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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韩国科学文化事业相当于中国的科普工作，它经历了科技大众化、国民理解科学、科学文化兴隆这三个阶段。

论文叙述分析了韩国科学文化事业三个阶段的演变历程，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以期能对中国科普工

作有所启发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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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韩国科学文化事业的理念经历了两次转变。

从起初的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单方向科技大众化事

业转变为国民理解科学技术事业，这是第一次转

变；脱离理解科学技术，转入科学与社会的沟

通，构建双方向科学文化活动，这是第二次转

变。这也可从韩国科学文化事业概念的变迁上看

出来。

韩国科学文化事业起初称之为科技大众化。

韩国学者金学铢在 20 世纪 90 年代把科技大众化

界定为：形成国民对科学技术的积极的肯定的态

度，关心教育以培养大量的科学技术人员，在生

活中实际利用科学知识的生活的科学化等的通

称[1]。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韩国的科技大众

化事业只包括后两者，之后，才把“形成国民

对科学技术的积极的肯定的态度”作为重点方

向。

1997 年后，韩国开始推进科学文化事业，

并将科学文化定义为：与科技有关的共有生活样

式、价值的总合体，是营造在物质、精神上发展

科技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环境的基石 [2]。
根据这种理念的转变，韩国科学文化事业经

历了三个过程：营造科学技术风气阶段 （1962-
1989）、国民理解科学技术阶段 （1990-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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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化兴隆事业阶段 （1997 年后）。其中，第

一阶段根据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可分为三个

小段：科技大众化初级阶段 （1962-1966）；科

技风气形成事业阶段 （1967-1971）；全民性科

学化运动事业阶段 （1972-1989）。

1韩国科学文化事业的背景
在接受了美国长期的援助之后，韩国已经

奠定了相当的经济基础，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和

教育普及程度使韩国社会具备了经济起飞的某

些重要条件 [3]188。如 1952 年 6 月，韩国文教部

制定了 《义务教育六年计划 （1954-1959 年）》，

主要目标是把学龄儿童入学率提高到 96.1%，新

建教室以弥补教室的不足，保证所需的财源。

此计划的实施，使韩国在 1959 年其就学率达到

了 96.4% [4]。义务教育的普及化是韩国科学文化

事业得以展开的基础。

1961 年，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就任总统，

建立了军事政权，随后便着手进行国家建设。

在 5·16 军事革命公约中，军事政府宣布“倾注

全力于重建国家自主经济”，为此，军部领导者

开始大幅改组掌管国家经济政策的行政组织。

首先，把原有的复兴部改为建设部，负责制定

国家财政计划，有效管理国民经济。其次，于

1961 年 7 月 22 日成立“经济企划院”，并立即

着手制定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朴正熙政

权与美国在韩目标具有一致性，美国政府因此

也转变了其对韩政策，其中之一就是要振兴韩

国经济，发展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充分

利用韩国的主要资源———人力 [5]。
朴正熙政府为有效执行“增长第一主义”

政策，特别关心科学技术的振兴。为促进第一

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政府制定了“科学技术

振兴五年计划”。其中要求培育科学技术文化。

主要是想通过对科学技术文化的宣传、培育，

对科技人员实行优待政策、形成尊重科学技术

的氛围，以促进更多的人从事科技工作，从而

缓解韩国社会科技人力资源严重缺乏的状况 [6]。
由此可见，经济、科技起点的薄弱，以及大规

模经济建设计划的需要是韩国进行科学文化事

业的背景。

2 营造科学技术风气阶段 渊1962-1989冤
2.1 科技大众化初级阶段 (1962-1966)

