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7

两条腿走路 <<< 刘    洋

收稿日期：2019-08-30
基金项目：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普工作的历程与政策研究（1949—2019）”（190101ELR089）；中国科
学院大学“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1949—1966）”（Y954028XX2）。
* 通信作者：E-mail：liuyangwfm@126.com。
①例如司有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传播史》（重庆出版社，2005）中将中国的科技普及发展分为创立与发展

（1949—1965）、中断与恢复（1966—1976）、繁荣与进步（1979—1999）等几个阶段。朱效民划分为组织建设时期（1949—
1958）、广泛实施时期（1958—1966）、衰落停滞时期（1966—1976）、恢复发展时期（1979—1990）、反思探索时期（1990—
1998）等几个阶段（朱效民：《建国以来我国科普发展的历史回顾》，《科普研究》2001 年第 4 期）。

[ 摘   要 ] 研究了 1958 —1961 年间在技术革命背景下科普政策调整的情况。认为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

要求和技术革命的提出、“提高的工作和普及的工作充分地结合起来”等说法、聂荣臻关于在科学工作中贯彻

群众路线讲话等因素影响了科普政策调整，“两条腿走路”成为一段时间内指导科普工作的重要方针。伴随中

央政策的调整，科普政策回归到一方面抓学术、一方面抓普及的轨道。梳理这段历史对如何认识科学普及与

科学研究的关系、制订科普政策如何既服务于中央政策又尊重学科特点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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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腿走路
——技术革命背景下的科普政策研究

刘    洋 *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4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科普政策制

定始终围绕国家中心任务展开，这使得科普

政策的调整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学界对科

普发展阶段的划分也反映出这个特点①。由于

科普工作的开展还受限于其学科特性，对中

国科普史不但应做科普学和历史学结合的跨

学科研究 [1]，还有必要开展特定历史阶段的

具体研究。1958 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

总路线，并把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作为中心

任务。国家任务如何影响到科普政策的调整、

指导科普工作的理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

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1958 年，伴随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

要求和技术革命的提出，从“普及与提高”关

系理论框架下衍生的“两条腿走路”成为一段

时间内指导科普工作的重要方针。1961 年，科

普政策调整为一方面抓学术活动、一方面抓普

及，中央领导人“科学研究不是靠突击和群

众运动能解决问题的” [2]“在科学规划目标的

问题上，要有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 [3] 等说法

纠正了对科技工作的错误认识，促使科普工

作的理念和政策回到正确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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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革命成为中心问题
伴随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在革

命论思想的不断影响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

认为把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作为新革命任务

的时机成熟。1958 年 1 月，毛泽东号召：“从

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

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

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

起全党的注意。” [4]1958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

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制定社会主

义建设总路线，并提出：“在继续完成经济战

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

种提法是把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作为社会主

义建设的中心问题。刘少奇明确技术革命的

主要任务是：“把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在内的

全国经济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新的技术基础

上，转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使一

切能够使用机器的劳动都使用机器，实现全

国城市和农村的电气化；使全国的大中城市

都成为工业城市，并在那些条件具备的地方

逐步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使全国的县城和很

多乡镇都能有自己的工业，使全国各省、自

治区以至大多数专区和县的工业产值都超过

农业产值；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以现代工

具为主的四通八达的运输网和邮电网。在尽

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同时，

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地开展改良工

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使机械操作、半

机械操作和必要的手工劳动适当地结合起

来。”[5]2631958 年 6 月 3 日，《人民日报》发表

名为“向技术革命进军”社论，号召“党和

全民的主要注意力必须转移到技术革命和文

化革命方面来，以便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一

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

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6] 简而言之，当时

认为技术革命是人们征服大自然的革命，是

用简单工具的劳动和手工业的生产，跃进为

使用动力机器生产的一种革命；是用先进的

技术代替落后的技术，从而大大地提高劳动

生产率 [7]。

如何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如何在

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中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

是包括科普工作者在内的中国科技界要回答

的首要问题。由于总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应用和发展” [5]269，

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技术革命中如何

走群众路线，如何把“中央的力量和地方的

力量、国家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充分地结合

起来”“提高的工作和普及的工作充分地结合

起来” [5]270 成为包括科普政策在内的科技政策

调整面临的现实问题。主管科技工作的国务

院副总理聂荣臻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全国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强调“群众的积极性、创

