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锦涛主席在 《纪念中国科协成立 50 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 （2008 年 12 月 15 日，人民出

版社，第 2 页） 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

者满怀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对真理

的热爱，艰苦探索、开拓进取，锐意创新、顽

强拼搏，努力创造科技成果，奋勇攀登科技高

峰，为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

力，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全民族的科学文化

素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

我国科普人才队伍发展的历程和取得的成绩

郑 念

（中国科普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 本文深入系统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普人才队伍发展的历程，以及在弘扬科学精神、捍卫科学尊严、普

及科学知识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成绩。作者结合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把科普人才队伍的发展划

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并对不同阶段的特点、人才队伍的规模、组成进行了系统分析，揭示了科普人才队伍发展的历史轨

迹和共同特点，对于新时期我国科普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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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突出贡献。”无疑，这其中就有广大科普工作

者的辛劳和贡献。本文通过对新中国科普人才

队伍发展历程的梳理、总结，揭示不同时期我

国科普人才队伍发展的状况和特点，以及所取

得的成绩，旨在回顾历史、发现规律，为我国

今后科普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宝贵经验

和有益的启示。

1 新中国科普人才队伍发展的历程及特点
众所周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一

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起步的，当时的

科技、科普工作者面临着治穷、治愚、发展科

技等多重任务，正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困难情

况下，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在党和国家的正确

领导下，进行了全民族的科技启蒙和科学理性

的普及工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①。为了更清

楚地了解我国科普人才队伍的发展状况，现将

建国 60 年来的我国科普人才的发展历程简要分

析如下。

1.1 科普人才发展的阶段分析

1.1.1 建国后到文革前

这段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 1949 年至 1958 年，“全国科联”和

“全国科普”时期。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

中国的科技团体事业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全国科普工作也以有建制的形式轰轰烈烈地开

展了起来。1958 年以前，我国的科普工作主要

依托“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

（简称“全国科联”） 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

及协会” （简称“全国科普”） 来开展。科普人

才队伍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科技团体中。

1950－1958 年期间，全国科联得到了很大

的发展。1950 年成立之初，全国科联只有 19 个

学会，会员 1.7 万人；到 1957 年底，学会就发

展到 42 个，科联分会 35 个，学会分会 758 个，

学会会员达到 9.25 万人[1]42。

1950 年 8 月，全国科代会第四次大会上通

过了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暂行组织方

案要点》，对全国科普的宗旨、任务、会员和组

织等作了规定：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

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 “组织会员，通

过讲演、展览、出版及其他办法，进行自然

科学的宣传……”为任务。按照其宗旨及任

务目标，全国科普开始边筹建组织边开展活

动，依附于它的科普人才队伍也逐渐建立起

来。

1953-1958 年科普工作蓬勃发展，科普队伍

也发展迅速。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科普分会相

继正式成立，会员逐步编入会员工作组。到

1955 年底，科普会员发展到 3.8 万多人，发展

的会员基本上是科技工作者，尤其注意吸纳了

高级的、中级的科技工作者和老科学家入会，

以保证会员的科学水平。会员工作组发展到 874

个，在 110 个县、市建立了支会。这一阶段，

科普讲演工作每年达到 1.2 万次，科普小册子等

文字宣传资料每年出版 600 种，发行 500 万册，

与地方报纸合办了 30 种科学副刊、小报，比较

广泛地和广播电台合办了科普讲座[1]46 。1956

年，全国科普还发展了一些附属机构：７ 月成

立了科学普及出版社；成立了北京天文馆筹备

处；接收古代天文仪器陈列馆；同时积极修建

天象厅，并于 1957 年 9 月正式开馆。

1958 年，全国科普在“左”的影响下，在

组织建设方面提出“能者为师”的口号，很多

地方组织大争大辩，批判“保守思想和自卑心

理”，吸收了大量具有一技之长的工人、农民和

工农群众中的技术能手参加全国科普，并认为

这样做便一举“把协会由知识分子的团体变成

了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团体”。到 1958

年，除西藏、台湾外，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成立了一级科普协会组织 27 个，一般县、市建

立协会组织近 2 000 个，许多地区在厂矿和农村

建立了协会的基层组织。据 11 个省、市统计，

1958 年 6 月底，建立基层组织 4.6 万多个，会

员、宣传员 102.7 万余人，形成了一支相当大规

模的科普队伍[1]52。

（2） 1958－1966 年，中国科协成立到文革

淤 根据国家统计局科技统计司编写的 叶中国科学技术四十年曳 1949-1989 年间的统计资料袁 解放初期的 1952 年袁 我国的自然科学技术

人员数只有 42.5 万人袁 到 1988 年发展为 966 万人袁 增长了 20 多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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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时期

