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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enhance 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for the building of an innovation-based country and
continuously bolstering national core competitiveness. Thanks to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Outline of the National Scheme for
Scientific Literacy （2006-2010-2020） by the State Council in 2006, and the concerted efforts made by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t various levels， substantial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improvement of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it will
embark on a new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Therefore，during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period，gre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good opportunities where the index of 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 will be increasing exponentially，make
full use of informatization in science popularization，make the increasing of scientific literacy for the key targeted people as a
prioritized task，as well as make a sharing mechanism for scientific literacy more firmly grounded. It is clear that all the
aforementioned efforts will contribute enormously to the development goal se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scientific literacy during
that period.

[摘 要]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持续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基础。自 2006 年国务院颁布 《全民科学素

质行动计划纲要 （2006-2010-2020 年）》 以来，在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公民科学素质发展水平即将进入快速增长的时期。因此在“十三五”时期，抓住我国公民科学

素质快速增长的机遇期，充分利用科普信息化等手段，推进重点人群科学素质提升，夯实科学素质共建机制，推

动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的跨越提升，实现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目标。

动员全社会力量实现公民科学素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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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抓科普工作

放在与抓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不断提

高我国公民科学素质，为我国全面提升公民

科学素质指明了方向。科学素质是公民素质

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

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

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

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提高

公民科学素质，对于增强公民获取和运用科

技知识的能力、改善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发

展，对于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

型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

设的黄金时期，抓住科普信息化机遇，完善科

学素质共建机制，有望到 2020 年实现我国公

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比例达到 10%的目标。

1 全面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创新发展和社会

进步的重要基础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加快经济方式转变

的迫切要求。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强大

发展后劲，都取决于包括科学素质在内的国
民素质不断提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把经济增长方式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

劳动者素质上来，除了需要大批的科技精英、

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和杰出的领军人物，同时

也需要有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
万计的能工巧匠，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广大

民众是基础和支撑。没有公民科学素质的普

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庞大的高素质的劳动

大军，难以将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的国

家经济实力。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加强国家自主创新
能力的重要基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基础

在公民科学素质。没有公民科学素质的大幅

度提高，自主创新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建设创新型国家也就失去了基础和支撑。

创新型人才深深植根于综合素质高、科学素

质好的国民群体之中，植根于激励有章、赏

罚得法的良好体制机制环境之中，如果没有

热爱科学、关注科技、具有较高科学素质水

平的宏大公众群体，就不可能形成创新型人

才辈出的大好局面。只有通过大力提升公民

科学素质，不断挖掘、提高广大劳动者的创

新潜力, 才能促进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把优秀

人才集聚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伟大事业中来。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

力的重要内容。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科学知识需求，我国科学文化建设相对滞

后。近些年来，发生在广东和海南等地所谓

“吃了得香蕉黄叶病的香蕉会得癌症”传闻，

日本地震引起的核辐射恐慌和“抢盐风波”；

持续产生的雾霾天气、抗议 PX 项目以及转基

因危害争论等问题，对部分公众心理认识和

社会秩序带来了较大冲击。由于部分群众缺

乏基本科学理性，在部分地区特别是农村地

区，迷信大行其道、谣言盛传，这些问题已

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加强公民

科学素质建设，有利于促进科普公共文化服

务均等化，有利于广大群众充分享受科技发

展带来的成果，有利于培育发展理解支持参

与创新的优秀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

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

繁荣大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加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是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的重要途径。公民个体的科学技术储备

水平直接决定了其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提高

公民科学素质不能仅仅依靠传统教育体系，

更重要的是通过构建学习型社会，努力提高

个体创造、吸收知识的能力，提供终身学习

的机会，使得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可以源源

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科学素质，保证社会的共

同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完成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2新时期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特

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2006 年，国务

院颁布实施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2006-2010-2020 年）》 （以下简称 《科学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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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纲要》），对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提出了明

确的指导方针和目标。2011年颁布实施了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行 动 计 划 纲 要 实 施 方 案

（2011-2015年）》。中央明确要求，到 2015 年，

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 5%。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各地

