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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ng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ng the
Team of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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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quires China to improve the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 as soon as possibl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eople’s scientific quality. The current level of
the scientific quality in China is low. One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low scientific quality is the insufficient number and
low level of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rofessionals. It is necessary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popul-
arization professionals. The number of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rofessionals should be added as soon as possible，while
the ability of them should be enhanced. To develop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rofessionals，we should do the important
things first，make a system of interlocking measures，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goals of forming a“better structure，
higher quality”team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rofessionals. With this team，we can give a solid support for the constr-
uction of the overall Well-of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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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形势，要求我国尽快提高全民的科学素质。而科普工作是全民科学素质建设的重

要支撑手段。我国目前的全民科学素质水平较低，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科普人才数量不足、水平不高。因

此，必须加快科普人才队伍建设，在尽快补足科普人才数量的同时，扎实提升科普人才的工作能力。科普人

才队伍建设工作，要围绕重点任务的执行需要，设计好支撑办法，形成环环相扣的措施体系，并最终实现建

设一支“结构优化、素质优良”的科普人才队伍的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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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7 月，中国科协发布了 《中国科

协科普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以下简称 《科普人才规划》），提出到 2020 年

建设一支 400 万人左右“结构优化、素质优

良”的科普人才队伍，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1]。

加快科普人才队伍建设，是顺应经济和社

会发展形势之需而必做的事。之所以说必做，

是因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对科普人才的快速发

展产生了必然的需要，这种必然性蕴涵于经

济社会发展、公民科学素质提高、科普人才队

伍建设之间的逻辑关系。

1 经济社会发展趋势需要尽快提高民众科学

素质

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 很清楚地指出：国际上，世界科技创新孕

育新突破，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

准等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国内，随着我国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

发展，由于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

题将依然突出。因此，综合判断国际和国内发

展形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在指导思想部分明

确提出了这样几点：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

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

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

从整个国家来看，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

一种升级性调整，总体上要求步入调整过程

中的劳动者适应调整而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

而新的知识和技能学习过程，要求相应的科

学素质提升做支撑；科技进步和创新趋势，要

求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依靠科技进步

和劳动者素质提升，主要的素质提升方面即

为科学素质；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从党和政府

的社会管理角度提出的要求，但需要民众具备

必要的科学素质基础，才能配合好相应的保障

措施，才能参与有更高科技含量的新的生产过

程，并享受有更多科技含量的新的生活方式。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经

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民众的科学素质

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据美国一家民间机构所作的统计，20 世纪 90

年代增长最快的 10 种职业中，有 8 种需要科

学和工程教育的背景。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

究中心周程博士就认为：“在科学日益社会

化、社会日益科学化的今天，基本科学素质如

同阅读写作能力一样，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

的。不具备这些基本素质，虽然不至于无法生

活，但生活受困会是很经常的事。”[3]

因此，可以这样说，新时期我国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目标能不能顺利达到，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

2 我国民众科学素质现状及问题
但从目前来看，我国民众科学素质仍然较

低，尚不符合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需要。2010 年进行的第八次中国公民

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当年全国公民具备基

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 3.27%，仅相当于欧美国

家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的水平，而

美国甚至在 2000 年时，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

养水平的比例已经高达 17%[4]。

民众的科学素质偏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负面影响是很显然的。首先，对经济社会的发

展起重要作用的具备较强创新能力的科技人

才，出自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民众基础中，这

个基础的基数越小，所能从中脱颖而出的优秀

人才越少；其次，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无论是

在生产还是生活过程中，都越来越多地要应用

现代科技的成果，表现为现代特色的生产技能

和生活技能，民众的科学素质低则难以掌握符

合现代产业要求的生产技能，影响经济和社会

建设，民众的科学素质低则难以掌握适应现代

生活方式的生活技能，影响民生的改善。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 1995 年指出：“发展中国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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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差距，从根本上说是知识的差距，

