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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通过比较发达国家和我国科技计划项目科普化现状，指出我国科技计划项目科普化已远远落后世界科技发

展要求，与我国总体经济发展、科技发展不相匹配。建立我国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科普化机制是增进我国国家科技发展后

劲、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实现我国国力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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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关系到科技发展后劲和

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1]。世界许多国家都认识到

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是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瓶颈之一。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

的快速发展，实现科学技术科普化更成为公众

科学素质提高，科普与科学技术同步发展的重

要内容[2]。我国许多专家学者也指出，目前我国

公民科学素质低下已成为制约科技、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最严重的瓶颈之一。有关调查数据表

明，1989 年美国和加拿大公众基本具备科学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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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比例分别为 7%和 4%，到 2000 年美国增至

17%，而 2007 年我国公众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

比例仅为 2.25%，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

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让科学研究成果惠

及全人类，科学普及是科学研究实现最终目标

的必然过程和客观要求。国家科技计划是国家

解决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涉及的重大科技问题、

实现科技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手段，国家科技

计划项目为科技资源的普及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

台和学术支持。科研人员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的科普化是科技资源科普化的必然要求，在持续

提高我国公民科学素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经济发展状况显示[3]，我国科技项目投

入及成果已走在世界前列，同我国经济总体发

展同步增长，但显然还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建

立完善的科学教育普及机制，与世界公民科学

素质发展总体要求还有较大差距，目前亟需学

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从国家科技计划项

目科普化入手，不断推进和完善我国的科普机

制建设。本文在分析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

等 4 个发达国家国家科技计划科普化模式的基

础上，就发达国家和我国科技计划项目的科普

化问题进行了比较。

1 发达国家科技项目科普化模式
1.1 美国的模式要要要美国政府设有专门负责科学

传播与科学普及机构和专项基金

美国政府重视科学传播工作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国会的促进和支持，有专门的部门进行科

学普及教育。

1.1.1 国家科学基金会 渊NSF冤
美国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中，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在科学传播方面起的作用很大。NSF 下

设有 7 个局 （Directorate，相当于 NSFC 的“学

部”），分别是：生命科学局 (Directorate for Bio原
logical Sciences)，计算机和信息科学与工程局 (Di原
rectorate for Computer & Information Science & En原
gineering)，工程科学局 (Directorate for Engineer原
ing)，地球科学局 (Directorate for Geosciences)，数