区、各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

强化保障条件。科普经费投入持续增长。

2013 年，科普经费筹集额达到 132.19 亿元，

其中，科普专项经费为 46.40 亿元，年均增长

3%以上。全国共有建筑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

上的各类科普场馆 1 735 个，其中科技馆 364

个，科技博物馆 632 个，青少年科技馆 （站）

739 个；科技馆共有 3 422.45 万参观人次，全

国科技博物馆共有 8 786.87 万参观人次；全

国共有科普画廊 24.92 万个，城市社区科普

（技） 活动专用室 9.23 万个，农村科普 （技）

活动场地 53.06 万个；科普宣传专用车 2 341

辆。科普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人才队伍建设

得到有效加强。一支专兼职结合、结构优化、

规模宏大的科学素质工作队伍初步形成；

2013 年全国共有科普人员 197.8 万人，其中

科普专职人员 24.2 万人，科普兼职人员 173.6

万人。各类主题科普活动深入开展，中央领

导带头出席全国科普日、科技周活动，极大

地激发了全国各界支持科普工作、关注公民

科学素质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

经过不懈努力，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公民科学素质水平明显提升。据

2010 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2010 年

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公民的比例达到了

3.27%，比 2005 年的 1.60%提高 1.67 个百分

点，比 2007 年的 2.25%提高了 1.02 个百分

点。2010 年城镇劳动者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

比例从 2007 年的 2.97%提升至 2010 年的

4.79%，升幅达 61.3%；农民具备基本科学素

质的比例从 2007 年的 0.97%提升到 2010 年的

1.51%，升幅达 55.7%。2013 年 12 省市抽样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平均水

平达到了 4.48%，表明 2015 年全国水平超过

5%是有把握的。

成绩来之不易，问题和挑战依然严峻。

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水平普遍较低，与

发达国家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城乡之间、

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东部发达省份公民

科学素质水平远高于中部和西部省份；城镇

居民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远高于农村居民，特

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妇女和少数民族

是最薄弱的短板。科普公共服务能力不高，

基础条件薄弱，发展不均衡，机制体制不健

全，科普能力发展不平衡。科普产业弱小，

科普公共服务与群众需求脱节。科普经费投

入不足，各级财政投入偏低，社会多元化投

入机制尚未形成。2015 年，我国中央财政科

技预算支出为 2 587.25 亿元，其中科普经费

为 19.16 亿元，占科技经费预算支出的 0.74%，

全国人均不到 2 元。同比美国，2015 年联邦

R&D 经费预算 1 354 亿美元，其中 STEM 教育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 经费预算为

29 亿美元，占 R&D 预算的 2.1%，全国人均

9.2 美元。如果公民科学素质得不到有效快速

提升，必然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瓶颈因素。

从创新型国家建设对人才队伍的需求来

看，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优化、素质

一流的科技人才队伍，则公民科学素质必须

达到新的更高水平。国际经验显示，一个国

家或地区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与研发人力投

入强度有着密切关系，科学素质人群与创新

人员产出率均值为 1:13-15。2012 年我国每万

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为 42 人年。与

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相比，这一比例明显偏

低，早在 30 年前，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

就已经达到 100 人年以上。可以看出，研发人

员投入强度是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明显短

板。按照相应国家科学素质人群创新人员产出

率的均值进行推算，到 2020 年我国进入创新

型国家时，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应至少达

到 10%，方能有效支撑研发人员的产出，形成

很好的创新人力资源供给。

3动员全社会力量大力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水平
按照 《科学素质纲要》 的要求，到 2020

动员全社会力量实现公民科学素质目标 掖掖掖 罗 晖 何 薇 张 超 任 磊 张 锋 李朝晖 / 专稿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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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在整体上有大幅度

的提高，应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1世纪初的

水平。从公民科学素质的发展规律来看，持续

高水平的教育投入、长效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机制等要素会产生积累效应，形成公民科学素

质提升的 S 型增长规律，公民科学素质达到

5%左右时将进入快速增长期。以美国为例，具

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从 1991 年的 6.9%

到 1995 年的 12%用了 5 年时间，而从 1991 年

的 6.9%到 1999 年的 17.3%仅用了近 10 年时

间，平均每年增长 1 个百分点。可以预见，

“十三五”时期将是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黄

金时期，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有望平均每年增

长1%，到 2020年达到10%，实现跨越提升。

未来五年，将是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的

黄金时期，也是攻坚时期，必须始终把提高公

民科学素质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始终把

科普工作摆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位置，始终

把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作为社会主义

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重要内容，动员全社会力

量大力支持、广泛参与，不断夯实公民科学素

质基础。

一是推动共建机制有效落实，健全全社会

动员机制。继续按照“国务院领导、各部门分

工负责、联合协作”的工作机制，以“大联

合、大协作”的方式，形成“政府推动、多部

门联合协作、社会和公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格

局，推动 《科学素质纲要》各项工作任务有效

落实。进一步推动 《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纲要共建协议》 签订工作，着力推动各省

