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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图数说
科学普及

科学普及培育创新沃土科学普及培育创新沃土
“高大上”的科学名词“引力波”如今成了朋友圈

里的热词。2 月 11 日，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LIGO）团队宣布他们探测到引力波。随即，朋友圈

中出现文字、图片、视频、漫画等多种形式的“引力波

科普”：《被引力波刷屏？不知道这些你就 OUT 了》、

《被引力波刷屏刷懵了？来,这段三分钟的视频帮你

解释清楚》……对引力波的关注是我国公众科普素质

提升的一个缩影。

“十二五”期间，我国科普事业蓬勃发展，以润物

细无声的方式向大众介绍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

知识，为创新培育沃土。

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实现科技腾飞的两翼。

“十二五”期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广泛参

与，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科普人员队

伍持续壮大，科普经费投入不断增加，科普基础设施

建设进展明显，科普传播媒介形式多样，科普活动内

容日益丰富，公民科学素质逐渐提高。据第九次中国

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2015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

质 的 比 例 达 到 6.20%，比 2010 年 的 3.27%提 高 了 近

90%，超额完成了“十二五”末超 5%的目标任务，进一

步缩小了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为“十三五”公

民科学素质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最新《中国科普统计（2015年版）》数据显示，科

普人才队伍持续增长，全国共有科普人员 201.23 万

人，每万人口拥有科普人员 14.71人，分别比 2010年增

长 14.89%和 12.63%。其中科普兼职人员由 152.8万人

增加到 177.7 万人，全国注册科普志愿者从 2010 年的

239万人增加到 2013年的 337万人。

“十二五”期间，针对科普场所、大型企业及科研

机构缺乏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的现状，我国有关机构

与多所大学和机构试点开展专门的人才培养计划。

2012 年，中国科协与教育部启动在清华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等 6 所高校培养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试点工

