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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t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Day and Science & Technology Week whose target is publicizing sci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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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国科普日和科技活动周是我国重要的大型科技节事活动，旨在宣传科技发展成果，促进公众理解科学，

提升公众科学素养。自举办 10 余年来，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基于国际科技节事活动

的发展和特点，比较全面地研究了国内科普日与科技活动周的运行机制、活动主题、投入产出、公众受益、存在

问题以及改进措施等，通过多角度系统性评估，得出相关结论，提出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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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节事活动譹訛是为了促进公众理解、参

与、支持科学而举办的科技宣传、展览展示、

演讲、竞赛等大型综合性科普活动，也是公众

接触科学、认识科学、参与科学的重要途径。

科技节事活动作为一种重要的科普形态，已经

被世界上众多国家广泛采用。目前，全世界每

年共有 30 多个国家举行过共 100 多个科学节

事活动。其中，比较著名的如美国科促会举

办的科学节、英国科促会举办的科技周和科学

节，等等。我国每年也都举办一些重要的科技

节事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国科普日和科技

活动周譺訛。
本文以科普日和科技周为主要研究对象，

主要运用调查研究方法，对科普日和科技周的

体制机制、活动主题、投入产出、公众受益、

存在问题以及改进措施等方面进行比较全面

的研究，为今后更好地提高大型科学节事活动

的效率和效果提供借鉴和启示。

本文在有关科普评估及其理论研究[1-3]的

基础上，主要运用的方法有： （1） 文献调查

法。主要对科技节事活动的有关资料进行文献

分析。 （2） 统计分析法。主要依据 《中国科

普统计》 （科技部） 和 《中国科协统计年鉴》

对科普日和科技周的相关指标进行比较分析；

（3） 网络调查、路访调查和电话访谈。主要调

查公众和相关人员对科普日与科技周的认知

情况，本次研究共收集到 516 份网络问卷譻訛和
1 268 份有效路访问卷譼訛以及针对全国 22 个省

市科协的电话访谈譽訛。 （4） 实地调研譾訛。主要

对一些典型地区的科普日和科技周情况进行

实地调查，了解地方科协及社区组织对科普日

与科技周的认知情况。

1 国际科技节事活动及特点
由于各国开展科技节事活动的性质、内

容、形式和目的有极大的相似性，故在此重点

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科技节事活

动做简要分析。

美国科普工作主要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能源部、

商务部等分头承担。每年 4 月举行的国家科技

周是美国重要的科普宣传活动，该活动起始于

1985 年，由 NSF 进行立项，并由公共事务局

牵头组织。美国科促会 （AAAS） 在美国科普

实践中也占有重要地位。1985 年，AAAS 针对

美国科学教育中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了“2061

计划”，并开始实施，对于推动美国科普工作

具有重要意义，1989 年 1 月，第一次公众科

学节在 AAAS 的年会期间举行，同时 AAAS 决

定此后在每年召开年会的同时举行公众科学节

活动。

英国有着悠久的科普历史。政府、科研机

构、科学家、大众媒体是重要的科普主体。英

国皇家学会在 1778 年就主办了夏季科学展，

这项活动是皇家学会传播科技知识、培养公民

科学素养的重要活动。英国科促会在 1831 年

开始举办科学节活动。1985 年，在英国政府

的支持下，英国皇家学会、大不列颠皇家协会

和英国科促会成立了“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

英国科促会在英国政府办公室的支持下，从

1994 年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科学周。目前，

英国科学节与科学周都由英国科促会主办，分

譹訛节事活动的具体解释详见网址：http://baike.haosou.com/doc/3100999-3268502.html。

譺訛下文均简称为“科普日”和“科技周”。

譻訛网络问卷针对的是河北省的调查，问卷发放时间为 2015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30 日，共有 516 人填写了问卷，并全部有效。

譼訛路访问卷针对浙江省杭州市和嘉兴市，调查时间为 2015 年 7 月，得到 1268 份有效问卷，其中，杭州市为 989 份，嘉兴市

为 237 份。

譽訛电话访谈的 22 个省市包括：河北、福建、安徽、江苏、上海、黑龙江、内蒙古、天津、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重

