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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研院所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力军。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科研院所既要提高科学研

究能力，又要增强科学普及能力，还要深化科学精神引领，筑牢科技创新的深厚根基。以中国科学院科学家精神传播

实践为例，对科研院所科学家精神传播现状开展研究，并从 5W维度提出新时代科研院所科学家精神传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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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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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institutes are the main force in implementing the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China. In response to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s should not only improve their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ies, but also enhance their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capabil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ey should deepen the guidance of scientific spirit and establish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study takes the practice of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of scientists i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s an example, studi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of scientist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proposes the path of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of scientist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5W dim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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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在国家全局中的核心地

位，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1]，我国科技整

体水平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加速转变。世界首

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圆满实现科学目

标，深海科考挺进万米时代，高性能计算机、人

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我国科技

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一代代矢志报国的科



·科技资源共享与管理·孙天垚等：新时代科研院所科学家精神传播路径研究

─ 13 ─

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 [2]。新时代，我

国涌现出于敏、孙家栋、袁隆平、黄旭华、屠呦

呦、钟南山等一大批心中有大我、把论文写在祖

国大地上的时代楷模，成为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

代表。2019 年 5 月，党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弘

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要

求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3]。2020 年 9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科学成就离不

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

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 [4]。”2021 年 5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出，新时代要

继续发扬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党的

二十大报告强调，弘扬科学家精神，涵养优良

学风，营造创新氛围 [5]。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

神 [2]。党中央纲领性文件和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为新时代弘扬科学家精神指明了方向。

目前，学界对于弘扬科学家精神的重要性

及其重大意义已经有了共识，但对于弘扬科学家

精神的路径及策略的研究并不多，尤其对科研院

所在弘扬科学家精神中的作用和地位的研究明显

不足。本文从科研院所视角剖析新时代科学家精

神的主要内涵、外延以及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并

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家精神传播实践经验分析基础

上，从 5W维度提出新时代科研院所科学家精神

传播路径。

1 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主要内涵与外延

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中，科学家勇立潮头，为

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新时代的科学家是中国实施科技强国战略的

重要力量，他们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高尚人

格、宝贵品格、坚毅性格是科学家精神形成的源

头，为科学事业持续攀高不断注入能量，形成了

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价值引领。

2019 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新时代

科学家精神主要内涵包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

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

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

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3]。科

学家精神不是僵化、一成不变的，其随着时代的

更迭有不同的演绎，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

和拓展，形成了与时俱进的精神、科技向善的追

求以及开放科学的视野等丰富外延。

1.1 与时俱进的精神

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以与时俱进作为第一要

义。科学家们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疫情复

杂局势，持续保持“踔力奋发，笃行不怠”，以

“科学家的名义”为国家科技不断进步、经济高

质量发展、人民生命安全贡献力量，将科学家精

神融入新发展格局。勇于超越自我，不断突破关

键核心技术，力求实现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

“三链”稳定可控的战略目标。

1.2 科技向善的追求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造福一方，用

之不当祸害无穷。当今世界各国间的竞争归根结

底是科技的竞争，科技地位决定着经济位势。当

前，一些国家鼓吹科技霸权主义，实行强权政

治，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中

国反对霸权主义，主张维护世界和平、强而不

霸，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

国特色的科技强国之路。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秉承

科技向善的理念，始终坚持“四个面向”，向科

学深度和广度进军 [6]，为世界和平、安宁和发展

不断作出努力。

1.3 开放科学的视野

科学家有国家，科学无国界。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中国将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

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愿同全球顶尖科学家、国

际科技组织一道，加强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加

大共性科学技术破解，加深重点战略科学项目协

作”[7]。科学家从事科学事业，既要有顶尖的专

业技术技能，也要有分享精神。开放的心态和全

球化的视野，能够提高科学研究的动力、增强科

学普及的影响力，增大全球科技共同进步的发

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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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时代科研院所传播科学家精神现状与