学和物理科学局 (Directorate for Mathematical &
Physical Sciences)， 社会科学、行为科学和经济科

学局 (Directorate for Social, Behavioral &Economic

Sciences)，以及教育与人力资源局 (Directorate for E原
ducation &Human Resources)。前 6 个局统称“研

究及相关活动”局。“教育与人力资源局”与科

技传播与普及较为相关[4]。
NSF“教育与人力资源局”的资助政策有以

下特点：（1）追求美国科学教育在国际上的卓越

地位；（2）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后备科技人力，

以及具有高科学素质的普通公民；（3）促进科技

与教育的结合；（4）支持教育、教学和学习的研

究；（5）促进不同学科、不同地区科学教育的平

衡发展；（6）既考虑公民个体的目标之实现，也

考虑国家目标之实现；（7）追求公平，充分考虑

“弱势”群体的发展。

NSF 的“教育与人力资源”经费，从经费绝

对额上看，呈现增长趋势，但是占 NSF 总支出

的比例，近年来呈下降趋势，从 1996 年的约

18豫下降到 2009 年的 13%左右，这种相对比例

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教育部与 NSF 竞争

正规教育类项目。然而，其中的“非正规科学

教育”项目，经费却持续保持增长，从 1996 年

的 3 538 万美元增长到 2009 年的 6 600 万美元。

从比例上看，占 NSF 总支出的比例基本稳定在

1.1%左右，与 NSF 总经费保持同步的增长[5]。
非正规科学教育活动主要包括：博物馆展

览，面向青少年或普通大众的电视节目系列，

科教影片，以及在自然博物馆、科学中心、水

族馆、自然中心、生物园、植物园、动物园和

图书馆的展览或教育活动，社区和青少年中心

的教育项目和活动。

非正规科学教育项目有点类似于我国的专

项科普经费，除了“非正规科学教育活动”的

专项支持外，基金项目也有相应的科学传播的

责任。美国科研人员直接向大众传播科学的努

力也大多是因为基金的要求，这些是不包括在

上述“非正规教育经费”（相当于我国的科普专

项经费） 中的。美国 NSF 在基金支持上相关的

要求主要表现在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部分。在

美国 NSF 基金评审时，通常对科学普及也很重

视，如果这一部分不够好，评审团也很可能不

予通过该项目。NSF 在其教育与人力资源局

（EHR） 成立了由专业评估人员组成的评估办公

室，将所有的科学教育计划 （资助对象从中小

学生、普通公众到研究生） 都纳入常规的评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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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中 [6]。其他学部在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基金

的评审时，都与教育与人力资源局 （EHR） 合

作，如地球科学局 （GEO） 与 EHR 在 2010 财年

投入 600 万美元，加强每个相关组织与社团的计

划，开展系列合作活动，扩大地球科学的参与，

加强对学生和公众关于地球科学的理解与教育[7]。
1.1.2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渊NIH冤

NIH 特别重视教育和对外联系工作，有专门

的部门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 Public Liaison
负责和指导这项工作，而且 NIH 旗下的 27 个研

究所或中心都有专门的联络办公室 （Communi原
cation Offices）。NIH 主要宣传在改善健康和拯救

生命方面的重要发现。通过 NIH 专业电视台、

广播、互联网及个人移动设备等手段进行传播，

甚至用到了现在较流行的 Twitter、YouTube、Face原
book 等，还通过新闻报纸和杂志进行宣传。当然

也针对社会的热点要求通过举办科普讲座等形式

进行传播，每年还举办科教电影的免费播放。

从 NIH 研究基金构成来看，一是研究项目

基金，这是 NIH 基金中最主要的部分，约占研

究基金的 77%，重点资助科学家的个人申请；

二是培训基金，平均占 NIH 总基金的 3.3%左

右，平均占研究基金的 4.8%，又分研究单位培

训基金 （institutional awards） 和个人培训基金

（individual fellowships），其中培训基金用来进行

科学文化传播。

1.1.3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同 NSF 一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也按照国会的要求开展科普工作。NASA 旗下的