（区、市） 落实全民科学素质目标责任制，更

好发挥各级政府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的主

导作用。按照刘延东副总理的要求，整合公民

科学素质调查、科普统计、科普信息化评价、

科学教育测评等监测评估工作，参照国际标

准，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素质发展

监测指标体系。要坚持完善大联合大协作机

制，推动各地将科学素质建设目标完成情况

纳入考核范围，加快形成一级带一级、层层抓

落实的工作合力。

二是抓住大数据时代重要机遇，大力加强

推进科普信息化和现代化。当前，人类社会正

在进入大数据时代，一个突出的特征是知识传

播呈指数增长，人们的学习方式也产生了革命

性变化。在网络背景下，泛在学习的出现使得

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获取所需的

任何信息，互动学习、个性化学习、开放和分

享平台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公众消费信息方

式从传统媒体的传授模式发展到网络时代的

互动模式，公众可以通过各种网络渠道获取所

需的知识。必须高度重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

媒体在科普工作中的作用，探索新媒体与科普

内容的融合途径。加大基于云计算、物联网的

科技传播网络整合，推动综合多种技术渠道和

形式的网络科技传播体系建设。

三是面向基层夯实基础，切实加强重点人

群科学素质建设。重点加大对农村、边远、贫

困、民族地区群众的科普服务力度。重视农村

“三留守”问题，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

女、留守老人科普服务体系，围绕留守人员基

本生活保障、教育、就业、卫生健康、思想情

感等实施有效服务。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到 2020 年，培养出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新型

职业农民约 3 000 万人，使其占到当时农村人

口总数的 6.6%—7.5%。加强城镇新居民科学

素质建设。以提高城镇新居民科学素质为重

点，大力开展社区科普工作，帮助新居民提升

自身素质、融入城镇生产生活。

四是着眼青少年科学素质养成，推动提升

学校科学教育水平，完善基础教育阶段的科学

教育，加强科学教师队伍培养，增强教学内容

的趣味性和吸引力，改进科学教育与培训的教

学方法，提高科学教育质量。加强馆校结合，

办好高校科学营，充分发挥校外科普设施和科

普资源的科学教育功能。发挥各类青少年创新

大赛选拔人才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反映青少年

不同阶段科学素质发展水平的评价标准和监

测体系，促进校内外、城乡的科普及教育资源

的合理匹配和公平普惠。加强大学生和社会青

年的科技创新创造创业素质的培养。

五是促进科研与科普有机结合，加大科普

资源开发与开放力度。繁荣科普创作，推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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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优质原创科普作品，组织院士专家编写公

民科学素质学习读本，体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和 《科学素质纲要》 “四科两能力”的相关要

求，开发蒙、藏、维等少数民族语言版本的读

本，并加大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配送力度。促进

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优质科普资源开发开

放，不断扩大科普受益面，继续组织实施好青

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和科技创新拔尖人才培养

计划等项目。加强科研与科普的结合，进一步

推动落实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增加科普任务的

明确规定，在立项时增加相应科普任务，验收

时对科普效果进行评价；明确各类科研机构、

科研人员在科普方面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应的奖

惩措施；建立完善科研成果定期发布、科技资

源转化等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机制。

六是加强科普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从注重

建设发展向构建现代科普公共服务体系转变。

要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科技馆体系建设，将

中国特色的科技馆体系作为将科普服务纳入

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挥好已建成开放

科技馆的作用，继续发展好流动科技馆和科

普大篷车。进一步推动落实科技馆免费开放

制度，丰富科技馆活动内容，吸引更多中小学

生到科技馆开展科学实践活动。要协调有关方

面推动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青

少年宫等增加科普教育功能，引导自然保护

区、地质公园、动植物园等强化科普教育功

能，并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科普宣

教的效果。

七是加强科普投入和人才队伍建设，为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提供坚实保障。建立稳定

增长的科普投入机制。推动建立稳定增长的

科普投入机制，将科普投入与财政收入增长

速度挂钩，逐步提高科普经费的增长速度。

逐步加大对地方尤其是西部、贫困地区的转

移支付力度，为科普条件均等化提供资金保

障。培养和造就专兼结合、素质过硬、规模

宏大的科普人才队伍。要加快推动高等院校

科技传播与普及专业与学科发展，建立包括

本科、研究生教育在内的科普人才培养体系；

优化科普人才结构，把发展专职和兼职科普人

才队伍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大力培养面向基

层的农村科普人才、城镇社区科普人才、企业

科普人才和青少年科技辅导员等科普人才；加

大对科普人才建设的投入力度，创新科普人才

的培养和考核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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