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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厘清新时代科普的战略语境、科普发展的定位及“大科普”内涵等“大科普”时代背景的基础上，提出

“大科普”蕴含的共振、共建、共融、共治、共享的“五共”理念，以及全业普责、全媒普及、全域普覆、全民普化、

全态普惠的“五全”实现模式。运用“五全”模式分析湖北省构建大科普格局的现状以及在协同联动、经费投入、人

才建设、基础设施、科技资源科普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大科普格局构建的实现路径，即推动

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实现全业普责，筑牢科普传播舆论阵地实现全媒普及，拓展科普资源和服务应用范围实现全域普覆，

提振全民科学素质实现全民普化，聚焦科普落地赋能实现全态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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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strategic context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positioning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connotation of “big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pose the concept of “five alliance” of sympathetic vibration, joint construction, 
amalgama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contained in the “ big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s well as the 
realization mode of “five comprehensiveness” of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universal media popularization, 
universal coverage, universal popularization and universal benefit. Using the “five comprehensiveness” model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nstructing the big popular science pattern in Hubei and the issues existing in 
synergetic cooperation, funding input, talent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and popular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Responding to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path to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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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创新发展的重要一翼，科学普及（以

下简称“科普”）的重要性在当代社会日益凸显，

并逐渐成为决定国家物质文化发展水平和民族创

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的“科技三会”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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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翼理论”明确了科

普事业发展的方向与定位，是新时期科普和科学

素质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中共中央办公

办、国务院办公办印发《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

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对新时代加强科普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提出坚持

统筹协同，树立大科普理念，加强协同联动和资

源共享，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社会

化科普发展格局。全国各地积极推动大科普格局

的构建，涌现出一批颇具区域特色的科普发展模

式，如天津市推动全域科普模式构建、宁夏回族

自治区探索“三长”（学校校长、医院院长、农

技站站长）全覆盖模式，但从科普事业整体发展

布局来看，仍存在对科普重要性认识不到位、科

普投入需加大、科普传播方式待创新、科普协作

程度不足等问题。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科普事业发

展，强化科普在夯实科技原创基础和促进社会进

步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尝试提出“大科普”蕴含

的共振、共建、共融、共治、共享的“五共”理

念，以及全业普责、全媒普及、全域普覆、全民

普化、全态普惠的“五全”实现模式，在此基础

上分析湖北省构建大科普格局的现状、问题及

主要原因，并由此提出加快大科普格局构建的

路径。

1 “大科普”提出的时代背景

1.1 新时代科普发展的战略语境

进入新时代，科普传播也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科技创新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科普的内

涵、机制等不断迭代与变化，逐渐从科技知识的

普及和传播转化为科学精神弘扬、价值引领和政

治引领 [2]。国内外科技发展面临新形势，全球科

技竞争与博弈持续加剧，科技实力成为大国博弈

的关键，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化，科学普及

与科技创新价值链条深度融合，同时也对科普发

展提出新要求。科普工作缘起于党和国家对科普

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形成新时代“两翼理论”。

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关于科普事业发展的意

见、规划、纲要，这些政策文件以“两翼理论”

作为根本遵循，构成新时代科普事业发展和大科

普格局构建的顶层设计。党的二十大也明确提出

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为推动科普传播高质量

发展指明方向。科普传播已从以普及科学知识为

主的传统科普阶段发展到包括科学普及、科技传

播、科学素质建设在内的新时代“大科普”阶

段 [3]。作为科学素质提升的重要手段，科普全面

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之中，与科教强

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乡村振兴等战略

交互推动，构成科普事业发展的新格局，并深刻

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1.2 新时代科普发展的定位

“两翼理论”将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

等重要的地位，科普被赋予重要使命，这不仅体

现在个体全面发展、人才培养，还体现在科技成

the big popular science pattern, which involves promoting collaboration among multiple entities to achieve the 
univers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whole industry, building up the public opinion position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o achieve the universal popularization of the whole media, expanding the range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 and services to achieve the universal coverage of the whole region, boosting the scientific quality of 
the whole people to achieve the universal popularization of the whole people, and focusing on the landing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o realize the universal benefit.
Keyword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big science popularization”, “big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attern, “five 
alliance” concept, “five comprehensiveness”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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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科普转化等多个方面，因此必须认识到个体发

