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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基础设施作为国家公众服务体系和国

家科普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面向广

大公众开展科学技术工作的重要载体，也是面

向青少年进行各种非正式教育的重要平台，通

过科普基础设施，其他科普资源将得到充分展

示，并可采用易于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式向

公众传播、普及。离开科普基础设施，其他科

普活动也将难以开展。在一定程度上，科普基

收稿日期：2013-12-27
基金项目：中国科普研究所项目“科普基础设施发展研究” （2013KPS18）。
作者简介：陈珂珂，中国科普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科普基础设施，Email：chenkeke77@126.com。

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原因与预测

陈珂珂

（中国科普研究所，北京 100081）

The Achievements，Reasons and Prediction of China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s

Chen Keke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Beijing 100081)

Abstract：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achievements obtained by China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s in the aspect of hardware construction，science popularization activity，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realization degree of the benefit target. The method used in our study is documentation，functional analysis，expert interview
and experience summary. It is attributed to the government policy and regulati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s. It is predicted that：the free open of museu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tegory
will be performed，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system will be constructed，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s in the new media condition will become a hot research issue.
Keywords：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s；achievements；reasons；prediction
CLC Numbers：G260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3-8357 (2014) 03-0058-07

[摘 要] 采用文献研究、功能分析、专家访谈与经验总结的研究方法，总结了近年来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在硬

件建设、科普活动、评估体系三个方面取得的成就。简要分析了我国科普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的原因：政策引

领与需求推动。对科普基础设施的未来发展进行了预测：综合性科技馆实现免费开放，“科技馆体系”理念

逐步形成，新媒体与科普基础设施建设结合成为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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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的发展状况代表一个国家科普能力的建

设情况，对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具有重要作用。

大力发展科普基础设施，可以使公众了解科学

技术知识，学习科学方法，树立科学观念，崇

尚科学精神，提高自身的科学素质，提升应用

科学技术处理实际问题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能

力，可以实现科学技术教育、传播与普及等公

共服务的公平普惠，对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奋斗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1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