1958 年，为了适应大跃进的新形势，更好

地担负起技术革命新时期的重大任务，中华人

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正式作为一个全国性的、

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成立。在科协会员方面，

《关于建立中国科协的决议》 规定：“原科联各

学会会员和科普会员，一律转为科协的会员。”

并规定：“过去科普的宣传员，也一律转为科

协会员，今后不再发展宣传员。”这样，全国科

普所建立起来的庞大科普队伍开始由科学技术

协会来承载。

科协成立后，非常重视学会的组织工作。

1961 年 12 月至 1962 年 1 月，全国科协召开

了“上海座谈会”，主要讨论学会工作。其中

提到开好年会的要求，年会要定期举行，便

于检验和交流成果，便于选拔科技人才，促

进科技人才成长。到 1963 年，全国性学会由

41 个增加到 46 个，并建立了 150 多个专业

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有 708 个

省一级的学会组织。据 25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科协的初步统计，各学会会员共计 15.5

万多人[1]75。

另外，科协也十分重视对农村的科技宣传

和技术推广工作。1961 年 4 月，中国科协工作

会议通过的 《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

（草案）》 提出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总结和实验研

究活动。要求“科协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在农村人

民公社的基层工作，特别是加强各种群众性科学

技术研究小组和专业组的工作，把广大农村的科

学技术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

用，并加以培养提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逐步形

成一支有力的群众性的科学技术队伍……”在此

指导思想下，农村的科学实验运动发展很快。

据不完全统计，农村科学实验小组 1964 年全国

发展到 40 多万个，1965 年增加到 100 多万个，

参加人数约有 700 万人；各级科协开展了大量

活动，如上海科协在郊县成立群众性科学实验

小组 6 200 个，有 4.6 万多人参加活动[1]78。

1.1.2 野文革冶 期间袁 科普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

处于瘫痪状态

文革期间，科普工作发展的良好势头中断。

广大科技工作者被诬蔑为“修正主义复辟基

础，”被当作“全面专政”的对象。科协各级组

织被“砸烂”，干部被揪斗，1969 年，中国科协

及所属学会的全体专职工作人员均被下放到

“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在科技团体遭禁的情况下，许多科学家仍

然采取协作组等形式继续开展科技活动。如广

州市航海学会顶住了“四人帮”的干扰和压制，

坚持开展以普及科学知识为重点、普及与提高

相结合的群众性科技活动。一些老科学家、老

教授在下放农村时，帮助农民办起了科学实验

站，向农民传授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培

养了一大批农民技术员。但是，总体上看，科

协及其科普工作像其他领域一样，同样遭受了

十年浩劫，科普人才队伍的建设基本上处于瘫

痪状态。

1.1.3 改革开放以后袁 科学春天下的科普人才队

伍发展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中国步入改革开放

时代，对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提出了越来越高的

需求，在全国形成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的新风尚，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也为科

普工作的创新、发展和繁荣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1） 科普人才建设的恢复和发展 （1980－

1990）

中国科协及所属学会恢复活动后，针对世

界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学科之间的交叉渗

透日益频繁的新形势，不失时机地向学会会员

和科技人员介绍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

向，组织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不仅使学会组织、

队伍和科普人才取得了很快的发展，而且促进

了一批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在中国

的发展。据统计，学会组织从科协“二大”

（1980 年 3 月） 时期的 53 个，发展到 1986 年召

开科协“三大”时的 138 个 [1]103。城乡科普工作

也快速恢复并得到蓬勃发展。

农村科普工作方面，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

县科协开始恢复，至 1983 年，全国 70%多的县

级单位的科协已经得到恢复，并在半数以上的

乡镇建立了科普协会，创建了 1 万多个农村专

业技术研究会，把科技人员和群众中涌现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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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巧匠、致富能手、高产大王等组成了一支 200

