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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对科普工作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科普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为推进科普

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科普在支撑决策与创新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作用，迫切需要构建国家高端科普智库。为此，本刊组织“高

端科普智库建设”圆桌论坛，邀请智库建设、科技创新以及科学普及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千字

笔谈的形式，围绕高端科普智库建设的意义、途径、困难与着力点等不同角度进行探讨。

1 建设高端科普智库对发展科普事业意义
重大

从科技史的角度来说，历史上有两个重

要的里程碑事件：一个是 20 世纪 90 年代美

国开展的人类基因组计划，首次规定拿出整

个经费的 3% 到 5% 来研究伦理、法律与社会

问题。因为要造福社会，科技创新就不能仅

仅考虑科技与市场，还需要考虑至关重要的

人文社会科学等有关配套因素，这是一次高

度重视科技创新配套因素的标志性举措；第

二个里程碑事件发生在 2016 年，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这是

科技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因为一般来说，

传统的科普是把科普当作辅助性的途径，把

深奥、专业的科学知识用通俗易懂、喜闻乐

见的方式传递给公众，提高公众的文化素养，

而实际上，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复杂性、不

确定性不断增加，科技要与社会协调发展、

持续造福社会不仅仅靠科技的创造和应用，

还需要与多种因素进行有机结合，需要以人

为本，需要公众的理解、参与和监督，因此

科学普及、科学传播就至关重要，重要到了

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程度。这意味着科技

创新和科学普及等共同主导科技的发展，促

进科技更好地服务人民、造福社会。目前新

兴科技的快速发展引发许多风险和伦理问题，

科技本身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科学普

及发挥重要作用。

高端科普智库对发展科普事业意义重大，

首先体现在高端科普智库可以充分体现出科

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科普和创新同

等重要是中国的原创，首次把科普的地位提

升到应有的高度，这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实践

上都有根有据，顺理成章。综合已有观点和

自己的思考，我认为主要有六点依据和理由：

（1）主流创新理论已经表明，创新会发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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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生产、传播、应用等各个环节，用户

参与创新已成常态，特别是在数字创新领域

非常普遍，创新活动的用户导向、需求导向

更是被奉为圭臬。科普的重要功能就包括提

升用户素质、提升用户创新能力，因此科普

水平是科技创新整体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2）目前是知识爆炸、多学科交叉、跨学科

研究时代，科普对象不仅是广大公众，还包

括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包括管理者、决策

者等社会各界人士，科普已经成为知识创造

体系、国家创新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3）知识更新与知识创新同等重要。目前对

知识创新非常重视，但是对知识更新的重视

却明显不够，知识创新理论蔚为大观，知识

更新理论十分匮乏，实际上，知识更新与知

识创新同等重要，只有及时更换旧知识、旧

观念，新知识才能嵌入、落地，发挥应有的

作用，知识更新正是科普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4）在知识爆炸时代，知识选择比知识创造