网站科学传播内容极其丰富，指导性也很强，

科普工作独树一帜。NASA 科普工作的基金投入

虽然没有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那么多，传播学

科也单一，但它充分利用人们对其重大航天飞

行任务的瞩目、利用其世界一流的独特设施和

受人敬仰的有成就的 NASA 专家，促进人们对

航空航天及其相关科技领域的了解，利用网站

开展相应的科普工作。在美国政府机构中，

NASA 善于向公众进行自我宣传，科普工作开展

得有声有色。

1.2 日本模式要要要日本将科学传播工作作为科学

研究的验收内容

日本在战后能迅速崛起，与日本重视教育

和科技是分不开的。其教育科研体制有许多独

特的特点。

1.2.1 由政府尧 产业界尧 学术界共同推动科学传

播袁 经费来源多袁 其中政府投入高

日本科普的主体是由政府、产业界、学术

界和社会共同来完成的，他们是科普的推进者

和传播者，是科普的主体，并提供必要的科普

经费。加强理解科学技术是日本科技政策的一

部分，政府、民间企业、学会等组织负责行政

及具体工作，提供必要的资金。

日本的科普经费来源较多，也比较分散，

但政府科研投入方面，一般占 1.5%左右，比美

国 NSF 的非正规教育基金的比例 1.1%高一些。

日本政府主要科普机构有文部省以及所属

的科学技术会议、学术振兴会和科学技术振兴

机构、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等。科学技术会议

下设加强理解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秘书处，负责

提出国家的综合措施，有计划地、经常性地开

展加强国民理解科学技术工作。部厅、学会、

科技馆、大学、志愿者等如果想按照自己的计

划搞一些活动，可以向加强理解科学技术委员

会提案，必要时可申报预算[5]。
1.2.2 野日本学术振兴会 渊JSPS冤冶 开展科普教

育模式

科普人员的主体是受到该会资助的一线研

究人员，开展征集科普活动项目，经费由学术

振兴会支持的研究项目作为支撑；同时开展国

外访问学者走进中、高等专业技术学校科普讲

座活动，访问学者向日本学术振兴会 （JSPS） 提

出申请，经费一般在 5 万日元。

科学振兴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做好各

种工作，使儿童、青少年学生深刻理解科学与

日常生活的关系及科学对我们的影响，从小培

养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的情趣。

在科学普及事业方面，学术振兴会也很重

视，而且有其突出的特色。如何向全国纳税人

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特别是卫生安全方面的

知识，是学术振兴会考虑的重点。学术振兴会

每年都在全国各地举办各种科普活动，科普人

员的主体是受到该会资助的一线研究人员。一

般前一年就开始向全国科研人员征集科普活动

项目，现在正在征集 2010 年的科普项目，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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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过去的 2009 年，日本全国共开展了 247
项科普活动，每一个项目都至少有一项由学术

振兴会支持的研究项目作为支撑，几年活动下

来，几乎涵盖了日本所有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

构。为推进科普活动的开展，学术振兴会也提

供相应的资金，参加科普活动的研究项目可以

再申请社会还原与普及事业方面的经费支持，

主要涵盖实施本项目必要的经费：劳务费、旅

费、消耗品费，以及其他费用 （印刷费、通信

搬运费、会议费、业务费、伤害保险费、事物

管理费等）。

学术振兴会推进了一个国外的访问学者走

进中、高等专业技术学校的科普讲座活动。这

些学者主要是以 JSPS 资助的、到日本各大学和

研究机关进行学术交流的年轻学者为主，主要

目的是扩展日本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学生的国

际视野，并练习英语的表述和听力能力。这些

学者如果参加中等技术学校的科普讲座并向 JSPS
提出申请，演讲者本人和日本助手的交通费、

食宿费实报实销，也还有其他与讲座活动相关的

费用补助，比如请人的劳务费、讲课相关道具的

制作等，这部分的费用一般不超过 5 万日元。

1.3 英国模式要要要英国设立公众理解科学委员

会袁 开展科学传播工作曰 科学传播是科技创新

工作的一部分

1.3.1 英国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院 组织开展科普

工作袁 设立科普科学基金和发展基金

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促进科学协会在 1986
年联合创建英国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委员会

由来自教育、科技、大众传媒、博物馆和政府

等机构的约 20 多名成员组成，其任务是组织开

展科普工作，推进迅速发展中的公众理解科学

运动。该委员会设立科普科学基金和发展基金，

用以支持旨在提高公众科技意识的活动;此外，

还组建科学技术传播者论坛，每年在爱丁堡国

家科学节和英国促进科学协会科学节期间分别

举办一次[5]。
1.3.2 英国没有专门的科技传播方面的政策法

规袁 有关科技传播工作已成为科学创新工作的

一部分

英国有关科技传播的策略和方针散见于英

国政府为科学、技术与创新发展所制定的各种

计划、白皮书和法规当中。如“卓越与机会：21
世纪的科学与创新政策”白皮书、“科学与创新

十年投资框架计划”等。

在十年框架计划的第 7 章“科学与社会”

中，强调了公众对科学技术更多参与的重要性。

近年来，英国政府科学与社会活动的重心已逐

渐从单纯地提高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扩大到了更

为广阔的范围，即促进公众对科学及其应用的

参与。这一转变的目的在于，政府和科学家对

公众的当务之急和关心之事有积极的反应，人

们对科学所带来的利益更为确信，更多的人关

心主要社会问题，如气候问题，将来有更多的

成年人和儿童愿意从事与科学有关的职业。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在此领域采取了措施：