多万人的“三结合”的农村科普队伍，形成了

农村科普网络的雏形，紧密结合农民的经济活

动，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技术承包和咨询服务

等科普活动 [1]276。农村科普工作繁荣发展的过程

中，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科普工作者，其中有

长期战斗在农村献身于发展农业的专业技术人

员，有积极钻研并热心传授技艺的农民科技骨

干，有靠科技致富又乐于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

高产大王、致富能手，也有为发展农村科普呕

心沥血的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以及科协的干部。

他们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形势的推动下，充分

发挥科技群众团体的优势和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大胆探索，勇敢创新，艰苦奋斗，为促进农村

经济发展、培育农村建设人才、开创具有中国

特色的农村科普工作道路，创造了许多宝贵的

经验。1990 年 4 月 5 日召开的第九次全国农村

科普工作 （电话） 会议，表彰了为农村科普工

作作出突出贡献的 200 个先进集体和 1 000 名先

进农村科普工作者，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科普工

作的不断蓬勃发展，促进了农村科普人才的成

长和农村科普网络的逐步稳定形成。

城市科普工作方面，恢复科普组织、发展

科普事业、开辟科普阵地等项工作逐步展开。

省以上学会成立了科普工作委员会、各种专业

科普团体，如科普作家协会、科普影视学会、

科技报研究会等，积极推动有关科普工作的开

展和科普人才的成长。不少城市恢复或创办了

科普报刊，建立了科教电影管理站或放映队，

建设了科技馆或科普活动中心，仅 1980 年代就

建设了 300 多座科技馆。不少城市的科协还加

强了与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工人文化馆、

少年宫等的合作，办起了科普广播节目、科普

电视讲座、科学副刊或定期放映科教电影等。

许多城市还在街头或公共场所恢复或新建了科

普画廊、橱窗、专栏。还有的城市开办了“科

普一条街”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一方面促进

了科普工作的发展，一方面也历练了一批科普

工作者，使科普人才在各个不同的相关领域得

以锻炼、成长。这一时期，许多大中城市先后

成立了街道科普协会，其成员为本街道所在单

位和居民中的热心科普工作的科技、文教、卫

生工作者、能工巧匠和街道、里弄干部，其中

一部分为离退休人员，一部分为在职人员。城

市科普工作取得的成绩表明，科普人才队伍是

做好科普工作的基础，需要建立一支专群结合

的科普工作队伍，组成一个城市科普工作的网

络，其中，科普团体、科普事业机构、街道科

普协会和厂矿科协是开展科普工作的骨干力量。

（2） 20 世纪末的曲折前行 （1991-2001）

20 世纪末叶，中国人民在不断享受改革开

放和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成果的同时，许多人

和许多地方却陷入了迷信和伪科学的泥淖。一

些人不信科学信迷信，使得改革开放取得的成

果被部分侵蚀；一些人的致富没有归因于党的

政策好，而被说成是祖宗积德、祖茔的风水好、

神灵保佑的结果；一些人招摇撞骗，号称取得

了“第五大发明”成果，成功发明了什么“永

动机”、水变油，什么某人是神仙附体、气功大

师、具有通天彻地的能耐等，不一而足。甚至

一些标榜为科普作品的著作中也以神秘的面目

出现，以求得一个好的卖点。在这种情况下，

从事科普的人员成了无用武之地的闲置人才，

尽管他们仍在不断揭露这些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的渲染者，但许多媒体为了追求收视率、发行

量、收听率等，根本不予理睬。在这种大环境

下，科普人才的发展遭受了极大的挫折。更为

严重的是，为农民解决技术难题、促进农业发

展、帮助农民致富而建设起来的四级农业技术

推广网络也处于“线断、网破、人散”的状态。

与科普事业的曲折相对应，科普人才的发展也

处于一种停滞和萎缩状态。

（3） 依法科普时期的科普人才队伍建设

（2002 年以后）

2002 年 6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由此开始，新世纪的中国科普工作进入法治

轨道。

《科普法》 第一章第五条明确规定：“国家

保护科普组织和科普工作者的合法权益，鼓励

科普组织和科普工作者自主开展科普活动，依

法兴办科普事业。”科普组织和科普工作者享有

多项权益，受到国家法律和法规的保护。这些

8



权益主要包括：依法创办或者参加科普组织，

自主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承担政府、企

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委托的科普项目；

依法创办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开展科

普有偿服务；依法获得组织和个人为发展科普

事业而提供的资助、捐赠；从科普有偿服务活

动中获取合法报酬而获得合法收益；获得名誉、

荣誉、奖励和其他有关知识产权；提出有关加

强和改进科普工作的批评或者建议等。另外，

《科学技术进步法》 第四十二条规定：“科学技

术社会团体应当在推动学科建设、普及科学技

术知识、培养专门人才、开展咨询服务、促进

学术交流、维护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等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实际上，在 《科普法》 颁布以前，部分省、