展与国家治理、人才培养与机制建设、成果转化

与创新生态有着紧密的联系，要准确把握新时代

科普工作的目标和定位。

（1）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国家治理能

力现代化。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是国家治理的根

本目标，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

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新时代科学普及的理念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主要从以下 3 个方面发力。

首先，聚焦公众需求，实现精准科普。以公众需

求为核心，把提高公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作为科

普工作的基本遵循，加强原创科普作品创作，健

全科普与科研、终身教育相结合的机制，实现科

普服务的公平、普惠。其次，依靠人民发展科普

事业。科普传播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科技

工作者和科学共同体发力，社会公众也是科普的

主体，科普工作同样依赖公众力量，需要促进公

众理解和公众参与。再次，科普成果由人民共

享。以科学文化特质的社会科普活动为载体，赋

能公民科学素质内涵式提升，借助“互联网+科

普”工程，持续向公众提供有效的科普产品和服

务，不断提升科普服务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互动

性，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为人

民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实现科普成果人人

共享。

（2）支撑科普人才培养，推动科普传播高质

量发展。作为培育高素质科技人才的重要力量，

科普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发挥人才优势，以

高质量科普厚植国家创新发展的科技和人力资源

基础 [4]，将科普与“科技”“教育”“人才”三者

有机结合，以科普传播激发公众科学探索的欲

望，促使其掌握科学知识与方法，引导其形成科

学思维和科学精神，培养具有科学家潜力的青少

年群体，造就一支高水平的科研“后备军”，并

发挥“聚才”“用才”“育才”功能，为科技创

新、科普传播高质量发展培育规模更大、种类更

多的创新主体。

（3）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打造美美与共的创

新生态。科普和科学素质不仅是创新生态系统的

重要构成要素，还是保证创新链良好运行的重要

一环 [5]。Shane[6]认为文化是影响一个国家创新能

力强弱的关键因素。李克特 [7]指出科学发展是一

种文化形成的过程。作为创新文化的组成部分，

科普可以增进科学文化、科技文明的交流互鉴，

为科普事业发展提供重要的智力和环境支持，科

研与科普深度融合，形成良性互动与正向反馈机

制，通过搭建科普成果宣传推介平台，提升科技

成果科普转化效率，将科技创新成果延伸至社会

各领域、各地域，促进科教融合、产教融合，走

“创新突破 +及时普及”之路 [8]，为科学文明共建

共享提供开放环境，为科学无国界交流提供重要

渠道和平台 [9]，让公众易于接触、理解和体验科

技成果，形成人人能科普的良好生态，并在建设

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融入科学文化，为创

新创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1.3 “大科普”的内涵

我国开始使用“大科普”概念是 1990 年以

后。随着国际科普理念传入中国和“大科学”概

念逐步被接受而出现，其内涵与时俱进，外延模

糊 [10]。2006 年，中国科协年会确立了“大科普”

的定位，推动了“大科普”概念的广泛传播和应

用。2021 年，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规划纲要（2021—2035 年）》，提出构建社会化

