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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科学普及被赋予了与科技创新

同等重要的意义 [1]，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

础性工作 [2]。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加强国家

科普能力建设”的战略部署 [3]，既强调了新时

代科普工作的重要性，也为推进科普高质量

发展指明了加强“能力建设”这一进路。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

发展，国家科普能力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

实力不可忽视的指标。本文从当前科普事业

发展面临的复杂国内外形势和科普赋能中国

式现代化的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出发，分析

新时代语境下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使命与发

展要求，基于国家创新系统等理论和我国科

普能力建设的长期实践阐释新时代国家科普

能力的内涵，厘清核心要素、构建体系框架，

进而提出提升国家科普能力的有效路径，以期

为我国科普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1 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时代使命
1.1 新时代科普面临的形势

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

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科普理论研究

与实践的重大现实主题。对新时代国家科普

能力展开系统、深入的思考与探讨，首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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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当前国家科普能力建设面临的整体背景

与形势，以明确其在国家创新体系与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定位与作用。

放眼全球，国际局势正在经历前所未有

的深刻变化，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不稳定性与不确定

性明显增加。全球竞争态势愈发白热化，科

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

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

在外部环境变化的同时，我国加快重要

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和发展速度，全面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随着大科学时代科研范式变革、学科交

叉融合加速演进，科技创新的广度、深度、

速度、精度大大超出传统认知，我国的创新

发展模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全面建设现代

化强国以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基础性、战

略性支撑，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

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聚焦经济建设

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加快建

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深化创

新驱动发展，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塑

造发展新动能与新优势。

新时代科普工作也在新的形势下发生内

涵、理念、手段和机制之变 [4]。随着全民科学

素质的快速提升 [5]，以往知识短缺模式下以

知识的传授灌输为典型特征的传统科普已经

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科学文化需求和经

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随着“科技创新、

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1] 重要论断

的提出，新时代科普工作守正创新，日益融

入国家创新发展体系当中，成为实现创新发

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2] 稳步推进。同时，新

兴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更是对科普实践产生

了深远影响，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信息

技术应用和各类网络平台提升了科普的可达

性、互动性和时效性，新时代科普需要充分

利用新兴技术手段并抑制其不当使用产生的

负面影响，全面提升质量与效能。

当前

展重要一翼的认识不断深化，树立大科普理

念、构建大科普格局的社会共识正在形成 [6]。

尽管我国科普能力建设实践整体呈现出较好

的发展势头，科普生态持续优化，但尚存在

与新时代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若干不足，突

出表现为科普与科技创新的融合有待深化，

科普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效能不足，科普产品

与服务的创新供给不足、质量不高，科普人

才队伍建设滞后，传播载体与渠道有待加强，

权威科普平台尚未有效建立，科普支撑和保

障机制亟待健全完善 [6]。因而，新时代科普

需要聚焦能力提升，进行系统性规划和战略

推进，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为科技创新

夯实基础、涵育潜能，推动全社会形成理解、

支持和参与创新的良好氛围，以科普赋能国

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支撑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行稳致远。

1.2 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目标和使命

1.2.1 加强新时代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迫切任务

是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在我国科技发展遭遇“卡脖子”严峻挑

战的情况下，科普作为支撑创新发展的重要

一翼需要切实与科技发展同向而行，通过将

深化科普能力建设融入创新链，在创新体系

中发挥更高效能，助力更快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除了促进公民科学素质提升，为

科技创新培育高素质创新人才大军之外，新

时代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

推动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与应用。一方面，

面向产学研各界搭建高端科普交流平台是技

术转化的有效方式，将信息、技术、人才与

资源快速交互、联通、整合，促进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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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行业的快速跨界交流，从而激发出更

多创新火花和灵感。另一方面，创新技术从

概念提出、研发再到走向产业转化存在着被

称为“死亡之谷”的巨大鸿沟，我国科技成

果的转化率也一直低于发达国家，发挥科普

对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及相关技术、资料

优化组合的助推作用，促进新产业、新模式、

新动能的发展，有利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1.2.2 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重大使命是推动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新时代科普能力建设承载了更为重要