人才和劳动者素质的差距。”[5]同样的道理，我

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由于

民众科学素质之间的差距所造成的。

很多令社会管理者困扰的严重社会问题，

往往起因于民众较低的科学素质。比如，广大

的农民工之所以到城市后从部分劳动力密集的

工作领域中摆脱不出来，而且被城市生活边缘

化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学素质偏低之

故。因为科学素质低，无法快速有效地学习新

技术和新技能，很难转换到要求较高的行业和

岗位。偏低的科学素质使大量农民工只能从事

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作，但由于这些行业利润率

相对较低，难以给予劳动者较高的工资，再加

上城市生活成本上升等因素，甚至使很多农民

工不得不撤离城市，形成严重的民工荒。再比

如，近一时期张悟本、李一等宣扬的伪科学内容

能够吸引众多的民众奉若真理，也正是由于民众

的科学素质偏低之故，不能利用科学常识辨

明真伪，使得荒诞不经的歪理邪说能大行其道。

因此，民众的科学素质低，不只会影响我

国经济发展，也将严重影响精神和文化建设，

也将可能严重影响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长

远地看，民众的科学素质低，是影响我国可持

续发展的最根本因素之一。因此，迅速提高我

国民众的科学素质是国家发展中的一项非常

紧迫而重大的任务。

3 提高民众的科学素质需要加快科普人才队

伍建设

那么，如何提高民众的科学素质？说来简

单，就是将科学技术知识、方法通过传递过程

给予作为受众的民众，使他们理解、掌握并运

用这些知识和方法。但是，实际过程远非像说

起来这么简单。科技知识和方法源于科研人员

的研究过程，并通过在学术共同体中的交流传

播，得到同行的广泛认可后，以文字、图片和

实物等形式固化为我们所称的科技知识和方

法。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向更深和更广维度的

发展，这些文字、图片和实物，往往相当复杂

和深奥。即便如量子、基因等现代自然科学中

最基础和最司空见惯的名词，一般的民众也难

以理解。因此，必须有个中间过程，将这些复

杂深奥的知识和方法，翻译成简单平易的内

容，并以合适的声、影和文字等形式进行重新

承载后给予民众，使得普通的民众能够理解、

学习和运用，并逐步内化为民众的科学素质。

根据我国历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来看，对

科技知识和信息进行普及化翻译并传播给民

众的过程，主要是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图

书、杂志等渠道所实现的。比如，根据我国第八

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来看，我国公民获取科

技信息的渠道，由高到低依次为电视（87.5%）、

报纸 （59.1%）、与人交谈 （43.0%）、互联网

（26.6%）、广播（24.6%）、一般杂志（12.2%）、图

书（11.9%）和科学期刊（10.5%） [6]。这些渠道

就是科学技术普及渠道。因此，要想尽快提高

民众的科学素质，必须对这些渠道予以加强、

完善。而这些渠道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才，渠道

的加强和完善的最重要工作就是建设其中的人

才队伍。这些人才对各种科技内容进行加工处

理并向民众传播，就形成了科普人才队伍。

正如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所指出的，“人才是我国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为尽快提升民众

的科学素质，首要的是要建设一支合乎经济和

社会发展要求的科普人才队伍。但从当前来

看，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说，这支科普

人才队伍都显然是不能满足民众科学素质提升

需要的。根据统计资料来看，我国 2008 年共有

各类专职和兼职科普人才 176 万人[7]。而据中国

科普研究所研究人员测算，未来一个时期，全国

科普人才数量上的缺口至少在200万人以上。而

且这支科普人才队伍“水平不高，兼职科普人才

队伍不稳定、作用没有充分发挥，面向基层的

科普人才短缺，科普创作与设计、科普研究与

开发、科普传媒、科普产业经营、科普活动策

划与组织等方面的高水平科普人才匮乏”，与

新时期民众科学素质提升的要求相距甚远。

早在 2007 年，科技部、中宣部、国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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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委等八部门就联合发布了 《关于加强国家科

普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 [8]，其中明确提出，

要建设一支专职和兼职相结合的高素质的科

普人才队伍。这样一支科普人才队伍，应该在

民众重点需要的各种场合、各种时刻，以合适

的形式，将合适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方法传递给

民众，转化为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技能，并逐渐

转化为民众内在的思想和精神元素。但这个

“意见”发布后，仍然缺乏具体的措施落实科

普人才队伍的建设，因此，科普人才“数量不

足、质量不高”的状况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也因此对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乃至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支撑远不够有力。

4 落实科普人才规划，切实加快科普人才队

伍建设

中国科协制定的 《科普人才规划》，是对

于科普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的一个比较具体的

落实措施。该规划对科普人才队伍的现状和

问题都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比较严谨的

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并设计了发展科普人

才队伍的有力措施———科普人才建设工程。

根据科普人才建设工程的工作思路，在未

来的连续 10 年间，科普人才队伍平均每年新

增 20 万人左右，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要解决新

增及存量人才“水平不高”问题。相较过去科

普人才队伍建设波澜不惊的平稳状态，科普人

才建设工程是一个有重大突破性和创新性的

复杂工程，涉及科普人才数量众多，而且还要

求在提高科普人才工作能力方面取得明显的

成效，这对于科普人才建设工程的设计者和

操作者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挑战。那么，要

想完成好这样重要且艰巨的任务，一定要思路

清晰、措施严谨，对于主要任务应该分清层

次，找出主要的逻辑关系，抓准切入点，将工

作环环相扣地铺开。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认

识清楚并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4.1 抓好三支科普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要抓好高端和专门科普人才队伍建

