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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的重要方面，所以科

普政策是科技政策的组成部分。 《国家中长期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

（以下简称 《发展规划纲要》） 指出，要“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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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并结合我国科普和科普政策法规的现状，探讨了科普政策的涵义，提出我国科普

政策法规的基本体系，并对重要的全国性的科普政策和法规进行了梳理。并在调查问卷和数据研究分析的基

础上对我国科普和科普政策法规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关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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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政策作为国家公共政策的基础地位”[1]，

因此科普政策也是我国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

分。按照公共政策的有关理论我们认为：科普

政策是国家机构或执政党为促进科学普及事业

发展，制定并付诸实施的具有权威性的行动准

则。科普政策包括各种有关科普的法律、政

策、规划、纲要、命令等。

1 我国科普政策的基本体系和主要的科普

政策
1.1 我国科普政策的基本体系

根据科普政策制定的主体，我国科普政策

体系主要包含以下三大部分：全国性科普法

规、政策、纲要和规划；部委和行业科普政策

和意见；地方性科普法规、政策、纲要和规划

等。见图 1。

图 1 中“专门科普政策”是指专门针对科

普制定的有关政策。“相关科普政策”是指虽

不是专门的科普政策，但政策内容涉及科普工

作的很多方面，如 《发展规划纲要》 中涉及

很多科普工作的内容和要求。

1.2 重要的全国性科普法规、政策和纲要

按照图 1，我们将全国性科普法规和政策

分为科普法律和法规、专门的科普政策、相关

科普政策三部分。
1.2.1 科普法律和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 我国宪法第 20

条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

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

和技术发明创造。”在国家根本大法中确立了

科普工作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3] （以下

简称 《科普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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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通

过。这是针对我国科普领域制定的一部重要法

律，标志我国科普工作进入法制化轨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 [4] 1993 年颁

布。该法于 2007 年进行修订并于 2008 年 7 月

起施行，第五条规定：“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普

及事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全体公民的

科学文化素质。”该法确立了科普在国家科技

进步中的重要地位。
1.2.2 专门的科普政策

《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 [5]

1994 年 12 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这

是我国针对科普工作的第一个全面规范性的

文件，对新时期科普工作起到了指导性作用。

国家科普联席会议制度 1996 年，由原国家

科委、中宣部、中国科协、中科院、教育部等

11 部委组成，目的是加强对全国科普工作的

组织、领导和协调。

《2000—2005 年科普工作纲要》 [6] 1999 年，

由科技部、教育部、中宣部、中国科协等九部

委联合制定发布，明确指出新世纪我国科普工

作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三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 分别于 1996 年、

1999 年、2002 年召开，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

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各个时期科普

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方向。

《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科技活动周”的批

复》 [7] 同意自 2001年起，每年5月的第三周为

“科技活动周”，在全国开展群众性科学技术普

及活动，调动全国人民参与科普的积极性。

《七部委联合通知要求切实做实科普宣传》 [8]

2003 年 8 月，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科技

部、文化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出，要求各地、各

部门切实把科普宣传工作做好、做实。

图1 我国科普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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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鼓励科普事业发展税收政策问题的通

知》 [9] 2003 年 5 月，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海关总署等五部委联合发布，这是我国制

定的第一个专门针对科普事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2006—

2010—2020 年）》 [10] （以下简称 《全民科学素

质纲要》） 2006 年，由国务院发布。提出公民

科学素质建设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

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项基础性社会工程，

是政府引导实施、全民广泛参与的社会行动。
《关于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开展科普

活动的若干意见》 [11] 2006 年 11 月，由科技

部、中宣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七部委联

合发布，提出要充分发挥科研机构和大学在科

普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 [12]

2007年 1月，由科技部、中宣部、教育部、财

政部等八部委联合发布。提出加强国家科普能

力建设，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是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1.2.3 相关科普政策