大科普格局。同年，全国政协科普课题组以研究

报告形式深刻揭示了“两翼理论”的重大意义，

对“大科普”进行了全面系统论述 [11]，建议实施

“大科普”战略。2022 年，《意见》首次明确提出

“大科普”，但并未对其作出系统阐述，之后关于

“大科普”相关的研究才日渐增多。谢小军 [12]指

出“大科普”兼具目标大、格局大、能力大的三

重特点。李健民 [13]认为“大科普”具有科普内

容的综合性、科普对象的全覆盖、科普机制的社

会化、科普方式的多元化、科普发展视野的国际

化等特点。也有学者认为，“大科普”内涵由五

“大”构成，即大目标、大工程、大协作、大创

新和大服务 [14]。

随着“大科普”理念的不断发展，大科普生

态应运而生。对此，构建社会化协同、数字化传



·地方科技资源建设·余 瑞等：“大科普”的理论蕴含与实现路径研究

─ 85 ─

播、规范化建设、国际化合作的新时代大科普生

态（简称“四化”生态）成为新时期打造“大科

普”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挺 [15]认为建设科

普发展生态必须拓展大科普格局、构建大科普生

态，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科

普治理体系。结合“大科普”语境，梳理现有研

究成果，可以认为“大科普”本质上是丰富“两

翼理论”的政策实践，是科技教育、科学传播、

科学普及、科学实践等一系列有助于提升公民科

学素质活动的综合，是地域、领域、主体等全覆

盖的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6]。作为一项多

主体参与的公益事业，“大科普”在治理要求上

着重强调社会多元主体力量，旨在形成全社会、

全产业、全媒体互动的大科普工作新格局。

在国外，尽管尚未有“大科普”的提法，但

国外科普工作模式与特点也体现了一定的“大科

普”理念。其科普主体非常广泛，政府、科学共

同体等都参与到科普工作之中，基本上涵盖了

“大科普”体系所包含的各个方面。英国科学社

会学家Bernal[17]曾在其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

中指出“科学交流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

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交流的问题”。

英国不仅让公民参与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决策，而且让作为科普宣传重要主体的科学家和

媒体以及绝大多数公立和私立机构都参与到科普

传播中。美国的科普工作模式以“政府+科学团

体”为主，基本上已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化和社

会化运作良好的科普联动发展格局。日本的科普

工作有着明确的定位，在运行机制方面建立多方

合作交流机制，学会、高校、企业、科研机构、

媒体、公共科学文化机构、社会团体等均承担着

重要的科普责任 [18]。俄罗斯有很多社会团体和非

政府组织机构从事科普或与科普相关的工作 [19]。

2 “大科普”的理论蕴含与实现路径

2.1 “大科普”蕴含“五共”理念

根据以上关于“大科普”的分析，尝试提出

“大科普”蕴含的“共振”“共建”“共治”“共

融”“共享”的“五共”理念（图 1）：在顶层设

计上，以“两翼理论”为切入点，形成“共振”

图 1 大科普”蕴含的“五共”理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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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在科普主体治理方面，“大科普”蕴含

“共建”“共治”理念，即强调科普机制社会化，

形成协同推进、共建共治的大科普格局；在传播

方式及载体方面，科普传播方式与手段的多元化

和多样性是“大科普”的重要体现，充分依托现

代信息技术手段和新媒体传播方式，融入“科普

+产业”行动，形成“共融”理念；大科普格局

构建的最终目标在于让科技成果和科普活动惠及

广大公众，实现真正的“共享”，由此形成“共

享”理念。

一是共振理念。共振旨在将科学普及与科

技创新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科学普及与科

技创新作为创新发展的两翼，通过“两翼”协同

释放创新潜能，以科技创新引领科普发展，以科

普厚植科技创新文化土壤，夯实人才高地、创新

高地，托起科技创新的高峰，“两翼”协同发力、

真正达到两者“同等重要”“同频共振”，共促

发展。

二是共建理念。共建的核心是共同建设，各

类“大科普”主体通过“上下联动，左右互动”

的方式开展科普工作，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组织

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企业及社会共同参与科普

事业。

三是共融理念。共融即实施“科普+”行动，

以培育“互联网+科普产业”为重点，打造多种

“科普+”新形态，培育具有科普功能的新业态，

形成“科普+产业”“产业+科普”的“大科普”