一是理解大众在科技方面不断发展的关注和期

待，并通过认真监控，对其做出反馈；二是更

加致力于视野的搜寻，认清关键的、即将到来

的科技发展，以及任何公众可能感兴趣的问题。

科技办公室在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科学

与社会”方向的经费开支从 2005-2006 年的每

年 425 万英镑增加至 2006-2007 年每年超过 900
万英镑。卫康信托基金也将在 2004-2009 年内

投资大约 150 万英镑用来发展公众活动参与，

实现与政府的密切合作。

1. 4 德国模式要要要将科学传播工作作为国立重

点科研院所的日常工作

1.4.1 科普工作是国立重点科研院所的日常职责

德国作为科技强国一向重视向公众普及最

新的科学进展和发明。让科技走出象牙塔，消

除公众对科学家和尖端科学的神秘感与距离感，

已经成为许多国立重点科研院所的日常职责。

他们利用“公众开放日”、“科技集市”和“科

普讲座”等多种形式，自然地拉近了公众与科

学的距离。

1.4.2 科学对话公司

这是一家非营利的以公益事业为服务目的

的公司，在 1999 年由联邦教研部部长布尔曼女

士倡导，与德意志科学基金联合会和科学领导

共同组织成立。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事科学普

及，让科学知识走进普通民众，它每年举办很

多活动。在科学年活动中，有些活动是与教研

部共同主办，它可以从教研部得到经费，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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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单独主办，例如科学之夏和化学展览船等。

化学年活动的经费主要由联邦教研部和科学对

话公司提供，承办单位和协作单位提供场地、

设备、展品和人员等 (也要提供资助)，企业可

以提供赞助。

2 我国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科普化存在的问题
2.1 科技计划项目的组织管理制度没有对科普工

作的职责要求

目前我国的科技计划主要包括基础研究计

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政策引导类计划等。

基础研究计划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

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 计划）。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主要支持自由探索性基础研究。973
计划是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对我国未来发

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全局

性和带动性的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主要支持面

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领域和重大科

学研究计划。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主要以重大公益技术及

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示范为重点。包

括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和 16 个重大专项。

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 计划） 致力于解

决事关国家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前

沿性和前瞻性高技术问题。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是充分运用信

息、网络等现代技术，对科技基础条件资源进

行的战略重组和系统优化，以促进全社会科技

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利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包括自然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科学数据共享平

台、科技文献共享平台、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

台、网络科技环境平台。

以上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仅国家科技基

础条件平台建设中提到了科普的建设，其他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组织管理制度没有科普工

作的职责要求，事实上，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为

科普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科普资源，是开展科学

传播工作重要的基础和科学前沿资源，是科学

传播工作的源头，在科技项目的管理中增加对

科普工作的职责要求将会更加充分利用好科普

资源。

2.2 科普经费匮乏及科普主体单一袁 没有促成国

家科技计划项目科普化的开展

从新中国成立初到现在的半个多世纪里，

无论在科普经费的投入上，还是在科普机构的

建制上，乃至科普法律政策的制定上都充分体

现了政府对科普工作的重视，体现了政府所承

担起的科普责任。但就科学发展与科普投入来

说，科学传播经费明显不足。近几年，我国政

府科技投入持续增长，但是科普经费投入加大

的力度一直没有得到改善。在确保科普经费投

入上应把“用以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科学

道德水平”等方面的“公益性科普”和“用于

实用技术推广”的科普活动分离，政府负责前

一部分的财政投入，后一部分则推向市场，让

价值规律去起作用，以确保“公益性科普”投

入，提高全民科普水平，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

同时，科普参与主体单一。回顾建国以来

的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在科普的舞台上，大部

分时间是政府在唱独角戏，虽然像科协这样的

半官方半民间性质的机构在科普上做出了一定

的贡献，但更多的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取得的。

科普真正要有较大的发展，除了政府和有政府

背景的一些组织机构参与之外，更多的是要调

动全社会，尤其是大量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

所的力量，它们都是社会中比较活跃的主体，

处于科技创新的前沿，掌握着科技发展的最新

成果，不仅拥有大量的科技人才，而且掌握着

丰富的可以科普化的科学技术资源。国家科技

项目科普化的开展将引领我国科普事业的高端

发展。科普工作不再仅是某些个人和团体的业

余、自发行为，已经成为国家的发展事业和社

会的系统工程。

2.3 长期以来对科学传播主体的认识有偏差要要要
对科学家的科学传播的角色定位还没有形成社

会共识

长期以来，科学家的角色定位在科学研究

和科学成果的发现和科学攻关活动上，科普工

作科学传播的主体长期以来一直主要是媒体科

学传播工作者，对科学家的科学传播的角色定

位还没有形成社会共识。

随着现代传媒技术手段的持续进步，尤其

电视、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大众传媒在科普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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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异军突起，成为普通公众获