庆、四川、云南、青海、浙江（省级科协未接通，杭州市和宁波市科协配合完成调查）、吉林（长春市科协配合完成调查）、辽宁

（沈阳市科协配合完成调查）。

譾訛“科普日与科技活动周比较研究”课题组对上海市、浙江省的部分地区进行了实地调研。

全国科普日和科技活动周比较研究 掖掖掖 科普日与科技周比较研究课题组 / 研究论文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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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每年 3 月份和 9 月份，两个节日的时间都

持续大约一周。活动既给英国科学家及研究机

构提供了展示自己研究成果的平台，也为广大

民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了一个了解尖端科

技、激发科学热情的机会。

澳大利亚科学节 （周） 是澳大利亚举办的
最早的科学节，由科学节有限公司 （ASF lim-

ited） 主办，于 1993 年举行首届科学节 （周）。

科学节 （周） 的目的在于加深全社会对科学、
技术及其发明在推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维

护环境中所起作用的认识和了解。国家科学节

（周） 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科学节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科学教师协会，澳大利亚教育、科技

与培训部，澳大利亚工业、旅游与资源部以及

澳大利亚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都建立了伙伴

关系。澳大利亚科学节组委会认为，科学对社
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所以每年的科学节不设

主题。科学节期间，国家会展中心报告厅会举

办多场科普讲座，并设有形式多样的展览、科
学实践活动等。

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在 1960 年批准设立

“科学技术周”活动，并在此后每年举办一次，

时间为 4 月 18 日———日本“发明日”开始的

一周。日本开展科技周活动的宗旨是：围绕

“科技立国”方针，增进全体国民对科技的关

注和理解，增进青少年对科技的兴趣。每年的

科技周都会确定一个宣传主题。日本目前举办

的大型科普类活动主要有：科技周、科技电影

节、青少年科学节、儿童读书日、机器人节、

科学展示品和实验用品设计思想大赛，等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各类大型科普节

事活动一般均以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提

高公众科学素养为目的，其具有如下的一些

重要特征：

第一，侧重对青少年科学兴趣的培养。青

少年是科学传播中的重要对象和主要对象，所

以，各国的大型科普节事活动都会有专门针对青

少年而设计的相关活动，如美国的科学和工程节。

第二，各类科技社团以及高校是科普节事

活动的主要举办或主办单位。英国的各类著名

科普节事活动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这些

活动大多是由科技社团或高校主办，而且在国

际上也最负盛名。例如，爱丁堡科学节最初虽

然是由政府发起主办的，但是在科学节具体开

展过程中，政府的职能已由传统意义上的主办

者变成了协办者，或者只是资助单位，而科技

团体或各大高校才是真正的主办方。

第三，相关企业是科普节事活动的重要主

体。在爱丁堡国际科学节、美国科学与工程节

等大型活动中，企业都是一股重要的参与力

量。例如，在日本科技周活动中，企业既是参

与者也是出资者。“科技周活动已经成为一种

规范化、制度化的活动。学习新的科学技术知
识已成为日本各阶层广大群众的十分自觉的

行动，而不是指靠行政力量去组织”[4]。

第四，媒体在科普节事活动中的作用日渐
突出。大众传媒一直是科学传播的重要渠道。

澳大利亚、英国的科普节事活动都非常注重通

过媒体力量宣传科普活动，以此提高活动的影

响力。

2 我国科普日和科技周的发展现状譿訛

2.1 设立背景

科普日是中国科协自 2003 年起，组织各

级科协和学会依托广大科技工作者、科普志愿

者和科普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群众性、

社会性、经常性的科普活动。从 2004 年起，

中国科协决定每年开展全国科普日活动。从

2005 年起，为便于广大群众、学生更好地参

与科普活动，活动日期由原来的 6 月份改为每

年 9 月第三个公休日，作为全国科普日活动集

中开展的时间。2007 年开始，活动时间由两

天改为持续一周。一直以来，全国科普日活动

都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中央书记处的

高度重视和关心。自 2004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

开展以来，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每年都莅临全

国科普日北京活动现场，与首都各界群众一起

参与科普日活动，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譿訛下文所涉及到的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来源于参考文献[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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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底，中央书记处在听取中国科协党组