化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政府

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科普基础设施

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政策环境逐步改善，科

普基础设施数量种类明显增加，内容建设得到

加强，服务能力不断提高[2]。

自 《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2008—

2010—2015）》 （以下简称 《科普基础设施规

划》）颁布之后，我国科普基础设施建设稳步发

展：硬件建设成就斐然，基于其上的科普活动

总量递增，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评估体系初步确

立，科普事业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1.1 硬件建设成就斐然

《科普基础设施规划》 指出：科普基础设

施主要包括科技类博物馆、基层科普设施、数

字科技馆以及其他具备科普展示教育功能的场

馆。在实际的工作中，流动科普设施和科普传

媒机构，也被认为是科普基础设施。展览、讲

座和竞赛等科普活动依托其上组织进行。通过

考察 2008—2011 年 《中国科普统计》 科技类

博物馆 （主要考察了科技馆和科学技术博物馆

两个分项）、基层科普设施、流动科普设施 3

类的主要分项的数据，可以看出科普基础设施

硬件建设成绩斐然，见表 1。

2008—2011 年间我国科技类博物馆在数

量、建筑面积与展厅面积三个方面都实现了逐

年递增。截至 2011 年底，我国拥有科技类博

物馆共 976 个，展厅面积合计 2 950 660 平方

米。与上一年的数据相比，增长率分别为：

6.57%、5.60%。

在硬件存量拓展的基础之上，科技类博物

馆的参观人数有了大幅度的增长。2011 年，科

技类博物馆的参观人次达到 1.07 亿，较之上年

增长了 10.85%，是科技类博物馆数量与展厅面

积增长率的 2 倍。由此可见，公众对科普的关

注程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科技类博物馆

数量与人口总数之比为 1∶141 万人 （据统计，

2011 年中国人口为 13.78 亿），自 2000 年至

今，美国科技类博物馆与总人口之比维持在

1∶41 万人，英国为 1∶75 万人，日本为 1∶22

万人，我国台湾为 1∶26 万人[3]。我们必须清

醒地认识到，我国科技类博物馆建设速度虽然

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建设速度，但与

我国人口总数相比仍然是数量太少。

基层科普设施包括科普画廊、城市社区科

普活动室与农村科普活动场地三个分项。截至

2011 年末，我国拥有科普画廊 222 974 个，城

市社区科普活动室 77 486 个，农村科普活动场

地 417 581 个。基层科普设施的数量分布上仍

然存在城乡差异[4]。

在流动科普设施方面，截至 2011 年末，

我国的科普宣传专用车达到 1 897 辆。2013

年，中国科协在全国启动了“中国流动科技

馆”项目，国家财政投入资金 1 亿元，开发展

览资源 48 套，使流动科技馆的足迹扩大到全

国 23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与科普宣传专

用车互为补充，促进广大农村地区科普教育水

平的提高和当地公众科学素养的提升[5]。
1.2 科普活动总量递增

当前，科技传播已从过去的重视知识传

2009

814

4 983 924
2 464 235

650 492

1 569

科技类博物馆
（个）
建筑面积（米2）
展厅面积（米2）

基层科普设施
（个）
科普宣传专用
车（辆）

2008

665

4 080 575
2 018 622

508 034

1 414

2010

890

5 657 507
2 737 380

725 113

1 919

2011

976

6 414 118
2 950 660

718 041

1 897

表1 2008—2011年我国科普基础设施相关数据的变化[6]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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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转变为重视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传播，作

为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

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社会活动，科普

活动形式日益多样，形式丰富，有力地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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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主

要包括：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普日，科普讲

座、展览和竞赛等。

“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普日”是全国

开展的多系列、多层次的群众性科技节日，分

别选在每年 5 月的第 3 个周和每年 9 月的第 3

周公休日进行，是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增强国

家软实力的一项重要举措，是集中宣传党和国

家科技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每届活动都紧扣

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展开。

作为传统的科普活动形式，科普讲座、展

览和竞赛的举办次数和参加人数在近年来虽有

起伏，但总体稳定。三项活动之中，科普讲座

所占的比例最大，科普展览吸引的人数最多。

1.3 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评估体系初步确立

从上文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科

普基础设施稳步发展，这只是一个定性化的结

论，在大数据时代，对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进行

定量化分析不可或缺，这是对科普统计工作的

总结与提升，也是为了政府监测国家科普工作

运行状况并进一步制定科普基础设施发展政策

提供数字支持与理论依据。

中国科普研究所在 2009 年进行的评估尝

试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并建立起新的科普基

础设施发展评估指标体系，评估采用的数据

选择了科技部自 2009 年以后每年一次的科普

统计数据。评估体系的构建采取三级制，一级

指标包括规模指数、运行指数和效果指数三个

分项，二级指标包括设施存量规模、人力资源

规模等 6 个分项，三级指标包括科技类博物

馆、基层科普设施等 14 个分项，在各项指标

权重上，采用德尔菲法 （又名专家意见法，

Delphi Method），克服了专家会议法中权威人

物的意志左右其他人的意见的弊病。具体指标

权重见表 3。

评估指标体系建立之后，研究小组对各指

标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把性质、量纲各异的

指标数值转换成可以进行综合比较的量化值。

课题组选择科普统计 2009 年的数据为基准数

据，将各个指标数值代入无量纲化公式进行处

理，得出可横向、纵向比较的量化值。

评估表明，2010 年度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发

展指数为 8.83，2011 年度为 19.22[6]，我国科普

基础设施发展迅速，设备存量规模扩大，从业

人员数量增加，开展科普活动次数上升，科普

效果明显提高。

2快速发展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我国科普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的原因

在于：我国科普政策的成功引领与国内对科普

的旺盛需求。在现阶段的中国，由于市场机制

的自我运作尚不足以支撑创新行为，政府正

确、合理的引导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7]。我国

政府一贯以来对科普工作非常重视，颁布了一

活动类型

科普讲座
科普展览
科普竞赛

2008年
95.51
11.53
4.69

表2 2008—2011年科普讲座、展览和竞赛开展情况[4]