内生动力系统。

四是共治理念。共治强调“大科普”是全社

会的责任，是科普治理的关键，坚持协同推进，

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协同治理的新局面，政府牵

头，发挥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媒介传播者

力量，带动公众参与，促进科普工作效率提升。

五是共享理念。共享的本质是利益共享，最

终目标在于实现科普资源、科普服务均等化，即

体现在高效建设和利用科普资源，推动科普主体

资源集成和优势互补，实现共建共享。

“五共”理念是对“大科普”理念进行深入

探讨而提出的一种全新科普理念，凝聚了社会力

量参与科普治理的智慧，可以为“大科普”理念

创新提供有效决策支持。

2.2 “大科普”蕴含“五全”实现路径

“大科普”蕴含“五全”实现模式，包括全

业普责、全媒普及、全域普覆、全民普化和全态

普惠，这 5 个方面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大科

普”体系（图 2）。其实质是坚持党对科普工作的

全面领导，以“两翼理论”为根本遵循，通过政

府统筹协调，促进公民科学素质提升和大科普生

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一是全业普责。全业普责旨在强调多元主

体科普责任，是构建有为政府、有序社会、有效

市场等协同推进的大科普格局的原动力，在“大

科普”实践中细化各方科普职责，形成“政府引

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大科普

格局。

二是全媒普及。全媒普及体现在科普传播渠

道及方式的多元化，以“泛在科普”推动大科普

格局的构建。发挥网络媒体传播优势，拓展科普

传播覆盖面和影响力。

三是全域普覆。全域普覆旨在实现科普资源

和服务的全领域、全地域、全产业覆盖，包括城

市和农村、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同时要健全

科普基地管理和运行机制，增强科普设施服务功

能，促进基层科普服务能力提升。

四是全民普化。全民普化强调普惠公平、科

普服务均等化，体现在“以人为本”的互动，注

重开展负责的科普，确保科普覆盖全民，贯穿于

不同年龄、教育程度的普通民众，全面融入个

人成长的不同发展阶段，形成科普教育的终身

体系。

五是全态普惠。全态普惠旨在营造良好的

科普生态，构建开放合作的大科普格局。从功能

辐射来看，实现科普传播从本地化、区域化到国

际化的有机转变，厚植创新文化，服务于创新发

展，实现科普资源开放共享，让科技成果和科普

活动真正惠及广大社会公众。

“五全”模式是精准把握新时代科普定位，

推动全域科普纵深发展的科普传播新模式，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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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五共”理念，以全域视角提出的“五全”

模式，对推动大科普格局构建、实现科普精细化

管理、结构合理化具有重要意义。

3 大科普格局的湖北省实践

3.1 构建大科普格局的举措

（1）开展全领域行动。湖北省坚持以省政

府为主导，联合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不断强

化“五全”科普主体责任，发挥“大科普”多方

合力作用。近年来，湖北省政府高度重视科普工

作，坚持政府引导、资金投入，全面统筹全域

科普工作。在顶层设计层面，提出科普事业发

展的指导思想、目标和重点任务，制定科普事

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纳

入“十四五”发展规划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纲要。在协同机制建设方面，在科技部指导和支

持下，湖北省组建全民科学素质领导小组，建立

由省委宣传部、省科技厅、省科协等 38 家单位

为成员单位的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截至 2022
年形成省级学会 161 个，市、州学会 342 个，省

级科协 1 个，市、州科协 13 个，县区科协 102
个（表 1），各级科协、学会组织与企业、高校及

科研院所等联合协作共同支持湖北省科普事业发

展，推动湖北省大科普格局加快形成。

（2）推动全媒体普及。将媒体纳入“大科

普”传播建设范畴，发挥新媒体平台科普辐射力

及媒体、科技工作者力量，湖北省主办微信、微

博、网站和APP“四位一体”的科普信息传播平

台，向公众普及科普知识，发布防震减灾、气

象、节能环保、健康等方面的信息，特别是在新

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治期间，利用科普传播平台和

渠道优势，及时启动应急科普，建立了高效的反

馈响应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全社会对科普的认

知。打造“三科一家”等信息平台，设置“荆楚

科普大讲堂”“湖北省科协普法专栏”等热点专

题，充分调动了广大科普工作者的积极性。以

2022 年为例，利用媒体开展宣传活动的科技工作

者有 5 217 人次，表彰奖励科技工作者 2 296 人

次，持续播放科技广播、影视节目 79 624 分钟，

充分发挥了新媒体全链条传播的辐射作用。

图 2 “大科普”蕴含的“五全”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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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现全地域覆盖。湖北省科普工作逐渐