造性的充分发挥，使我国能够以跃进的速度

实现技术革命的伟大任务，这只有在社会主

义国家里才能做到”[8]326。过去“对于地方科

学技术研究发展、群众的技术革新和工具改

良注意的不够”[8]328。聂荣臻提出，在技术革

命和文化革命运动中，科学技术工作的任务

首先是研究和解决工农业生产建设中所提出

的迫切问题，为生产大跃进服务；对于群众

的创造和发明，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积极

地加以总结、提高和推广 [8]326。

注意群众的技术革新、重视群众的创造

和发明，由技术革命而引发的这些新指示对

科普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1958 年 9 月 18 日，

聂荣臻在科联、科普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对科普工作更具有针对性。聂荣臻在会上提

出中国科学工作的道路应包括四个方面：解

放思想，破除迷信；从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出

发；全面规划；群众路线——首次明确提出

在科学工作中采取群众路线的发展路径。聂

荣臻提出：“为了贯彻群众路线，根据几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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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最近半年来的经验，我们认为科学工

作应该实行中央和地方并举，‘土’‘洋’并

举，专业的科学技术研究机关和技术革命的

群众运动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生产、

教学和科学研究三者相结合的方针。”[9]

技术革命成为中心问题，是毛泽东“两

种革命” ②思想实践的结果，也是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中国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

超战略”，在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探索过程

中的举措。中国逐渐完成科学技术体制化过

程，“156 项”工程为代表的成套设备引进，

《一九五六— 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

划纲要（修正草案）》开始实施，技术革命在

中国逐步取得科技自立的背景下开展。正如

王素莉所言，毛泽东的以技术革命推动新型

工业和传统工业并行发展的“技术革命”思

想和其“独立自主”地干技术革命的思想对

当时实施的赶超战略产生了深刻影响 [10]。 

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要求、技术

革命的提出、刘少奇的“提高的工作和普及

的工作充分地结合起来”等说法、聂荣臻关

于在科学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等讲话，这些

因素影响了科普体制的改变（1958 年 9 月中

国科协成立），也影响了指导科普工作的理念

转变和政策调整。

2两条腿走路——科普政策跟随调整
在技术革命成为中心任务后，科普理念

开 始 转 变。1958 年 5 月 16 日， 中 华 全 国 科

学技术普及协会（后简称全国科普）召开常

务委员会讨论如何迎接文化革命、技术革命，

如何贯彻“科学工作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

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原则。全国科普通过

对普及与提高关系的新阐述、赋予新含义来

适应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形势，以期重新

确定协会工作方向。例如，彭庆昭提出：“过

去把普及科学技术基本上限于书本上的所谓

成熟的公认的东西，现在看来，先进生产经

验、群众的发明创造，是头等的要普及的东

西。”“过去只宣传先进生产经验，对于总结

经验和应用先进经验则认为不是协会的工作。

协助行政上解决生产中的关键问题，过去也

只看作临时帮助。” [11] 高士其发言：“应该把推

广先进生产经验看作是一项头等重要的工作，

应该把群众的先进生产经验加以总结和提高

到科学水平，应该把群众的先进经验和技术

革新送到科学研究机构加工……使科普工作

成为生产与科学研究的真正桥梁。”[11]1958 年

6 月 18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地方也

能大办科学事业》，对科普理念和政策的调

整有重要影响。其中说：“要使我国的科学工

作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的建设飞跃发展的需要，

并且在今后十年内赶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仅仅依靠中央、依靠少数研究机构和少数专

家办科学事业是远远不够的。正确的做法是：

既要靠中央，也要靠地方；既要靠专家，更

要靠群众。就是说，要两条腿走路，而不是

一条腿走路。” [12]4

社论中提出的“两条腿走路”是在科学

工作中采取群众路线的形象说法，此后成为

一段时间内既是指导科学工作的重要方针，

也成为指导科普工作的重要方针。“既靠中

央，也靠地方；既靠专家，也靠群众”的说

法背后隐含着对普及与提高关系的新解释。

中国共产党指导科普工作的理念与对普及与

提高概念及关系的认识一直密切相关，普及

与提高辨证关系的内涵是逐渐沉淀而成的。

1942 年 5 月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提高，是在

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

指导下的普及。”[13]1949 年 7 月，周恩来曾针

②两种革命是指“社会制度方面的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的社会革命和“技术方面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
生产的革命”，即技术革命（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32 页）。

两条腿走路 <<< 刘    洋 新中国科普事业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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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及与提高问题写下：两者相成相助，“一

