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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基金工作中科学传播问题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程东红在双清论坛上的讲话

双清论坛是一个在学界享有盛誉的高端

科学论坛，已经成为基金委的品牌活动。本

次论坛能以科学基金中的科学传播问题探讨

作为议题，充分说明了基金委对科学传播工

作的重视。

与大家分享三点认识。

第一，个人对论坛主题的理解。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科学基金中的科学传

播问题探讨。根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第二条，国家设立自然科学基金，用于资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规定的基

础研究。所以，科学基金中的科学传播问题，

应该主要指基础研究中的科学传播问题。我

认为这个问题，似有两个维度。一是科学基

金工作的传播，这是传播学意义的科学传播。

另一维度是通过基金资助的杠杆作用，支持

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开展科学传播。我个

人认为，此处的科学传播应该不仅仅指科普，

而是科学技术的教育、普及与传播。那么，

当我们从以上这两个维度来探讨科学基金中

的科学传播问题时，虽然所说的科学传播内

涵是不同的，但是有共同的特征，即探讨

Science Outreach，或者说两个维度对科学基金

和科学传播问题的探讨聚焦于一个共同的方

面，就是科学基金以及基金项目的社会影响

（Social Impact）。近年来，在欧洲科学界非常

热烈讨论的一个概念，即 Science in Society，

十年前是 Science and Society。我们今天讨论

的基础科学研究中的科学传播问题，实际上

无论是讨论基金工作的传播，还是通过基金

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开展科学传播，

我们这个主题，本质上是关于社会中的科学

基金。这体现出基金委把科学基金放在中国

社会大背景中，而不仅仅是放在中国科学的

背景中来进行思考的宽广视野和战略谋划。

科学传播有面向科学界的传播和面向公众的

传播，我个人认为，当我们注重基金的社会

影响的时候，我们是否能把讨论的科学传播

问题前面加一个限定词———公众，即公众科

学传播 （Public Science Communication）。我们

更聚焦的是科学基金支持的基础科学研究怎

样与社会进行互动。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

预示着基金委对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第十五条提出的基金项目评审的四个方面评

议标准中间，社会影响这个方面的内涵将有

重大突破。按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基金项目的评审应该是从科学价值、创新性、

社会影响、研究方案的可行性四个方面进行

评议评审。那么基金项目的社会影响到底意

味着什么？期待通过今天的讨论，对这个问

题的认识有一些新的和拓展的贡献。

第二，进入到这个主题以后，看到的是这样

三个关键词：大背景、高层号召和机制挑战。

大背景。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今天各位

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这一重要命题，是

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必然之举。这个背景，

就是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对科技工作者参与科

学技术的教育普及与传播工作发出了强烈的

呼唤。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当代发展也要

求我们对科技发展的价值判断和理性思考，

要引入更多的、更宽广的战略的谋划。

高层号召。引用胡锦涛总书记的两段话。

一是在 2004 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胡锦涛总

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科技工作

的两个重要方面，广大科技人员特别是两院

院士，要承担起向全社会传播科学知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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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重任。在全

