每个科技馆应该展示不同时期的实物。例

如韩国电视台展览馆，展出了不同时期的电视发

射设备，让参观者了解电视发射设备的创新过

程。过多地使用多媒体和液晶屏幕，包括大量使

用AR、VR、MR等设备，虽然提高了体验效果，

但是对参观者，特别是对孩子容易造成眼睛的伤

害。

（4）科学原理诠释少，标牌内容简单，动手

实验项目短缺

在我国科技馆中，仅满足于科技内涵，缺

少对内容的深度挖掘和艺术加工，科学原理诠释

较少，科学表演缺乏趣味，还不能满足不同参观

者的需求。目前，科技馆标牌内容大多过于简

单，只有名称及说明，解释不到位，提供的相关

信息少，且不醒目，缺少相应的标准，制作质量

一般。在中国的科技馆中，可动手实验的项目和

机会很少，降低了许多公众的参观体验感。美国

旧金山探索馆所倡导的“边动手、边动脑”的展

教思想给世界各国科技馆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6]。

2006 年，德意志博物馆着手建立“开放式实验

室”。欧盟于 2009 年 3 月起开展“接触纳米”的

项目，在一些科学博物馆或科学中心建立柏林橱

窗试点“纳米研究员展示区”，让高校科研实验

室与观众可以零距离接触 [7]，使科研人员在实验

室从事真实科学研究的同时，公众可与科学家对

话或自愿参与科研项目。

（5）高端研究人才匮乏，专业研究功能退化

科技馆不能仅仅拥有传播型人才，还应集聚

一批有能力研制新的展教品的人才，使科技馆从

传播型场所向研究与传播型场所转变。目前，我

国科技馆的年轻讲解员学历不高，科学家、技术

专家有限，致使科技馆的专业研究功能退化，发

展后劲不足。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科学中心展品

研发人员占全馆员工的一半，并设立了展品研发

车间，从而保证了该馆始终具有强大的展品研发

能力。

4 提高我国科技馆科学教育能力的设想

我国科技馆必须不断更新办馆理念，改变传

统的图片、模型展示方式，秉承“寓教于乐，体

验为主”的原则，丰富展览内容，创新展陈方

式，加大互动体验、动手实验，提高科技馆的凝

聚力、吸引力，发挥科学普及大平台的作用。

4.1 制定中国科技馆专项规划

（1）精准定位场馆功能

全国科技馆建设已从追求量的增长到质、量

并重阶段，要加强科学布局，合理分工，细分功

能，而不应任由地方、部门、企业随意而为。根

据不同区域内科普基础设施资源状况和科技馆布

局，制定长远规划。在一般情况下，大城市应建

有一个大型综合类科技馆、中等城市建设大型或

中型综合性科技馆。其他场馆最好是专题类、专

业场馆、小型科技馆，突出本地优势资源或产

业、产品、藏品等。倡导各地建设功能各异的科

技馆，分流参观者。

（２）合理控制场馆规模

科技馆并非越大越好，关键是能满足基本

需求。世界上除了少数发达国家、国际知名大城

市建有规模较大的科技馆，一般的场馆规模约为

3 万平方米，鲜见超过 5 万平方米的科技馆。英

国、美国、德国、日本的国家科学技术馆一般

为 3 万～ 4 万平方米。同时，科技馆的大部分面

积应向公众开放，为展览、体验服务。在我国科

技馆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应规定展厅面积不得低

于总面积的 60%，严格控制办公面积占比。鼓励

科技馆多使用透明屋顶，多使用自然采光，降低

能耗。规则展厅，集中参观者的注意力。动手体

验、互动展项比例不低于 30%。旧展品、老物

件、真实展品不低于展品的 30%，降低仿制品、

模型占比。

（３）规范场馆设计装修

对科技馆的功能规划和外形设计应制定规

则，确定主要类型和不同标准，形成自身的特

点，增加公众辨识度。可分为以下 4 种类型：一

是标准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

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天文馆老馆；二是现

代型，如上海科技馆、广东科学中心、北京天文

馆新馆；三是传统型，如中国园林博物馆；四是



·理论研究·邱成利：科技馆发展探析

─ 103 ─

混合型，如中国科学技术馆、北京首都博物馆

等。同时，要减少外部装饰和内部豪华装修，减

低装修成本。同时要创新展示内容和展示手段。

（4）促进场馆适度集聚

上海市的科技馆布局值得大城市借鉴。先建

成上海科技馆，然后建成上海自然博物馆，再开

始建设上海天文馆，且上海科技馆对这 3 个展馆

进行一体化管理。吉林省建立了科技文化中心，

包括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吉林省博物院、

吉林省科技馆 3 个场馆，分别经营，统一物业服

务。西藏自治区建设了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设

计为自然博物馆、科技馆、展览馆“三馆合一”