面提高一面普及，普及人要多，提高人要精，

从多中走向精，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

指 导 下 普 及。”[14] 1950 年 8 月 18 日， 在 中

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明确，处

理提高与普及关系上应遵从“在普及的基础

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方针。将

普及与提高区分对待，直接体现在学会的组

织结构上，即分别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

专门学会联合会”（后简称“全国科联”）和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在科学体制

上也是同样思路，除成立领导全国科学研究

事业的中国科学院，在文化部下还设立了科

学普及局。

从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看，“两条腿走路”

方针更偏重于“在普及基础上提高”。技术

革命成为中心任务后，对科学研究与科学普

及“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

普及”关系的内涵开始变化，转而强调提高

与普及的充分结合，并直接反映在全国科联

和全国科普的合并。在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

给聂荣臻副总理和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科

联已向工农群众开门并进行普及工作，科普

已经在大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两者的工作

已经走向汇合”，两个组织合并“有利于贯彻

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工农群众与知识分子相

结合，生产、教学、研究工作相结合的方针，

进一步克服科学技术界脱离生产、脱离实际、

脱离群众的倾向。这样就能更有力地促进科

学研究工作和普及工作以更大规模和速度开

展起来。”[15] 李四光在中国科协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中提出，“当前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

新形势，要求科学技术要有更高速度的发展，

要求科学技术的普及与提高应该更加紧密地

结合起来”[16]。

受“提高与普及充分结合”理念影响而

诞生的中国科协，成立后首要问题是确定基

本工作方针。1958 年 10 月 20 日，中共中央

在关于中国科协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批复中指示：“中国科协是党动员广大科学技

术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技术革命和文

化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个工

具和助手。” [17] 这个指示清晰表明，包括科普

政策在内的中国科协各方面政策制定应服务

于中央政策和中心任务，因而当时中国科协

提出“以进行技术革命群众运动为自己的主

要任务”[18]774。中国科协在 1959 年一二月间

举行的杭州工作会议，围绕要不要实行“两

条腿走路”的方针问题、对专业科学技术机

构的活动与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活动相结合的

认识问题而展开，提出科协的工作应当大搞

以科学技术专业活动为内容的群众运动 [19]。

中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范长江在会上指

出：在专业科学机构与群众团体的关系中，

科协是两条腿中的一条腿，科协在工作中应

该是“工农群众与知识分子相结合，普及与

提高相结合，土法与洋法相结合，生产、教

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18]777 范长江的这个总

结即为“两条腿走路”方针的内涵，成为一

段时间内中国科协开展科普工作的指导方针。

1959 年 5 月 21 日， 中 央 再 次 指 示“ 中

国科协技术协会的各级组织应当在各级党委

领导下，服务于当前的生产建设任务，积极

开展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在这一方面做

好党的工具和助手”[20]。科协的工作在此指

示下开展，提出服务于“两当”（当前、当

地的生产建设）、抓生产中的关键问题，“远

近 结 合 ”、 不 忽 视 理 论 问 题 研 究；“ 专 业 为

纲、上下相联”，“专业活动”的主要内容是

“研”“总”“普”“训”，即群众性的科学研究

活动、先进经验和创造发明的总结推广、科学

技术知识的普及宣传、各种技术训练教育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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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规划：要广泛组织和开展群众性的