2009年
84.94
13.02
5.28

2010年
81.34
12.73
5.42

2011年
83.22
13.62
5.34

2008年
1.60
1.97
0.48

2009年
1.69
1.97
0.52

2010年
1.69
2.01
0.54

2011年
1.79
2.24
1.40

举办次数（万次） 参加人数（亿人次）

表 3 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评估体系（2012） [6]

一级指标

规模指数
（50%）

运行指数
（30%）

效果指数
（20%）

二级指标

设施存量规模（70%）

人力资源规模（30%）

筹集科普经费（50%）

开展科普活动（50%）

场馆参观人数（50%）

场馆接待能力饱和
度（50%）

三级指标
科技类博物馆（50%）
基层科普设施（10%）
流动科普设施（10%）
科普传媒（30%）
科技馆从业人数（50%）
科技类博物馆从业人数
（50%）
经费总额（100%）
科普展览次数（40%）
科普讲座次数（30%）
科普竞赛次数（30%）
科技馆参观人数（50%）
科技类博物馆参观人数
（50%）
科技馆接待能力饱和度
（50%）
科技博物馆接待能力饱和
度（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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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的政策法规，这是我国独特的优势，充分

发挥了政府在科普中的能动作用。这同国外注

重政府投入经费的杠杆作用，利用财政资金撬

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进行

科普工作是不同的，是我国的一大特色。在我

国城镇化建设与创新人才培育的大环境下，国

内对科普的需求旺盛且层次繁多，公众对科普

场馆与传媒机构的需求推动了科普基础设施建

设的快速发展，成为科普供应链中信息、产

品、服务与资金的驱动源。
2.1 政策引领

我国的科普政策法规中，既有关于科普工

作全局的，也有针对科普基础设施专项的，从

整体到局部再到细节，规范并引领着我国科普

基础设施的发展。

2002 年 6 月，我国政府根据几十年来科学

技术普及工作的政策实践经验，针对中国国情

制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以下简称 《科普法》），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

科普法规。其中第 24 条明确规定：“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其他有条件的地方人

民政府，应当将科普场馆、设施建设纳入城乡

建设规划和基本建设规划；对现有科普场馆、

设施应当加强利用、维修和改造。”[8] 《科普法》

的颁布实施表明，我国通过立法将科普工作纳

入了法制轨道，对于进一步推动科普事业的发

展，全面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推动科教兴

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2003 年，中国科协等 5 部委联合制定印

发了 《关于加强科技馆等科普设施建设的若

干意见》，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指导科技馆等

科普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指导性文件，其中

提出“要大力推进科技馆等各级各类科普设

施的建设”[9]。

2006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实施了

《国 家 中 长期 科 学 和 技 术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06—2020）》，在第八部分“若干重要政策

和措施”第九节“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

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中提出要

“加强科普能力建设，建立科普事业良性运行

机制，提高科普投入水平”的规划[10]。这是我

国未来 15 年科普事业的发展的目标。

2006 年 3 月，国务院颁布实施了 《全民

科 学 素 质 行 动 计 划 纲 要 （2006—2010—

2020）》，在第三部分“主要行动”的第四小

节，提出了建设科普基础设施工程的九大任

务。并将“科普基础设施工程”列为四大重点

工程之一，将其明确列入“十一五”期间应重

点实施的任务[11]，进行全民“四科” （了解必

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

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 “两能力”建设

（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参与公共事务的能

力），力争到 2020 年，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提

升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20 世纪末的水平。

2008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委联合颁

布实施了 《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对我国

2008 到 2010 年以及“十二五”时期科普基础

设施的发展方针、目标、任务及保障措施做出

了整体部署。以贯彻和落实 《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计划纲要 （2006—2010—2020）》 对科普基础

设施建设和运行的宏观指导，提高科普基础设

施的服务能力，满足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12]。

2011 年 3 月，中国政府颁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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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计划，加强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强化面向公众

