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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s gradually reflected in the competition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capacity，

[摘 要] 随着国际竞争逐渐体现为国家创新能力的竞争，各国政府纷纷加大了国家创新政策保障体系的建设。

近年来，在科技先行国家的创新政策体系中，科学传播与普及逐渐成为政策保障的重点。本文通过对英国近

年来创新政策中对科学传播与普及工作的战略部署的梳理，特别是科学基金会等科研项目资助管理机构，在

科研项目立项、执行、验收以及成果发布各环节的管理规定进行分析。对英国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科学传播

与普及政策设置理念、路径选择以及最佳实践进行了系统研究。最后结合我国国家创新体系中科学传播与普

及工作的支撑现状，提出几点思考和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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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countries have stepped up their national innovation policy system. Specifically，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policy guarantees in innovation policy system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is essay studied on the science communication item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policy system in UK. At the
mean time, sector norms of some science foundations （RCUK） were anglicized in terms of regulations for application
conditions，execution supervision, project assessment and research publication. The analysis covered policies set concept，
the path selection and best practices of UK national innovation policy system. At last，considering China innovation policy
context，major problems and relevant solutions in China innovation policy system were put forward.
Keywords: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research combined with science popularization；Research Council
of UK (RCUK)；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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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创新能力建设与科学传播与普及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日

益发展和国家实力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

活水平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强调物质需求逐

步转变到越来越多的精神需求，过去以劳动力

密集型为主的产业模式也迫切面对向知识和

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式转型的压力。在这个转

变过程中，整个国家迫切需要从新知识、新技

术、新创造和新发明中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以

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整体面向创新的社会大

形势和大环境下，各种层次的创新成果不是通

过单一的个体力量或在简单的范畴内就可以

落实的，需要在国家主导的全社会各个阶层和

单位参与并通力合作下、在科学有效的政策和

措施的引导下，才能逐步完善、发展和提高，

最终达到预期的效果。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 指出，我

国在 2020 年前的科技工作指导方针是“自主

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其

中自主创新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就是要适应不断变化

的时代要求，为国家各层次创新成果的产生提

供良好的保障和源源不断的动力。创新体系作

为一个系统工程，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紧密

联系在一起，社会公众整体的科学文化素质水

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创新体系的产出质量

和效率。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 （2006—2020 年）》 中对国家创新体系的表

述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基

础作用、各类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

社会系统。现阶段，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

设的重点：一是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

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并将其作为全国推进国家

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二是建设科学研究与

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三是建设

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四

是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五是

建设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从以上内容来看，无论是企业、市场、教育、

军民结合，还是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

务体系，都是需要全民参与的整体社会活动，

公民的整体科学素养水平成为影响国家创新体

系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也说明无论从社会

经济建设需要，还是从创新体系自身构建与发

展的需要出发，将科技知识从各个专业领域向

社会各阶层公众快速有效地传播与普及是我国

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科技知识最集中的产出单位就是拥有大量

高端科技人才和设备的各级高等科研院所，他

们不断产出的科研成果包含了最先进的科技知

识和最优秀的科学思想。如何有效地将高端科

研过程和成果科普化并传播给各阶层公众，提

高广大群众科学文化素质，并同时反过来促进

和监督科研的进一步发展，最终达到一个良性

的互动循环，也就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和迫切

需要解决的任务。在我国不断增强的科研实力

基础上，有效解决国家创新体系中科研与科普

有机结合的问题，将人力、财力、物力等科研

资源优化配置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不仅能够

把具体的科技知识转化成产业促进国民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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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速发展，还能够转化为科普资源惠及公众，

