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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alents constru ction program is a significant measure， which emerges as
. The cultivation of

enterprises talents of SP is the core of the program. With the sample of science talents in steel industry in 29 cities 17
provinces and on the basis of open-ended questionnaire and statistic analysis of quanlitiztion，this paper tries to work outs
the cycle， time and will of enterprises talents of SP training. What’ s more， starting with the contents and prerequisite
competence of enterprises talents of SP training，we establish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the training. The research result can
not only offer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ur enterprises talents of SP， also provide a new mirror for the
exploration and training of othe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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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科普人才建设工程是应 《中国科协科普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而生的重要举措。
企业科普人才是科普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针对企业科普人才，以 4个直辖市和 17个省的 29个城市的钢
铁行业科技人才为样本，通过开放式的问卷与质化的统计分析，以期找到适合企业科普人才培训的周期、时点、

意愿，并从企业科技人才科普工作的内容与应具备的能力入手探求其培训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企业科

普人才培训课程体系。研究结果可以为我国企业科普人才的发展提供一条新的思路，也为其他类别科普人才的

培养与开发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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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的背景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培训是获取技

术与技能最普遍和最主要的途径。随着《国

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的部署与《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2006—2010—2020年）》的落实，进一步推动

全国科普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科协于
2010年 7月 28日发布了《中国科协科普人才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以下简称

《科普人才规划纲要》），指出到 2020年，企业
科普人才将达到 80万人[1]。有关部门对国家科

普人才队伍建设高度重视。《科普人才规划纲
要》为其提供了宏观的指导思想与具体指导，

并提出了“高端引领”的指导方针，强调充分

发挥高层次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作
用[2]。这是第一次专门针对科普人才问题出台

的权威性规划。目前由于规划实施尚未全面

展开，对于这一规划的实施效果还无从评价，
但中国科协首次将科普人才、科普人才培训

提到战略高度，并纳入其工作范畴，这无疑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3]。十八大报告中又专

门提出要“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

高全民科学素养”的要求，因此进行科普人才
培训势在必行。

科普人才是增加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
型国家与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营造创新

环境，推动科普事业发展的必要保障。企业作

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拥有大量的科技工作者，

是高端科普人才的潜在资源，他们在工作之
余进行科学传播与普及工作，将为企业技术进

步、经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应该说，科普
人才短缺，尤其是企业科普人才短缺已经成为

制约我国科普事业发展的瓶颈，是亟须关注和
解决的问题。然而，与此不相称的是,学术研

究领域专门针对科普人才尤其是企业科普人

才培训的研究很少涉及。企业科普人才培训研
究十分薄弱。究其原因是对于科普工作的范围

界定不清，哪些人属于科普人才，哪些工作属
于科普工作，科普人才应具有哪些能力，这些

都给培训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近年来，虽然一些企业科普人才在服务社

会、加速行业技术的传播以及间接推动科技创

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们有什么样的

培训需求？现阶段的价值取向如何？对于这些
问题我们知之不多，而这些又是建立培训体系

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4]。本研究以钢铁行业为
例，对企业科普人才进行探寻，以研究适合企

业科普人才培养的内容与体系，促进企业科普

人才的快速发展。

2研究的内容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进行了一次实证调

研。利用中国金属学会 2011 年 10 月 25—28

日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的第八届中国钢铁年
会的契机，将问卷附在会议的议程上，发给每

一位参会的代表。为了增加可信度，每一份问

卷上都加盖了中国金属学会的公章。本次调查
共发放问卷 1 000份。问卷采用现场回收的方

式，参会代表可以随时将问卷交回。在规定的
时间内共回收问卷 158份，回收率为 15.8%。

其中有效问卷 152份，有效率为 95%。

问卷的设计包括导语、个人背景信息与相
关内容探测 3个部分。个人背景信息包括：性

别、年龄、学位、工作年限、职称、所在城市

等内容。对于企业科技人才相关内容的探测包
括是否愿意参加科普活动、与科普相关的活动

参与状况、企业科技传播与普及人才应具备哪
些能力、是否需要培训、需要哪些内容的培

训、培训的时间以及培训所在的月份等。这些

内容是相辅相成的，在问卷设计时，从科技人
才经常开展的科普活动出发进行引导，按照以

下的思维模式进行设计，以探寻企业内部科普
人才的真实情况。设计思路如图 1所示。

图 1 问卷设计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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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分析
我们从企业科普人才的个人背景信息、科