直辖市的科普管理单位或政府已经颁发了 《科

学技术协会工作条例》 及省一级的科普工作条

例，以地方法规的形式，保障着科普工作，为

科普工作架起了“保护伞”，筑起了“绿色通

道”。在 《科普法》 及其他法律法规的保障

下，以科普管理工作队伍、专职科普队伍、

科普志愿者队伍为主体的科普人才队伍大力发

展起来。

1.2 科普人才队伍的发展轨迹和特点

通过以上对我国科普事业及其人才发展的

历程回顾，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科普人才的发

展与科普事业的发展是同步的，并且呈现出明

显的阶段性特征，其发展的轨迹受到国家的政

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影响较大。总体来看，改

革开放以前，主要受到政治环境的左右；改革

开放以后，基本呈现出稳步发展的态势，但也

受到政策、法律环境的影响。

1.2.1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轨迹

这个时期关于科普人才队伍发展的情况缺

乏系统的统计资料，有关数据主要通过文献调

查获得，其基本的发展情况概括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可以看出，我国的科普机构及科普

人员的发展变化极其剧烈。对于这种反常的情

况，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来加以考察，

才能正确理解。1958 年以前，新中国刚刚成立，

科普人才的发展主要由科普事业的管理机构全

国科联和全国科普组织实施，全国的科普工作

开始进入有组织、有建制的“正规化”发展历

程。结合国家的宏观形势，全国开始进行大规

模的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在

这种情况下，适应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发展的要求，急需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我

国的科普组织机构和科普人才队伍都开始稳步

快速地发展。1950 年，主要是成立了一些全国

性的科普组织，随后，逐步发展地方性的科普

组织机构，到 1955 年，大多数的省、地、市都

建立了科普组织，发展了会员和科普工作人员；

到 1957 年底，虽然科普机构和科普人才的绝对

数量不是很多，但相比 1950 年的状况，还是取

得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发展。

1958 年到 1964 年，无论是科普机构的数量

还是科普人员的数量，都有了飞速增长。仅

1958 年就比 1957 年的科普机构数增加了 54 倍，

人员数增加了 10 倍；1964 年又比 1958 年的机

构数增加了近 21 倍，人员数增加了近 6 倍。出

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从 1958 年开始，全国开

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在科普

方面也从主要是科学技术专家的工作，发展为

大量吸收工农兵参加的群众性活动。如 1958 年

的科普机构主要以会员工作组的形式存在，而

1964 年的大量科普机构则主要是群众性的科学

实验小组。

1966 年“文革”开始，直到 1977 年，科普

工作几乎处于瘫痪状态，虽然，1973 年就逐渐

恢复科协组织活动，但大规模的恢复科协活动、

发展机构和人员则是 1978 年 12 月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的事，而且到 1980 年，全国性的科

普机构还只有 53 个，但到 1981 年，全国学会

郑 念 我国科普人才队伍发展的历程和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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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恢复发展 106 个，会员超过 100 万人[1]511，但

是，科协工作的全面恢复，科普人才的发展局

面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并且，直到 1991

年科普人才的数量才恢复到文革前的水平 淤。
1.2.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普机构和科普人才

发展情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全面实

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普事业呈现出稳步

健康发展的态势。这个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1978-1991 年的恢复发展期，

1991 年恢复到 1964 年的水平 （见表 1、表 2）；

第二个阶段为 1991 年到 2001 年的曲折发展时

期 （见表 2、表 3）；第三个阶段为 2002 年以后

的稳步快速和社会化发展期。

需要指出的是，1980 年代，我国农村经济

体制改革全面推开，农村实行统分结合、双层

经营的经济体制，农民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识到，农业发展“一靠

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于是以农业技术

推广为主的四级农业技术推广网络逐渐形成，

并成为推动农业增长增收的主要技术手段，农

村科普工作得到极大的发展。但是，到 80 年代

后期，随着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全面实行，

原来依托农村行政组织的“四级技术推广网络”