的综合型博物馆，集展示与教育、科研与交流、

收藏与制作、休闲与旅游于一体，成为融科技

性、参与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科学教育及旅游观

光基地。

（5）倡导改建废旧建筑

利用废弃不用的厂房、仓库改造为科技馆是

发达国家建设科技馆常用的方法之一，也是低成

本建设科技馆的突破口。享誉国际的美国旧金山

探索馆，从 1969 年对公众开放直到 2013 年，44
年间一直在 1915 年世博会留下的两间旧仓库里

展示科学 [8]。对于我国中小城市，可借鉴这种模

式。广西柳州市的工业博物馆就是利用旧厂房改

造的，简洁实用，展品丰富，成为柳州市对外展

示的城市名片和国内知名的工业博物馆。

4.2 创新现代科技馆理念

（1）展品务求真实再现

科技馆要开设跨越不同学科的分类展览，更

加注重动手探索的能力。应多征集实物、真品和

老旧物品，侧重展示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变化过

程，激发公众的创新兴趣。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

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公众可以乘电瓶车随导游参

观工作区及发射场，了解火箭发射背后的故事，

还可以体验阿波罗 11 号起飞着陆的感受，了解

美国的航空航天历史和相关知识。

（２）注重应用高新科技

科技馆是公众的科学殿堂，应具有尽可能丰

富的科学内涵 [8]。让高深的专业知识生动化、形

象化，以满足参观者的深层需求。迪斯尼世界的

成功与高科技支撑以及游客深度参与理念密切

相关 [9]。迪斯尼的创始人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特别重视高科技对整个事业的促进作用，

使游客本身成了游乐项目的角色 [10]。

（３）展项名称规范一致

鼓励按学科命名展厅，或技术分类命名，让

参观者一目了然，切忌用哗众取宠的名称。为了

避免参观者遗漏展项，鼓励科技馆在展项前加上

数字，降低查找项目的难度。科学设计路线，使

参观者不走回头路，也有助于优化展厅秩序。为

方便外宾参观，展项文字可采取中英文对照等。

4.3 科技馆增加研究功能

（１）增加展品研发人员

科技馆从传播型向研究传播型转变，应该增

加展品研发人员，研究科学技术发展史，收集整

理重要的老旧科学仪器、设备、科学家使用过的

物品等，适时建立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列馆、中国

工程院院士陈列馆。2012 年，在中国国家博物

馆展示了钱学森各种用品，最后收藏于上海交通

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中，这次展览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

（２）提供公众实验平台

科技馆不仅要满足一般公众参观需求，而

且要成为科学爱好者学习实验的重要平台，如设

置科学实验室，让儿童在科学老师的辅导下从事

科学实验。2015 年，在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场展

览中，北京化工大学教授现场指导儿童做化学实

验，成为现场气氛最热烈的项目。2017 年，在

北京天文馆、中国古动物馆举办的科学之夜活动

中，跟天文学家一起看夜空，跟古动物学家一起

学习修复恐龙化石标本，成为最受儿童欢迎的项

目。

（３）创作制作科普作品

我国科技馆应拥有自己的科普作家、科技影

视制作者队伍，创作科普图书，制作科技影片、

视频，增强自身创作制作能力。科技馆的穹幕影

厅不能依靠引进播放国外影片，还要着手制作科

技影片，3D、4D特效影片。加强与科普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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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团队的合作，认真分析市场需求，创作制作