融入基层党建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围绕特色主题活动，带动科普志愿者、科技专家

等科普队伍深入基层，实施全域科普“七进”工

程，有效整合科技馆、学校、社会机构等科普资

源，将科技志愿服务下沉基层，省市县科协三级

联动精心组织“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重点

科普活动，大力实施科普惠民社区（村）建设项

目，积极推动社区科普大学建设，借助活动站、

宣传栏、宣传员科普示范工程，开展科普进社区

等活动。持续推动科技馆体系建设，构建“大科

普”基础设施体系，全省科技馆数量达 229 个，

共建各类科普教育基地 1 340 个，覆盖全省 17 个

州市等，逐步实现全地域覆盖。

（4）促进全民普化。在湖北省政府及科协

等部门领导下，全省扎实开展高质量科普服务活

动，以“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普日”等科普活

动为抓手，努力创建科普工作示范亮点和科普工

作品牌，围绕健康、科技、教育、环保等主题集

中开展多项科普示范活动。2012—2022 年，湖

北省累计组织科普活动近 10 万余场，仅 2022 年

就举办科普活动 10 196 场，开展科普宣讲活动

13 537 次。在服务对象方面，聚焦青少年、农

民、城镇劳动者、老年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等

五类重点人群，实施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尤其注

重青少年创新意识培育，举办各种形式的青少年

科技竞赛、科技教育培训等活动。

（5）实现全态普惠。近年来，湖北省对创新

精神培育、科学文化传播的重视力度不断提升。

一方面，发挥科普人员“主力军”作用，建设科

学传播专家库，知名科学家身体力行做科普，汇

聚湖北省两院院士、杰出人才等科普专家，充分

发挥“用才”科普示范效应，将院士科普工作纳

入评价指标范畴，在全域广泛弘扬科学精神及科

学家精神，形成了良好的创新文化氛围。另一方

面，厚植科技创新土壤，发挥湖北省产业和科教

资源优势，不断整合现有科普资源，加大科研设

施开放力度，结合文化、产业特点和发展规划，

为科普工作提供智力和环境支撑，形成全态普惠

的新局面。

3.2 构建大科普格局中存在的问题

（1）协同联动不够。“大科普”是各行各业、

各部门的共同职责，全业普责同样要求科普工作

机制社会化和市场化，但湖北省在推动科普传播

过程中，仍处于以政府推动为主的阶段，科普社

会化、市场化协作程度不足，制度化、常态化工

作机制尚未形成，“大联合”“大协作”的社会化

大科普机制尚未建立。

（2）科普经费投入力度不足。科普经费是科

普阵地建设、科普人才培养和活动开展的重要保

障，引导社会、市场等力量参与大科普格局的构

建同样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然而，目前湖北省

科普工作经费投入总额与增幅相对滞后。从科普

经费筹集渠道来看，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

自筹资金和捐款占比较低。在经费投入比例上，

以 2021 年为例，湖北省R&D经费投入总额为

1 160.2 亿元，科普经费投入总额在 10 亿元左右，

与R&D经费投入总量相比，科普投入经费占科

技研发经费投入不足 1%。另外，相较于发达省

份及地区，全省科普经费强度较低，仅为 1.89%
（图 3），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在人均科普经费

方面，2021 年湖北省人均科普专项经费为 3.48

表 1 湖北省相关科普机构数量统计

年份 省级学会 /个 市、州学会 /个 省科协 /个 市、州科协 /个 县区科协 /个

2018 146 338 1 13 102

2019 152 347 1 13 102

2020 157 302 1 13 102

2021 158 290 1 13 102

2022 161 342 1 13 102

数据来源：2019—2023 年湖北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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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与北京（37.51 元）、上海（18.00 元）形成

较大差距。

（3）科普人才队伍建设不强。科普人才队伍

建设是大科普格局构建的人才支撑。从科普人才

规模来看，湖北省人才优势显著，科普人才总量

位居中部第一，但从全国范围来看，与全国科普

人才储备较为雄厚的地区相比依旧相对薄弱，落

后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以 2021 年为例，

湖北省每万人拥有的科普人员数为 16.75 人，而

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每万人科普人员数量均超

过 20 人（表 2）。2021 年湖北省科普人员总量近

10 万人，中级职称或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科普人

员比例均超过 50%，但科普从业者以兼职人员为

主，占比高达 87.12%，蕴藏在科技人才大军中的

科普潜能尚未充分发挥出来，“科研主体”急需

向“科普主体”转化。

（4）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不力。近年来，湖北

省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优化，但“大科普”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方面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相对