《发展规划纲要》 [1] 2006 年，国务院发布。

特别提出：要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在

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推

广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加强国家科普能

力建设；建立科普事业的良性运行机制等。

《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 [13] 1995 年，

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强调要加强科普

工作，提出“用科学战胜迷信、愚昧和贫穷，把

人民的生产、生活导入科学、文明的轨道”。
《关于修改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

则〉的决定》第一次修改[14] 2004年 12月，科技

部第 9 号令，将科普工作纳入国家科技进步奖

的奖励范围，这是我国奖励制度的重大突破。
《关于修改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

则〉 的决定》 第二次修改 [15] 2008 年 12 月，科

技部第 13 号令。明确将科普工作纳入国家科

技进步奖社会公益类项目的奖励范围，改变了

我国科普激励机制几乎是空白的状况。
《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

知》 [16] 2008 年，由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指出“博物馆、纪念馆

免费开放有利于完善我国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

履行教育功能”。

2 我国科普政策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分析
我国一系列科普政策的出台，推动了科普

事业的发展，但在多年的科普研究和实践中，

科普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显

现：科普政策制定后，在配套宣传方面比较欠

缺，以致一些科普政策的公众知晓度比较低；

政策制定后，落实才是关键，正如美国学者艾

利森所言“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

定的功能只占 10%，其余 90%取决于有效的

执行”[17]，但一些科普政策却并未在各级各部

门得以真正执行和落实；科普政策制定后，到

底对科普工作起了什么作用，是否极大推动了

某项工作的进行，对此也少有评估。为深入了

解这些问题，我们设计问卷进行了调查。调查

对象为三部分：一是在 2010 年中国芜湖科普

展品博览会期间，前来参加有关论坛的从事科

技和科普工作的科研人员、企业人员和专家学

者 （统称为业界人士）；另外是前来参观博览

会的一般社会公众；会后我们又向安徽科技厅

有关人员发放问卷，也归入业界人士中。

问卷设计 15 个问题，共发放 110 份，收

回 97 份。表 1 和表 2 是填表人员的有关情况。

我们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以下

问题。

2.1 科普政策宣传薄弱

2.1.1 重要科普政策的知晓程度低

我们选择 1994—2007 年间发布的七个重

要的国家科普政策和法规进行知晓程度的调

查，结果显示：业界人士中，知晓度最高的是

表 1 填表人员的职业（单位：人）

职业 科研人员 国家机关人员 企业人员 大学教师 中小学教师 医务工作者 社会团体人员 学生 离退休人员 其他 合计
人数 15 14 17 6 3 3 4 28 3 4 97

裴世兰 汪丽丽 吴 丹 等 我国科普政策的概况、问题和发展对策实践新知

43



总第渊010冤 期第 3卷 总第渊01圆冤 期第 3卷 总第渊016冤 期总第渊010冤 期第 3卷 总第渊01圆冤 期2012 年4月 第 7卷 总第 渊037冤 期2 2012 年4月 第 7卷 总第 渊037冤 期2 2012 年8月 第 7卷 总第 渊039冤 期4

《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其次是 《发展规划纲

要》 和 《科普法》，其他科普政策的知晓程度

都低于 50%，其中“一个科普政策都不知道”

的比例达 13.89%；一般公众中，排在第一位

的 竟 然 是 “ 一 个 科 普 政 策 都 不 知 道 ”

