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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科普人才
对科普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专访褚君浩院士

颜　燕 1　王慜超 2　李　莹 1

（中国科普研究所，北京 100081）1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 201800）２

中国科学院院士  褚君浩

褚君浩，中国科学院院士、红外光电子

物理和半导体科学技术领域著名专家。担任

《十万个为什么》丛书《能源与环境》分册主

编，撰写近百篇科普文章，平均每月做 1~2 场

科普报告，由于在科研和科普领域的杰出贡

献，2017 年获得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章”，

被誉为“心系科普的院士”。

科普是一个有层次的多维度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
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
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请结合您丰
富的科普实践谈一谈对科普的认识。

褚君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科技创新、

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

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的重

要论断，将科普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科普

的重要性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青少年教

育过程中，有助于从小树立热爱科学的意识，

掌握科学方法，培养科学精神。不论将来是

否直接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科学方法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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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精神都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我

本人深受科普的影响，小时候父亲对我进行

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的科普，培养了我

对科学的兴趣，我从小就立志将来要当个科

学家。再比如，科普有助于公务员和企业家

进行科学决策，科普能帮助他们了解社会发

展趋势、科学研究发展情况、科学技术与生

产力发展情况以及各种产业发展趋势，从而

辅助决策咨询和商业趋势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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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长期的科普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对

科普独有的认识。科普不是小儿科，而是一

门深奥的学问。我将它看作一个多维度体系，

中心是科学知识点，由此延伸出不同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知识如何而来，从现象到本质

去发现科学的规律，包含科学实践、实验、

科学家的奋斗和科学方法等。第二个维度是

科学知识有何用处，可以发展出什么技术。

科学一方面可以解释自然现象，同时也可以

衍生出技术，技术又可以变成产业，即从知

识到技术到应用，这是知识的应用维度。第

三个维度是知识与产业的关系、科技政策与

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对改善生活有什么帮

助，包含很多产业政策，即如何将产业发展

得更好，比如太阳能技术、微电子技术的发

展都涉及很多产业政策方面的问题。第四个

维度是社会环境、政策环境是否有利于产业

发展，比如从蒸汽时代、机械时代、电气化

时代，到信息化时代，再到智能时代，科学

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怎样逐步引领时

代的发展。第五个维度就上升到哲学的维度，

即从科学到技术到工程再到人的理念，比如

我国的“双碳”目标。

科普实际上是有层次的多维度体系，需

要细分人群，针对不同的群体定制相应的科

普内容。比如面向小学生，不是要谈科技产

业政策，而是要讲科学的方法，讲自然现象。

如果科普对象是研究生，就需要讲科学技术

与产业发展，因为研究生需要从中找到自己

未来发展的方向，以更好地进行就业的选择。

公务员和企业家群体涉及科学决策，所以他

们对科学技术背后的产业政策非常感兴趣。

多维度科普是针对不同人群的全方位科普，

其中自然也包括科学家。比如，在一次浦江

学科交叉论坛上，我做有关红外的科普报告，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阮康成研

究员做生命科学的报告。会后，我们相互讨

论交流，最终合作申请到了一个将量子点与

生物标识相结合的国家 863 项目。科普让不同

领域的科学家能够相互理解，从而产生学科

交叉合作。所以科学家跟科学家之间也要进

行科普，尤其是申请科研项目时，现场展示

项目申请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次面向在

场其他科学家进行专业领域科普的活动。

把事情说清楚是科普人才最重要的能力

新时代科普具有新的使命，科普人才
作为科普工作的重要支撑，您认为新时代
科普人才应具备哪些核心能力？

褚君浩：把事情说清楚，也就是把科学

知识里包含的最底层的深刻内涵表达清楚，

让人能够理解，是科普人才最重要的能力。

科普工作者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

是专职科普人才，比如科技场馆、校外教育

机构的科技老师以及专业的科普作家等。这

类人才不仅要掌握比较宏观层面的科普理论

知识，同时要有自己独到的专业方向，专门

做某一个领域的科普。比如对于专门从事生

命科学科普工作的人来讲，不一定要对量子

科学的知识非常了解，但是要对生命科学的

知识了解得特别清楚。又比如，现在国内一

部分高校开设了科学传播专业，培养的很多

专业人才毕业后可以到科技馆专门从事科普

工作，这是培养专业科普人才很好的方法。

第二类是科学家。这是科普人才中非常重要

的群体。科学家做科普，要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并不是每一个科学家都必须做科普。如

果有一部分科学家非常热心于科普事业，在

完成所应承担的科研任务的情况下，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抽出一部分精力从事科普工作。

科学家做科普也同样要善于把复杂的问题讲

简单，把难懂的东西讲得易懂。第三类是兼

职科普志愿者。他们的本职是从事其他领域

工作，比如医生、社区工作者等，利用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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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开展科普工作。