的功能与任务，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

推进中显现出贯通联动的作用，助力科学教

育发展、科技创新发力和人才成长。在积极

推动技术创新突破的同时，科普为推进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四链”深度

融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创新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诸多因变量

中

的联动作用，面向全社会普及数字化、绿色

低碳等重大关键共性技术，推动科技与经济、

社会融合驱动高质量发展。在社会治理领域，

通过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与方法，

科普同样发挥着培育理性公民、促进社会参

与、营造科学理性社会氛围的作用。在自然

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的处置中，

科普能够起到维护公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

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并促进和谐发展的重要

作用。

1.2.3 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促进

实现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科学素质

亦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和国家现代

化的关键变量。公民科学素质的快速、大幅

提升有赖于教育、科普工作的久久为功。新

时代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注重与教育、科技、

人才及文化建设的融会贯通，发挥其在终身

学习体系中的作用，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

传播科学思想、培养科学思维，提升公众对

科学问题的认知和理解能力，进而帮助公众

对复杂的实际问题作出理性的判断和决策。

通过培育科学文化素质高、精神文明程度高

的高素质公民，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从

而推动社会的科学进步和文明发展，最终达

成现代化中人的发展的最终目标。

1.2.4 加强新时代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具体目标

是实现科普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的国家科普能力建设通过高效利

用资源、有效供给产品和服务、精准满足人

民群众需求和创新实践所需，集聚科研机构、

高校、企业等各界力量实现科普的高质量发

展。科普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为：科普组织

管理的专业化水平提升，实现全领域、全社

会、全产业、全媒体互动的科普工作大格局；

科普融入教育、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

领域的全面发展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价值；推

动形成政府统筹和市场拉动的科普事业发展

合力，实现适应需求的科普资源的高效配置；

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科普事业的活力，实现科

普主体和对象之间的良性互动；运用数字化、

智能化的科普手段，结合科普理念和机制创

新，打破地域与时空限制，实现科普服务的

泛在、及时、便捷、精准、普惠。

1.3 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发展要求

当前，在综合国力、社会主要矛盾、科

技发展状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深刻变化的背

景下发展科普事业，需要审视新时代科普的

丰富内涵、先进理念和多元手段，及其呈现

出的人民性、引领性、科学性、时代性、融

合性和开放性等鲜明特征 [4]，把握好新时代国

家科普能力建设的五大发展要求。

一是锚定实现人的现代化，坚持满足广

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时代使命、基本内涵与实践路径 <<< 王唯滢    王丽慧    王    挺 专   稿

，科普能够发挥其作为创新发展一翼



008

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S

大人民群众的切实需求。当前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在层次上不断提高，不仅局限

于传统语境下的物质生活富足和精神生活充

盈，在卫生健康、生态环境及网络信息等方

面也有了更多的需求。此外，随着数字鸿沟

的进一步扩大，科普工作也需推进相关知识

与技术的普及，提升弱势群体的获得感与幸

福感，从而提升科普的均等化与公平性。新

时代的国家科普能力建设通过加强科学、权

威、精准的科普内容供给与信息投放，构建

起供给优质、机制完备的高质量科普资源体

系，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化、多层次

需求。

二是聚焦创新驱动发展，加快融入创新

链条与创新体系。在满足公众需求的基础上，

新时代的科普能力建设注重推动两翼协同发

展，发挥科普促进科技成果快速转化的连接

作用，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文化与创新生态，

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赋能。

三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体系建设中

充分发挥支撑作用。通过健全完善责任明确、

管理规范的工作体系，新时代的国家科普能

力建设不断提升社会化协同程度，倡导多元

主体协同参与，构筑大科普格局，从而更好

地服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

建设；更加凸显价值引领功能，积极推进科

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弘扬工作，推动形成崇

尚科学与理性的社会文化，助力提升社会文

明程度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对内发挥贯

通融合作用，对外提升国际影响力。新时代

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更加注重跨行业、跨领域

的融合，碰撞创新火花；通过结合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元素，打造有中国特色的科普话语