开始弱化，公益性的科普工作也随之处于萎缩

状态。直到 1999 年以后，初期的政策刺激、投

入增产效应的潜力逐渐递减，进一步发展急需

要在技术上进行创新，农业发展进入依靠技术

的阶段，广大农民开始意识到提高种田科技水

平的重要性。于是，80 年代中期开始，农民自

发地组织起来，成立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技

协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适应形势需要而发

展起来的,它一出现就受到农民的拥护，得到迅

速发展。据中国科协的统计，到 1999 年，全国

的农技协会员已经发展到 775 万人。

由表 3 可以看出，1995-2001 年，科协系

统的从业人员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还处于快速

萎缩状态，这种状态与当时盲目追求经济利

益，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不重视科学文化建

设、不重视科普工作的形势是相适应的，其直

接结果是封建迷信盛行、假冒伪劣猖獗、“法

轮功”等危害国家和人民财产。

2002 年， 《科普法》 的颁布实施，标志着

我国的科普工作进入法制化、社会化发展阶段，

尤其是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的全面

推开以及科普资源共建共享工作的推进，在全

国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支持和参与科普事

业的繁荣景象，我国科普人才的发展也呈现出

蓬勃态势，见表 4。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科普人才队伍

淤 值得注意的是袁 1991 年的科普人才质量与 1965 年是不可比的袁 前者是正常发展的结果袁 后者是群众运动的结果遥 因此袁 客观地估

计袁 1965 年的科普人才队伍应该在 200 万人左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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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尽管波动很大，但总体上是快速发展的。

科普人才在 60 年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明显的

阶段性特点，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展的速度、

规模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主要受到宏观政策环

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由此也使我国的科普工

作呈现出明显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如果我们把

60 年的发展过程连续起来看，这种特点就更加

明显。

2 我国科普人才的主要分布和类型
我国的科普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

程，需要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资源[2]，这就需要

有专门的科普组织来运作。在开展科普的过程

中，既需要专门的科普项目管理和组织人员、

专职科普工作者，也需要兼职的科普工作者、

专家科普队伍和科普志愿者的投入和参与。这

些人员主要来源于一些相关的科普组织，包括：

各级科协系统及直属科普工作机构、各级学会科

普组织及会员；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科普管理机

构；社会上的科普创作人员，大众媒体科技采编

制作人员，科技场馆和技术示范推广机构从业人

员，科技教育工作者，科普志愿者等。通常情况

下，我们把科协系统作为科普事业的组织、管理

和承担机构，并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分析。

2.1 科普工作的主力军

科协系统历来被称为科普工作的主力军，

《科普法》 也明确规定，科协系统是国家科普工

作的主要社会力量。它由各级科协机关、所属事

业单位、同级学会的科普组织及相关设施和工作

人员组成，其分布结构如图 5 （实线表示业务领

导关系，虚线表示业务指导关系） ①所示。

我国各级科协及其所属团体，作为从事科普

工作的主要社会力量，60 年来形成了较为完善

的网络体系。截止 2007 年底，全国各级科协及

所属组织共有 209 976 个，其中，省级以上科协

（包括中国科协、省级科协） 的组织机构 6 869

个，副省级以下各级科协及相关机构 203 107

个；共有人才队伍 2 481 万人，其中，各级科协

系统组织机构从业人员 437 196 人，各级学会

注：1966 年至 1976 年为“文革”时期，期间科协系统基本处于解散状态，虽然在 1973 年前后开始部分恢复建制和开展部分工作，

但人员很少，也缺乏统计。尽管如此，实际上广大的科普工作者在这一特殊时期，仍然以不同的形式程度不同地坚持开展科普工作。

淤 图表根据中国科协系统的现有组织结构的相关资料整理归纳而成遥

图 1 我国科普人才 60年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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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科协系统组织机构图