工作汇报的时候，进一步明确要继续办好全

国科普日活动，并提出“中央书记处全体同志

都要继续参加全国科普日活动”的要求，这更

加体现了中央领导对全国科普日活动的关心、

重视和支持。

科技周同样是我国规模较大的代表性科

普活动之一。科技活动周是经由国务院批准，

由我国政府设立的大型群众性科学技术活动。

自 2001 年起，将每年 5 月的第三周设定为

“全国科技活动周”。由科技部会同中共中央宣

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以及中共中央组织

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文化部、人口计生

委、税务总局、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旅

游局、中国科学院、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

中央、全国妇联等共 19 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科

技活动周组委会，组委会办公室设在科技部，

负责一年一度科技活动周的日常筹备工作，

科技部是科技活动周的主办单位。
2.2 总体情况

根据 《中国科协统计年鉴》 数据，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系统在科普日活动期间和科技周

活动期间，均举办宣讲活动、院士科普报告

会、专题展览、科技咨询、组织流动科技馆巡

展，并进行科技广播、影视节目等媒体宣传，

同时开展实用技术培训、进社区服务等活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这两项重大科普活动中，

所开展的活动种类以及数量等没有太大差别，

受众人数也比较相似。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对科普日和科技周的参与

力度、重视程度越来越趋同。

根据中国科普研究所的科普活动评估课

题组数据，在 2008 年科普日活动期间，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以 9 月为密集中心、辐射到全年。2008 年

共开展 3 500 多项科普日重点活动，420 个全

国科普示范县 （市、区）和 70 多个全国科普教

育基地开展了科普活动，参与公众超过 8 500万

人次。2009 年全国共开展 3 200 多项重点科普

活动，参与公众达到近亿人次，700 多个全国

科普示范县 （市、区） 和 200 多个全国科普教
育基地开展了科普活动，190 辆科普大篷车深
入到社区、乡村、学校等进行巡回宣传，开展
各类型科普活动。2010 年，全国 31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5 个副
省级城市、2 800 个县、670 家科普教育示范
基地等共组织开展了 3 600 多项重点科普活
动，公众参与人次近亿。2011 年共组织开展
了 4 000 多项重点科普活动。

根据 《中国科普统计》 的数据，全国科技
活动周期间，我国在 2006 年举办科普专题
活动 104 132 次，共有 8 669.37 万人次参加。
2008 年举办科普专题活动 96 335 次，共有
8 986.86 万人次参加。2009 年举办科普专题活

动 98 409 次，共有 10 794.77 万人次参加，参

与人次突破 1 亿。2010 年举办科普专题活动

98 857 次，共有 10 794.77 万人次参加。2011 年

举办科普专题活动 112 453 次，共有 11 129.85

万人次参加。2012 年举办科普专题活动 121 451

次，共有 11 162.27 万人次参加。2013 年举办

科普专题活动 125 045 次，共有 10 581.75 万

人次参加。
2.3 活动主题比较

科普日和科技周的历届主题都紧扣国家科

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科技周的主题历年

来都是以科技为主导，围绕科技创新、科技趋

动展开相应的展示，更好地体现了科技带来身

边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对科普日而言，可以看

到历年的主题都是以生活为基础，以当前热点

话题为切入点，以公众身边事件为主题，更为

通俗更为实用，更容易让公众亲近，更容易参

与。具体如表 1 所示。

全国科普日和科技活动周比较研究 掖掖掖 科普日与科技周比较研究课题组 / 研究论文 阴

科

普

日

2004年

起，每

年 9 月

第3周

中国

科学

技术

协会

等

2005 年：科学发展 共建和谐

2006 年：预防疾病 科学生活

2007 年：科技促进环境友好型国家建设

2008 年：保护生态环境

2009 年：节约能源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

保障安全健康

2010 年：坚持科学发展走进低碳生活

2011 年：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保障安全健康促进创新创造

表 1 我国历届科普日、科技周活动主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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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普日和科技周的比较分析
3.1 体制机制