问题

科学家队伍是实施科技强国战略的先锋队，

代表科研院所的核心竞争力。科学家们从科研攻

坚到成果产出，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形成了

鼓舞人心、奋发向上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为科

研院所提升科技创新活力注入不竭动力。鉴于科

学家精神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我

国科研院所积极探索并实践传播科学家精神。如

2022 年 3 月至 8 月，中国科学院联同中国科协

等 7 个部委开展科学技术精神教育基地认定工

作，并选出 140 家单位作为首批科学家精神教育

基地。2023 年 4 月，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协、教

育部等 7 个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 2023 年科

学家精神教育基地与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出要

规范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命名，深入挖掘科学家

精神教育资源，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2023 年 5
月，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组建“北科科普宣讲

团”，常态化地开展科学家精神传播等工作。

2.1 科研院所科学家精神传播现状——以中国科

学院传播实践为例

科研院所拥有丰富的科技资源和广阔的科研

平台，是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主阵地。科学

家是高质量科研成果的生产者、拥有者，科学家

们在科研工作中展现出的顽强拼搏、刻苦钻研等

精神品格汇集成科研院所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

不断向社会传播正能量。本文以中国科学院科学

家精神传播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总结其做法和

经验。实地研究得知，中国科学院主要是从建立

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打造科学家文献资源库、

开展科学家精神专项活动等方面传播和赓续新时

代科学家精神。

2.1.1 通过建立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研究及

传播科学家精神

2022 年，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上，

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等 7 个部委联合发布

了首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名单。这个名单

共包含 140 家基地，涵盖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其中包含了澳门特别行政区 [8]。中国科

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

究所、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初心载梦”科

学家精神教育基地以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

多家基地入选。中国科学院依托各个科学家精神

教育基地展示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精神相关史实资

料，讲述科学家个人和团队先进事迹，常态化地

开展科学家精神系列教育活动，为深入研究及有

效传播科学家精神提供了广阔平台。中国科学院

大学现代科学家研究中心作为首批科学家精神教

育基地，以中国现代科技人物研究为核心，为推

进“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提供坚实

的学术支撑，并为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筑牢研究

基础。与此同时，研究中心致力于建设国内最丰

富的科技人物传记资料库，努力创新科学家精神

宣传生态。

2.1.2 通过打造科学家文献资源库大力宣传

科学家精神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着手于科学家档案资源建

设，打造中国科学院科学家档案专题数据库。如

选取 70 位著名科学家的近百份珍贵手稿档案编

著成《中国著名科学家手稿珍藏档案选》，联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推出《档案里的新中

国科技》100 集系列短视频，充分发挥档案在传

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中的重要作用。

2.1.3 通过开展科学家精神专项活动赓续传

承科学家精神

为了进一步发挥科研院所老一辈科学家众

多的资源优势，中国科学院开展了“传承老科学

家精神，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在行动”专项工

作。组建中国科学院科学家精神宣讲团，编写

《百位著名科学家入党志愿书》，成立“钱学森科

技攻关青年突击队”“施雅风冰冻圈科研攻关突

击队”等以老科学家命名的科技攻关突击队，开

展与老科学家对话、给老科学家写信、研读科学

家传记、观看科学家事迹视频等丰富多样的学

习教育活动，营造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浓厚氛围。

在“专项工作”的框架下，中国科学院老年大

学、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携手打造“中关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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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老科学家精神系列讲座，展示了钱学

