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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中国科协提供）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建成开放了以中国科技馆为代表的首批科

技馆，开启了科技馆建设的先河。2000年 12月，中国科协召开首次全

国科技馆建设工作会议，发布了科协系统《科学技术馆建设标准》（后

上升为国家标准），明确了科技馆的主要功能是科普展教，全国科技

馆从此步入事业发展的快车道。截至 2011 年底，全国建成的基本符

合《科学技术馆建设标准》的科技馆 107座（下文的科技馆均指基本符

合《科学技术馆建设标准》的科技馆）。

随着全国科技馆事业的蓬勃发展，整体的良好发展态势和科普

公共服务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为践行党的十八大提

出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新要求，2012年底，中国科协提出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科技馆体系。

中国特色现代科技馆体系（以下简称“科技馆体系”）是指在有条

件的地方兴建实体科技馆；在尚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在县域主要组织

开展流动科技馆巡展，在乡镇及边远地区开展科普大篷车活动、配置

农村中学科技馆；开发基于互联网的数字科技馆网站。

其中，实体科技馆是龙头和依托，通过增强和整合科普资源开

发、集散、服务能力，统筹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农村中学科技馆、

数字科技馆的建设与发展，并通过提供资源和技术服务，辐射带动其

他基层公共科普服务设施和社会机构科普工作的发展，使公共科普

服务覆盖全国各地区、各阶层人群。

科技馆体系将科普资源的配置、开发、集散与服务进行整合，将

原来分散孤立的实体科技馆、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数字科技馆、

各类基层公共科普设施和其他兼职科普设施集合于一个以资源共

享、技术服务、信息沟通为纽带的体系中，从而打造一支科普的“航母

联合舰队”，形成巨大的合力，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从而产生倍增放

大效应，使更多的公众可以享受科技馆这种形式的科普服务，实现社

会效益的最大化。

近年来，科技馆体系建设以“广覆盖、重实效”为目标，实体科技

馆、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和数字科技馆建设发展不断提速，科普

资源开发、共享与服务能力逐步增强，服务覆盖范围显著扩大。

我们为什么要建设科技馆体系

北京北三环中路，安华桥西北角，中国科技馆

老馆的“圆球”状场馆曾是地标建筑，也承载不少

北京孩子的科普记忆。9 月 15 日，北京科学嘉年

华将拉开帷幕，由中国科技馆变身而来的北京科

学中心将正式开放。

而位于北四环奥林匹克公园区域的中国科技

馆新馆早已成为新的地标性建筑，并将在今年的

全国科普日期间首次在夜间向公众开放，开展“科

学之夜”大型活动。

中国科技馆 30年的变迁发展折射了中国特色

现代科技馆体系的建设完善历程。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建成开放了以中国科技

馆为代表的首批科技馆，开启了科技馆建设的先

河。2012 年底，中国科协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

科技馆体系（以下简称“科技馆体系”）。

近年来，这支科普“航母联合舰队”，量质齐

升，形成巨大合力，成为提升我国公众科学素质的

重要抓手。

2000 年到 2017 年间，全国建成科技馆从 11 座

增长到 192 座，中国成为 21 世纪全世界科技馆数

量增长最快的国家。2017 年，全国科技馆服务公

众总数 5698.2万人次，比 2010年增长了 1.7倍。

2015年5月起，科协系统所属科技馆开展免费开

放试点工作，纳入试点的科技馆服务观众数量快速

增长。2015年纳入试点单位的科技馆92家，当年接

待公众2658万人次；2016年增至123家，当年接待公

众3722万人次。科技馆免费开放后，极大地改善了

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科技馆经费困难的状况，

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公共科普服务公平普惠。

除了数量的大幅增加，我国实体科技馆的展

教功能稳步增强，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2017 年

全国科技馆常设展览总面积为 121.4 万平方米，比

2010年增长 94.6%。

各地科技馆注重展览策划和设计，展览以主题

展开式、故事线、知识链、学科分类式等多种形式并

存，新能源、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前沿科

技展示内容和VR、AR等新技术的展示方式不断涌

现，展品的互动性、启发性、创新性、特色化不断增强。

教育活动在各地科技馆开展得如火如荼。

2017 年，全国科技馆开展科普培训（活动）和科普

报告（讲座）类型的教育活动 71850场（次），服务公

众 563.1万人次，比 2010年增长了 2.2倍。此外，各

地科技馆注重结合展览展品开展主题化、系列化

的教育活动，面向公众推出科学表演、夏令营等一

大批精品活动。

实体科技馆快速发展

60 余件展品、1 个移动式球幕影院——在很

多地方，流动科技馆很可能是打开孩子们通往科

学之门的第一把钥匙。

流动科技馆依托各省级科技馆，在全国尚

未 建 设 科 技 馆 的 县 级 行 政 区 域 开 展 巡 展 服

务 。 这 种 科 普 形 式 投 入 小 、效 益 大 ，极 大 丰 富

了中西部地区科普展教资源，提高了科普资源

的利用率。