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这对更好地推动

科技进步、培养高端科技人才、促进社会文明

发展、保障国家和谐稳定都有积极的现实意

义。本文通过以英国为代表的科技先行国家创

新政策体系的框架设置与政策保障，特别是对

英国研究理事会的科学传播与普及的相关政

策与实践进行深入挖掘，寻找对我国具有借

鉴意义和可操作性的规章制度和路径方法。

2 科学传播是英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
作为欧盟主要成员国之一，英国已经将面

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与普及作为重要战略任务，

纳入国家创新政策与创新体系构建当中，并

要求各类国家级科研项目计划中纳入科学传

播目标和工作内容。英国各届政府对科学传

播工作日益重视，国家层面的科学传播工作

由英国商务、创新和技能部 （BIS） 进行整体

规划，并逐渐明确和丰富了政府的责任：向公

众解释科学技术与日常生活的相关性；激发青

年人对科技的兴趣，鼓励他们投身科技事业；

给公众提供条件，让他们了解最新科技发展

动态，并就相关问题展开广泛讨论；保障科

技界和公众对话渠道的畅通，特别是那些涉

及道德和社会的问题；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

水平，使公众能够更好地与科学家进行对话

交流，同时也加强和促进科学家对公众的关

注和了解。

1993 年 5 月，英国政府发表了题为 《实

现我们的潜力》 的科技白皮书。在这份引导英

国科技走向 21 世纪的纲领性文件中，英国政

府首次明确提出要增强公众对科学、工程和

技术重要性的认识。白皮书阐述了英国政府

科技发展的总体战略，并将促进公众对科技

的理解作为科技发展战略之一。为此，贸工部

（DTI） 下的科学技术办公室 （OST） 成立了公

众理解科学技术与工程 （PUSET） 领导小组，

指导全社会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管理公众理

解科学计划。根据科技白皮书的要求：英国政

府在面向公众的科学普及中要实现两个目标：

（1） 通过科普活动，激发青少年对科学、工程

和技术的兴趣，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少年追求科

学、工程和技术职业；（2） 提高公众了解科

学、工程和技术知识的水平，使公众能就科技

领域产生的一些公共议题进行更有效的公开

辩论，从而强化民主决策。

为实现上述目标，按照白皮书的要求，英

国政府于 1994 年 1 月启动了公众了解科学、工

程和技术计划，并授权贸工部科技办公室负责

管理和实施。资助经费逐年增加，1997—1998

财年资助经费为12万英镑；2005—2006 财年至

2006—2007 财年，资助经费从每年 425 万英镑

增长到超过 900 万英镑，增幅超过 50%。从

2010 年英国商务、创新与技能部的 《2011—

2014 科技投入预算书》 [1]中可以看出，从 2011

年至 2014 年每年的“科学与社会”项目投入均

为1300万英镑，总计为5200万英镑。

2004年 7月 12日，英国 3个科技关键部门

联合发布了 《英国 10 年 （2004—2014） 科学和

创新投入框架》，将英国未来的战略目标分解成

6大项。其中第 6 项是：增加英国社会对科学研

究和创新应用的信心和理解。要采用各种方式

改善公众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加大媒体宣传，

扩大科学家和科技决策者与大众的沟通和交流，

引导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建立对科学的信心。

英国政府现行的科研计划包括：政府制定的各

科技计划和政府各行业管理部门制定的科研计

划。主要有技术预测计划、“发挥我们的潜能”

奖励计划、科学与工程合作奖励计划、“联系”

计划、小型企业研究与技术奖励计划和公众认

知计划等。公众认知计划就是一个科普计划，

主要用于提高人们对科学、工程与技术为英国

经济繁荣和生活水平提高所起作用的认识水平；

提高公众对一些科学术语、概念和事物等的理

解水准；同时鼓励年轻一代从事与科学和工程

相关的职业。该计划主要是支持并资助英国科

技促进协会 （BA）等组织的有关活动[2]。

2008 年 3 月，英国政府出台 《创新国家》

白皮书，强调创新对英国未来的繁荣和应对气

候变化的挑战至关重要，旨在把英国打造成为

世界上最适宜创新企业和创新公共服务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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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白皮书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以确保英国

企业和人民从创新需求产生的机遇中受益。在

最新的白皮书中，“科学与社会”作为一个主

要的独立模块，英国政府组成了 5 个顾问团

队，分别针对“科学与社会”的 5 个层面的问

题做专门的政策研究，并为政府制定相应的行

动计划。目前，这项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英国

政府的科普与科研结合战略产生了巨大的社会

和经济成效，英国公众对科学技术持积极态度

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76%增长到 2008 年的

82%，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创新国家建设的进程。

2008 年，在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的倡

导下，多家民间组织、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发

表 《公众参与宣言》，承诺积极承担面向社会

公众的科普责任。在英国高等教育基金管理委

员会 （HEFCE）、英国研究理事会 （RCUK） 和

英国维康信托 （Welcome Trust） 的资助下，投

资 950 万英镑建设公众参与国家协调中心

（NCCPE），以实施为期 4 年的“公众参与指导”