森、华罗庚、吴征镒等老一辈科学家科学报国的

崇高品质，助力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社会

氛围。

2.2 科研院所传播科学家精神面临的问题

科研院所虽然是科学家精神传播的主阵地之

一。但就目前来看，其对科学家精神传播的内容

挖掘不够、对科学家精神的宣传力度不强、缺乏

科学家宣传阵地、传播效果不理想等诸多问题。

2.2.1 科学家精神挖掘不够

科研院所拥有丰富的科技资源、完备的科研

人才队伍，聚集了一大批科学家，开展科学传播

和科学普及具有先天优势。科学家是科学知识的

传播者和推广者，在科研与科普工作中发挥传导

器作用，链接科技资源科普化、科技成果落地转

化的全过程。但是，就目前来看，科研院所疏于

对科学家精神的搜集、挖掘、整理及再创作，以

致科学家精神传播的源头活力匮乏。同时，有

的科学家对科学传播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存在

“重科研轻科普”“重业务轻宣传”等短板，导致

科学家精神传播的内生动力不足，科学家事迹、

科学家精神对社会大众产生的影响作用较弱。

2.2.2 科学家精神宣传力量不足

科研院所中从事科学家精神宣传的专业力量

不足，缺乏相关的专业人才，导致对新时代科学

家精神进行梳理、总结、提炼明显不足，在科学

家精神的学理研究与阐释方面较为薄弱。首先，

科研院所中科学家精神传播及理论研究方面的创

新型人才开发的体制机制亟待补充完善。其次，

虽然部分科研院所在传播科学家精神方面有所侧

重，但主要表现在科研院所文化宣传、精神文明

建设等方面，对科学家精神本身进行深入研究的

人才明显不足。鉴于人才的缺乏，鲜有涉及科学

家精神学术理论以及传播实践层面的研究，与科

学家精神相关的学术成果和传播案例相对薄弱。

最后，科学家精神宣传形式较为单一。目前，科

研院所开展科学家精神宣传主要通过报告会、宣

讲会等集中组织活动形式，对公众的实际吸引力

不高，无法调动公众的学习积极性。

2.2.3 科学家精神宣传阵地缺乏

科研院所对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进行传播的途

径和渠道存在堵点，科学家精神传播阵地缺乏。

就资源层面而言，科学家精神相关资源辐射范围

有限，科学家精神宣传的相关主体未能达成资源

互联共通，资源共享共建渠道及机制仍需完善。

就部门协作而言，科学家精神传播长效机制还未

形成，科研院所同政府、企业等主体衔接还不够

通畅，在开展科学家精神传播活动的过程中难以

形成良性互动。就传播媒介而言，互联网时代下

的网络媒体受众远远大于传统媒体，传统媒体可

在内容、渠道、平台等多个方面实现与网络媒体

的合作共赢。但在现实情况下，科学家精神传播

的深度与广度还有待提升，网络媒体所发挥的传

播作用并不充分，科学家精神未能实现长链条、

多矩阵传播。

3 新时代科研院所科学家精神传播路径及

策略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出台了《全民科

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北京市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

《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

见》等一系列科普政策法规，贯彻落实了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科普工作的重要要求。这些文件均

提到，要“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科技工作者科

普热情，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践行科学家精神”，

推动以新时代科学传播发展为重大契机，为科研

院所和广大科技工作者传播科学家精神指明了方

向。科研院所要乘新时代东风，扎实推进传播科

学家精神的行动，将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化为科技

创新的原始动力，应用到科技工作者日常工作、

社会科普宣教以及青少年科学家潜质塑造中，推

动科研院所成为国家战略科技核心力量。

3.1 传播科学家精神的 5W设计

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

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提出传播过程的 5W模式，

包括传播者（who）、讯息（say what）、媒介（in 
which channel）、接收者（to whom）和传播效果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56卷第2期 2024年3月