（42.62%），尽管其中包括教师和医务工作者

等知识分子。见表 3。
2.1.2 科普政策的宣传力度小

调查显示，不论是业界人士或是一般公

众，认为政策宣传一般和宣传不充分的占有最

大 比 例 ， 二 者 之 和 分 别 高 达 72.22% 和

73.77%；业界人士认为科普政策宣传很差的

占有较高比例达 13.89%。见表 4。
2.1.3 媒体对科普政策的宣传有待加强

调查显示，业界人士了解科普政策的渠道

主要是工作关系 （72.22%），其次是网络，而

从报纸、期刊和电视等传统媒体获得信息的比

例较低；一般公众了解科普政策信息主要来自

网络和电视，其比例都为 39.34%；总体看传

统媒体对科普政策宣传力度小，基本排在后几

位，特别是广播。我国已进行多次公众科学素

养调查，调查显示大众媒体仍然是公众获取各

类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所以大众媒体对科普

政策的宣传力度有待加强。见表 5。

另外，笔者曾对报纸科普的状况进行过专

门调研，发现报纸对科普政策的报道篇幅很

少，媒体对科普政策的宣传缺乏足够的重视，

宣传意识也有待提高[18]。调查详细情况参见

《报纸科普的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一文。

2.2 科普政策执行和落实力度有待加强

2.2.1 认为科普政策执行不好的比例很高

调查显示，不论是业界人士还是一般公

众，认为科普政策执行一般的占有最高比例，

表 2 填表人员的学历（单位：人）

学历 高中、中专及以下 合计
人数 17 28 97

大专、高职 本科 研究生
14 38

表 3 对科普政策知晓情况

调查对象
科普政策

《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需要
的若干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
及法》
《关于鼓励科普事业发展税收
政策问题的通知》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 （2006—2020 年）》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2006—2010—2020 年）》
《关于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
放开展科普活动的若干意见》
《关于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
的若干意见》
上述任何一个政策都不知道

总数 （人）
科技、科普业界人士

15

一般公众
人数 （人） 占比 （%） 总数 （人） 人数 （人） 占比 （%）

24

16

25

28

14

17

5

41.67

66.67

44.44

69.44

77.78

38.89

47.22

13.89

36

9

16

8

17

14

14

20

26

14.75

26.23

13.11

27.80

22.95

22.95

32.79

42.62

61

表 4 科普政策宣传的程度

对 象
宣传力度

宣传充分
宣传较充分
宣传一般
宣传不充分
宣传很差

总数 （人）
科技、科普业界人士

1

一般公众
人数 （人） 占比 （%） 总数 （人） 人数 （人） 占比 （%）

4

8
18

5

36

02.78
11.11

22.22
50.00

13.89

4
8

30
15

4

61

06.56
13.11

49.18
24.59

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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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了解科普政策的渠道

对 象
渠 道

报纸
图书
期刊
电视
广播
网络
他人转述
工作关系

总数 （人）
科技、科普业界人士 一般公众

人数 （人） 占比 （%） 总数 （人） 人数 （人） 占比 （%）

36 61

3
2
2
4
0
7
6
26

08.33
05.56
05.56
11.11

0
19.44
16.67
72.22

16
12
8
24
4
24
7
14

26.23
19.67
13.11
39.34
06.56
39.34
11.48
22.95

认为执行不好的也占有很高比例，二者之和分

别高达 77.78%和 73.77%；业界人士认为科普

政策未执行的比例达 5.56%，而一般公众也达

4.92%，说明在科普政策执行方面还存在盲

点。见表 6。

2.2.2 影响科普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是宣传力度不够

调查显示，认为政策宣传不够的比例都排

在第一，业界人士高达 63.89%，一般公众达

47.54%；从业界人士来看，认为相关单位认识

和行动不足的比例高达 61.11%，排在第二，

认为领导不重视不检查的比例达 44.44%，排

在第三，认为科技体制不完善的为 41.67%，

排在第四；从一般公众来看，认为科技体制不

完善的比例达 37.70%，排在第二，值得注意

的是，一般公众认为公众不关心的比例高达

34.43%，排在第三，这可能和公众认为科普与

自己无关或未受益于科普有关，说明公众对参

与科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待提高。见表7。

2.3 缺乏对科普政策的评估和总结

2.3.1 有必要对科普政策进行评估的呼声最高

调查显示，认为很有必要对科普政策进行

评估在两个组中均排在第一，分别高达 75%

和 60.66%，说明公众普遍认为应对科普政策

及效果进行评估。见表 8。
2.3.2 当前亟须加强对科普政策进行评估的比例

最大

调查显示，认为科普政策评估亟须加强的

比 例 均 排 在 第 一 位 ， 分 别 达 55.56% 和

54.10%；认为科普政策评估做的不好的和认

为几乎没有看到的分别位于第二和第三，这特

表 6 关于科普政策执行和落实情况

对 象
执行落实

执行好
执行较好
执行一般
执行不好
未执行

总数 （人）
科技、科普业界人士 一般公众

人数 （人） 占比 （%） 总数 （人） 人数 （人） 占比 （%）

36 61

1
5
15
13
2

02.78
13.89
41.67
36.11
05.56

4
9
34
11
3

06.56
14.75
55.74
18.03
0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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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影响科普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可选 1~3项）