科普图书、影视精品，提高市场竞争力。

（4）增设科普讲解职称

目前，科技馆讲解人员的学历不断提高，从

过去的高中毕业生到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甚至是

研究生。但讲解员没有专业职称评定系列，严重

挫伤了讲解员从事本行业的积极性。应尽快增设

科普（科技）讲解职称系列，为该行业从业人员

敞开职业通道。

4.4 举办特色科普活动

（1）面向公众开展活动

“科学”这个英文单词最早产生于 1831 年的

英国科学节。我国也自 2001 年起，先后推出了

科技活动周、科普日等面向公众的科普活动，成

为公众参与科普活动的重要平台。北京自然博物

馆推出的“博物馆之夜”，以及上海科技馆、北

京天文馆、中国古动物馆、内蒙古科技馆、西藏

自然科学博物馆推出的“科学之夜”活动，深受

公众欢迎，也成为媒体高度关注和密集报道的群

众科普活动。这也证明了新颖的活动社会需求很

大，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常规项目。

（2）激发儿童科学兴趣

人们的兴趣爱好更多的是在儿童时期形成

的，培养儿童的科学兴趣是科学教育的重要责任

之一。将科普、休闲、娱乐融于一体的社会科技

公益活动有助于提升儿童的科学兴趣。早在 1799
年，英国皇家学会就开始组织常规的科普活动，

向孩子们讲述科学在英国早已是传统。中国科学

技术馆、北京自然博物馆、中国古动物、北京汽

车博物馆推出的小小科普讲解员活动，也已成为

小学生最乐意担任的角色。

（3）指导公众科学生活

应用科学指导公众生活，提高人们生活质

量，是促进公众关注科学的最好办法，也是科技

馆面向公众科普的重要准则。科技馆要通过主要

展品和实物的展示说明人类社会的进步等多种方

式和手段，使公众认识科学的作用和价值。

4.5 加强科技馆能力建设

（1）成立科普场馆联盟

目前，我国科技馆分属于不同部门，尽管充

分调动了不同部门建设科技馆的积极性，促进了

科技馆的建设、运行和持续发展，但是却不利于

形成统一规划，协调不同场馆分担不同的功能，

也难以在场馆间进行合作，开展相应的展品研

发，这导致了展品研发动力不足，重复率较高。

鉴于此，应尽快建立中国科技馆联盟，加强协调

规划，推进合作研发，促进资源集成和展品共

享，建立各自优势。可考虑推行“中国科技馆年

票”，优惠参观全国科技馆，并规定非假期有效，

从而分流假期科技馆人满为患的状况。票价也可

实行浮动价格。免费开放的科普场所则实行网上

提前预约制。

（2）加强员工知识更新

互联网技术的冲击，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

用将深刻改变科技馆的运行模式及服务方式。一

般性的讲解工作可以由智能机器人完成，机器人

演示、三维展示、3D打印等新技术应用，将使

科技馆发生不小的变化。为此，要加强对策研究

和新知识、新技术、新设备的引进和培训，提高

员工素质，拓展丰富展陈方式，推出新颖展项和

活动，保持科技馆的持久吸引力。

（3）开辟自营收入渠道

世界上各地科学技术类博物馆收入来源都是

多元化（表 2），很少仅依靠政府或公共资金。可

设立科学咖啡馆等，售卖特色咖啡及印有展品图

案的咖啡杯，售卖特色点心、动物形状的饼干

等。售卖具有本馆特色和LOGO的各类纪念品，

实际上这也是世界上众多科技馆增加自营收入的

途径。同时，还可以接受社会捐赠，特别是经费

捐赠和实物捐赠，这是增加科技馆收入或减少展

品经费支出的重要方式。

（4）建立科普彩票基金

可借鉴国外做法，通过发行彩票予以补偿或

发行专门的科技馆彩票。遍布英国 1600 多家科

技博物馆就像全天候的科普世界，全部免费向公

众开放，而维护的所有费用都来自社会发行的彩

票收益。



·理论研究·邱成利：科技馆发展探析

─ 105 ─

5 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拥有科普场馆在科学普及方

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广科技成果和市场

化的良好平台。但是，目前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问

题，主要表现在：万人拥有科技馆数量较少，场

馆建设过度与欠缺并存；场馆设计奇异，展陈面

积小，耗能较大；展品技术含量较低，实物模型

较少；科学原理诠释少，标牌内容简单，动手实

验项目短缺；高端研究人才匮乏，专业研究功能

退化。针对这些不足和问题，提出了要加快制定

中国科技馆专项规划、创新现代科技馆理念、增

加科技馆的研究功能、举办特色科普活动、加强

科技馆能力建设等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

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

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12]”加强科普基础设施建

设，将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我国科技馆将

面临一次极好的发展机会。科技强国不仅是科技

创新能力强，科普普及能力也必须强，建设一批

世界一流的科技馆，应该是其中的重要内涵。我

国科技馆发展必须适应科技创新带来的新突破，

抓住机会，创新求变，增强实力，真正发挥科技

馆在科普中的重要作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

界科技强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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