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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日益融合，科

普对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培养创新大军和领

军人才、培育创新氛围和战略科技力量、赋

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支撑作

用愈发显著，高质量科普已成为执政兴国、

决胜未来的先决条件，成为走好中国式现代

推进科普智库建设   助力新时代科普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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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道路的战略抉择。

《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

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新时代加强科普工作

的意见》）在加强科普能力建设任务中明确提

出“推动科普智库建设”，这是落实科学普及

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制度安排的关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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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新发展阶段推动科普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要求。

1科普智库建设的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型智库建设。2013 年 4 月，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作出重要

批示，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目

标。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

设”的任务。2015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

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

设指明了方向。2021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的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以下简称《科学素质纲要（2021—

2035 年）》］提出“打造科学素质建设高端智

库”“开展科学素质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我

国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面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

格局、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等艰巨任

务，科普工作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地

位和作用更加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科

技创新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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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科普已成为关乎国运、决胜未来

的战略选择。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上，需要提升科普能力和全民科

学素质，推动科普全面融入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社会化协同、

数字化传播、规范化建设、国际化合作的新

时代科普生态，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

科普”格局。

科普智库聚焦党和政府的战略决策和政

策制定，以咨政建言为核心使命，开展科普

战略性、前瞻性和储备性研究，提升治国理

政中决策的科学性；启迪民思民智，培育公

民科学、理性的思维，扩展公共政策制定过

程中的公众参与，在决策机构和政策受众之

间搭建桥梁，提升科学决策的民主性；为提

升全民科学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打造

高素质创新大军提供支撑。科普智库的建设

将更好地发挥科普理论对科普实践的先导作

用，支撑科普发挥咨政建言和战略支撑作用，

促进科普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创新发展、

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科普智库在推动科普高质量发展中发挥
重要作用

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对科普工作提

出了新的要求，新时代科普工作要聚焦更好

地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与治国理政，充分

发挥科普对于科技工作者的政治引领和对公

众的价值引领作用，强化科普领域的舆论引

导，从而推动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因此，

建设科普智库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一是促进科普更好地服务科学决策。习近平

总书记明确要求科协组织要“充分发挥党和

人民事业发展的思想库作用”“推动科学家同

决策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交流”。《新时代加

强科普工作的意见》指出，“各级科学技术协

会要履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牵头职责，强化

科普工作职能，加强国际科技人文交流，提

供科普决策咨询服务”。咨政建言是智库最重

要的功能之一。当前，越来越多的战略与政

策选择与科学技术内容密切相关，需要基于

客观、科学的科技知识和认识方能做出科学

的决策，因此必须提高决策者的科学知识水

平，提升治国理政中决策的科学性。科普智

库围绕科普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普自身建

设中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储备性问题开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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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研究和政策研究，为科普高质量发展面临

的现实问题提供解决策略，同时积极参与决

策的各个环节，持续、深入地做好科普决策

咨询服务。

二是深化科普价值引领作用的发挥。一

方面，科普工作要旗帜鲜明地体现政治性，

充分发挥对科技工作者的政治引领和价值引

领作用，为科技工作者搭建平台，动员更多

的科技工作者做科普；另一方面，在决策主

体多元化、过程公开化的趋势下，公众更广

泛地参与公共决策和政策制定，通过加强科

普工作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培育科学精神与

科学思维，进而提升公众理解科学的能力，

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

科普智库是服务政府决策的重要思想生产组

织，能够广泛汇聚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力量，

有效地连接政策、科学、媒体、公众等多重

领域和多元主体，并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三是强化科普领域的舆论引导。在以新

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等

突发事件下，通过科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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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