体系，形成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有力抓手；通

过讲好中国科学故事、中国创新故事、中国

科技惠民故事，助力提升中国形象和国际影

响力。

五是全面拥抱新技术，不断提升科普智

慧化水平。新时代的国家科普能力建设一方

面要做好新技术的普及、扩散与转化；另一

方面其自身也要积极适应科技发展潮流，主

动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现实

等前沿技术引入科普工作的各个环节，推动

实现科普内容生产、传播等环节的全新变革。

2 新时代国家科普能力的内涵与体系
2.1 国家科普能力的内涵

2.1.1 政策依据

通过对相关文献和政策的梳理可知，“科

普能力”的内涵处于不断演变中，该术语最

初大致包括两个范畴：一是指个体所具备的

与科普相关的素质和技能，二是指组织具备

的整体工作能力 [7]。随着科普实践的不断深

入，两方面含义不断交叉融合，也使得“科普

能力”的内涵逐渐统一。而政策法规中对“科

普能力”的规定是科普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

2006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

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 2020 年）》提出

“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8]，2006 年 3 月公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围绕加强自主创新

能力建设提出“加强科普能力建设，实施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9]，上述文件反映出科

普能力早已被纳入科技发展和创新能力建设

的国家战略之中。

2007 年，科技部等八部门印发的《关于

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对“国

家科普能力”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界定，即

“国家科普能力表现为一个国家向公众提供科

普产品和服务的综合实力”，并指出其包含

2024，19（1）：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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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创作、科技传播渠道、科学教育体系等

若干重要方面 [10]。新时代以来，我国重要的

科普政策进一步凸显了国家科普能力的意义，

也对其重点实践方向作出谋划 [11]，而党的

二十大报告和党中央的重要指示更是空前提

升了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地位，也对相应的

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提出了更高要求。

2.1.2 理论来源

在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视角下，创新被视

为国家行为，也是经济增长和国家财富的源

泉，创新体系中各类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

排及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

流动、扩散和应用，以提升整个国家的技术

创新效能 [12-13]，其中国家对制度的设计与重

构是提升创新能力的基础。科学普及与科技

创新同等重要论断的提出与实践，正是我国

构建创新体系的突破性构想和举措。新时代

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一个关键前提是将科普

作为创新系统的重要环节，并能够针对各类

创新主体的特征与需求发挥作用。

创新链的早期研究将企业视为关键主体 [14]，

后逐步拓展为包括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发现

到产业化的过程，进而成为一种实现知识经

济化、创新系统优化的功能结构模式 [15]，各

类创新主体在这一链式结构中存在着衔接、

合作和价值传递的关系，从而推动知识、技

术在生产过程中的流动、转化、整合并产生

增值效应 [16]。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创

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科普应在“四链”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建设

中进一步发挥有效服务各类创新主体作用，

通过提升创新主体自身的科普能力，畅通主

体间的协作并增强知识和其他创新要素的流

动转化，从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协同创新理论将“整合”与“互动”视

为创新的核心，强调不同元素在整体发展运行

过程中的协调与合作，协同不仅体现在不同创

新主体之间，也体现在创新过程中涉及的各种

资源、技术和知识之间的整合与互动 [17]，该

理论还强调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跨

越多个学科、领域和行业，涉及多重利益相

关者，并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

重因素的影响。国家科普能力建设以助力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迫切任务，通过搭

建高质量的知识、技术和人才交流平台，为

优化创新要素的互动与整合提供了可靠路径，

从而促进创新主体协同合作以达成更高效和

广泛的创新。

发展传播学对创新扩散的研究对于分析

科普能力的内涵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只有经

由特定渠道面向社会系统进行传播 [18]，才能

够最大限度发挥创新的价值与效能。创新扩

散的基本过程侧重于运用媒介劝服相应的对

象特别是公众接受新技术、新事物和新产品，

而国家科普能力的一个关键维度在于搭建传

播渠道。当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创新技术迅猛发展，为科普提供了更为高效、

便捷、生动的工具，通过高效传播科学原理

及其应用场景，能够使公众在短时间内接受

和掌握新兴技术。此外，在技术爆发的背景

下引导技术实现与公众、社会的良性互动同

样需要进一步发挥科普的价值引领功能。

2.1.3 概念内涵

正因为科普具有较强的实践性，长期以

来对国家科普能力的研究多侧重于对国家科

普能力的量化评估与案例分析，例如，中国

科普研究所自 2016 年起持续开展国家科普能

力的评估研究，基于科普人员、科普经费、

科普基础设施、科学教育环境、科普作品传

播和科普活动六个维度测算国家科普能力评

价指数 [19-25]，期刊中的相关研究往往选择对

科普能力的具体要素进行定量测算 [26-27] 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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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具体领域及主体的科普能力建设 [28-29]，尽