普工作意向、科普培训意向 3个方面进行归纳

与统计。
3.1个人背景信息

本次调查样本来源于 4个直辖市和 17个
省，都是钢铁行业发达的地区，如北京、武

汉、鞍山、沈阳等，因此有一定的代表性，具

体内容如表 1所示。

从调查样本的年龄分布上看，31~40岁的
人数最多，共 61人，占总人数的 40.1%；其

他依次为 41~45岁有 37人，占 24.3%；26~30

岁有 30 人，占 19.7%。3个阶段的合计人数
为 128人，占总人数的 83.5%。这些人不仅是

科技工作的主力军，也是科普工作的主力军，

这个结果和以往只有年龄大的科技人员或退

休的人员才愿意从事科普工作是不同的，这
也让我们看到了科普工作的新生力量。作为

科技传播的主体，其科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也

受到关注。调查样本中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

有 146人，占 96.1%，其中拥有博士以上学历

的人有 37人，占总数的 24.3%。这些人员在
科技传播与普及知识的前沿性与方向性上更

有说服力。作为企业科技人才，除对前沿知识

进行捕获外，实践工作经验也很重要，从调查
的工作年限数据可以看出，各阶段人数分布相

对均匀，表明企业科普人才发展具有持续的动

力。参与调查的企业科普人员中 90%以上具

有中级以上职称，表明其科研水平得到一定
的认可，具有较好的科普工作基础。
3.2科普意向调查

3.2.1全职科普工作者状况

调查的结果显示，企业中专职科普人才是

非常少的，大部分属于科技人才。统计结果表

明，78.9%的应答者认为自己不是专职从事科

普工作的人员，仅有 20.4%的应答者认为自己

是专职的科普人才。
3.2.2参加科普活动的意向

关于参加科普活动的意向，有 139人，即

91.4%的人员认为自己愿意参加科普活动，仅有

12人，即 7.9%的人是不愿意参加科普活动的。
3.2.3每年从事科普活动的次数

对应答者每年从事科普活动次数统计表

明，有 27个人是没有参加过任何科普活动，

占 17.8%。除此之外，有 23%的人参加过 1次

科普活动，有 24.3%的人参加过 2次，参加过

3次的人数比例明显降低，仅有 11.8%。这 27

个没有参加过任何科普活动的科技人员，仅有

4人不愿意参加科普活动，却有 23人非常愿

意参加科普活动。
3.3科普培训意向

3.3.1参加培训意向

在回答“是否需要科普技能的培训”问

题时，有 148人，即 97.4%的人认为需要进行

科普技能的培训，这与上面参加科普活动的

意向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表明企业科技人

才愿意提升自己的科技传播与普及的能力，

愿意在科普活动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希

望通过科普技能的提升更好地承担科技工作

者的社会责任，让新知识、新技术更好地向

企业内外推广与普及。
3.3.2培训周期确定

至于培训的周期，调研结果也给出了明确

的答案，有 69人，即 45.4%的人认为 3 天以

下的培训是合适的；有 39人，即 25.7%的人

认为 4~5 天的培训是合适的；有 19 人即

表 1 样本分布情况表

性别
变量

人数
%
变量

人数
%

年龄 学历
男
115
75.7

女
37

24.3
21~25岁

7
4.6

26~30岁
30

19.7
31~40岁

61
40.1

41~45岁
37

24.3
51~60岁

15
9.9

60岁以上
2

1.3
大专

6
3.9

学士
48

31.6
硕士
61

40.1
博士
37

24.3
职称 工作年限

空白
5

3.3
总工

5
3.3

教授
15
9.9

高工
44

28.9
工程师

69
45.4

学生
10
6.6

5年以下
39

25.7
5~10年

34
22.4

10~20年
36

23.7
20年以上

43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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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企业科技人才培训时间选择统计图