取科技信息的最主要渠道 （2007 年我国公众通

过电视获得科技信息的比例高达 90.2%）。在当

前科普过程中，已不难看出科学知识的生产者

（科学家） 和科学知识的传播者两者之间存在着

一种职业上不断分化的趋势，后者主要由科技

传媒工作者 （如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的

记者、编辑等）、科普活动组织者等更直接面向

公众传播科学的专职人员组成。目前，以科普

的编辑创作、宣传讲解、组织策划、管理协调

等为主的职业化科普工作者队伍正逐渐形成，

科普专业人才的培养也已提上议事日程[8]。
但对科学家在科普工作中的角色定位一直

没有形成社会共识。显然，面对当代科普的职

业化发展趋势，对科普的主体尤其是科学家的

角色需要进行重新认识和调整。无论国内国外，

对于科学家的科普角色始终有一种较为普遍的

观点，即科学家应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

科学家是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主要承担者，对

科技资源有最准确的发言权，在科技资源科普

能力转化过程中易把握主动权，科学传播内容

也更加准确到位，转化也更及时，大大缩短科

技资源科学传播时间。应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中设定科普任务，确立科学家科学传播的主体

地位。

当前科普的职业化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科学共同体外部的科普职业队伍建设，二是

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普职业队伍建设。科学家

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普职业队伍建设中起着

主导作用。职业化的科学普及无疑将为促进科

学的传播带来一个全新的局面，也将更需要科学

家的积极投入和配合，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科普

化将是全面实现科学家科普角色定位的切入点。

2.4 缺乏科普活动效果监测评估和激励机制袁 国

家科技计划项目开展科普流于形式袁 效果差

一些大型科普活动，在动员了大量的社会

资源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和运行。通过科普活

动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加强科学技术与社会公

众互动，提高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是科普活

动组织者的良好愿望。由于没有科普活动效果

监测评估机制，一些科普活动流于形式，达不

到应有的效果。另外，如果不从项目验收、绩

效考核等方面对科普提出要求和予以认可，也

无法调动项目承担单位和承担者的积极性、主

动性、责任心。

事实上，一个耗资巨大的大型科普活动是

否达到了既定目的，是否得到公众的认可，以

及在哪些方面存在需要提升的空间，都是今后

活动的改进和提高的重要依据。而这一切信息，

都需要适时的监测评估来实现。

目前，国际上许多国家也都十分重视科学

传播活动中的监测评估，一些国家已经形成比

较完善的监测评估体系。比如，德国、比利时、

澳大利亚等，都很重视对投入相对较多的大型

科普活动开展适时的评估。现今，我国大型科

普活动中的监测与评估还处于起步阶段。比如，

2007 年和 2008 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均

开展了评估工作。这两次评估工作一方面肯定

了科普日活动的成效， 同时，也为活动的改进

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措施，对活动的良性

发展具有实际意义。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从总

体上讲，目前科普活动组织者对评估的认识与

重视还不能完全适应现阶段国家科普事业的迅

猛发展[9]。如何科学地开展评估工作，促使公众

性科普活动走上良性持续发展的轨道，是今后

工作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3发达国家和我国科技计划项目及科普化

比较
表 1 和表 2 就发达国家和我国科技计划项

目在科研发展、项目支持部门、经费来源、评

估机制、项目完成任务及其科普化任务和机构

等方面进行了比较。

3.1 发达国家科技项目科普化成为国家科技发展

和科研任务的一部分

纵观发达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科普化状况，

科普化任务已直接成为科研工作的一部分。在

美国，科技计划项目由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各个

专业部门承担，由国家预算、年度报告会、听

证会监督研究工作，重视基础研究的投入，涵

盖的范围极其广阔，将项目的科普化任务直接

糅合到科研任务中。日本在将科普工作作为科

研工作的一部分方面，表现更为突出，特别是

由政府资助的国家固定科研人员的经常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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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中，所有的学术研究成果都要回馈社会并