管鲜有聚焦科普能力的学理性研究，但这些

研究丰富了理解科普能力内涵的视角与维度，

从系统、宏观的视角来看，科普能力的内涵

体现为国家、地区或组织开展科普工作所具

备的条件以及综合能力 [30]。

在新时代背景下探讨国家科普能力的内

涵，既需要对我国长期以来的科普实践和政

策精神进行总结归纳，也应进一步在创新型

国家建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视野下丰富其内涵，以确保新

时代的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既能服务于国家发

展的长期战略目标，又能着眼于未来一段时

间内亟需实现的任务。因此，新时代国家科

普能力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聚焦

于促进科技创新的科普能力，即基于创新链

的前端需求开展跨界高层次、高水平的高端

科普交流，并在创新链后端为科技成果的快

速有效转化搭建科普平台，从而优化创新要

素的互动与整合；二是围绕公民科学素质提

升发挥持续作用的科普能力，面向公众不断

提高的、多样化的需求开展及时、高效、精

准、普惠的科普，从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本文基于理论思考

及对政策实践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将国

家科普能力定义为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普及的

综合实力，是国家为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和促

进科技创新面向全社会提供科普产品和服务

的能力，而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是一个国家综

合运用其科技和社会资源、持续推动高质量

科普的系统工程。

2.2 新时代国家科普能力体系

2.2.1 核心要素

阐释核心构成要素是构建国家科普能力

体系的前提。从国家科普能力的概念来看，

无论是作为综合体系还是系统工程，科普能

力都是层次丰富、要素紧密相连的有机整体，

其构成要素分为实施主体、支撑保障、资源

供给和区域发展等不同的维度，而依据不同

理论视角对国家科普能力的构成要素作出的

划分皆有其合理性。本文认为，界定新时代

国家科普能力的要素应化繁为简，从科普理

论与实践中归纳出科普面向各类对象直接发

生作用的基础性核心要素。由此，本文将直

接作用于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服务科技创新

及支撑科普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归纳为科

普资源、科普平台和科普人才三个方面。

（1）科普资源供给的量与质是科普能力

强弱的关键指标。科普资源一般是指应用于

合作交流、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公共科普服务

的科普产品、科普信息、科普活动和科普作

品等。新时代国家科普能力的资源供给需要

聚焦提升科普的原创能力、开发前沿科技科

普资源、发展科普产业、开发高质量科学教育

资源、运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开发高质量科

普产品和建设高质量科普活动品牌等具体目标

增强供给，鼓励和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科普资

源的开发，从而提升科普资源的创新性和多

元化，革新科普内容的设计、制作及传播方

式，兼顾科学性、趣味性、互动性和实效性，

适应不同层次的受众需求，进而形成新颖、

多元、富有活力的科普资源供给体系。

（2）科普平台是链接科普资源与对象的

桥梁，也能决定科普能力的影响和覆盖范围。

科普平台一般指提供科普产品、信息和服务

的阵地，广义的科普平台既包括硬件也包括

软件。硬件覆盖了科技馆、科技类场馆和带

有科普功能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等科普基础

设施，以及为推动科技资源科普化而开发国

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科技基础设施的科

普功能；软件层面，科普平台体现为能够发

布科普内容、开展科学教育、推动科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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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的综合信息载体，涵盖了线上网站、移