于湖北省庞大的人口总数而言，科普场馆覆盖不

足。一方面，科普基础设施建设未能满足公众科

学文化需求，科普宣传栏数、流动宣传设施均落

后于其他省份，科普园区和科普基地建设吸引性

不强，急需从内容和形式方面建设具有特色的科

普场馆、科普基地。另一方面，各地科普基础建

设在地域、自身发展方面存在不均衡现象，普遍

存在经济落后地区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足，

科普资源下沉不畅等问题，如 2022 年在湖北省

新增的 34 家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中，仅武汉市就

占据了 28 家左右。

（5）科技资源科普化程度不足。湖北省以

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科技强省建

设，成就斐然，但在构建大科普格局过程中高校

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地域、产业、

学科特色尚未融入湖北省全域科普创新治理之

中，蕴藏在科技资源中的科普潜能尚未充分挖掘

出来。在科技创新要素、前沿技术、产品研发等

科技创新主题等方面，科普传播能力不足，围绕

湖北省优势产业和学科，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生

物医药等前沿科技，新能源、新产业、新材料等

科技热点方面科研与科普融合度不足，导致大量

科研设施、科研成果等科技资源处于分散、搁

置，甚至流失状态。

图 3 2021 年各省份科普经费强度

资料来源： 2022 年科学技术部发布的全国科普统计数据。

表 2 2021 年部分省份科普人员情况

地区 湖北 北京 天津 上海 浙江

万人科普人员数 /人 16.75 24.41 27.30 21.59 18.69

科普兼职人员比例 /% 87.12 83.54 88.73 86.11 90.84

资料来源：2022 年科学技术部发布的全国科普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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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未形成大科普格局的主要原因

（1）科技创新与科普协同发展机制不健全。

湖北省各级地方、各部门未能形成科技创新与科

学普及同等重要的战略共识，“重科研、轻科普”