的科学普及”[13]。

2011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全民

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 （2011—

2015）》，继续明确了实施科普基础设施工程是

推进全面科学素质工作的重要任务，提出了大

幅度增强科普基础设施的整体服务能力，增加

科普基础设施总量，优化科普资源配置，形成

较为合理的全国整体布局，完善科普基础设施

建设与发展的保障体系，增加公众提高科学素

质的机会与途径[14]。

在我国近十几年的科普事业发展过程中，

逐步确立了科普事业的管理机制，建立了科普

工作机制，形成了“国家—部门—地方”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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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政策体系。我国科普法制建设全面深入发

展，部门科普法制日渐系统和完善，地方科普

法制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深入展开。在这

些先后出台的科普政策法规中，既有促进科学

普及工作、全民科学素质的“顶层政策”，也

有关于科普工作能力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的

“专门政策”。这些政策法规的出台实现了权利

与义务的明确设置，制度安排的细化与责任体

系的完善，为我国科普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和制度保障，促进我国科

普基础设施的稳步发展。

未来，我国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将更加规范

化、制度化，而其在发展中新体现出的诉求也

促使政策法规体系更为全面深入的发展以及制

度创新与实施机制创新的实现，从而使实践中

“最后一公里”不再遗憾，是我国法制化进程

中的重要一环。
2.2 需求推动

中国科协 2010 年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

显示，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

3.27%，相当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 20 世

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水平。其中农民具备

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 1.51%。与中共中央

提出的“到 2015 年实现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

学素养的比例超过 5%”[15] 的目标尚有较大差

距。这一差距之中蕴含着巨大的科普需求。

党的十八大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和社

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

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势不可当，初

步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具有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2012 年我国城镇化率

达到 52.57%，2030 年预期将达到 70%[16]。在城

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新市民”阶层，他们

需要适应环境、丰富知识、拓展视野、提升技

能、增强生活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公共事务

参与能力，这是科普需求中一个数据不断刷新

的增长点。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本内

核。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要通过学校智识教育和

其他场所非正式教育共同作用。科普基础设施

为未成年人群体提供学校科学教育的有益补

充，为成年人群体提供理性地倾听来自科学的

声音的平台。

我国公民对于科普的需求层次繁多，受众

主体不同，对科普的需求也千差万别：领导干

部与公务员的科普需求在于提高科学决策能

力；农民群众的科普需求在于科学生产生活，

提升整体生产力，改善生活方式；城镇劳动者

的科普需求在于增强就业技能，培养健康的生

活方式和生活观念；未成年人的科普需求在于

培养良好的科学兴趣、科学探索精神，有助于

良好的价值观的形成。

科普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最大限度地满

足科普需求，科普基础设施是科普工作的载

体，在针对不同受众主体提供个性化、精准化

的服务过程中，科普基础设施快速发展，为促

进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实践融合，维护社会稳

定，促进社会公平，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

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做出贡献，也使得科普服务

体系纳入国家文化服务体系之中。

3科普基础设施发展预测
我国科普基础设施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硬

件建设成绩斐然，科普活动不断递增，实现定

量化分析的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评估体系初步建

立，对我国公众科学素质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

用。根据以往的研究积累，结合当下的社会环

境，预测我国科普基础设施将在以下三个方面

取得新的发展：综合实力较强的科技馆将实现

免费开放；“中国现代科技馆体系”理念初步

提出并等待实际工作的检验；科普与新媒体条

件相结合，引发新的增长点与研究热点。
3.1 综合实力较强的科技馆将实现免费开放

作为提供科普服务的公益性科技教育机构

和科学文化设施，科技馆一般由政府投资兴

建，这就要求科技馆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以社

会效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根据 2012 年中国

科普研究所对全国科技馆免费开放情况的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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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结果来看，中国科协归口管理的 163 座正