动应用以及发布科普内容的各类自媒体账号

等；此外，随着新时代科普使命的拓展，以

服务于高水平科技自强、打通创新链全过程

为宗旨的高端科普交流平台，以及服务于人

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科技人文交流、科

学素质交流机制也是需要重点建设的科普平

台。通过全面升级科普平台畅通科普资源传

播与共享渠道，进而全面提升国家科普能力

及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3）科普人才队伍是科普工作创新的核

心力量。科普人才是指具备一定科学素质和

科普专业技能、从事科普实践并进行创造性

劳动的人才。新时代科普能力建设的问题导

向和目标导向决定了科普人才外延的拓展，

也对科普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包括具备扎

实的科学基础知识、良好的沟通和表达能力

以及具备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等，确保其能

够不断探索新的科普方式和手段并提升科普

成效。一方面，注重专职科普人才的培养和

引进是一贯路径，通过完善科普人才管理制

图 1  国家科普能力的核心要素及相互关系

度、健全科普人才评价机制，为科普人才提

供高水平培训与交流平台，提升其专业素养

和创新能力，畅通科普人才职业发展与上升

路径等方式，为科普工作提供坚实的人才保

障。另一方面，推动更广泛的科技工作者特

别是战略科技人才参与科普，发挥院士等领

军科技人才在科普领域举旗定向的引领作用，

打造一支包含科技工作者、科普创作者、媒

体从业者在内的，擅长内容生产与转化传播

的高质量专兼职科普人才队伍，进一步优化

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人力资源配置。

综上，科普资源、科普平台和科普人才

作为构成国家科普能力体系的三大支柱性要

素，三者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构成该

体系的基础动力（见图 1）。科普资源的丰富

程度影响科普平台和科普人才发挥的作用及

效能，高质量的科普资源有利于提升科普平

台和科普人才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增强公众

信任度和认同感；科普平台的多样性和覆盖

面则影响着科普资源的传播效果和科普人才

的作用发挥，科普平台的良好运行能够促进

科普资源的产出与传播，并

为科普人才提供施展能力和

提升影响力的渠道；科普人

才的素质和能力则直接关系

到科普资源的创造和科普平

台的建设运营，科普人才是

建设、运营、优化平台的第

一资源，而高质量科普资源

则源源不断地为平台输送优

质供给。

2.2.2 体系构建

新时代国家科普能力体

系是基于上述三个要素发挥

其 使 命 与 任 务 的 综 合 体 系，

除了持续增强核心要素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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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协同共进之外，也需要加强支撑整个体系

运行的保障机制建设，通过机制调节各要素的

良性发展，从而营造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良好

生态（见图 2）。

保障机制包括科普的组织管理机制、投

入 保 障 机 制、 社 会 协 同 机 制、 评 价 激 励 机

制、评估反馈机制等，为科普能力提供物质

基础和软性支撑。其中，组织管理机制的完

善及科普政策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奠定了

国家科普能力体系稳定运行的基础，投入保

障机制为科普要素供给提供充足的动力，社

会协同机制有效促进各主体、各要素的优化

组合，而评价激励机制之于人才发挥培养引

导作用，评估反馈机制之于资源发挥有效优

化配置作用。

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生态体系正是在良好

的制度安排基础上，以核心要素打通各类创新

主体及公众相互作用的链路，形成高效能的资

源供给、高质量的平台运行及高水平的人才支

撑，强化政策保障能力、资源供给能力、平台

建设能力、标准制定能力和社会协同能力等不

同层次的能力，推动科技界、产业界乃至全社

会范围内知识与技术的流动、扩散、转化、整

合、应用及再创新，从而为更广泛、高效的创

新提供动力。此外，通过科普能力建设营造

图 2  新时代国家科普能力体系

的良好创新文化与生态同样是公众科学素质

提升、创新人才涌现的一项前提，崇尚科学理

性、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为源源不断的创新产

出厚植沃土。科学、完备、有序、有效的能力

体系和运行机制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和科普高

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3 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实践路径
本文基于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明晰新时