设。切实满足科普管理、科普活动组织策划、

科普产业经营管理、科普传媒、科普创作和设

计、科普研究等重要科普工作对人才的迫切需

求，并达到以高端人才促创新、提效率，引领

科普事业总体发展的目标。高端和专门科普人

才是生产、提供、保障广义的科普产品的主

体，是科普内容的来源，比如科普活动组织策

划生产和提供的是以科普活动方式呈现的“产

品”，科普产业生产和提供的一般是由具体的

物质产品为依托的“产品”，而科普传媒所生

产和提供的主要是以科普资讯等为核心的传

播“产品”。抓好高端和专门科普人才队伍的

建设，就可以有效地保障“科普内容”这个在

科普过程中“被传播”的核心。

二是要抓好面向基层的科普骨干人才队伍

建设。利用联合、协作等方式，充分利用高等

院校、科研机构、科普场馆、学会组织、其他

部门和机构的教育培训资源，充分利用厂矿、

农村等科技组织和科技项目的实践培训资源，

着力提高骨干科普人才的科普工作水平和对

一般科普人才的带动能力。面向基层的科普人

才是直接面向科普受众进行科学技术普及的

人，而其中的科普骨干人才是指科普工作业绩

突出者、基层科普组织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等，

这些人由于其在科普工作的位置突出或是业

绩突出，而对其周边的一批科普人才能起示范

和带动作用，抓好其建设，能以点带面、拉动

大范围的科普工作水平的提升。

三是要抓好面向基层的科普人才队伍建

设。面向基层直接开展科普工作的科普人才，

主要包括农村科普人才、城市社区科普人才、

企业科普人才、青少年科技辅导员以及各种类

型的科普志愿者。这是科普人才队伍的主体。

正是面向基层的科普人才队伍直接服务于农

村、城镇社区、企业中的民众和全国广大青少

年的科学素质建设需要。只有这些科普人才的

工作水平能得到真正的提高，才能使全国的科

普工作水平获得总体性提升，才能真正有效地

促进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才能达到以科普工

作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才能达到以科

普工作推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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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抓好科普人才队伍建设的三种方式

一是抓好科普人才的“干中学”。科普工

作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其中没有高深

的理论，却有丰富多样的实践形式。 《国家中

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指

出，当前我国人才发展的指导方针之一是要

“以用为本”，科普人才的建设同样要把握好

“以用为本”的原则。要想建设好科普人才队

伍，要想使科普人才的工作能力提升，一定要

使科普人才将好的工作理念、好的工作方法运

用于科普实践。因此，要重视各种科普工作实

践对科普人才工作能力提升的作用，要关心科

普实践的质量，不要使科普工作流于形式。即

便是通过培训、培养等方式将一些好的工作理

念和方法传授给科普人才，也要设计适当的措

施，帮助他们将学到的东西用于实践。

二是要抓好科普人才的培训工作。之所以

要培训，在于在多数科普工作者的思想中，还

缺少成熟的科普理念的指导，还缺少系统高效

的科普工作方法的指导。之所以如此，与科普

工作不是一个明确的职业类别有关，我们所称

为科普工作者的很多人，甚至从未意识到自己

是科普工作者，也从未想到要用科普工作的理

念指导自己的工作；之所以如此，还与目前尚

未建立一个成熟的科普学科有关，关于科普工

作的理念和方法尚有待进一步收集、总结和提

炼。因此，要利用“十二五”科普人才建设的

契机，收集、总结和提炼关于科普工作的优秀

理念、系统化和科学化的工作方法，并通过培

训的方式，传授给广大的科普工作者，让他们

利用这些理念和方法的指导，改进自己的工

作，提高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

三是要抓好科普人才的培养工作。应以科

普领域中科研能力较强的机构以及高校教育

中与科普相近的学科为阵地，利用较正规的科

研项目和学科教育培养高层次科普人才。这些

科普人才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具有较宽广的视

野和较强的创新能力、能为科普事业的总体发

展搭建系统的理论架构，并能在各种具体的科

普实践岗位上带领队伍开拓创新的人。这种培

养方式可以包括委托培养、访问交流、项目实

训等较长周期的学习和训练。
4.3 抓好支撑科普人才发展的资源建设

一是应该抓好支撑科普人才培训和培养的

资源建设。应当抓好科普人才培训和培养所用

的教材体系的建设，借助科普人才培训和培养

项目搭建科普理论的学科体系，用于培训和培

养科普人才，并着眼于引导科普事业的长期可

持续发展。应当抓好用于培训和培养科普人才

的机构或“点”的建设，建好师资队伍，并配

备必需的软硬件条件，使其能够高效地承担

“十二五”期间的科普人才培训和培养任务。

二是应该抓好支撑科普人才自我提高的公

共资源建设。应当抓好服务和促进科普人才学

习提高的网络信息平台建设，为科普人才的提

高提供自主学习、经验交流的条件。对于多数

科普工作者来说，只能参加时间极为短暂的培

训，在培训期间所学到的只是最基本的理念和

方法，而主体的学习内容只能在培训过程结束

之后，主要通过自学的方式完成。

展望未来，400 万“素质优良”的科普人

才队伍，将能通过多种科普工作形式，向农

民、城镇居民、企业职工、广大青少年、领导

干部和公务员等群体进行更加广泛和扎实有

效的科学技术普及，必将有力地带动全民科学

素质的提高，并为我国长久可持续发展奠定扎

实的人力资源基础。因此，科普人才建设工

作，任务虽然艰巨，但使命却很光荣。我们一

定要扎扎实实设计好、落实好各项建设措施，

切实完成 《科普人才规划》 所规定的各项重要

任务，使纸上的宏图真正能成为现实，助推我

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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