的倾向长期存在于科学研究工作中。首先，在理

念层面，各级科普相关部门、科技创新主体、传

播媒体对“大科普”认知理念不足，关于如何推

动大科普格局构建缺乏系统认识。其次，在制度

层面上，湖北省各地方的科技创新发展规划、管

理办法、行动计划中，科普角色缺失，各创新主

体在“大科普”中的地位没有明确区分、责任规

定模糊不清，导致科普主体参与科普工作的积极

性和责任感不强。再次，科普工作的评价、激励

机制不完善，尚未形成科普工作的长效机制，种

种因素极大地制约了社会力量参与科普的积极

性，不利于科普事业发展。

（2）科普需求与供给不匹配。高端科普供给

与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存在矛盾，突出表现在科

协及科普相关部门的组织运行机制、资源配置、

工作方式与现实需求不相符、不相适。一方面，

受众科普需求不断扩大，但科普创作领域却存在

同质化现象，原创科普作品较为缺乏，科普创作

与传播本身需要整合聚集多方资源，成本高、投

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的困境加大了科普创作者的难

度，很难创作出优质科普内容。另一方面，科普

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程度不强，由于科普人才

培养机制不完善，专业科普人才与创作团队比较

缺乏，难以形成高质量稳定的科普创作队伍，这

已成为阻碍湖北省优质科普资源开发、供给不足

的重要原因。

（3）科普事业与产业发展不平衡。一方面，

科普事业与科普产业未形成良性发展机制，社会

化、市场化科普主体在大科普发展格局中存在

“缺位”和“错位”，科普市场及产业发展程度较

低，特别是企业主体地位的缺失，导致科普产业

与企业生产联系不紧密，科普资源无法有效整合

和优化配置，影响了湖北省科普事业的全面发展

和科普产业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科普产业落

地政策不强，像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很少被纳入湖

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布局之中，政策法

规的缺位挫伤了社会资本投资兴建基础设施的积

极性。

（4）社会主体参与意识不强降低科学普及

成效。从公众层面来看，公众依赖感较强，普遍

认为科普工作是政府的事情，“国家投入”被公

众视为影响科普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20]，科普

活动设计也未能将公众体验考虑在内，针对社会

热点事件的响应机制不完善，湖北省现有与科普

相关的学术交流和会议，实际工作经验层面的交

流多、理论研究层面的交流少，“以人为本”理

念体现不足，这也导致公众参与感不足，公众的

主动性与积极性未被真正激活。有的科技工作者

参与科普工作的积极性不高，主观上囿于自身精

力、时间不足未能将科普工作纳入工作日程安排

之中，客观上激励机制缺失降低了科技工作者参

与科普工作的积极性。

（5）服务创新驱动的层次不够。科技资源向

科普转化的支持力度不到位，在管理机制方面，

缺乏对科普基地建设、科技项目评价体系相对应

的政策规划与要求，导致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

主体作为科普活动重要依托阵地的辐射作用没有

得到充分发挥。另外，科普教育体系中紧跟科技

强国、科技强省建设的内容略显体系化不足，在

科技、教育、应急、卫生、环保等领域传播内容

与科普不能充分融合，导致有效衔接不足。

4 大科普格局实现的“五全”路径

4.1 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实现全业普责

（1）推动科普理念创新，明确科普主体责

任。把“两翼理论”作为湖北省科普事业发展的

理论指导，将“大科普”理念贯穿于湖北省科普

事业发展的全过程，构成新时期科普工作治理的

新格局。在制度机制层面，将科普和科学素质建

设纳入社会经济整体发展规划、考核体系之中，

健全相关制度，厘清各主体科普职责所在，使科

普主体责任具体化、清单化，并使之可评估、可

考核，确保科普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2）积极推动科普主体多元化，优化社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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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机制。仅靠政府力量参与科普工作是远远不够

的，需要发动和引导高校、企业、社会团体及公

众等都参与到科普事业的建设中。在实践中，一

方面可以鼓励更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科技

创新主体发挥科教资源丰富、科研基础设施完善

的优势，切实发挥科普源头作用，推动科技资源

科普化。另一方面，带动和激励更多科技工作

者、教育工作者、媒体工作者等投身科普传播阵

营，积极探索对各类科普主体的激励、支持和规

范机制，加快推进大科普格局建设。

4.2 筑牢科普传播舆论阵地实现全媒普及

（1）实施科普信息化工程，发挥平台辐射作

用。一方面，在发挥传统科普内容资源优势的同

时，顺应信息化发展趋势，强化“互联网+科普”

理念，将创新成果渗透到湖北省科普事业发展的

各个领域。另一方面，依托科普中国平台及全省

信息化媒介，充分释放科普供给侧活力，促进科

普与媒体、艺术融合的力度，建强“科普湖北”

平台，打造资源、服务共享的科普信息化体系，

实现科普信息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

（2）创新科普传播方式，加强科普内容和传

播渠道建设。开辟线上科普阵地，以公众体验为

核心，适应差异化传播趋势，有效策划、创作、

发布和传播科普内容，推介湖北省科普品牌，拓

展科普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提高科普创作水

平、丰富科普传播内容、创新科普传播手段，提

高公众辨别伪科普的能力，促进优质科普资源

转化落地、实现科普效用最大化，打造互动、多

元、立体的科普融媒体矩阵。

4.3 拓展科普资源和服务应用范围实现全域普覆

（1）提升基层科普服务能力，优化科普组织

保障机制。解决科普资源下沉不畅、协同联动不

强等问题，需要构建省级统筹、以市为中心、以

县为基础、以社区为重点的四级联动科普工作体

制机制，进一步打通科普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积极探索“三长”带“三会”的工作模式，发动