代国家科普能力的概念界定与体系构建，从

强化支撑保障、增强核心要素供给和推动实

践创新三个方面就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提

出以下发展路径。

3.1 强化支撑保障

3.1.1 加强科普体制机制建设

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依靠党的领导

引领方向、凝聚力量、整合资源，为科普工

作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和有力组织支持，确保

科普工作的正确方向和有效实施，突出科普

工作政治属性，强化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

二是提升政策供给水平。贯彻“科技创新与

科学普及同等重要”重要提示的精神，把握

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方向、内容和重点，注

重政策创新引导，完善科普法规体系，为构

建良好的科普生态提供支撑。三是健全科普

工作体系。树立大科普理念，

强化全社会科普责任，坚持

统筹协同，推动科普工作融

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

环节，加强协同联动和资源

共享，以实现科普工作的全

面提升。四是完善科普社会

化协同机制。激发高校、科

研 院 所、 企 业、 基 层 组 织、

科学共同体、社会团体等多

元主体活力，提升全民参与

科普积极性，构建政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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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市场等协同推进的社会化科普大格局。

3.1.2 形成多元化科普投入机制

一是建设多元投入体系。通过政府、企

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方共同参与，形成

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普投入体系，有效地动

员社会力量拓宽科普投入渠道，提高科普投

入效益，为科普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是提升政府投入保障力度。政府加大科普

事业财政投入，通过设立科普专项资金、购

买服务、项目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支持科

普发展，加大科普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三是

增强社会化投入保障。鼓励和支持企业、社

会组织和个人通过设立科普基金、捐赠科普

物资、开展科普活动、支持科普场馆建设等

方式参与科普。

3.1.3 健全激励与评价体系

一是建设科普奖励激励机制。建设有影

响力的国家级科普奖励品牌，鼓励社会力量

参与设置科普奖项，推动专业领域增设科普

奖项。二是完善科普评估机制。健全公民科

学素质监测和评估机制，推动国家与地区科

普能力评价工作，建立指标齐全、方法规范

的监测评估体系。三是加强科普标准建设。

推动科普创作、科普活动、校内外科学教育

等产品与服务标准的研究与制定，提升科普

标准化水平。

3.2 增强核心要素供给

3.2.1 优化科普产品和服务供给

一是繁荣科普创作。鼓励原创科普作品

创作和生产，加大对科普原创作品的资助和

支持力度，加强对科普创作人员的指导、培

训、资助等，鼓励应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提升科普创作的效率与质量，丰富优质科普

作品的内容来源，加强对科普产品的知识产

权保护。二是提升科普活动品牌示范效力。

强化全国科技周、全国科普日、天宫课堂等

优秀品牌的影响面、示范性和引领力，培育

一系列反映中国文化特色的活动品牌；坚持

推动科普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

进军营等品牌活动建设。三是加强科普产业

建设。鼓励传统产业开发科普增值服务，探

索“产业 + 科普”形式，促进科普与文化、

旅游、体育等传统产业融合发展；鼓励兴办

科普企业，培育专门化、市场化的科普资源

生产龙头企业，提高优质科普产品和服务的

供给能力。

3.2.2 打造高水平科普人才队伍

一是加快专业科普人才培养。构建完善

的科普人才培养体系，通过高等教育、职业

培训等多种渠道，培养一支素质优良、覆盖

广泛的科普工作队伍。同时推进科普学科建

设，加大高层次科普人才的培养力度，以满

足多领域、多层次的精准科普需求。二是引

导科技工作者深入科普实践。发挥“科学与

中国”院士科普巡讲活动、院士科普工作室

等的示范引领作用，发挥知名科学家和科技

界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鼓励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及高水平科技人才支持和参与科普，推

动“科研 + 科普”融合发展，为科研人员参

与科普提供机制保障。三是优化科普志愿服

务人才队伍。完善科普专兼职人员的评价激

励机制，加强科技志愿服务的专业化建设，

完善科技志愿者的招募、培训、管理和激励

机制，提高其服务质量和水平。

3.2.3 拓展升级科普基础设施功能

一是拓展升级科普基础设施功能。加强

科普基础设施的宏观布局，完善现代科技馆

体系，引导科普场馆向数字化、智慧化方向

发展，加强科普基础设施规范管理，提升基

础设施科普质量与服务效能。二是积极发掘

公共文化体育场所的科普功能。鼓励图书馆、

博物馆、体育馆等各类场所基于自身资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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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配套的科普产品和科普活动，将科普融入