这一时期是起步探索期。1966 年 2 月，韩

国在美国的帮助下成立了第一个政府资助的综

合性的工业技术研究机构———韩国科学技术研

究所 （KIST），它是一个独立的、综合的和跨学

科的技术中心。针对当时韩国在科技积累、人

才、投资等方面处于很低水平以及科技体制尚

未建立的现实，把目标放在根据政府和企业的

委托，从事于消化、改进进口技术及开发自主

技术以实现技术自给，并进行了范围广泛的应

用研究，包括项目可行性研究、对中小工业提

供技术服务等。同年，由各个学会如物理学会、

生物学会等联合组成了韩国科学技术团体总联

合会，主要职能是管理学会，向政府提出科技

上的政策建议，同时附带进行科学文化方面的

传播，对一般的国民进行科技启蒙教育等。

2.2 科技风气形成事业阶段 (1967-1971)
1962 年 6 月，韩国在经济企划院下设立了

技术管理局，以促进第一次科学技术振兴五年

计划的有效执行。但由于科技部门的专业性不

足，在振兴科技方面没有取得特别的成果。为

此，朴正熙政府于 1967 年 1 月制定了“科技振

兴法”，该法规定设立行政机构制定科技政策，

支援科技研究。两个月后，科学技术部成立 [7]57。
1967 年韩国开始实行第二个五年经济计划，新

成立的科技处制定了 《第二次科学技术振兴五

年计划 （1967-1971）》，其中提出，要通过形成

科学风气，使生活和思考方式科学化。

根据第二次科技振兴五年计划关于科技大

众化的要求，1967 年，科技处成立了下属机

构———韩国科学技术后援会，主要负责对科技

人员进行财政支援和培养国民尊重科学技术风

气的工作。在 1967 年的“科学技术后援会设立

主旨文”中，朴正熙强调了“营造优待科学技

术人员的风尚、科学技术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

一个角落”的必要性 [8]49。朴正熙的这一理念，

确立了第一阶段韩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向。

1968 年，韩国把 4 月 21 日定为“科学日”，

向一般群众宣传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并开展生

活科学化运动和以形成优待科技人员的社会风

气为目标的事业。科学日中最重要的是其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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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总统或总理、部长参加，进行表彰、题词，

颁发奖项。受表彰的人员有四类：一是在科研

方面做出贡献的科技人员；二是在振兴科学技

术普及方面做出贡献的科普人员，包括对科普

有贡献的媒体人员；三是在教育学生方面做出

贡献的科技教师；四是对科学有研究，取得优

秀成绩的青少年学生。1968 年还设立“大韩民

国科学技术奖”，其中设立了“振兴奖”项，表

彰在科学文化事业中做出贡献的人员，以促进

科技宣传和科技著作出版方面的工作。

1971 年 9 月，时任科学技术处长官 （部长）

崔亨燮呼吁，为了鼓励促进科学家的研究开发，

同时引导优秀青年学生从事科学技术事业，应

当一边通过“生活的科学化、形成合理的生活

方式，弘扬科学的思考方式” 对一般国民进行

科学普及教育，一边支援学生的科学教育和科

学活动 [9]174。
2.3 全民性科学化运动事业阶段 (1972-1989)

“三五”期间，朴正熙政府将建设和发展重

化学工业确定为此阶段的重点产业目标，并在

1973 年 1 月发布了“重化学工业宣言”。与此同

时，还兼顾到农业发展的内容。1971 年开始的

新村运动就是考虑到一五计划期间农业部门成

果不大，为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增加农村电力

供应，提高农民收入而实施的 [7]64。
在整个 1970 年代，韩国产业政策是以重化

学工业化为核心，这就促使为经济发展服务的

韩国科技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劳动密集

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从引进资金型转向引进技

术型。这种转变一方面需要大量的科学技术人

才 （技术工人及高素质的科技人力资源），另一

方面则需要巨额投资。这种科学技术政策需要

国民的理解与支持。1973 年 3 月，朴正熙总统

开始强调全国国民性科学化的重要性，此项工

作与新村运动结合起来，带有大规模大众运动

的性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10]13。
因而 1970 年代的科学文化事业主要在三个

层面上进行。第一，形成一种全国国民尊重科

学、科学技术能用于日常生活当中的科学风气。

如“科总”组织了“新村技术服务团”，开展指

导农业生产和环境改善技术、普及一般科学常

识等活动。第二，全国国民都要掌握一门以上

的技能或技术，实现国家的发展、提高自己的

生活质量。通过宣传职业技术教育，促进扩建

工业高等学校、制定国家技术资格考试制度，

保障正当的就业机会，提高生产力水平，使人

们掌握适合自己的专门技术等。第三，通过研

究界和产业界的共同协作努力形成一种奖励企

业技术开发的氛围 [11]109。
1980 年代期间，由于重化学工业的发展，

民间的科技能力逐步增强，需要更多的科技人

力资源，为此韩国政府开始加大对青少年的科

技教育。这一时期的科学文化事业也主要是面

向青少年，以促进青少年的科学化。

3国民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事业阶段 渊1990-
1996冤

整个 1980 年代，韩国的政局并不稳定。朴

正熙遇刺后，以非法手段上台的全斗焕政权，

受到知识分子和在野党的反对。在反对军事政

权、主张民主化的市民抵抗运动中，市民的民

主意识得以提高。1988 年，韩国与日本合办了

奥运会，大大提高了市民意识。在奥运会之后，

韩国涌现出了大量的市民团体，从事于环境保

护、关注于科技引起的社会问题等活动。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的负

面效应也逐渐显现。这一方面使得一般群众对

科学技术产生了怀疑，由此引起的反科学运动

和地域利己主义阻碍了科学技术发展；另一方

面，进入 1980 年代后，原由政府主导的全国国

民科学化运动逐渐转变成为民间参与形式，但

是民间以生活科学为中心的科学大众化事业难

以使民众接纳高新技术，这些都是导致 1990 年

10 月安眠岛居民反对建设原子能废弃物处理厂

事件发生的原因。另外，一系列与科技有关的

社会事件的发生，如城水大桥崩溃事件、三丰

百货大楼倒塌事件等，也使国民对政府的支持

率及科技的信任度大大降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英国发生了疯牛病丑

闻。英国政府及其科学顾问一再宣称疯牛病不

会传播给人，科学界也迟迟不能给出有关疯牛

病传染的准确答案。这引发了公众对政府和科

学空前的道德信任危机。为此英国开展了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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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科学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英国当时所面