化社会环境；在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形象的

领域更要打好舆论战，以科学真理粉碎国外

反华势力散播的披着“科技”外衣的“政治

病毒”。科普智库要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

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发挥重

要作用，通过智库专家发出科学、正确的声

音，加强科普领域的舆论引导，强化科普舆

论阵地建设，掌握科技解释权，提升国家软

实力。

3新时代推进科普智库建设的目标和举措
科普智库建设必须科学地把握科普与智

库的二元关系，提高政治站位，从服务治国

理政的高度认识科普的重要作用，既要关注

如何优化科普工作的政策研究、推动科普事

业自身的发展，也要聚焦于服务党和政府的

科学决策，以科普智库加强对广大科普和科

技工作者的集智汇力和价值引领，促进科普

赋能国家治理。

在目标导向上，一是发挥科普智库的

咨政建言作用。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坚

持问题导向，加强科普战略规划、政策研究

和监测评估，深入开展科普能力建设、科普

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创新治理体系、科普

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等研究。提供科普决

策咨询服务，以高质量的智库成果服务党和

政府的科学决策。二是聚焦《科学素质纲要

（2021—2035 年）》远景目标实现。以提高全

民科学素质、服务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加强

科学素质建设战略研究，支撑创新驱动发展

和人才强国战略。开展新科技、新应用带来

的科技伦理、科技安全、科学谣言等方面的

问题研究，为更好地培育创新文化、夯实创

新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提供理论支

撑。三是推动构建新时代科普生态。进一步

指导科普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推动科普工

作社会化。聚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应用扩展，探讨数字化对科技、

科普、文化等领域的影响，洞察数字化时代

科普发展的预见性方向。着力构建社会化协

同、数字化传播、规范化建设、国际化合作

的新时代科普生态。四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聚焦“四个面向”，以服务公众需求为导向，

加强科普和科幻创作，开展优秀科普和科幻

作品标准、重大科普和科幻创作选题、科普

作品原创能力提升等研究，为繁荣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夯实基础。五

是凝聚全球共识。以健全机制、拓宽渠道、

打造平台为目标，加强科普国际交流合作，

凝聚全球科普领域的思想、经验、智慧，进

一步促进全球公民科学素质提升，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科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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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举措上，强化顶层统筹，建立科

学的智库治理体系。统筹协调分散在科协、

科技部门、科研机构等系统各自为战的科普

力量，整合提升战略支撑机制。重点打造国

家级高端科普智库，构建以国家级科普智库

为支点、桥梁和枢纽，充分联合各系统科普

研究力量的智库合作网络体系。坚持“小核

心、大外围，小实体、大平台”的平台型建

设思路，建设柔性智库组织机制，搭建或共

建专项研究中心开展联合研究；优化内部组

织架构，建立高效健全的智库管理协调支撑

部门。聚焦战略需求，优化智库产品生产机

制。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加强科普智库研究的战略性、前瞻性、

储备性。建立多层次的智库研究产品体系。

打造具有品牌影响力的智库研究内参产品。

针对科技领域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推出系

列专刊。组织策划公开发布或出版的智库研

究报告、行业年度报告等具有影响力的产品。

提升传播能力，增强智库决策影响力。着力

健全面向党中央的政策专报报送通道，拓展

与经济社会发展决策部门的科普需求征集和

成果报送渠道，建立畅通、常态的智库研究

供需联系机制。与重要媒体、有影响力的科

学传播媒介建立合作机制，注重新媒体传播，

提高互联网时代的传播与推广能力。

4科普中国智库的有益探索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

神，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国科协

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成立“科普中国智库”，

是中国科协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的战略部署，是探索新时代科普

智库组织机制的重要实践。

科普中国智库依托中国科普研究所，打

造开放平台，搭建柔性连接型、合作型科普

智库网络体系，围绕党和政府重大关切，深化

科普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集思汇智聚力，为

推动科普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建言

献策。智库成立以来，着力提升智库思想、内

容和能力建设，在四个方面开展了有益的探

索，以高水平科普智库建设服务科普事业高

质量发展。一是开展决策咨询，服务宏观决

策。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实施、新时代社会经济

发展、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对科普的需求、科普

事业发展重点关注的关键性问题，例如《中华

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修订、科普能力

提升、科学素质监测评估、数字素养等方面开

展相关研究或专题调研，形成科普相关对策建

议，服务支撑政府宏观决策。二是创新治理机

制，广泛凝聚智慧。采取“核心—平台—基

地”智库创新组织动员模式，组建“科普中国

智库”专家库，团结汇聚了 200 余位战略科学

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各领域高水平专家力量。

建立柔性连接机制，通过项目合作、学术交

流、设立基地等方式，将政府、高校、科研

院所、学会、企业、媒体等多元主体引入科

普智库，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和平台共建共享。

三是加强跨界交流，推动融合发展。围绕突

发事件、跨系统、多系统交叉的复杂问题，

探讨科普解决方案。打造“科普中国智库论

坛”高端品牌智库活动，针对国家战略中的

科普问题和科普事业发展的重大议题开展学

术研讨交流，积极集智建言，推动科普跨界

融合和创新发展。四是权威科普发声，加强

舆论引导。以科普中国智库专家为核心，发

布智库成果、智库报告等。针对社会热点、

焦点话题，组织权威专家发声，打造融媒体

智库产品——“智汇科普”系列专家访谈栏

目，通过与主流媒介合作开展舆论引导和政

策解读，引导社会舆论，服务社会公众，扩

大智库社会影响力。

（编辑  颜   燕    袁   博    李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