更重要，科普工作责任重大。在知识匮乏时

代，知识创造最为重要，但是现在已进入科

技知识爆炸时代，知识的选择、更新、应用、

评价变得更重要、更紧迫，有选择、有重点

地普及科学知识是科普的传统，发扬这一光

荣传统迫在眉睫，在知识选择、知识更新比

知识创造更重要的今天，科普工作的地位理

应得到空前的提升；（5）当今时代，解决各类

重大社会问题，需要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正

确可行的思想与对策，二是人多势众，两者

缺一不可。再好的思想、再可行的措施，没

有大众理解支持也无法实现，科普最擅长的

就是面对大众，传播新知识新思想；（6）科

技与社会协调永续发展是当代首要议题，包

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科普工作，

能够最有效地实现公众理解科技、参与科技、

监督科技，是解决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的关键。

上述这些依据和理由也是科普应尽的职

责，至关重要、迫在眉睫，但是其中有不少

内容超出了传统科普的工作范围，这正是高

端科普智库可以补足和加强的，高端科普智

库建设必将把科普事业推向新阶段、新高度，

其意义重大，恰逢其时。

2 高端科普智库建设对提升我国高端智库
水平有重要意义

高端智库不同于一般的智库或智囊团，

高端智库就是思想库，思想库以出思想为首

要职责。因此，高端智库要两条腿走路，一

是对用户负责，得到用户的批示和认可；二

是面向公众、面向思想市场，不面向思想市

场是无法出思想的。在我国，一些高端智库

主要是面向用户，以得到领导批示为努力方

向，这当然重要，但只是一个方面而已，如

果不面向思想市场，不能提出原创思想、原

创理论，在国际竞争中就没有话语权。原创

思想的匮乏已经严重削弱了我们的国际话语

权，正如容凯尔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指

出的，“尽管亚洲的全球影响力日益增加，但

有关该地区事务的深入研究大多仍然来自其

他地方，主要是西方”，而“亚洲根本没有为

思想而建立起来的市场”。恩格斯强调“一

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

能没有理论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

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

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毫无

疑问，这正是以出思想为核心特征的高端智

库的首要职责。出思想就必须面向公众，面

向思想市场，高端科普智库在这方面有天然

优势，科普就是面向公众、面向学术界和社

会，完全可以后来居上，成为高端智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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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投’没了”；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院士

强调的“在科技项目的确定过程中，我们习

惯于拒绝支持有争议的项目，排斥没有国外

先例的研究等”。笔者研究学术评价和人才评

价 23 年，提出的开放评价法及其简明版“互

联网 + 代表作”评价法，可以快速解决原创

成果、原创人才及时胜出的问题。在开启高

端科普智库建设之际，应该充分重视其面向

公众、面向思想市场的天然优势，使之成为

思想者、思想家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乐土

和家园，为我国高端智库建设发挥示范作用。

3 关于高端科普智库建设的建议
如上所述，高端科普智库建设对科普事

业和高端智库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建议

充分发挥科普工作面向公众、面向思想市场

的特点，把高端科普智库建设成真正的高端

智库平台。针对智库项目研究时间短、任务

重的特点，盘点拔尖人才，汇聚相关领域有

长期积累并具有竞争优势的优秀智库专家及

团队，建立高端智库专家工作室网络，“以识

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

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打造中国乃至世界上

极具影响力的高端科普智库平台，既能在短

时间内完成高水平的研究报告，又能促进高

质量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源源不断地产出

原创思想和原创理论，为我国赢得国际话语

权，为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永续发展，做

出重要贡献。
（编辑  李红林）

的引领者和示范者。目前，我国一些高端智

库对出思想重视不够，应该予以纠正。思想

是个人的，牛顿思想、韦伯思想、德鲁克管

理思想等；大多数名著是个人作品，也有两

个人合著，但是极少有通过组织大课题大项

目、通过主编丛书而出思想的。出思想首先

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思想家。双管

齐下建设高端智库，就是强调既重视领导批

示更应该重视思想家。尊重原创思想、尊重

思想家是创新文化、科学文化的精髓，即使

是名重钱多、称雄业界的哈佛大学商学院，

也羡慕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因为该

院教授出版了一本影响很大的书——《第二

次机器革命》。目前，我国高度重视原始创

新，原创思想、原创理论是原始创新的高端

成果。需要强调的是，原创成果的出现需要

完成三个环节：做出、发表、获得承认，在

获得承认之前，多重要的原创思想、原创理

论也默默无闻，原创者只是普通学者而已，

因此鼓励原始创新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完成人

及时胜出，其次才是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宽

松考核制度等。做出原创的决定性因素是人，

我国约 80% 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都

是在条件艰苦或不利的情况下完成原创突破

的。目前，阻碍我国原创的最大制约因素是

在“获得承认”环节，同行评议的主观性和

创新非共识等痼疾助长了同行相轻和崇洋媚

外，正如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院士指出

的“搞项目评审、专家投票，往往把颠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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