社会进一步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

用科学的浓厚氛围和良好风尚。四年以后，

在 2008 年纪念中国科协成立 50 周年大会上，

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强调，科技工作包括创新

科学技术和普及科学技术这两个相辅相成的

重要方面。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普及科学技

术、促进广大人民群众深入了解科技知识作

为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努力成为科学知识

的传播者、科学方法的实践者、科学思想的

倡导者、科学精神的弘扬者。

高层号召的回应和落实遇到机制的挑战。

所谓机制挑战是指科技界响应高层号召时，

往往不得不面对不支持我们完成任务的种种

边界条件。归纳起来，主要是人才培养和动员

机制、科普投入和产业发展的保障机制、监测

评估和考核激励机制、科研与科普结合机制。

期待今天，在科研与科普结合机制上，听取各

位专家的创新性、创造性的考虑。对于机制挑

战的迫切性，刘延东国务委员在 2010 年底听

取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的汇报时，针

对四个机制都有讲话，但是特别对科研与科

普结合机制下一步如何做，有明确的要求和

路线图。刘延东国务委员在听取全民科学素

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工作汇报时指出，要建

立科研与科普结合机制，要将科普工作作为

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的有机组成部分。在

不涉及保密的情况下，使公众能够及时了解

科研的最新发现和科技创新的最新成果。国

家重大工程项目、科技计划项目和重大科技

专项，可考虑在立项时增加相应的科普任务，

验收时要对科普效果进行评价。承担国家科

技项目的科研团队、企业、高校和广大科技工

作者要在科研与科普结合上起到示范和带头

作用，为广大科技工作者作出表率。

科研与科普结合的机制，对于今天这期

双清论坛的主题来说，实际上是要聚焦基础

研究与科普结合的机制。再进一步聚焦，是

科学基金资助的基础研究项目与科普的结合。

期待着科学基金工作在支持科研与科普结合

的机制建立与创新上，能够起到带头和引领

作用。机制带有基础性和根本性，期待本期

论坛能聚焦机制，为基金委在基金工作支持

基础研究与科普结合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提

供理论的思考，也为中国科协推动全民科学

素质纲要的实施提供理论的支持和支撑。

第三，对几个问题的提问。

作为一名科普工作者，基础研究与科普

结合问题，是我长期思考的。因此，提出两

个问题，求教于各位，并期待争鸣。

第一个问题，基础研究与科普结合的动

因问题。即推动基础研究与科普结合内在的

动力和需求是什么？看到一些文献，众说纷

纭，但可概括为单向需求，还是双向或是多

向需求。单向需求，是说把我们研究的科研

成果、具有或学到的知识，传播或者分享给

公众。双向需求，是说基础研究与科普结合，

既有公众的需求，也有科研本身的需求。还

有的文献把更宏观的需求作为第三个需求，

即科学界之外的需求分为宏观需求和微观需

求来看。机制的建立是要针对动因来建立合

适的机制，这就需要知道推动基础研究与科

普结合的动因到底是怎样的需求。设问的另

一个角度，基础研究与科普结合的动因需求，

是技术层面的需求，即是应用的、效用的需

求，还是文化层面的需求？我个人理解，应

该是价值观方法论两方面需求的结合。就文

化价值方面谈一点个人的看法。基础研究与

科普结合，比较多的文献说的是要让科学精

神、科学方法、科学的价值观在社会的传播

来帮助抵御愚昧迷信。我认为还应注意在做

研究或者判断研究价值和它的伦理、社会责

任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到一个社会的大的场

景和价值判断里来讨论。

第二个问题，关于措施。有了理念，有

了概念，找到需求和动因以后，一定要针对

需求明确任务，然后把任务变成要求。一是

关于任务。任务是明确具体的，还是笼统的；

任务是明确在项目完成之后，还是将任务放

在整个科研的过程之中。二是关于要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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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科技先行国家科研与科普结合的机制

进行研究时，发现措施是不一样的。在经费

预算和使用方面的要求，有的是单列一块，

有的是将其放到整个任务的整体里面。关于

任务的要求，有的体现于申请的评议评审阶

段，有的体现于结题评估阶段。那么，对于

中国科学基金现在的发展，科研与科普结合

的要求应该放在哪儿？期待大家能够贡献出

精彩的智慧的想法。

最后，我想用这样一段话结束今天的发

言：有三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会议，请大家不

要忘记。

第一个会议是 2007 年 8 月 28—30 日，香

山科学会议召开了以“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测

评体系与科学传播战略研究”为主题的第 307

次学术讨论会。据我所知，这是在中国科学界

享有盛誉的香山会议第一次把科学传播作为

主题。第二个会议是 2012 年 5 月 12—13 日，

美国科学院举行了赛克勒学术讨论会。这个

以“科学传播的科学”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

标志着以实证为基础的关于科学传播的社会

科学研究成果进入科学院视野，在国际科学

界和科学传播研究界倡导以实证研究作为研

究方法。我觉得这一会议意义重大，并鼓励

中国从事“科学传播的科学”的研究者用实

证科学的方法来推动公众和学界对科学传播

的认识。第三个重要的会议是今天的第 75 期

双清论坛，它标志着科学传播已经成为我国

科学基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科协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和科学界

的各位同道和各位朋友一起，尽我们的力量

来推动这件事情。

谢谢。

渊责任编辑 张南茜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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