国际上的科技节事活动一般由科技社团、

高校、基金会等机构作为主办单位。我国的科

技节事活动大多数都由科协系统及其所属学

会主办，近年来，呈现出多部门联合的组织形

式，在体制机制上日益与国际接轨，国际交流

也逐渐增多。但科技活动周的主办单位还主要

是科技部，随着政府职能转移进程的加快，应

尽快交给科技社团组织来主办。
3.2 活动主题

科普日和科技周的历届主题都紧扣国家

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虽然在设计上

科普日与科技周的主题各有侧重，但在实施

过程中两者的主题往往重复、雷同。
3.3 经费投入

科普日和科技周都有稳定的经费支持，政

府拨款是其主要的经费来源，企业赞助和自筹

经费所占比例相对较小。
3.4 活动形式

科普活动是科普日与科技周的主要内容。

科普日在城区，通常利用科技馆、科学中心、

科普教育基地等科普基础设施举办展览以及

开展讲座、科学实验、科普表演、宣传资料发

放、多媒体演示等活动；在农村地区，经常开

展科普大集、科普大篷车、科技培训等科技下

乡活动。科技周包括举办科技论坛、开展科普

活动，开放科研院所等。其中，科普活动本身

的形式也十分多样化，科普讲座和报告、专家

咨询、展览、科普游园会、发放宣传资料等都

是广泛采取的形式。就活动形式而言，科普日

和科技周存在着重合与雷同。
3.5 公众知晓

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职业对科普日

与科技周的知晓度不一样，总体而言，公众对

科普日和中国科协的认知度稍高些。多数居民

认为科普日和科技周均由中国科协主办，仅有

不到三成的居民正确回答出科技周和科普日

的主办单位。
3.6 受众人数

科技周和科普日的受众人数呈持续增长态

势，均发挥了重要的科普作用。全国科技周

期间，科协系统所组织开展的科普宣讲活动

受众人数在 2010 年达到一个峰值，受众人数

近6 000 万人次；近年来受众人数稳定在 3 500

万人次左右。全国科普日期间，科协系统开展

的科普宣讲活动，受众人数呈现较平稳的上升

趋势，在 2014 年，受众人数接近 1.4 亿人次，

平均每天有 2 000 万人次。
3.7 覆盖地域

两大活动的影响力逐年增长，在面向基层

方面也取得很大成绩。从参加人员所属层级来

看，科技周参与人数最多的是基层，2013 年

达到 6 776.19 万人次。科协系统在科普日期间

举办的科普活动深入基层，科普活动覆盖村的

数量一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14 年达到

113 837 个村，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 15%，但
人数和村落数占全国总数比例还尚小。根据调

研和访谈，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周与科普活动

在城镇中的作用明显，但是在我国农村地区科

普日和科技周的影响力则差强人意，很多公众

不了解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两项活动，因此如何

将两项活动扩展到更广泛的地区和范围是今

后两项活动需要关注的重点。
3.8 参与组织

近几年来参加全国科普日活动的学会、协

会、研究会数量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2014

科

普

日

2004年

起，每

年 9 月

第3周

中国科

学技术

协会等

2012 年：食品安全与公众健康

2013 年：保护生态环境设美丽中国

2014 年：创新发展全民行动

2015 年：万众创新拥抱智慧生活

续表 1

科

技

周

2001 年：科技在我身边

2002 年：科技创造未来

2003 年：依靠科学战胜非典

2004—2005 年：科技以人为本 全

面建设小康

2006—2012 年：携手建设创新型

国家

2013 年：科技创新 美好生活

2014 年：科学生活 创新圆梦

2015 年：创新创业 科技惠民

2001年

起 ，每

年 5 月

第 3 周

科技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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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达到 31 548 个，这反映出学会、协会、研