个人会员约2 437 万人 （农技协 1 041.4 万会员，

乡镇科普协会 132.4 万人，企业科协 241.2 万会

员，大专院校科协 12.6 万会员，街道科协 33.8 万

会员，全国及省级学会会员 890 万人，企业科协

86.2 万个人会员，院校科协 22.5 万个人会员）淤。
2.2 我国科普人才的主要类型

科普管理队伍：科普工作的项目发布、政

策制定者，以及专兼职结合的科普工作组织管

理者。包括政府科技部门科普政策制定部门人

员，科协系统科普部门的工作者，专业学术团

体、社会团体、其他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

的科普工作的负责人。其中，科协系统科普部

门的工作者是专职科普工作管理人员。

专、兼职的科普创作队伍：专兼职的科普

作品的作者、译者、美术工作者和评论工作者，

科普作品的编辑和出版人员，科普展品设计者，

科技影视和广播节目创作制作人员等等。

大众媒体的科技记者和编辑队伍：电视、

报纸、杂志、广播、网络、出版物等媒体从事

与科技工作有关的采编、评论工作者。

科技场馆和技术示范推广机构的从业者

队伍：科技馆、博物馆、天文馆、展览馆、

图书馆等科技场馆的从业人员，农业技术推

广机构、行业技术交流中心、各种情报信息

中心、各种技术示范推广机构中从业的工作

人员。

科普教育和研究队伍：主要有中小学校的

科学教师和科技辅导员，还有高校和研究所的

科普理论和实务的研究者，科普场馆的展品研

发、展览设计策划研究人员等等。

科普志愿者队伍：志愿参与科普活动的人

员，主要是由科技、教育、文化界人士、政府

机构人员、社会团体成员、已离退休的知识分

子和大、中学生组成。

3 科普人才队伍建设取得的成就和发挥的

作用
从全国看，虽然我国存在大量的科普人才，

但在科普实际工作中，发挥主要作用或者正在

发挥作用的主要是现有的科普专业机构的工作

人员。目前对这部分人员进行系统统计的部门

主要是中国科协和国家科技部的科普管理部门。

淤 数据根据 2008 年中国科协统计年鉴计算整理遥 目前袁 大多数文章在分析科普人力资源时袁 只计算科协系统的机构中的从业人员数
量遥 这种计算方法虽然有一定道理袁 但我认为袁 除科技馆等专业科普机构以外袁 科协系统相关机构的人员在平时的科普实践中袁 大多
起到策划尧 管理尧 组织的作用袁 真正发挥科普作用尧 直接进行科普活动的主要是各级学会的专家会员袁 他们活跃在大江南北袁 从事科
普讲座尧 宣传尧 技术推广尧 培训尧 展教等各类科普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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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部门的统计数据各有特点。中国科协系