更多的科技志愿者服务团队，围绕公众需求、社

会热点主题，将科普主动融入社区、学校、企

事业机关单位、农村等，实现科普惠民、科普

益民。

（2）加大科普投入力度，完善科普阵地建

设。首先，加大对科普阵地管理与运行机制的投

入，确保科普经费在科研经费投入中的比例，明

确各类科普阵地建设经费额度。其次，进一步完

善科普阵地建设，促进其与教育、旅游、文化

等产业结合，提升整体科普服务能力，注重资源

均衡，挖掘科普场馆特色，培育科普场馆特色品

牌，促进其与基层科普活动结合，推动优质科普

资源在基层落地。进一步开放湖北省科普场馆、

高校科研院所，实验室等科普设施和资源，加

大优质科普资源供给，促进科普基地资源共建

共享。

4.4 提振全民科学素质实现全民普化

（1）持续聚焦重点人群，实现精准科普。精

准把握公众科普需求和接受方式，科普供给必然

要从“大水漫灌”式转向专业、及时、精准的高

质量科普，聚焦公众关注热点和民生需求等科普

内容开展科普教育和培训，以更好地满足公众对

科普产品服务多元化、多层次的需求。聚焦五类

重点人群（青少年、农民、城镇劳动者、老年

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提升，针对不

同群体因势利导，可以采取差异化科普策略，除

传统的讲座、展览和发放宣传册之外，还可以通

过网络平台、社交媒体、移动应用等方式，将科

学知识直观、生动地传递给广大群众。组织定期

的科普活动，开展问答交流、实地观察等形式，

让公众参与到科学知识的学习和探索中来。

（2）注重专业科普人才培养，畅通人才培养

渠道。畅通科普人才培养渠道，健全培训、激励

机制，推动设立科普专业，在高等院校或科普机

构设立专业科普人才培养计划，与科研院所、科

普机构合作，开展科普知识和技能培训，为科普

从业者提供专业发展平台和资源支持，还可以组

织行业内专家和科普实践从业者进行定期交流，

分享经验和最新科普动态，激发创新思维和合作

机会，促进科普人才成长和交流。在实践中，借

鉴北京市、广州市开展科学传播专业职称评价的

做法，支撑科普培育创新人才，公民同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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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哺”社会，参与科普公共事业发展。

4.5 聚焦科普落地赋能实现全态普惠

（1）优化科普生态体系，服务科技强省建

设。优化湖北省全域科普生态体系建设，以服务

科技强省建设为导向，持续发挥湖北省院士等战

略科学家的示范效应，打通科学家到科技传播者

的通道，将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精神宣传融入湖

北省人文建设、经济文化建设，并结合湖北省优

势学科与产业向公众投送科技热点相关的科普内

容，让科学成为绝大部分公众理性思维和行动的

底层逻辑和自觉习惯，促进公民科学素质提升，

为湖北省科技强省建设提供文化环境支撑。

（2）推动省域治理现代化，聚焦科普落地

赋能。夯实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协同发展的省域

发展布局，推动科普传播模式由“管理”到“治

理”转型，形成现代化科普治理新格局，充分发

挥科普在创新链条运行中的最大溢出效应，将

科普工作全面融入湖北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依托

湖北省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和新型研发机构，与技

术创新链条的关键科普环节相结合，将科技成果

转化与科普工作贯通衔接，加大科普赋能科技创

新的力度，推动形成科普传播高质量发展的倍增

效应。

5 结语

作为贯彻“两翼”同等重要论述的有力支

撑，“大科普”已然成为近年来科普政策聚焦与

关注的核心议题。自“大科普”提出以来，国

内对“大科普”的研究已转向概念内涵、特征、

机制等深层次研究，深入挖掘“大科普”的内

涵、探索如何构建大科普格局显得尤为重要。对

此，遵循“两翼理论”，结合《意见》对新时代

加强科普工作作出的系统部署，基于对科普主体

等层面相关要素的充分认识，把各构成要素之间

通过作用机制形成的组合关系看作是一个有“生

命”活力的生态系统，总结探索出大科普所蕴含

的“共振”“共建”“共治”“共融”“共享”的

“五共”理念，以及全业普责、全媒普及、全域

普覆、全民普化、全态普惠的“五全”模式，并

将“五全”实现模式应用到湖北省构建大科普格

局的实践中，根据湖北省全域科普传播现状及存

在问题，探索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坚强领导、各

部门大力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上下协同联动

的大科普工作格局。构建新时代大科普格局是各

省份未来发展的重点工作。对此，各省份应当贯

彻“两翼理论”同等重要的战略定位，充分重视

并积极推动大科普格局的构建，通过完善“大科

普”政策体系、加强政府间合作、开展科普示范

项目、推动科普资源共享、优化科普创新生态等

多方面努力，充分发挥科技共同体的作用，推动

科普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共同

构建起一个包容、开放、协同的大科普格局，实

现科普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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