12.5%的人认为 6~9天是合适的，10天以上的

仅占 10%。所以综合来看，科普人才的培训

周期以 3天为宜，不宜超过 5天。
3.3.3培训时间的确定

关于培训时间，问卷让应答者填写自己认

为最合适的培训的月份，可以多选。因为企业

培训只有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才会得到领

导及科技人才的认可。统计结果显示，9月、

8月、5月、7月是企业科普培训的最好时机

（如图 2所示）。

4结论与思考
对于背景信息是很容易处理的，因为这些

都采用了选择的方式，但对于一些科技人才真
实思想的探寻采用的是开放式的问卷，这些在
调查过程中所获得的开放式结论如何处理变
得非常关键。问卷回收的质化数据需要借助
现代统计软件，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归类、整
理。但由于目前这种统计分析软件在国内应用
的并不多，所以只好采取传统整理与归类做
法，逐步排除重叠测项，以期将探测得到的结
果归类到相应的维度中。
4.1企业科普人才工作内容的确定

在回收的 152份问卷中有 61份问卷对此
项没有给予回答。有 91人给出了经常从事科
普活动的条目 228 项，平均每位人员参与了
2.5项内容。在统计结果中必然存在一致性与
重复性，针对这个问题，笔者与另一名博士生
两人分别对回收条目进行整理。如果归类结果
一致就直接完成，不需要讨论；而对于不一致
或产生歧义的内容需要进行小组讨论。经上述
过程开发和试测修订后显示科普人才经常从
事的频次较高的科普活动 14项，分别是：创
新方法、信息检索、问卷调查、公共平台使

用、厂外学术会议、厂内技术交流 （讲座）、
科技活动周、科技下乡、参观、咨询、厂内科
普专栏、画报、科普网站、科普读本撰写、科
普文章撰写。针对这 14项内容，又进行了归
类，把它们分别命名为科普工具类、学术会议
类、科普活动类、科普载体类。把这 14项内
容涵盖在这 4大类中。详细内容如表 2所示。
4.2科普人才应具备的能力的确定

按照与科普人才工作内容相同的研究方
法，针对科普人才应具备的能力进行归类与
整理。在回收的 152份问卷中有 12份问卷对
此项没有予以回答。有 140 人给出了科普人
才应具备的能力条目 564 项，平均每位人员
给出了 3.6项。经过专业统计人员的编码分析
得到科普人才应具备的 15 项能力，分别是：
创新能力与思维、科研工具使用、文献查找、
了解科普工作现状的能力、学习能力、科技
论文写作能力、信息收集的能力、沟通能力、
表达能力、教育方法、演讲技巧、科普活动
策划能力、传播手段多样化、媒体制作、科
普创作能力。针对这 15项能力，又进行了归
类，把它们与科普人才从事的活动相匹配，
归入科普工具类、学术会议类、科普活动类、
科普载体类四大类中。但是发现一些科普意
识、责任、热情等无法从这四类中体现，而
这些又是这四大类不可或缺的，所以在将能
力与活动相对应后加入了新的分类，即科普
意识类，并将无法在其他四类具体内容体现
的归入此类之中（如表 2所示）。
4.3有关问题讨论

4.3.1企业科普人才的界定

在问卷调查之前对于企业科普人才的界定

是十分模糊的，对于谁是企业的科普人才并不

十分清楚。由于无法对科普人才进行界定，培

训便无法开展，课程的设计相应缺乏针对性。

通过调研笔者认为企业科普人才不应单纯限

定在科普工作者，而是具有科普愿望且具有专

业知识与技能的科技人才都应归到企业科普

人才的行列。需要为他们提供科技传播与普及

的技能，即把科技人才转化为科普人才，使他

们成为科普工作的主力军。而科普工作者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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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企业科技人才科普技能培训课程设计表