项目，该项目旨在建立一个跨文化的高等教育

界研究氛围，以大学为基础，在基金帮助支持

下，奖励和发展研究机构的科普能力[3]。其中，

英国研究理事会下设的 7 个专业理事会等相关

机构，同样也将科普作为独立板块，纳入其整

体的科研计划中。例如： （1） 英国科学技术

设施理事会 （STFC） 专门设立了“科学与社

会”类项目，设置不同规模的资助基金来支持

科研人员直接开展科普工作，并鼓励科研人员

将前沿的研究成果普及给公众； （2） 英国工程

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EPSRC）直接设立“公

共传播培训”项目，鼓励发展公众科学传播的技

能，并提供经费支持科研团队的科普技能培训。

3 英国科学基金会在科研项目管理的各阶

段均明确科学传播任务和要求
英国研究理事会要求在科研项目各个环节

中嵌入科学传播目标和工作内容，科研计划和

项目中涉及立项、执行、验收及成果发布等的

规章制度里，都有对其明确的要求。
3.1 科研项目立项中的科学传播与普及要求

英国研究理事会在其 《研究理事会资助条

款 2010》 中，对受资助的项目有明确的科普

要求，即项目承担者应积极向公众传播研究内

容、提升公众对科学研究作用的认知，并且受

资助的研究组织和研究者有责任开展对公众

感兴趣科技事件的研究[4]。研究理事会还特设

专门计划，为这些活动提供额外的支持。除此

之外，研究理事会的 7 个子理事会也根据自身

科研项目的科学传播特点，在此基础上做了更

具体的要求。

英国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研究理事会

（BBSRC） 在项目申报书中[5]明确要求，受资助

者应该促使其研究成果广泛传播，要求申报书

中对研究者投入科普活动的时间、活动内容和

实施方案都要有详细的设计。BBSRC 要求申

请人在项目申请时需提交一份说明其研究目

的和研究本质的简明摘要，供公众理解和阅

读；制定一份公众参与的活动计划，计划中应

涵盖其拟开展科学传播活动的目标受众和主

要内容；在项目申请书中明确每年有 1~2 天

用于完成申请书中已制定的科学传播活动；项

目申请者须向 BBSRC 提交其面向公众开展科

学传播活动的内容及方式。除此之外，BBSRC

要求项目承担者面向公众传播自身研究情况，

并推荐运用多种传播方式开展科学传播与普

及工作，包括在适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

或在 BBSRC 的科学传播部门协助下与企业和

学校联合开展科学传播活动；BBRSC 要求项

目承担团队开展展览、新闻发布会等公共活动

以传播自身的研究成果。
3.2科研项目执行与验收时的科学传播与普及要求

从 2001 年开始，英国研究理事会的科研

项目评审工作开始使用规范的表格来考查科

普和其潜在效果指标的影响程度。RCUK 的专

业理事会也在评估时重视科普活动的考察。例

如：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 （MRC） 将科普工

作细化为评估指标进入评估环节，具体要求如

是否在科研执行中按照项目申报书所述开展

了面向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以及开展程度和

效果如何等[6]。

英国科学和技术设施理事会要求其各委员

会增进科学界与公众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了解。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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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接受资助的机构和个人将资助资金的 1%用于

相关扩展工作。同时，该委员会还提供基金，专

门资助公众理解科学的各类项目。英国自然环境

研究理事会 （NERC）要求项目承担人在项目进

展过程中，及时汇报与媒体接触的情况，理事会

的传播团队也为项目承担人提供开展各类科普活

动所需的策划、培训等帮助，研究理事会还提供

研究生的媒体技能培训[7]。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

会 （ESRC）试图在研究工作的每一过程吸引用

户的参与，资助金额的 5%将用于针对非学术群

体的外延项目和传播活动[8-9]。
3.3 英国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的案例分析