对 象
主要因素
领导不重视不检查
政策宣传不够
相关单位认识和行动不足
公众不关心
科技体制不完善
其他

总数 （人）
科技、科普业界人士 一般公众

人数 （人） 占比 （%） 总数 （人） 人数 （人） 占比 （%）

36 61

16
23
22
5
15
3

44.44
63.89
61.11
13.89
41.67
08.33

11
29
17
21
23
6

18.03
47.54
27.87
34.43
37.70
0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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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体现在业界人士中。见表 9。
2.4 希望加强的科普政策

对哪些方面的科普政策需进一步加强的调

查显示， 52.78%的业界人士认为加强科普人

才队伍政策是当务之急位于第一，一般公众组

也有较高认同比例为 39.34%；73.77%的一般

公众认为应加强青少年的科普教育政策位于第

一；50%的业界人士和54.10%的一般公众认为

应加强对科普资金的投入政策均位于第二；

36.11%的专家和 29.51%的一般公众认为须加

强培育扶持民间科普力量；36.11%的专家和

31.15%的一般公众认为须加强科普活动政策；

此外加强科普税收优惠政策和科普产品研发政

策等也都有较高的要求。见表 10。

3 我国科普政策法规发展的建议
3.1 重视、加强对科普政策法规的宣传和普及

《科普法》 指出：“各级人民政府领导科

普工作，应将科普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为开展科普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

和条件。”[3]有关领导应从提高国民科学文化

素质的高度加大对科普政策的宣传，加强对

有关部门的领导、督促和检查，采取多种方

式发挥各方面优势，使科普政策和精神深入

广大公众之中。

各类媒体要充分重视对科普政策的宣传。

传统媒体中报纸和期刊可通过科普专栏和专

版、电视和广播电台可通过开设科普栏目和转

播科普节目等加大对科普和科普政策的宣传；

新媒体要发挥各自优势，综合性互联网特别是

科普网站应开辟专门区域介绍科普政策或上

传相关视频，利用网络论坛、博客、BBS、手

机报、微博等宣传科普政策，通过手持移动电

视、户外 LED 和楼宇电视等展播有关科普政

表 8 对科普政策评估的看法

对 象
必要程度

很有必要
可能有必要
部分政策有必要
没必要

总数 （人）
科技、科普业界人士 一般公众

人数 （人） 占比 （%） 总数 （人） 人数 （人） 占比 （%）

36 61

27
3
6
0

75.00
08.33
16.67
0

37
9
11
4

60.66
14.75
18.03
06.56

表 9 对科普政策评估状态的看法

对 象
看 法

好
较好
不好
没有看到
亟须加强

总数 （人）
科技、科普业界人士 一般公众

人数 （人） 占比 （%） 总数 （人） 人数 （人） 占比 （%）

36 61

1
0
9
6
20

02.78
0

25.00
16.67
55.56

3
6
11
8
33

04.92
09.84
18.03
13.11
54.10

表 10 需要加强哪些科普政策（可选 1~3项）

组 别
需要加强的政策

科普人才队伍政策
科普税收优惠政策
青少年科普教育政策
社会力量参加科普活动政策
科普资金投入政策
科普产品研发政策
培育扶植民间科普力量
科普传播活动政策

总数 （人）
科技、科普业界人士 一般公众

人数 （人） 占比 （%） 总数 （人） 人数 （人） 占比 （%）

36 61

19
12
11
9
18
8
13
13

52.78
33.33
30.56
25.00
50.00
22.22
36.11
36.11

24
14
45
8
33
16
18
19

39.34
22.95
73.77
13.11
54.10
26.23
29.51
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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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广告或节目。