科学技术研究小组的活动、大搞群众性的科

学技术理论总结活动、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

技术上门活动、大办业余教育培训技术人才、

积极开展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宣传、大搞新

技术分科“扫盲”运动等 [22]，中国化学化工

学会开展群众性理论研究活动和辽宁省科学

技术协会建立群众性科学研究小组开展群众

性科学技术工作的经验被作为典型宣传。有

研究认为，这个时期面向工农的科普工作为

大搞“技术上门”和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

动所取代 [23]；“特别是一些技术上还不成熟，

科学上还有争议，或者条件还不具备的所谓

新技术、新发明、新创造、新经验，在未经

严格的科学验证之前，就广为宣传，大加推

广，其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24]12

科普政策调整虽然受到技术革命和“提

高与普及充分结合”等理念的影响，中国科

协制订的科普政策仍部分延续了此前形成的

现实传统。例如，1956 年 10 月全国科普明

确开展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方针：结合生产、

结合实际、力求广泛，在农村开展科学技术

普及工作，要求“一切宣传都要紧密结合当

地 当 时 农 民 生 产、 生 活、 思 想 的 实 际 来 进

行”[25]。结合生产、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

这些说法与此后提出的“两当”和“专业为

纲、上下相联”显然关联。

3引发科普理念冲突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

路线、提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新任务，

同时也是一次全面发动“大跃进”的会议。

在这次会议之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

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科普工作也裹挟其中。

在三年“大跃进”中，在学会组织上“以科

技人员为主”的主张受到批判；学会工作方

面，片面强调大搞“学术批判”，一些学会活

动陷于停顿 [26]66。

科普工作出现对专业科技人员的批判等

问题，既有“大跃进”运动影响的因素，也

有科普服务技术革命而产生的行业特性，指

导理念的转变值得分析。关于技术革命、普

及与提高关系等问题认识，本可以限制在严

肃的学术探讨范围内，但由于其政策属性使

得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沾染意识

形 态 的 色 彩。 例 如， 认 为 技 术 运 动 中 贯 穿

“多快好省的思想与少慢差费的思想的斗争、

两条路线的斗争”[27]；同样，在对科普的认识

也存在受政治影响将本属于学科范围探讨的

问题扩大化的现象。

（1）以解放思想代替科学普及

出于发动群众的需要，在特定情境下迷

信一词被定义为对科学的迷信，即“劳动人

民对科学有迷信；干部对领导科学工作有迷

信；科学技术工作者迷信自己，多方渲染，

把科学工作弄得莫测高深”[28]。在这个逻辑下，

解放思想就是要打破对科学的神秘观念，把

科学说成是“劳动人民生产和生活实践的产

物，没有什么神秘，人人都可以理解它，研

究它，运用它”[29]。这样，科学普及工作就由

传播知识转化为对群众生产实践的总结。

（2）把科学片面地看作是经验的概括和

上升

当时认为，科学水平提高的规律是“实

践、提高；再实践、再提高，不断地前进”，

进而提出发展科学必须依赖生产实践，自然

科学是经验的概括和上升 [30]；因而科学工作

必须为生产服务，科学不能脱离生产，科学

既然是从生产实践中产生的，生产者就一定

能掌握科学 [31]。这样就把科学片面说成是生

产和阶级斗争知识的总结与提高，也消解了

科学的理论性。按照这种逻辑，科学普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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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就演变为总结和提高，从普及科学演变为

发展科学。

（3）轻视专业科学家和专业科学机构

当时提出，地方科学研究机构的任务是

“以研究和解决当地生产上最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为主，同时兼顾国家建设的长远需要，

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最新科学

技术的研究” [12]2。与此同时，却把专业科学机

构的研究说成“片面强调基本理论和现代技

术的研究，轻视一般生产技术的研究”，指责

这是对科学的神秘观念，阻碍科学事业的迅

速发展 [12]1。与实践联系并不紧密的基础研究

被看作是“以个人名利为主要目的，或者不

顾国家任务，去追求个人认为能够出名得利

的无关紧要的题目”[32]9，基础研究的空间愈

发显得局促。专业研究与生产实践需求被对

立起来，专业科学研究被指责为“把科学神

秘化”“为科学而科学，无视广大群众在生产

实践中的新经验、新创造”[32]18。

科普政策采取“两条腿走路”方针是由

上而下产生的，而对科学、科普本质缺乏深

入认识也为这些错误理念产生提供了土壤，

例如对科学精神或科学态度的忽视。科学精

神一词很早被科学家使用，早在 1916 年《科

学》杂志刊登了任鸿隽的《科学精神论》一

文，到 20 世纪 30 年代，科学精神一词已经

相当流行 [33]。在党的话语体系中，1945 年 5

月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使用

“科学精神”一词，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高度

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 [34] 的产

物，不过 1949 年后一段时间内这个词语就很

少出现了。与科学精神内涵相近，中央领导

曾使用“科学的态度”或“科学态度”等概

念。1954 年 6 月 14 日，毛泽东指出：“不论古

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

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判。这才

是科学的态度。”[35] 伴随党的政策调整，中央

对科学、科普的认识也在发生着改变。1958

年 11 月中央觉察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

开始了 8 个半月的纠“左”，党的第八届中央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

问题的决议》，提出在任何工作中“必须坚持

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原则”“我们的

各级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善于区别事物的真象

和假象，区别有根据的要求和没有根据的要

求，对情况的判断必须力求接近客观实际”[36]。

党的指导方针转变为“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后，《人民日报》1961 年 3 月 9 日发表