统的统计数据主要以中国科协的系统建制进行

统计，包括各级科协机关及直属单位、各级学

会的管理人员、科普人员和会员，从人员构成

看，既包括了现有的科普人才，也包括了潜在

的一些科普人才，比如各级专业学会会员。而

科技部管理部门的统计工作起步晚（2005 年开

始），其数据主要源于现有的科普人员，包括专

职、兼职和志愿者。由于科协系统的各级学会

几乎包含自然科学的所有学科，其会员遍布各

行业、各领域、各部门，故科协的统计数据应

该比科技部要全面、准确。本文的分析中，主

要以中国科协系统的统计数据来分析科普人才

的历史发展情况；在分析科普人才的现状时，

参照科技部统计的数据。

3.1 全国科普人才队伍建设取得的成就

从全国范围看，建国以来，我国的科普人

才队伍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

下三方面。

3.1.1 形成了系统的组织机构和管理队伍

截止 2007 年底，各级科协及所属团体实

有机构共计 7 056 个。其中，四级科协实有机

构 3 142 个；两级学会实有机构 3 892 个，包括

全国学会 167 个、省级学会 3 725 个、委托管理

全国学会 22 个。

四级科协和两级学会的从业人员共计 49 408

人，这部分人员主要是管理队伍。其中，四级科协

从业人员35278人，两级学会从业人员14130人。

全国学会个人会员为 390 万人，省级学会

个人会员 474 万人；加入企业科协组织的个人

会员 327 万人；大专院校科协组织 550 个，加

入大专院校科协组织的个人会员 35.1 万人。农

村专业技术协会 94 497 个，加入农村专业技术

协会的个人会员 1 041 万人。科协系统的组织机

构情况如图 5 所示。

2008 年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科协系统包括

各级地方科协和各级学会的工作人员和学会会

员共有 2 400 多万人。如果按照广义的科普人才

定义，那么这是一支庞大的专业人才队伍，即

使按照狭义的科普人才概念，从事科普工作的

人才队伍也十分庞大，达到 162.35 万人，每万

人口中有科普人员 12.3 人。其中，专职科普人

员 19.99 万人，每万人口中有科普专职人员 1.5

人[3]。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群团、部委机构的科

普管理人员可能没有统计进来。

从科普工作的实际看，专、兼职科普人员，

都从事了大量的科普工作，他们是我国科普事

业的主要力量。据科技部 2005 年的统计，从科

普人员工作量来看，2003 年全国科普人员共投

入工作量 33.7 万人年，其中科普专职人员投入

工作量 8.6 万人年，占全部工作量的 1/4；科普

兼职人员投入工作量 25.1 万人年，是科普专职

人员的 3 倍①。可见，在我国的科普工作中科普

兼职人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依据科普领域的

人员组成和特点，兼职人员中，大多是各级专

业学会的会员，这也是本文为什么要用广义科

普人才概念来分析的原因。

3.1.2 科普人才网络基本形成

科普队伍除了科协系统的上自国家级，下

至乡镇村、街道里弄的科普组织管理者队伍以

外，还形成了依托科普设施，包括各类科普场

馆园的人才队伍；依托各类大众传媒、专业媒

体的科技传播人才；依托农业的专业技术推广

人才；依托院校、研究所的科普研究人才等。

总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纵横交错、上下

贯通的科普人才网络。这些人才在各自不同的

岗位、行业、系统中，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默

默地奉献着，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为科学文化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3.1.3形成了全社会重视科普人才的氛围

60 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坚持科学的世界观、掌握科学的方法

论、坚持捍卫科学理性、普及科学技术，就能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的素质提高和人的

全面发展；反之，放松了科普工作，科普人才

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就会导致封建迷信死灰复

燃、牛鬼蛇神群魔乱舞，就会使人民的生命财

产遭受损失。20 世纪末，由于科普工作，尤其

是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宣传普及方面做的不

淤 我们认为袁 这个数据可能是科普管理人员的工作量袁 至于全国全年的科普工作量袁 实难以统计袁 也远不止这个数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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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结果导致伪科学、劣技术盛行，许多人的

生命财产蒙受了损失；进入 21 世纪，随着 《科

普法》 的颁布实施， 《科学素质纲要》 的全面

落实、贯彻，全国各地形成了学科技、用科技

的新气象，各级政府形成了支持科普、宣传科

普、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新局面；全国建设了一

大批科普基础设施，包括科技馆、科技类专业

博物馆、动植物园、水族馆、自然科学博物馆

等，还有大量的科普、科技教育宣传基地和报

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站等，科普已经成

为全社会热门的词汇之一。这种局面来之不易，

既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政策支持、推动的结

果，也是广大科普工作者积极努力争取的结果。

这种局面的形成，对于学习实践、推动落实科

学发展观，对于实现高级小康社会，对于建设

和谐社会，对于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将

进一步发挥重要的作用。

3.2 现有科普人才发挥的作用

3.2.1 促进全民科学素质的快速提高

根据中国科普研究所连续 15 年的跟踪调

查，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提高很快，已经从

1992 年的 0.2%提高到 2007 年的 2.14%，提高了

10 倍。这种提高速度是十分惊人的，也是与我

国的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步的，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为国民经济的持

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然，这个成

绩的取得主要是我国的社会经济、科技、教育、

文化综合发展的结果，但广大科普人员也功不

可没。从科普贡献模型来分析，据有关人员研

究，在科普上投入 1 元，能够综合产出 39 元，

其效益也是十分巨大的[4]。今后，随着对科普投

入的加大，科普也必将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为

人的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3.2.2 科普活动蓬勃开展袁 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