在科技馆、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场

所加大对科普政策的宣传，通过科普画廊、宣

传栏或橱窗、设科普和科普政策专栏等宣传科

普政策。

优化科普政策法规的传播和反馈渠道，使

科普政策法规宣传更及时和准确。

3.2 加强科普政策法规的执行和落实

有关领导应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科普政策

法规的主要精神，制定好科普政策法规的执行

计划，确定政策执行人员和组织机构并做好相

应准备。

加强对政策执行人员的领导、教育和督

促，政策执行人员要全面、准确理解科普政策

的内容和精神，遵照忠实、民主、法制等原则

执行科普政策法规。

为更好执行落实科普政策法规，对某些科

普政策可先进行政策实验，在小范围内试行待

取得经验后再全面铺开。

加强对科普政策法规执行的检查、总结和

监控，建立奖惩机制。

一些重大的科普政策法规应制定实施细

则或研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以使科普政策

法规执行更有的放矢。

建立公民参与机制，发挥公民的积极性使

其在科普政策法规的执行和监督等方面发挥

应有的作用。

3.3 构建科普政策法规监测评估机制

政府部门要重视对科普政策法规的监测

和评估，并确定有关人员和机构具体负责。

对科普政策法规进行多内容评估，如科普

政策法规的需求评估、政策执行状况和过程评

估、政策效果和效益评估、影响评估等，以了

解科普政策法规制定和执行中的有关信息和

各种问题。

确定多元监测评估主体，可委托专门的咨

询或评价机构进行，也可进行自评估，还要重

视媒体和公众的评估，以保证评估的客观性、

公正性和全面性。

确立客观、公正和全面的科普政策法规

评估标准，采取多种评估方法，特别注意采

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估方法，使评估更

具科学性。

重视科普政策法规监测评估的结果和结

论，有关部门对评估情况应进行认真研究，以

利于今后更好地制定和执行科普政策法规。

政策评估需在了解多种情况和资料基础上

进行，有关部门应公开有关信息资料并在经费

上给予一定的支持。

3.4 其他有关政策建议

3.4.1 对现有的一些科普政策进行补充和调整

我国已出台不少科普政策法规，随着形势

的发展和需要，可在评估的基础上对现有的有

关科普政策进行补充和调整。

3.4.2 加强对重点人群的科普教育

根据青少年、农民、城镇居民和公务员四

类科普重点人群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教育和宣传，以带动全

民科学素质的整体提高。
3.4.3 开展全民丰富多彩的科学普及活动

我国已出台了“科技活动周”、“博物馆

日”等科普政策，调查显示公众希望开展并

参与到各种科普活动中，国家可出台更多有

关政策，在全社会或有关领域开展有针对性、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吸引全社

会力量和公众广泛参与，在全社会营造科学

普及的氛围。

3.4.4 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科学普及

《科普法》 指出：“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

任务。社会各界都应当组织参加各类科普活

动。”[3]可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和细则，要求各界

积极参与科普，及时检查各界开展科普的状

况，特别是科技、教育、文化和企业等。
3.4.5 加强对科普队伍人才的培养和教育

《全民科学素质纲要》 指出：“培养专业

化人才，发掘兼职人才，建立志愿者队伍，加

强理论研究，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提供人才保

障和智力支撑。”[10]要重视并加强对各类科普

人才的教育和培训，针对不同人员的特点及不

足制定培训办法和细则，特别要加强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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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思想、精神、文学、写作、艺术和传播

等方面的学习和培训。
3.4.6 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促进科普事业发展

出台有关政策鼓励科普机构和科技、教

育、文化、艺术、媒体、企业等加强联合和合

作。克服相互割裂、互不往来的体制缺陷，通

过联合和合作机制实现科普资源共享，寻求科

普效果最大化，创造高质量的科普产品。

3.4.7 在相关科研成果中增加科学普及的指标

科研人员有义务和责任向公众进行科学

普及，建议国家制定有关政策，明确要求科研

人员在完成科研项目的同时必须进行相关科

学普及，并作为今后再争取科研项目的参考。
3.4.8 鼓励民间科普机构积极参与科学普及

制定有关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机构

兴办科普事业，如民间博物馆、科技馆、科普

网站、科普企业等，从人力、物力、资金、税

收等方面给以一定支持，鼓励民间科普机构

进行科普研究和开发。
3.4.9 建立多渠道科普投入保障制度

除政府逐步增大科普投入外，也要制定

具体政策鼓励引导社会资金投入科普事业。

通过税收减免等鼓励企业或个人赞助、捐赠

科普事业，鼓励有关机构、企业、公司等增

加对科普的投入，支持境内外机构及个人资

金支持科学普及，鼓励科普机构从企业和民

间等社会渠道争取科普经费，设立科普基金

支持科普事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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