这里以英国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为

例，从项目申请、执行、评估和成果表达的管

理上，分析 EPSRC 将科学传播与普及的制度

建设[10]。

首先，EPSRC 在研究项目框架中单列公

众参与的研究专项并将相关培训列入直接投

入经费。具体内容包括：高级媒体伙伴项目和

公共传播培训。前者的目的在于帮助科学研究

团队中的带头人投入时间多在媒体露面。这个

资助的目的是通过广播和文字媒体提升公众

对物理科学、工程和数学的参与程度。后者鼓

励发展公众科学传播的技能，并将提供经费支

持研究团队的培训。

其次，在项目的申请过程中，对同行评

议的专家提出评审要求，即在同行评议中要

考虑项目申请书对成果表达的说明，即其研

究计划的预期成果是不是包括对公众理解科

学有积极作用。再次，EPSRC 在项目完成的

结题评估中，理事会要求项目承担者提供相

关材料和报告，用以证明项目承担者已将研

究成果广泛发布。在成果发布中，不仅要考

虑到学术领域的出版和发表，还要包括对普

通用户和其他社会公众对研究成果的了解和

认知。

最后，在研究成果表达上，EPSRC 希望

项目承担者应用多种多样的媒体表达科研成

果。科学与社会研究者将参与让公众参与科

学的活动。每个研究项目的成果，应以不同媒

体形式传播给公众，资助的细节可以在

EPSRC 的网站上找到。

4 我国政策现状及思考
通过对英国政府和英国研究理事会科学传

播政策的梳理，并对比分析我国相关政策的现

状，我们有如下的思考和建议。
4.1 科研活动中嵌入科学传播目标与任务的相关

研究亟待加强

我国在科研活动中嵌入科学传播目标与任

务的研究起步较晚，纵观我国在本领域的研究过

程和状况，尚处于不断聚焦、与实践紧密结合的

发展过程中。总体而言，我国在本领域的研究仍

然较为薄弱，这直接导致目前我国本领域的积累

不足。另外，对我国现有科研部门开展科学传播

与普及活动的调查、评估和理论指导不足，现有

研究多属于自发状态，研究的问题也从研究者自

身兴趣出发，研究重点多侧重意义和必要性的理

论描述，缺少真正能从实践层面指导科研部门从

事科学传播和普及工作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科研

机构开展科学传播活动的主要方式、工作机制和

管理模式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成果，不能很好地

解决科研管理部门的管理与服务需求。
4.2 国家和科研管理部门的相关政策和经费保障

仍须落实

我国科技政策较早就对科研与科普相结合

提出要求，如 1994 年 《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

工作的若干意见》、2002 年 《科普法》 等，彰

显了国家推行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巨大决心。

但目前政策环境仍然难以对科研与科普结合形

成有力支撑，如政策中关于科研与科普结合的

规定多表现为简单的重复，各项政策之间缺乏

纵深的配套支持，缺乏关于科普人才队伍建设、

经费保证、科普内容等配套细则；政策内容多

以“鼓励”、“支持”、“引导”等“温柔”形

式出现，缺少刚性约束；政策中也缺少推进目

标实现的有效举措；加之对现有政策的执行监

督不力，大大限制了现有政策的执行效力。

另外，虽然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内

的我国主要科研管理与资助机构也在进行基础

研究与科学传播相结合的实践探索，但目前我

国科研计划中的科学传播任务还较为薄弱，并

张香平 刘 萱 梁 琦 国家创新体系中科学传播与普及的政策设置及路径选择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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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在制度和经费层面得到根本保障，科学传播

作为专项内容列入重大科研计划的比例很低，

经费资助明显不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1997

年 7 月成立了科普办公室、设立了科普经费并

资助开展了一些有意义的科普活动。从 2001 年

开始，设立科普专项项目。从科普专项经费的

执行来看，经费支持十分有限 （以 2009 年为

例，科普专项经费为 200 万，支持了共 10 个项

目），且不属于自由申请项目，采取各学部组织

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推荐。到目前为止，经费

增加到每年 500 万元。

目前，我国科普嵌入国家重大科研计划尚

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管理规范。
4.3 科学传播服务内容与形式的不断创新是使其

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相关调查显示，我国公众对国家科学技术

发展一直持积极的支持态度，然而由于科研与

科学传播资源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科普基础设

施建设不能满足需求、科学传播人才队伍缺乏

培训和激励制度等问题，使得我国公众对国家

科技发展及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关注度和知

晓度均较低；又由于公众理解科学及科学素

养水平整体偏低，导致我国公众不能有效地

参与国家公共科技活动和事务。

英国相关组织机构在科研项目中开展科

学传播与普及工作的途径[11]，主要可以归纳为

专项项目与计划设置、专项经费资助、教育

与培训、出版发布与资源共享等 4 类主要途

径。各类途径中开展科学传播活动的方式方

法是灵活多样的；另外，在科研组织机构中

设置专门的科学传播与普及团队，或者聘用

专业的科学传播人员开展科学传播工作都是

在源头上确保其科学传播质量和效果的解决

方案。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借鉴科技先行国家

的成功经验、加强深化相关研究、落实国家和

相关机构的政策经费保障、设立专业科学传播

机构和部门采取丰富多彩的科学传播手段开

展活动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有机嵌入科学传

播和普及工作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我国科

研与科普协调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繁荣社

会文化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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