日常的活动序 号

科普工具类

学术会议类

科普活动类

科普载体类

科普意识

创新方法
信息检索

公共平台使用
厂外学术会议

问卷调查

厂内技术交流

科技活动周
科技下乡
参观尧咨询
厂内科普专栏
画报
科普网站
科普读本撰写
科普文章撰写

培养的能力

创新能力与思维
科研工具使用尧 文献查找
学习能力
科技论文写作能力尧 信息收集的能力
了解科普工作现状的能力

沟通能力尧 表达能力尧 教育方法尧 演讲
技巧
科普活动策划能力
演讲技巧
演讲技巧

传播手段多样化尧 媒体制作

科普创作能力

科普尧 责任尧 热情

科技人员 科普工作者
培训的课程

技术创新方法概论
信息检索方法

E-Learning平台的使用与管理
科技文献写作

社会调查方法

会展项目的策划
教育学尧 教育心理学尧
沟通技巧

会议组织规范与技巧

科普活动策划尧 组织与实施
科普活动效果评估
科普活动报告撰写

会谈与咨询的技术

新兴科普载体的介绍及使用

科普衍生品的介绍及使用
科普读本撰写要点
科普短文撰写要点

国外前沿科普理论尧 公众理解科学的内容

要做的是策划与组织的工作，为科普的主力军

搭建好科普工作的平台。
4.3.2企业科普人才的科普意愿

以前大家认为企业更多的是以效益为前

提，企业科技人员更多的把目光盯在生产上、

效益上，对科普工作并不重视也不热衷，科普

活动往往被忽视了。这些观点无疑是在两个方

面存在着误区。

一是忽视了企业科技人才从事科普工作

的意愿，调查的结果是可喜的，为企业科普人

才工作的展开提供了更多希望。其实随着企业

的发展，尤其是钢铁企业的工作内容与方法的

日渐成熟，一些企业科技工作者愿意承担一些

社会责任，向社会提供一些知识与技术的服

务，让更多的人了解此行业。

二是对于科普工作的认识过于狭隘。科普

不光是输出的，也是输入的，不光是公益的，

也是有效益的。科普包括科学知识与技术的

传播与普及，在企业内一些技术的交流、创新

方法的培训等也属于科普工作的内容。这些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行业水平的共同提升。这

些才是科技传播的根本所在。
4.3.3企业科普人才培训的供需平衡

构建企业科普人才培训体系，提高企业科

普人才的素质和技能，已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所

认同。但构建企业科普人才的培训体系不能忽

视科普人才的培训需求。只有需求拉动才产生

供给。企业科普人才培训体系的建立同样必须

有需求的拉动，否则，相应的培训体系难以持

久。现阶段的矛盾是，客观上科普人才自身的

培训需求相当迫切，但他们实际参与培训的动

力并不足。培训需求作为较高层次的需求，它

的产生不能不与工资待遇、工作条件等普通需

求的满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他们的普

通需求没有较好地得到满足时，对于高层次的

需求只能是一种迷茫的心态。

企业科普人才的潜在需求要转变为现实需

求力，取决于制度层面和组织层面的创新。制

度创新的着力点在于让企业科普人才对于科

普工作喜欢做、愿意做，消除他们应付差事的

心理，使潜在的培训需求向现实需求转化。

5结语
构建科普人才培训体系，提高科普人才的

素质和技能，已被越来越多的政府主管部门所

认同。一些专家学者与政府提出了科研与科普
相结合的概念与模式，将科技人员转化为兼职

科普人员，以提高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间

接推动科技创新。无论如何,构建科普人才的

培训体系不能忽视其真实的培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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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鼓励、支持的态度，同时针对其遇到的问

题和实际困难，认真研究分析其原因，制定鼓
励措施。过早地进行所谓的管理或试图限制等

只会伤害其发展，切不可因为出现一些小问题
而因噎废食；而应正确对待新媒体科普发展过

程中的问题，为之营造良好的创新和发展环
境，促进其快速健康发展，为创新我国科学普

及方式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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