─ 16 ─

（with what effect）5 个基本要素，涵盖了有效传

播的 5 个关键环节以及整个传播链条，为科学家

精神传播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框架和具体路径。本

文将 5W传播模式引入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传播实

践，设计科学家精神的 5W传播模式，深入分析

传播中各要素及其产生的联动作用，从而优化科

学家精神的传播路径（图 1）。
新时代科研院所在传播科学家精神的过程

中，可将 5W传播理念深入渗透到科学家精神传

播的每一环节，把以科学家为代表的科技工作

者、科学家精神等五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产生

联动作用，起到最大化的传播效果。首先，科研

院所要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将科研硬实力和

科学传播软实力相加，在做好科研主业的同时，

主动担负起科学传播的职责使命。其次，以科学

家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是科研院所开展科学研究

和科学传播的主体，要通过科技工作者对科学家

精神的大力传播，积极搭建科学与公众之间的桥

梁。最后，科技工作者利用融媒体传播平台向公

众传递科学理念、科学方法、科学原理等专业知

识，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着力提升

公众科学素养和科学参与度，推动全社会形成热

爱科学、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 [9]。

3.1.1 传播主体——以科学家为代表的科技

工作者

夯实科学家精神传播主体，充分发挥科学

家“意见领袖”作用。积极影响社会舆论，推动

公众理解科学，引导社会形成支持科技创新的正

确导向，是新时代以科学家为核心的科技工作者

们开展科学家精神传播工作的使命和价值。科学

家是科技工作者中的佼佼者，也是科技界的“明

星”，在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工作中起着引导舆

论的关键作用。依托科学家资深开展科学家精神

传播有助于营造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社会氛

围。科研院所要在科技工作者中树立榜样，充分

发挥科学家的“意见领袖”作用，加强科学家以

及科学精神的舆论引导。同时，科学家们要充分

掌握“话语权”，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科学知

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传播，使蕴藏在亿万

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不断提升公众的

图 1 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传播的 5W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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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感和幸福感 [10]。

