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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

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关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也对加强科学普

及工作作出了部署。面向“十四五”，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对发挥科普咨政建言和战略支撑作

用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建设高端科普智库的

重要意义凸显。一是科学决策的需要。当前越

来越多的公共决策与科学技术内容密切相关，

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提升决策科学性，必须提

高决策者的科学知识水平，及时向他们传播

和普及相关科学知识。二是民主决策的需要。

在决策主体多元化、过程公开化的趋势下，

社会公众成为公共决策的重要主体，在重大

工程项目选址、生态环保、新兴技术治理等

领域，公众参与成为政策能否顺利出台实施

的重要变量，典型的如邻避效应的影响，必

须加强科普工作，提升全民科学素养，提升

公众理解科学能力，形成科学发展合力。三

是舆论引导的需要。在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

为代表的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等应急事件下，

科普工作必须主动作为，及时准确地向社会

大众传递科学知识和科学信息，杜绝谣言和

净化社会环境，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形象

的领域更要主动出击，打好舆论战，以科学

真理粉碎国外针对中国的政治谣言。以上三

方面充分体现了新发展阶段对建设国家高端

科普智库的时代呼唤，要求我们必须跳出科

普看科普、做科普，从服务中央治国理政、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

认识建设科普智库的重要意义。

从概念上讲，智库又称思想库、脑库或

者智囊库，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

响国内和国际政策选择为目标，提供决策方

案和对策建议等智力产品的研究机构。近年

来，党中央大力部署推进智库建设，十八届

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

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 年 1 月，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

库建设的意见》，界定了“中国特色新型智

库”的定义，即“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

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

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同

时明确提出发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中国科协等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在

国家科技战略、规划、布局、政策等方面发

挥支撑作用，使其成为创新引领、国家倚重、

社会信任、国际知名的高端科技智库。2016

年，中央又部署开展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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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选取 25 家试点单位，其中所谓“高端”，

体现在主要站在中央治国理政的高度开展战

略性、前瞻性、储备性研究。按照上述梳理，

笔者尝试提出国家高端科普智库的定义，即

以开展科学普及工作中的战略和政策问题为

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

策为宗旨，主要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和储备

性研究的研究咨询机构。

当前，“科普”与“智库”两个概念在国

内还存在相当大的分野，科普工作及科普研

究多数情况下仍然是“就科普谈科普”，在目

标、内容、对象、动力等方面还更多局限在

如何做好科学技术知识普及本身，离咨政建

言、战略支撑还有相当距离，关于“科普智

库”的讨论和实践更是比较罕见。笔者认为，

为更好地建设国家高端科普智库，必须提高

政治站位，以中央关于加强科学普及以及中

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精神为根本遵

循；必须着力促进“科普”与“智库”融合，

科学把握科普与智库的二元关系，尊重科普

工作和智库建设的内在规律，一方面要关注

“政策 for 科普”，就是如何更好地推进科普工

作，更重要的是要关注“科普 for 政策”，就

是如何以科普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决策和

治国理政；必须实现科普工作的四个转变，

即在目标上从单纯的传播科技知识、提升公

民科学素养向咨政建言、培育科学精神与科

学思维转变，在内容上要从普及传播科技知

识本身向关注科技的社会影响和科普的战略

和政策内涵转变，在对象上要从单纯面向社

会公众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公众、企业和

社会组织等转变，在动力上要从知识生产推

动向公共决策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拉动

转变。

参考国内外领先的科技智库和国家高端

智库试点单位的成功经验，笔者提出推进高

端科普智库建设的四方面初步建议。

一是构建治理体系。在国家层面明确国

家高端科普智库建设的牵头部门，统筹目前

分散在科协、科技、科学院等系统各自为战

的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力量，整合提升战略

支撑机制；坚持“小核心、大外围”的原则，

在用外脑、扩外延上做文章，搭建合作和交

流平台，建立广泛连接，建立柔性组织和管

理模式；内部探索成立智库管理部门，专职

统筹智库建设工作。

二是优化智库产品。着力加强政策专报、

政策报告的生产报送；把好选题关，从决策

部门需求和科普实践问题入手找选题；注重

学术语言向政策语言的转译转化。

三是扩大智库影响。加强与决策部门的

对接，建立常态化的直报渠道；创新科普活

动形式，充分利用新兴媒体，吸引多元主体

参与，扩大影响覆盖面。

四是创新体制机制。建立符合智库研究

内在规律的课题管理机制，突出需求导向、

政策导向和时间约束；探索符合智库运行规

律的经费使用机制，提高科研人力资本补偿

比例；优化智库考评机制，大幅提高智库研

究成果在人才和机构绩效评价中的权重，发

挥指挥棒作用；转变思想观念，提高站位建

智库，跳出科普看科普。

（编辑  颜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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