展①

中国科协现任领导高瞻远瞩，立足中国科

协的工作，服务于经济社会建设的大局，使各

项科普工作围绕党和国家的战略任务来开展，

适时地提出了“三服务一加强” （为社会经济

发展服务，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提高全民科

学素质服务，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的工作方针，

从而使科协工作和科普工作呈现出蓬勃生机和

活力，科普工作日益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

持，也为科普人才的成长和发挥作用提供了广

阔的舞台。广大科普工作者主要围绕如下途径

或渠道来开展科普工作并做出贡献。

（1） 科技服务

2007 年，省、地、县三级科协共完成“金

桥工程”项目 7 832 项。各级科协及所属团体共

完成无偿科技咨询 91 761 项，完成技术咨询合

同 51 551 项，咨询合同实现金额 32.26 亿元。

其中，四级科协完成无偿科技咨询 55 895 项，

完成技术咨询合同 36 751 项，咨询合同实现

金额 29.59 亿元；两级学会完成无偿科技咨询

35 857 项，完成技术咨询合同 14 800 项，咨询

合同实现金额 2.67 亿元。

各级科协及所属团体共反映科技建议 30 604

项。其中，四级科协反映科技建议 235 25 项；

两级学会反映科技建议 7 078 项。

（2） 科普培训

各级科协及所属团体共举办培训班 69 640

个，接受培训的人数 998 万人次。其中，四级

科协举办培训班 58 954 个，接受培训的人数

837 万人次；两级学会举办培训班 10 661 个，

接受培训的人数 161 万人次；委托管理全国学

会举办培训班 25 个，接受培训 0.1 万人次。

（3） 学术交流

各级科协及所属团体在境内举办学术交流

活动共计 27 070 次，参加人数达 352 万人次。

四级科协境内举办学术交流活动 12 006 次，参

加人数 162 万人次；两级学会举办 14 968 次，

参加人数 188 万人次。

（4） 科学技术普及

各级科协及所属团体共举办科普讲座、科

普展览、科普宣传三项科普活动共 26.97 万次，

其中，主题活动中开展的三项科普活动共 14.33

万次，占经常性三项科普活动的 53.13％。四级

科协全年共举办青少年科普讲座 （报告） 21 358

次，听讲人数 1 295 万人次；举办青少年科普展

览 11 943 次，参观人数 2 164 万人次。

淤 数据来源袁 中国科协 2008 年统计报告袁 http://www.cas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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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科协及所属团体举办青少年科技竞赛

11 736 次，参加人数 3 792 万人次。其中，参加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1 378 万人次；组织青少年

参加国际竞赛 189 次，参赛人数 41 023 人次，

获奖人数 974 人次；举办青少年科技夏冬令营

3 239 次，参加人数 61 万人次。

截止 2007 年底，四级科协共有青少年科技

教育机构 812 个，从业人员 10 749 人。四级科

协组织了科协、学会的工作人员和科普志愿者、

科技人员共计 72 万人开展全国科普日活动，举

办科普讲座 13 531 次，听讲人数达到 1 733 万

人次；举办科普展览 9 302 次，参观人数 1 945

万人次；科普宣传 14 337 次，有 19 万人次参与

科普宣传的组织工作；开展科技咨询 17 212 次，

参与工作人员 16 万人次。

各级科协及所属团体组织科技下乡次数共

计 69 219 次，比上年增加 7 604 次，增长

12.3%。其中，四级科协组织下乡 57 418 次，比

上年增加 7 549 次；两级学会组织下乡 11 800

次，比上年增加 54 次；委托管理全国学会组织

下乡 1 次。

四级科协建有科普场馆 853 个，比上年增

长 16.1%；科普教育基地 12 057 个，比上年增

长 7.7%；标准科普画廊建筑总长度 80 万米，比

上年增长 15.9%。

（5） 科技传媒

各级科协组织编著科技图书和制作科技光

盘的种类增加，省、地、县级科协和省级学会

编著科技图书的发行量有较大增幅；科技网站

数量连续多年保持 20%以上的增长，两级学会

举办科技网站浏览人次增幅较大。

各级科协及所属团体主办科技网站 1 362

个，浏览人数 53 730 万人次。其中，四级科协

主办科技网站 831 个，浏览人数 13 828 万人次;

两级学会主办科技网站 524 个，浏览人数 39 856

万人次；委托管理全国学会主办科技网站 7 个，

浏览人数 46 万人次。

各级科协及所属团体编著科技图书共计

2 909 种，年发行量 2 212 万册；制作科技光

盘 4 455 种，年发行量 112 万张，比上年减少

74 万张。

中国科协及所属全国学会主办科技期刊 916

种，发行量 10 486 万册；主办科技报纸 6 种，发

行量 579 万份；编著科技图书 885 种，发行量

425 万册；编辑论文集 1 220 种，发行量 54 万

册；制作科技光盘 623 种，发行量 21 万张。

以上所有工作，都在工农业生产、人们的

生活素质提高、公众的科学文化建设和科学素

养提高等方面，发挥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

4 科普人才需求强劲袁 加快科普人才队伍

建设势在必行
从历史上看，我国的科普人才为新中国的

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而突出的贡献；从现

实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

期，无论是国家战略发展的宏观层面，还是科

普事业发展的中观层面，抑或公众科学素质提

高的微观层面，都对科普工作和科普人才提出

了强劲的需求[5]。

作为科普人才的培育、管理和科普工作的

主力军所在地———中国科协，理应适应时代的

需要、民族的要求、国家的意志，承担起新时

期历史赋予的重任；从各方面培育、鼓励科普

人才的成长，加快科普人才队伍建设的步伐；

在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各个方面发挥积

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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