究会都以积极的态度参与科普日活动。从组

织开展科技周的部门来看，科技管理部门、科

协系统、教育部门等一直是组织开展科技活

动周的主要力量。三部门举办的科普专题活

动数量最多，吸引的公众数量也最多。可以

看出，中国科协系统在两项节事中都发挥了

主力军的作用。

4 主要结论
科普日和科技周已成为植根基层、公众喜

爱的大型主题科普活动，也是目前我国影响面

最大的全国性科普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0

多年来各地在全国科普日期间累计举办的重

点科普活动达 4 万多次，参与公众超过 7 亿人

次；覆盖全国 15%的村庄和 70%的社区。

全国性科普活动的持续开展在全社会起

到了良好的示范引导作用，激发了社会各方

面支持科普、参与科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

强了科普社会责任感。尤其是在提高公民科学

素质、促进基层科学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良

好的动员、示范和引导作用。

第一，科普日和科技周的受众人数呈持续

稳定增长态势，知晓度和覆盖率不断提高。

依据 《中国科普统计》 和 《中国科协统计

年鉴》 的数据分析，科技周和科普日的受众人

数呈持续增长态势。科普日活动的受众人次

数，由 2004 年的 2 192.17 万人次上升到 2014

年的 1.39 亿人次；覆盖村庄从 2008 年的

45 311 个增加为 2014 年的 113 837 个；覆盖

社区从 2008 年的 13 855 个增加为 2014 年的

44 661 个。科技周期间科普活动的受众人次

数，从 2004 年的 8 283 万人次，上升为 2013

年的 1.0581 亿人次；覆盖村庄数从 2010 年的

75 714 个上升为 2013 年的 119 850 个；覆盖

社区数在 2010 年为 18 887 个，2013 年为

55 446 个，2014 年为 42 967 个。

由统计数据可知，即使科普日与科技周的

受益人数和覆盖范围有重复，2014 年，全国

科普日和科技活动周的受众人数达到总人口

的将近 10%，覆盖的村庄达到 15%~20%，覆

盖社区达到 70%以上。10 多年来，科技周与

科普日活动的知晓度和覆盖率都呈现出不断

提高的态势，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普及，

科普和科技的概念深入人心，融入到了最基层

单位，走进了千家万户。

第二，科普日和科技周的活动主题鲜明、

内容丰富，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人群的科普

需求。

从典型地区调查情况来看，无论是知晓情

况、受众覆盖，科普日与科技周都有较大的重

叠，估计科普日和科技周的受众人数统计数据

的重叠率在 80%左右。但由于两大活动的主

题各有侧重，且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吸

引了不同层次、不同行业的人群参与，极大地

满足了基层科普人员的科普需求。

第三，科普日和科技周活动起到了“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的作用，进一步提升了公众

的科技意识和科学素质。

从对 2001 年到 2014 年两大活动的主题设

计看，科普日和科技周起到了“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的作用。每年的活动主题围绕不同时

期不同年份的党政工作中心来设置，如科技活

动周在 2005 年以前，主要围绕建设小康社会

来开展活动，2005—2010 年主要服务于创新

型国家建设主题，2011 年至今，主要围绕转

型发展和创新来开展活动。从年度主题设计

看，科普日活动比科技周更加体现“三贴近”

原则，主题也更加鲜明、突出，具有时代性。

从领导重视程度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各

级领导都对科普日给予高度重视。

第四，科普日和科技周活动有较大的雷同

性，但科普日的各项评估指标均优于科技周。

从统计数据分析、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的

情况看，科技周与科普日活动无论在影响力、

知晓度、覆盖率、传播效果，还是在受众量、

投入产出效果等方面都具有较大的雷同度 （估

计在 80%以上），虽然两者都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但科普日活动的效果略优于科技活动周的

效果。2015 年 9 月 19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

“2015 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与广大群众一

全国科普日和科技活动周比较研究 掖掖掖 科普日与科技周比较研究课题组 / 研究论文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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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参加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央电视台新闻

联播作了报道，科普日活动在社会上产生十分

广泛的良好影响。同时，调查数据表明，要进

一步扩大科技节事的活动效果和影响力，首选

的传播渠道已经从传统的广播电视，转变为互

联网。根据我们对上海、广东、浙江的实地座

谈情况，访谈对象认为，科技周与科普日虽然

存在较大程度的雷同，且资源利用也基本相

同，但还是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优点，比如，科

技周倾向于科技成果展览展示，而科普日倾
向于“三贴近”的科学普及活动。问卷调查表

明，基层社区群众反映，科普日和科技周的区

别主要是时间和主办单位的不同，活动的内

容、形式、渠道、面向对象等基本相同。

第五，“互联网 + 科技节事”活动成为

发展新趋势，为大型科普活动开展提供了更

广阔的空间。

在实地调查中，参加过多次科普日和科技

周组织活动的同志反映，群众对科普的需求已

呈现多样化特点，办几场科普讲座已完全不能

满足现实需求，必须借助媒体，尤其是新媒体

的“放大器功能”，扩大科普的宣传力度和举办

大型科普活动的实际效果；尤其是广东、上海、

浙江等一些发达省份，科普工作已经形成由科

协主导，电信局、技监局、环保局等多部门联

动的局面，大型科普活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化；

也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科普活动品牌，

如“智慧浙江”、“清洁节能”等科普活动已经

成为新亮点，“科学 +”已成为新型科普模式。

5 关于进一步办好科技节事活动的有关建议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两个百年”奋斗目