普及推广。在英国，由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资

助的研究课题，一部分经费用于维持基本的科

研基础设施和科研能力，一部分则用于教学经

费，其中普及推广是重要的内容。在德国，由

公共科研机构 [马普学会 (MPG)、亥姆霍兹联合

会 (HGF)、弗劳恩霍夫协会 (FhG) 与莱布尼茨

科学联合会 (WGL)] 开展各研究领域的科学研

究，科普化是国立重点科研院所的日常职责。

3.2 发达国家科学研究人员直接参与科普活动袁
成为科研项目评估的一部分袁 对科研人员科普

化任务有具体的职责要求

在发达国家中，科研人员直接参与科普活

动，科研人员在完成科研任务的同时，要开展

与科研任务相关的科普工作，这部分内容作为

科研成果评估中重要的一部分，直接与科研工

作的成果的评审、跟踪和考核挂钩，也作为项

目持续申报批准的重要依据。美国由预算、年

度报告会、听证会对研究项目监督，其中科普

任务也是研究项目监督的一部分。教育与人力

资源局成立了由专业评估人员组成的评估办公

室，将所有的科学教育计划 （资助对象从中小

学生、普通公众到研究生） 都纳入常规的评估

日程之中。在英国，由 7 个专业研究理事会组

成的联合会，对各研究项目实行同行评议的竞

争机制，支持优秀的科研项目和研究生培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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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而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对资助的研究

项目也实行同行评议的竞争机制。这些科研项

目中科普工作直接归并于英国公众科学理解委

员会，是评估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日本设

立经常性研究课题和专项研究课题，由科技审

议机构建立公平公正的审查、评价体系，其中

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研究项目设立科普专项任务，

在评估中是主要的工作目标，学术振兴会每年

都在全国各地举办各种科普活动，科普人员的

主体是受到该会资助的一线研究人员。德国科

研项目的科普化已成为科研人员日常工作的一

部分，科研人员要对科研成果及时推广普及。

3.3 发达国家有专门的组织或机构袁 负责国家的

科学传播工作袁 政府投入基金支持

发达国家很重视国家科研项目的科学传播

工作，已形成由专门机构实施、有固定经费持

续支持的局面。在美国，美国科学基金专设

“教育与人力资源局”负责科学传播与普及工

作，机构设专项的科普培训基金，占科研基金

的 3%左右；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设有

专门的联络部门和基金开展科学教育活动，培

训基金平均占 NIH 总基金的 3.3%左右；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建立科学传播网站作为开展科普

工作的重要形式。在日本，由政府、产业界、

学术界共同推动科学传播，经费来源多。在科

学普及事业方面，日本学术振兴会很重视，每

年向社会征集科普项目，并专项支持。英国的

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设立科普科学基金和发展

基金，开展科普工作，定期组织科学技术传播

者论坛。德国国立研究院所除了开展日常科普

工作外，“公众开放日”、“科技集市”和“科

普讲座”及科普年活动都是国家投入经费支持

的内容。

3.4 政府或民间专门的科学传播组织机构共同

完成科技计划项目的科学传播工作袁 多方资金

资助

在发达国家，除了国家有专门的组织和机

构开展科普工作以外，非政府组织、民间也开

展多元化的科普工作，经费来源也形成了由政

府资助、民间支持、企业赞助的多渠道多形式

的工作局面。美国科学基金专设“教育与人力

资源局”，非正规教育基金的比例约为 1.1%。日

本来自民间的经费占了重要的比例，一般占

1.5%左右。德国民间的科学对话公司在科学传

播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经费由企业提供赞助。

开展科普工作的形式也多元化，包括科普讲座、

展品和人员培训、科技教育、大型科学讲堂等。

由上述可见，我国在科技计划项目这一块

还没有对科普化形成制度管理，需尽快制定项

目制度并完善实施。

4 结果与讨论
通过发达国家和我国科技计划项目及其科

普化现状比较及其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发达国

家科技计划项目科普化已具一定规模，成为科

学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并形成一定的组织机构

和运行特色。我国在科技计划项目科普化整体

运作上基本属于空白，需尽快制定项目制度并

完善实施。包括项目认定，专项基金的建立、

科研项目科普化运行管理、运行管理机构的设

置和人才队伍的培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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