3.1.2 讯息——打造优质科学家精神传播内

容

深刻理解科学家精神的内涵，将晦涩难懂

的科学知识，分解转化成公众耳熟能详的日常知

识。围绕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

等主题，紧扣“四个面向”，推出一批感染力强、

影响力大的科普作品，开展一系列涉及面广、知

识性强的科普讲座，举办一些普适性强、参与度

高的科普技能大赛等，丰富科学家精神的传播内

容和形式，将科学家精神打造成为公众身边喜闻

乐见的优质科普资源。

3.1.3 媒介——构建科学家精神融媒体传播

矩阵

科研院所要积极响应媒体融合的要求，充

分利用丰富的融媒体资源与传播矩阵，与各媒体

平台广泛交流，建立合作机制，整合打通“网、

端、微信、报刊、书籍”等各种资源渠道，实

现优质科学家精神内容的全网全媒体、多矩阵传

播，积极推进融媒体深度融合的实践探索。打造

多样性融媒体产品形态，完成科学家精神及科普

内容的高质量生产，扩大科学家精神宣传的广

度，提高科学家精神传播的效率。

3.1.4 接收者——聚焦受众需求，精准定位

传播目标

传播科学家精神要精准定位受众目标人群，

根据受众特点，设计具体的传播方案，实现传播

效果最大化。“十四五”时期，我国实施了青少

年、农民、产业工人、老年人、领导干部和公务

员 5 项科学素质提升行动，为开展科学家精神传

播确定了明确的目标人群。科研院所开展科学家

精神传播不能简单地进行复制粘贴，要根据受众

特点“量体裁衣”，为不同人群的不同偏好、不

同目标及信息接收习惯，烹制度身定制的“科学

大餐”[11]。

3.1.5 传播效果夯实科学家精神传播实效

传播效果是讯息到达受众后在其认知范围、

情感、行为各层面所引起的反应和变化，是检验

传播活动成功与否的标杆和尺度。增强科学家精

神传播效果，一是要充分考量时间、社会、人为

等因素对科学家精神传播实践的影响作用，深刻

把握建设科技强国的新时代要求，充分适应鼓励

科技创新、弘扬科学家精神的社会生态，不断满

足科技创新对于科学家精神的渴求；二是要在科

学家精神宣传覆盖面上下功夫，利用科技馆、开

放实验室、博物馆、社区科普小院等科研科普载

体，将科学家精神“外化于行，感化于心”，打

造成为百姓身边“随处可见，随心可感”的科学

精神食粮。

3.2 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传播策略

科研院所要明确科学家的多种角色定位，细

化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尤其是科学家精神传播的

各个环节，找出传播中的各种堵点和疑难杂症，

并加以研究，精准施策，做到环环相扣，解决科

学家精神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索符合新

时代发展需求的传播策略。

3.2.1 凝心聚力，夯实科研院所科学家精神

传播主体作用

科研院所应重视科学家精神传播，打造科学

院精神传播的主阵地。结合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

内涵、意义，围绕科研、科普等中心工作，实施

“科学家精神进院所”行动，通过主题讲座、研

讨会、科学论坛、演讲比赛、参观走访等活动，

将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贯穿于科研院所人才培

育的全链条，将科学家精神全面融入科技工作者

的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中，激励科技工作者树立

投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远大志向，培养科技工

作者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 [12]。

3.2.2 围绕科技创新实践，加大新时代科学

家精神宣传力度

科研院所要为科技创新立根铸魂，就要坚

持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在广大科技工作

者中树立典范楷模，大力宣传先进典型事迹。一

是充分利用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媒体平

台，大力宣传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引领广大科技

工作者深刻理解精神内核，厚植家国情怀，把握

主基调、主旋律。二是不断宣传科学家、优秀科

技工作者的先进事迹，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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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学术思想，了解其人生积累，给自身科研工作

以启迪。三是认真解读国家和所属地区加强作风

学风建设的文件精神，开展政策宣讲，引领广大

科技工作者加强作风、学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

的科研环境。

3.2.3 加强多矩阵宣传，打造新时代科学家

精神传播合力

科研院所拥有丰富的科技资源，具备科技资

源科普化的基础条件，面向社会开展科普宣教具

有较高的权威性，并加强科学家精神的多矩阵宣

传。首先，要广泛开展科学家精神进驻政府、高

校、企业等行动，通过举办宣讲会、科普活动等

形式，加强对广大人才的思想引领，进一步增强

其决心和信心；其次，要将科学家们的故事编辑

成画册、书籍、短视频、纪录片等，借助融媒体

传播平台进行宣传推介，传播科学文化、科学思

想和科学理念；最后，要深入挖掘、全面整合科

研资源和科普资源，研发具有“新时代科学家精

神”品牌效应的文创产品，使科学家精神外化于

行（图 2）。
3.2.4 围绕重点核心人群，实现“新时代科

学家精神”精准传播

“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是国家科技创新

的中坚力量。科研院所作为科技创新人才的孵化

器，应搭建学校、家庭以及社会机构相融合的科

学家精神传播生态体系，为培养一大批具备科学

家潜质的青少年布好局、铺好路。与中小学校建

立交流合作机制，广泛开展“科学家精神进校园

活动”，将“科学家精神”纳入学生日常学习的

课程中，设置“科学家精神”选修课，安排科学

家精神“科普大篷车”进校园、设定科学家精神

宣传月等。组织科学家、科技工作者主动走进社

区，通过举办讲座、科学互动表演等丰富多彩的

活动，引发公众对科学家精神的关注与学习，在

家庭教育方面，引导青少年从小热爱科学、崇尚

科学。科研院所还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投其

所好”地设计与青少年身心发育特征相适应的

“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传播内容，研发适合青少

年学习的“科学家精神我来学”答题小程序、课

程包等，激发他们科学探究的兴趣，促使其了解

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家精神。

此外，科研院所还可以通过科学家成长路径的分

析为青年人才勾勒科学家的发展预期和社会价

值，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立志投身科学发展事业。

4 结语

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战略、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进程中，科研院所要将弘扬和传播科

学家精神作为使命担当，充分发挥科学家精神传

播主体作用，不断加强科学家精神传播力度，提

升科学家精神宣传的广度和深度。首先，科研院

所要将科学家精神宣传作为夯实科技创新人才培

养的重要途径。树立典范楷模，大力挖掘和弘扬

科学家精神，引导科技创新人才看得高、走得

正、行得远，在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感召下，培

养出大量的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其次，科研院所

应树立科学家精神典范楷模，发挥引导和营造爱

科学、崇尚科学社会氛围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

多渠道宣传平台，讲好科学家故事，广泛宣传科

学家先进事迹，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尊重创

造、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最后，科研院所应通

过科学家精神的传播，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

境，培育良好学术生态。扎实开展科学道德和学

风建设宣讲，涵养优良学风 [13]。科研院所还应积

极动员和凝聚科技协会组织、高校、企业等多方

 （下转第 53 页）图 2 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传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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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扩大科学家精神传播的社会力量，用权威

的“科学之声”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

理论与科学方法，将科学精神植根于深厚的科技

创新沃土，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精神引领和思想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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