社论纠正对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错误认识，

再次强调破除迷信不意味着不尊重科学，“革

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作风，也就是党

和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37]。

1962 年 3 月 2 日，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

学工作会议做“论知识分子问题”讲话，谈

到外行不要去干涉业务，“科学研究要走群众

路线，不要搞群众运动，这个说法比较恰当。

科学研究不是靠突击和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

的”[2]。1963 年 1 月，周恩来提出，“实现科

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

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前两点是指

要有科学的态度”[38]。针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

问题，从 1958 年 9 月聂荣臻提出的“解放思

想，破除迷信”到周恩来 1963 年强调的“实

事求是”，从表面上看两种说法并不矛盾，但

实际上都是针对当时中央政策展开从而影响

着科技政策的走向。中央对科学家和专业科

学机构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从偏重于“结

合生产”转向“一时没有成绩不要紧”。制订

第二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毛泽东说：“在

科学规划目标的问题上，要有革命精神和科

学态度。……科学技术有实用的，还有理论

的。我们必须懂得一些自然科学理论，如生



053

物学、医学，等等。要有小批人吃了饭不做

别的事，专搞尖端科学，一时没有成绩不要

紧。”[3] 这些反思是对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

科学精神的尊重，科普政策的制订不仅要服

务中央政策同时要尊重科普的学科特性。

4尾声：科普政策回调
科普工作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强调采取群众路线的方式开展科学研究，显

然是对专业科学家和科学机构带有贬意，这

也是当时科研生态的一个侧影。1961 年 1 月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党的指导方针开始

转变。在科技领域，在主管科学工作的聂荣

臻副总理主持下，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提

出《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

条意见（草案）》，开始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

关系。相应的，科协工作也回到了贯彻“双

百”方针、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保证学术

活动质量等工作上。

1961 年 4 月，中国科协全国工作会议在

北京召开。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提

出科协的工作重点是一方面抓学会，搞学术

活动；一方面是抓普及。“普及工作事实上也

是下面搞得多，上面也需要做一些，提些方

针性的意见，介绍下面好的经验，至于具体

工作，要推动各部门各地方自己去搞。”[39] 虽

然周扬的讲话中并没有从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出发对科普工作进行论述，也没有谈及“两

条腿走路”的方针，但“一方面抓学会，搞

学术活动”“一方面抓普及”的指示显然是强

调普及与提高“分开”，而不是强调“结合”。

1962 年 3 月，广州全国科学技术会议重新肯

定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这样，连同实施

“两条腿走路”方针而伴随的轻视专业科学家

和专业科研机构的风气得到纠正。章道义提

出，中国科协对科普组织、科普对象、科普

内容、科普活动方式、科普宣传等方面都做

了有效调整，这个时期的城乡科普工作“从

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转入扎扎实实、稳步发

展的轨道”[24]13。

中央政策的影响与当时领导人的科技思

想理念转变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当时的

科普工作忽冷忽热。1961 —1962 年，根据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一些科协专

职机构和人员精简过多，使地方科协工作大

为削弱。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

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

大革命运动后，广大农民种试验田等群众性

的科学实验活动迅速发展。1964 年 4 月，中

国科协肯定群众性科学实验小组“是在农村

中开展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的一个良好的组

织形式”[26]272。到 1965 年底，全国的群众科

学实验小组从上年的 40 万个猛增到 100 多万

个，成员达到 700 万人。“文化大革命”爆发

后，农村科普工作陷入停顿。科普工作虽然

有服务的职能，但却受中央政策和领导人指

示影响而兴衰，说明当时的科普理念和科普

政策都缺乏长期性和持续性。

当前，中国实施非对称性科技赶超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是实

现创新发展的两翼”的论述点明了科普工作重

要性。回望 60 年前，中国发展科技的政策和

开展科普的政策都围绕技术革命展开，科普工

作中采取群众路线的方式与科普“结合生产、

结合实际、力求广泛”的工作特点相吻合，因

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实际上是促进了科普

工作开展。但是，由于过于强调中国科协是进

行技术革命的“工具和助手”而忽略了科普工

作的学科特点，科普工作围绕服务生产建设和

对群众性的科学研究活动的总结推广，过于

偏重“在普及基础上提高”而忽略了对科学精

两条腿走路 <<< 刘    洋 新中国科普事业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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