文化繁荣与文创发展之中。三是推动科研设

施向公众开放。依托先进的科技设备和研究

成果，开发相应的科技体验和科普实验等科

普产品，拓展科研设施的科普功能，扩大科

研设施的经济社会效益，深入推动科技资源

科普化。

3.2.4 强化科普全媒体传播矩阵建设

一是发掘传统媒体渠道科技传播的潜力。

保持并提高优质科普电视、广播节目产出，

提升科普平面媒体质量，持续资助科学纪录

片、科普电影、科普动漫制作，增加科普影

视资源供给，加强科普网站建设，着力构建

科普资源一站式信息流平台。二是推进新媒

体科技传播渠道建设。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

体全面深度融合，以融媒体传播为主要方式，

推进科普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元宇宙等新

技术深度融合，开创多元化、信息化和技术

化的新媒体科普格局。三是建设国家权威网

络科普平台。整合并连接各领域、学科和行

业的优质科普渠道与资源，动员高水平科学

家带头参与，建设科学、精准、权威的科普

信息网络，通过引导用户有效讨论、提问和

分享等方式提升平台的参与度和互动性，打

造公众获取科学知识的首选渠道及科学家、

科研机构与公众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引导

公 众 深 化 理 性 认 知。 此 外， 兼 顾 权 威 平 台

“立”与“破”的重要作用，在“立”定高质

量科普内容与品牌的同时，采取严格的审查

和过滤机制来确保平台信息的科学性、客观

性和公信力，针对伪科学、反科学等不良信

息开展“破” 的斗争，澄清谬误、捍卫真理。

3.2.5 提升科普国际交流广度与深度

一是积极参与科普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

开展多边、双边科普交流，学习借鉴国际先进

经验和技术手段，推动我国科普事业创新发

展；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组织

等开展科普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联合有关

国家合作举办国际科普论坛与会议，开展跨

国青少年科技竞赛等活动。二是增强科普国

际交流高质量内容供给能力。结合中国传统

文化、新时代中国创新实践分享科普经验和

成果，创作面向国际的优秀科普作品，讲好

中国科技故事和创新故事。三是积极建设科

普国际组织。完善科普多边和双边国际合作

机制，拓宽科技人文交流渠道，积极加入或

牵头创建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等国际科普

与科学素质交流平台，促进各国科普资源共

建共享，增进文明的交流互鉴，共同推动全

球科普事业发展、文明进步和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

3.3 推动实践创新

3.3.1 推进科普与创新协同发展

一是推动科普与科创融合发展。组织动

员作为科普和创新主力军的广大科技工作者

聚焦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聚焦“四个

面向”，服务“四链”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开

展面向前沿科技领域的科普活动，紧密结合

创新实践提高科普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

聚焦前沿科技领域增强科普资源供给。关注

科技工作者科研攻关的实际需求，加强科普在

科技界、企业界中的跨界交流作用，促进科普

对创新主体进行知识配置、资源整合的作用，

促进科普融入创新成果扩散、转化应用，推动

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助力加

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三是增强科创平台的科普

效能。在科技园区、孵化器、创新中心等多层

次科创平台中强化科普功能，推动产学研紧密

合作，促进不同链条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技

术共享，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优

化服务高精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使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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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

3.3.2 彰显科普价值引领影响力

一是强化科普价值引领。大力弘扬科学

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培养科学思维，推动科

学文化流行普及，在激发科学兴趣、倡导科

学方法等方面加强导向作用，提高公众科学

素质和终身学习能力，营造全社会崇尚创新、

热爱科学的良好氛围和创新生态，为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二是推动科普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相融合。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科普工作创新发展的