截至 2017 年底，共制作配发展览 364 套，巡

展 2339 站，服务基层公众 8751 万人次，圆满完成

“四年基本覆盖县（市）”预期目标。2017 年 9 月，

第二轮全国巡展正式启动。

科普大篷车是服务基层、偏远地区和乡镇农

村的科普宣传车，依托各地基层科协开展巡展服

务，是解决科普工作“最后一公里”落地应用的重

要载体。截至 2017 年底，面向全国累积配发 1445

辆，行驶里程近 3424 万公里，开展活动近 19.6 万

次，服务基层公众总数近 2.15 亿人次。国家级贫

困县保有量已达 365辆，覆盖率达 56%。其机动灵

活的特点，很好地满足了基层公众的科普需求，被

亲切地称为“科普轻骑兵”。

此外，农村中学科技馆项目由中国科协支持

中国科技馆发展基金会通过募集社会资金，利用

农村中学现有场所，配置科普展品，建设校内科

技馆。截至 2017 年底，累计建设 539 所，直接服

务青少年超过 206 万人次。特别是，该项目在精

准脱贫和援疆援藏工作方面成效显著，在所有已

建成的中学科技馆中，属于贫困地区的有 384 所，

占建设总数的 71.24%；西藏已建 79 所，实现县级

以上中学全覆盖，新疆已建 29 所。

流动科普设施覆盖范围逐步扩大

中国数字科技馆 2005年作为科技部的国家科

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正式启动建设。截至 2017年

底，中国数字科技馆官方资源总量 10.4TB；网站日

均 PV 达 313 万；ALEXA 中国排名最高达到 76 名，

均值稳定在 100名左右。

中国数字科技馆以原创内容建设为核心，集

成、建设大量优质数字化科普资源。重点打造“榕

哥烙科”“科学开开门”“大文豪说科普”“学姐来

了”“科技知道”等原创精品栏目，“榕哥烙科”在视

频制作上与专业团队合作，在主题策划、表演形

式、灯光舞美等方面向更专业、更精致的视频栏目

水准靠拢；原创百科音频栏目“科学开开门”2017

年在喜马拉雅 FM 平台累计播放 534.3 万次，同比

增长 4.8倍。

中国数字科技馆以渠道拓展、提升移动技术信

息服务为重点，大力加强移动端建设。目前已建立

起“两微一条一号”（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网易

号）的立体化传播渠道，初步完成一直播、秒拍、天

天快报、Appstore等全媒体传播渠道的建设工作，结

合不同渠道的媒体属性及传播属性，探索中国数字

科技馆全媒体传播模式。

中国数字科技馆以线上线下结合为抓手,“宝

贝报天气”“青稞沙龙”等经典活动受众不断扩大，

品牌的社会影响力持续增强。其中，“宝贝报天

气”由中国数字科技馆与光明网、中国气象局气象

宣传与科普中心、上海市气象局等联合举办，2017

年的活动在北京、上海、河南和安徽同步开展了气

象宝贝与专家面对面、宝贝报天气活动进校园等

19场线下活动。

同时，中国数字科技馆还充分发挥服务于科

技馆体系的自身优势，积极开展和探索与实体科

技馆、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和农村中学科技馆

等相辅相成的科普平台和数字化科普资源建设。

同时，将虚拟现实等高新科技引入科技馆体系建

设，2017 年完成虚拟现实项目集群落地全国 25 个

科技馆，完成配置 726项目次。

数字科技馆资源量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成绩有目共睹，未来任重道远。业内专家分

析，尽管科技馆体系的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我国

科普资源基础薄弱，全国科技馆场馆总量仍然不

足，科普资源的研发能力有待提高，流动科普设施

的内容有待丰富和更新，信息化应用能力滞后，自

身体制机制不适应新时代要求。

中国科协有关负责人表示，科技馆体系将根据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所作的战略

判断以及新时代的新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着力实施三大重点工程，

进行科技馆事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调结

构、补短板、增动能方面下功夫。

具体说来，将实施科普能力提升工程，继续推

动科普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普资源研发能力，增

强流动科普设施发展动能。

在数字科技馆建设方面，树立智慧场馆的理

念，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先进技术，

建设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场馆的智能化管理

和公众的个性化服务。同时，增设交互学习体验

中心定位，实现展览展品及教育活动的数字化、网

络化，完善公众自主学习环境，打造“永不闭馆”的

科技馆。

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将创新运营管理模式，

加强行业标准建设，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调结构、补短板、增动能”是方向

■责编：徐 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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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普日期间上海科技馆上演炫酷消防秀

小学生在流动科技馆里与小机器人互动小学生在流动科技馆里与小机器人互动

科技馆短期展览观众数（万人次）

2010年 2015年 2017年

教育活动次数 参与观众人数（万人次）

2015 2016

174.6

38454

299.4

71850

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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