常运行的综合科技馆中，132 座实现了常设展

厅的全面免费开放，占比 80.98%[7]。常设展厅

全面免费开放比例与建筑面积和观众量成反比。

随着科技馆全面开放工作的推进，安全防范系

统承受更大压力，科普专业人才缺口加大，运

行管理成本急剧增加，观众对“免费”的误读

又容易造成同馆方的冲突。出于此方面的考虑，

拥有优秀科普资源的大型和超大型科技馆信心

不足，免费开放比例不高。建筑面积 30 000 平

方米以上的 8 座特大型科技馆只有青海省科技

馆实现了常设展厅的全面免费，建筑面积 5 000

平方米以上的 56 座科技馆中只有 55.36%的科

技馆实现了全面免费[7]。为贯彻中国共产党第

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

务”精神，2013 年 5 月，中国科协办公厅敦促

隶属中国科协系统常设展厅面积 1 000 平方米

以上的公益性科技馆 79 座实现常设展厅的门

票，科普讲座、报告的门票与辅助性服务的免

费，实现儿童科技乐园、特效影院、高端培

训、餐饮与纪念品销售的降低收费。2013 年中

国科协办公厅敦促 79 座科技馆呈报相关数据，

制定本馆免费开放的工作方案，推进科技馆免

费开放的进程[17]。这也体现出了在规划、部署、

实施科技馆免费开放这样的全国性工程方面的

大国之力。预计在未来几年我国综合实力较强

的科技馆将实现免费开放。
3.2“科技馆体系”理念初步提出

结合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与科

技类博物馆基础较好的实际情况，与政府、科

协系统在资源配置方面的规划、管理、统筹的

优势，2013 年初，中国科协提出了“中国现代

科技馆体系”的理念，构建世界一流的公共科

普服务平台。即以综合科技馆为依托，统筹规

划、协调发展综合类科技馆和专业科技馆、流

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和数字科技馆，实现科

普基础设施资源共享、合理布局、优势互补，

形成坚持政府主导，符合公益性、基本性、均

等性、便利性要求，打造符合我国国情、能够

满足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科学文化需要，向公

众提供科学教育、传播和普及服务的世界一流

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提高全民的科学素

质。预计未来“科技馆体系”理念将逐步形成

并在实践检验中不断完善[18]。
3.3 新媒体条件下的科普成为热点

科普传媒可以划分为传统科普传媒和新媒

体科普传媒两种类型。前者主要包括：科普图

书、期刊和科技类报纸，电台、电视台科普节

目，科普音像制品，科普读物和资料，其在传

播学意义上的特征是线性化和单向性传递、结

构化与系统化语言表达；后者主要包括桌面互

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其在传播学上的特征是交

互式与多向性传播，碎片化与自由式表达。

在新媒体传播，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传播的

背景之下，公众获取科学知识呈现出了与强结

构化、强线性化大不相同的解构性特点。科普

工作应该适应新交流表达平台，以避免话语优

势的丧失。如果科普工作固守即有范式，或者

不能发育出适应碎片化传播集合的表达方式，

会导致公众对其认知的衰落与边缘化。因此，

如何将新媒体技术应用于科普基础设施建设成

为研究的热点，例如将智能终端与科普场馆相

结合，实现馆方与观众的沟通与交流；又例如

建设面向都市科技青年的社交网站 （果壳网），

对身边的生活进行有意思的科技解读和创造，

使得生活的乐趣不再仅仅是文艺和消费。

在新媒体条件下，如何既顺应碎片化的传

播形式，把握泛在学习兴起的契机，将微博、

微信、微电影、PPS 等新兴手段与科普基础建

设相结合，又避免其丧失可控性与公信力的问

题值得探讨。

4结论
（1）自《科普基础设施纲要》颁布之后，我

国科普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其中科技馆的发

展最为强劲。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评估体系初步建
立，定性化评估向定量化评估的转变基本实现。

（2） 我国科普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是国家

政策法规引领与国内科普需求推动共同作用的

结果。我国关于科普的政策法规体系已经初步

陈珂珂 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原因与预测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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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在不断的实践中将更注重细化与执行。

我国国内科普需求旺盛且层次复杂，其驱动机

制与满足手段的研究将不断深入。

（3） 在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科普基础设

施发展的预测如下：在未来的几年，我国科普

基础设施在存量和资源上将进一步增长，国际

化程度将继续增高；综合实力较强的大型科技

馆将在实践中探寻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免费开放

道路；“中国现代科技馆体系”的建立为更好

地实现科普工作的普惠目标服务；新媒体条件

下，顺应碎片化的传播形式而又规范于科技传

播范式之内的研究将成为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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