营养和力量，深入挖掘中医药、传统手工艺、

传统建筑等文化遗产的科普价值和功能，将

其与现代科普理念和技术手段相结合，开发

相关科普产品和服务，提升科普促进文化传

承发展的时代特征。三是发挥科普在伪科学、

反科学传播治理中的作用。构建多元协同的

科普和科学谣言治理工作机制，创新网络科

普和辟谣信息形式，结合国家权威网络科普

平台搭建响应及时的权威科学辟谣平台，鼓

励引导科技工作者基于专业素养及时识别、

判断伪科学信息并形成权威可信的辟谣信息。

3.3.3 推动科普与教育深度融合

一是落实中小学科学教育。在教育“双

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的好

奇心、想象力和探究欲，培养其科学思维能

力和创新能力，倡导启发式、探究式、开放

式教学，加大科学教育活动和资源向农村、

偏远地区倾斜力度；加强校外科学教育相关

标准研究制定；加强推动优秀科学教师的培

养与培训工作，提升全体教师的科学素质和

科学教育能力。二是推动课外科学教育资源

的开发与普及。开展校内外结合的青少年科

技创新活动，提供丰富的课外科学知识学习

和实践机会，培育有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

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三是提升高等

教育的科普效能。发挥高校强大的科技资源

优势，推动建立更多高校科协，促进高校、

科研机构实验室等科技资源向公众开放，建

立高校师资开展科普宣讲的长效机制。四是

推动科普工作融入终身学习体系。推动科普

融入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教育阶段，纳入

社区大学、老年大学、老年科技大学等教育

体系，构建全面覆盖、有机衔接的科普与教

育融合体系。

3.3.4 提升基层科普公共服务水平

一是加大基层科普设施配置力度。基于

相关调研为不同地区配置符合需求、经济适

用的科普基础设施，开发和升级可移动、数

字化的科普设施。二是提升基层科普工作者

的素质和能力。在加强基层科普人才培养、

培训的基础上，形成面向基层输出优质科普

人才的长效机制。三是促进科普资源与服务

区域共享。鼓励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

等各类主体下沉基层，推动优质科普活动等

资源向基层延伸，引导科普资源向落后边远

地区转移、共享，促进科普资源的普惠化与

均等化。

4 结语
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是提升国家创新

体系整体效能、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战略

性任务。本文基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

施对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提出的发展要求，从

理论层面分析了其概念内涵、核心要素和体

系构建，并在实践层面将核心要素及保障机

制细化为可操作、可执行的建设路径，从而

为各类主体从不同角度推进科普能力建设、

构建有机协同的科普生态系统和整体提升新

时代国家科普能力提供借鉴。展望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 2035 年远景目标，我国进入创新

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推动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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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颜   燕    和树美）

达到新高度，都需持续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

设。期待理论研究与实践领域各方共同努力，

在准确把握科普能力建设的核心要素和体系

逻辑的同时，加强实践探索，将理论研究成

果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和建设路径，

切实推动新时代科普工作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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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bstract

The Significance of Promoting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or 
Chinese Science Education

Qu Yige1    Meng Jianwei2

（School of Marxism，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1

（Tianfu College of SWUFE，Chengdu 610052）2

Abstract：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promote th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or the purpose 
of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 We can delve into the glorious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especially in the realms of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science and education，to explore 
the“root”and“soul”of Chinese science education. This endeavor aims to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of 
science education，paving the way for a development path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tyle，
demeanor，and spirit. Upholding th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not only facilitate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from a model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education to that of scientific cultural education，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achiev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East and West，and science and humanitie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city：Mission of the Era，Basic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Wang Weiying    Wang Lihui    Wang Ting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Beijing 100081）

Abstract：The national capacity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fers to the ability of a state to provide popular 
science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the entire society with the aim of  improving citizens’scientific literacy and 
promo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ogresses，nat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city has emerged as a critical 
index that can not be overlooked for accessing  a country’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mplex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its role in enabl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rough a goal-oriented and problem-solving approach. It analyzes the mission and requirements 
for constructing nat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city in the new era. It analyzes the mission and requirements 
for constructing of nat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city in the new era. Drawing on  theoretical frameworks 
such as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the long-standing practice of China’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city 
building，it elucidates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his concept. The discussion extend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city system in the new era，focusing on three core elements：science 
popularization resources，platforms，and talents. Subsequently，it proposes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enhancing 
nat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city that includes：strengthening supporting mechanism，enhancing core 
elements supply and promoting practical  innovation.
Keywords：nat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city；mission in the new era；basic connotation；core 
elements；practical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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