整个社会要大力培养科普人才，厚植科

普人才成长的土壤。未来高校可以多开设科普

专业；社会上也可以多引导科学家和其他领域

专业人才积极从事科普工作；政府可以出台对

科普人才的激励政策，更好地推动新时代科普

人才工作和科普事业向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

要建立高水平的科普大家和面向大众的

科普专业人才相结合的人才队伍体系

目前，科研人员参与科普仍存在缺乏
热情和相关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您认为
应如何有效提升科研人员参与科普的积
极性？

褚君浩：从个人层面来说，科普工作要

和自己的本职工作结合起来，尤其是年轻的

科学家，只有实现科研和科普相结合的双受

益，才能维持对科普的热情和积极性。专职

科普工作的人员或者科普志愿者则另当别论。

以我为例，我的科普工作围绕我所研究的光

电科学技术领域展开，比如红外探测器、太

阳能电池等，提出的很多科技政策方面的建

议也都围绕光电技术和光电产业领域。围绕

主职主业开展科普才能做得深，对问题的理

解也更深刻。

从社会层面来说，全社会要鼓励从事科

普工作的专兼职人才。科普不是不务正业，

做科普和做科研同样是为社会贡献力量，在

人才的考评上也要适当考虑科普工作。现在

很多政策在向这方面倾斜，比如重大科研项

目结项时有科普方面的要求。再比如，科研

机构向公众开放，也需要政策给予相应的支

持和鼓励。当然，目前的评价政策在定量方

面考虑得还比较少，特别是对于年轻科研人

员，SCI 论文或专利成果比科普报告更容易

得到现行评价体系的认可，所以需要调整评

价体系。目前很多单位都开始关注这一问题，

情况已经有所改观和进步，但具体措施仍有

待出台和进一步的细化。

《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行 动 规 划 纲 要
（2021—2035 年）》提到，要建立高校科普
人才培养联盟，加大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
培养力度。您对于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有
什么建议？

褚君浩：要培养不同领域的科普大家，

设立科普专业是重要手段。比如，创作能够

流传的经典科普佳作需要非常优秀的科普作

家，需要培养一批科普作家；如今专业的科

技场馆，如科技馆、天文馆的高质量发展，

都需要专业的高层次科普人才。这些都需要

科普专业教育的支撑。科普场馆本身也可以

进行科普的研究工作，比如哈佛大学科学史

类的专业博物馆，其所依托的科学史系可以

培养博士，有科学史专业的博士学位授予权。

同时，要促进各种科普业态不断繁荣壮

大，吸引更多不同专业背景的有志于从事科

普事业的人才加入科普人才队伍。要努力推

出一批科普品牌产品，包括科普著作和科普

电影，如《十万个为什么》（第六版）和《三

体》等，总体上目前这类现象级的科普佳作

仍很稀缺。同时，鼓励多种形式的科普，如

网络微科普等，吸引网络上更多专业人才加

入，共同促进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和创新文

化的建设。

总之，未来需要建立高水平的科普大家

和面向大众的科普专业人才相结合的人才队

伍体系，这对于新时代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

至关重要。

科研和科普机构间应加强合作

以促进科技资源科普化

2021年 5月 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
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

高层次科普人才对科普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 颜　燕　王慜超　李　莹 科普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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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的讲话指出，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
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
国家战备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四类
机构拥有诸多高层次科技资源，包括知识资
源、设施资源、科研人才资源等，充分利用
好各类资源，将有助于开展易于公众接受的
高质量科普工作，您认为应该如何做好科技
资源科普化？

褚君浩：一方面，国家实验室、国家科

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

等国家战备科技力量要主动做科普，要善于

组织专门力量将所承担的重大科研计划和科

研基础设施（非涉密）积极向公众开放并开

展科学普及，比如将大型科学装置、备受瞩

目的航天工程设施主动向公众开放。

另一方面，这些科研机构和专门的科普

机构之间要加强合作。专门的科普机构要主

动帮助科研单位完成以科研资源为基础的科

普内容的转化和开发。比如，可以积极发挥

诸如中国科普研究所等科普专门机构的作用，

《科普研究》杂志可以考虑在研究科普规律和

理论的基础上，开辟版面发表重大科研进展

的科普文章，既能很好地帮助科研机构开展

科普宣传，也有助于扩大《科普研究》杂志

的受众面，提升权威性和影响力。过往相互

合作成功的例子有很多，比如科普名著《物

理学的进化》就是其主要作者英菲尔德主动

寻求与爱因斯坦合作完成的。

寄语广大科技工作者

褚君浩：热心科普事业，推动科技创新，

提升社会公众科学素质。

（编辑  颜　燕  李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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