临的情况与韩国此时的情况很像，因而公众理

解科学的概念对韩国影响很大。

民众对于科技知情权的需求，英国科普理

论的影响，促使韩国政府根据国民协议的科学

技术开发政策的相关决定，以国民必须“知道

的权力”和行政机关必须“告知的义务”为基

础，开展国民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事业 [12]196。
这样，韩国政府于 1992 年修订了 《科学技

术振兴法》，将科技政策的积极公开、对一般国

民提供正确的科学技术信息及知识、科学技术

在社会上所能接受的基本体系的确立，设定为

今后的工作方向。在明确了政府对“推进国民

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事业”的义务的同时，也指

定了韩国科学技术振兴财团为推进此项事业的

专门机关，这样就形成了民间主导的科学技术

大众化事业，使民间企业、言论机关、大学、

学会都参与到该事业中 [13]415。
同时，受美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影响，

韩国于 1991 年和 1995 年由“韩国盖洛普

（Gallop） 调查机关”进行了两次全面性的国民

对科学技术的理解调查活动。它包括了一般国

民对科学技术的关心、态度、理解等，这是两

次探索、示范性的调查，但效果却很好，调查

结果还反映在当时的政策当中。

4 科学文化兴隆事业阶段 渊1997年后冤
韩国开展国民理解科学运动事业，从某种

意义上说是一种应急的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

来说是被动的、缺少前瞻性的。

1997 年底的亚洲金融危机，给韩国经济以

沉重打击。痛定思过之后，韩国政府认识到建

立依靠科技的新型国家体系的重要性，这体现

在 1999 年韩国颁布的 《迈向 2025 的科学技术

发展长期计划》 中；另外，1990 年代以来，韩

国国民对科技期望值降低后也迫切需要再次提

高；同时青少年忌讳进入科技界的现象也日趋

严重，这样，1997 年就成为韩国科学文化事业

的又一个转折点。

为解决上述问题，韩国政府宣布 1997 年为

“科技大众化元年”，在政策上提高科学文化事

业的地位，并于 2001 年的 《科学技术基本法》

中规定开始独立地推进科学文化事业，连续实

施了两次科学技术文化昌盛五年计划，韩国科

学文化事业由此走向规划阶段。

同时，强化公共部门的科学文化活动，如

举办全国性的科学庆典；大力开展民间科学技

术文化团体的组织工作，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

多元化发展等。韩国已形成了以科学文化财团

为中心的科学文化扩散体制，在这种体制基础

上，推进科学文化事业，主动构建依靠科技的、

科技文化为中心文化的新型社会。

5 总结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韩国的科学文化事业

三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如下。

第一阶段 （1962-1989）：在缺乏初级科技

知识的情况下，普及实用科技知识，提高了国

民生活中的科学精神，成为改革国民精神的契

机；引导国民享受合理生活，奠定国家发展基

石；使国民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使科技人力

资源倍增、科技投资增大，促进了科技和经济

发展。

第二阶段 （1990-1996）：积极公开政策决

定内容来满足国民要求的知情权；专家、市民

参与科技决策过程，取得民主化的大进展；反

省现有的以成果为主的“快速文化”，营造尊重

科学技术的合理程序和合理过程的社会气氛。

第三阶段 （1997 后）：确立科学文化兴隆体

系；增加民间科学文化团体，科学文化主体多

样化；科学文化的文化侧面显著增加；以地方

区域为中心，扩散草根科学文化；扩大市民参

与度，构建科学与社会的新关系。

在第一阶段，韩国科学文化事业起初是以

统治者对科技强有力的意志为主，强治制度促

进了科技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是自上而下

的一种模式，后来逐步扩大和重视民间领域的

参与，渐渐形成自下而上的模式。

在第二阶段，政府的需求与民众的需求结

合了起来。一方面，民众需要积极参与科技政

策的制定过程，需要加强自身对科技的了解；

另一方面，政府及科学共同体则需要通过使国

民理解科学，消除国家发展及科学发展的障碍。

但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韩国科

余维运 韩国科学文化事业演变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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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化事业都具有临时性，因而受突发性社会

事件的影响较大。90 年代后期以后，韩国政府

开始把科技文化事业作为一项独立的事业加以

推进，以民间开展，政府支持、引导，科学共

同体积极参与的方式，通过构建科学文化网络，

形成了上下互动的模式。科学文化事业走向临

时性与规划性并存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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