标和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创新只有扎根全民

科学素质提高的沃土，才能根繁叶茂。科普作

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要手段，只有不断与

时俱进，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实现科普内

容、表现形式、传播手段的不断创新，才能满

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对科学文化的需求。为了进

一步做好科普日和科技周等大型科技节事活

动，提高活动效果和资源使用效率，结合本研

究的发现，提出如下建议，供有关领导和决策

部门参考。

第一，适应政府职能转移要求，依照国际

上科技节事活动开展惯例，合并两个大型活

动，统一由中国科协组织实施。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多次强调要转移政

府职能，把政府不该管、不该办，管不好、办

不好的事情转移出来，由社会组织承担，以适

应改革开放需要，转变重复职能和工作机制，

发挥市场调节主要功能。从国际科技节事举办

的历史和惯例看，大多数国家的科技节事都由

非营利组织承办，建议我国的科普日和科技周

两个大型科技节事能够合并，由科协等社会组

织举办，以利于与国际接轨，加强国际民间科

技交流，提高活动效率。

第二，整合资源投入，做精、做大、做强

科技节事活动品牌，提高产出效果。

多方数据和实地调查表明，科普日和科技

周这种有主题、有组织的大型现场活动具有不

可代替的作用。在国家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

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应结合形势发

展需要，不断创新活动形式，尤其是要加强资

源整合力度，针对新媒体网络传播的特点，进

行再创作，大力制作一些短小精干的微视频、

微电影、微科普活动和故事，以满足网民对短

平快信息需要的新要求。同时，通过科技节事

活动，不断为科普中国品牌增添新的内容，为

科普信息化提供新动力。

第三，采取线上线下 （O2O） 结合模式，

提高科技节事活动品牌的传播时间、范围和

效果。

本次调查和相关调查表明，公众学习和获

取信息的偏好已经从传统媒体转移到互联网

为载体的新媒体。据工信部消息，截至 2015

年 6 月，我国手机用户已经接近 13 亿人，手

机网民规模达 8.57 亿人。讀訛科技节事活动应适

应信息技术发展要求，结合科普信息化工作的

推进，加强针对基层尤其是农村的网上科普活

动，大力开发相关移动终端 （如手机 APP）。

科普日、科技周等类似的科技节事活动应更多

讀訛数据来源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渊CNNIC冤第 36 次叶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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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线下启动，线上传播，不断优化资源，长

期发挥作用的模式，不断提高科技节事的科普

效果。

第四，科普与基层科学文化建设相结合，

形成科普的长效机制和社会氛围。

依据对上海、广东、浙江、新疆等地的实

地调查，在社区和农村村庄层面的科普活动，

大多采取与当地的文化娱乐活动相结合的方
式，行政区一级的科普工作也适应形式发展

要求，采取了与电信、广电、工信、经贸等部

门合作和联合的方式开展。而从对科普日和科

技周活动的调查情况看，科普的“最后一公

里”是科普工作的难点。因此，建议在社区基

层采取“面上与文化活动相结合，点上通过移

动终端精准推送”的方式，继续大力开展科普

活动“进基层”，以时间换空间，提高科普日

与科技周活动的科普效果。

第五，加强国际科技节事活动的交流与合

作，加强对科技节事活动的监测评估，不断改

进举办方式，提高举办效果。

我国科技节事活动开展了 10 余年，已经

积累了丰富经验和大量资源，应通过第三方

评估，不断提高大型科普活动的影响力和资源

利用效率。尤其要加强与国际上主要国家科技

节事活动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

举办水平。在调研过程中，当问及科普日与科

技周活动的具体效果时，大多不能有效概括和

表述，说明有关部门做得多，研究少，缺少理

论素养。因此，要通过交流和研究，提高职能

部门对科技节事活动的管理水平，尤其是要善

于利用评估结果，使之为提高大型科普活动的

实际效果、效率和社会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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