作，培养科普专业硕士研究生，2015 年首批 98 名研究

生毕业并实现全就业。

科 普 人 才 队 伍 持 续 增 长 的 同 时 ，科 普 经 费 投

入 也 稳 定 提 高 ，科 普 经 费 来 源 渠 道 仍 以 政 府 为

主 。 2014 年 全 社 会 科 普 经 费 筹 集 额 150.03 亿 元 ，

比 2010 年增长 50.76%；政府拨款占 76.01%，比 2010

年的 68.42%提高了近 8 个百分点。全国人均科普

专 项 经 费 4.68 元 ，比 2010 年 增 加 2.07 元 ，增 长

78.97%。

科普人才队伍达到201.23万人

从 2015 年 10 月开始，郑州市科技馆对三楼的

展厅进行重新规划，新设置了创新教育展区，近日

对市民开放。神奇画笔、3D 打印、激光加工、开源

软件……许多孩子在这里创作自己的作品。为了让

孩子们的兴趣进一步提升，科技馆还专门培训工作人

员成为专业的辅导老师，成立创客训练营，让孩子们

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以激发科学兴趣，启迪科学观念为目的的科技

馆建设一直受人关注。“十二五”期间，我国科普场

馆建设力度加强，全国共有科技馆和科学技术博物

馆 1058 个，比 2010 年增加 244 个，增长 29.98%；参观

人数共计 14106.93 万人次，比 2010 年增长 78.16%。

每万人拥有科普场馆面积 53.32 平方米，比 2010 年

增长 43.46%。

据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5 年来我国新建改造

实体科技馆 42 座，目前全国达标科技馆总数 155 座，

同时另有 50 多座科技馆在建；开发制作流动科技馆

220 个、全国科普大篷车保有量 1071 辆，中国数字科

技馆日均页面浏览量超过 220 万；2015 年中央财政安

排补助资金 3.46亿元，实现全国 92个科技馆的免费开

放。科普教育基地建设稳步推进，科技博物馆由 2010

年的 555个增加到 2014年的 724个。国家级科普基地

已超过 5000个，国土、环保、林业、地震、气象等科普基

地蓬勃发展。

科普场馆有了1058个

“偌大的月球你一只在那里游荡，老师说真空不

能传播声，月球那么安静，停下来的时候你会不会觉

得孤单？虽然你只是月球车，也知道你已经超期服役

很久，希望你再坚强点以后别受伤。更希望多年以

后，有人会走到已长睡不醒的你身边说：嗨，兔几，我

听过你的故事。”“月球车玉兔”的一位粉丝这样在微

博中与那只可爱的“兔子”交流。“月球车玉兔”是新浪

微博中的一个账号，该账号用幽默诙谐的拟人化语

气，以第一人称播报玉兔号(中国首辆月球车)的实时

情况，并进行一些科普知识的介绍，捕获粉丝 58万。

“十二五”期间，我国科普传播形式日趋多样，科

普图书、科普期刊、广播电视科普栏目等传统传播形

式保持稳定，以移动互联为代表的新媒体迅猛增长，

成为科学传播的重要形式，全国科普网站达到 2652

个，比 2010年增长了 24.7%。

环境保护部开通环保科普 365 微信公众号，集中

播放以“向污染宣战”为主题的公益宣传片，播出总时

长约为 230 万小时。卫生计生委推进 12320 卫生热线

平台建设，全国卫生 12320 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的影

响力与日俱增，12320卫生热线覆盖人群 9.6亿。中国

气象局努力打造集中国气象频道、气象科普微博群、

《中国气象报》、《气象知识》杂志于一体的多元化传播

平台,全国气象新媒体粉丝数超过 2635万人。共青团

中央发动全团认证微博超过 12.8万个。

2015年中国科协启动实施科普信息化建设专项，

实施“互联网+科普”行动计划，创建科普中国品牌，通

过招投标启动实施科技前沿大师谈等 19个子项目，遴

选新华网、腾讯、百度、光明网、果壳网、天极网等 12家

机构承担，专项实施采取的 PPP模式显示了强大的科

普社会动员和科普资源整合能力，在短短 3 个多月内

生产科普信息内容 1.4TB，上线 3 个多月页面浏览量

超过 14.6亿人次（其中移动端占 80%）。

科普网站增长至265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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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实现科技腾飞的两翼。
“十二五”期间，科普人员队伍持续壮大，科普经费投入不断增加，科普基础设施建

设进展明显，科普传播媒介形式多样，科普活动内容日益丰富。据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
素质调查，2015 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6.20%，比 2010 年的 3.27%提高了
近 90%，超额完成了“十二五”末超 5%的目标任务，进一步缩小了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
的差距，为“十三五”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开坦克、“管理”地铁运营、居家养老智能守望系

统、种有机食品、测脑电波、寻找单细胞……2015年全

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主场活动中，一个个模拟

场景将 300 个科技项目、创新惠民科技成果以及老百

姓身边的发明创造，巧妙串联。

“十二五”期间，我国群众性科技活动异彩纷呈，

2014年公众参与科普活动人数超过 6.22亿人次，向公

众开放开展科普活动的科研机构和大学数量超过

6712个，比 2010年增长 33.3%。

活动内容上丰富多样形式上重心下移、不断创

新；方式上增强互动，示范先行。以 2015 年科技活动

周为例，活动形式包括“科技列车行”“科技使者进社

区（农村、企业、军营）”“科研机构、大学向社会开放活

动”“流动科技馆进陕北”“全国优秀科普作品推介”

“全国科普讲解大赛”“全国科普微视频大赛”“未来工

程师竞赛”等，一系列活动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科

普活动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群众性科学技术活动在科

学技术普及和提升公民科学素养中的重要作用。

科普活动还引来很多境外科普机构，2015 年科

普日活动主会场内，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瑞士大学、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等 23 个国家及澳门、台湾地区的

37 个科技组织带来 50 个互动体验项目。这些项目

包括来自美国纳米协会的纳米材料、纳米食品、纳米

工具展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理解空气”展览，德

国的火箭发射项目，以色列理工大学的“从想象到创

新大赛”等。

向公众开放科研机构超过6712个

2015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公民比例 6.2%，超

过了“十二五”规划中制定的 5%的目标。但还应

看到东西部差距拉大、城乡差距拉大。农民具备

科学素质的比例仅为 1.7%。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科技馆发展基金会顾问齐让认为，农民特别是农

村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的任务任重道远。

从 2012 年起，中国科技馆发展基金会在中国

科协和教育部支持下，向社会募集资金 2000万元，

实施农村中学科技馆公益项目。截至 2015 年 10

月底，全国已有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兵团）建

立了 171所农村中学科技馆。

农 村 中 学 科 技 馆 包 含 科 普 展 品 16—18 件

（套）、数字科技馆（计算机 4—5台）、学生科技创意

作品以及多媒体投影设备等。这些科技馆填补了

基层科普“最后一公里”空白，使农村地区，特别是

经济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青少年可

以享受到与发达城市学生，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十

分接近的科普资源。

项目建成后，试点中学教师纷纷反映：“科技馆

展品展示的原理引发学生们的思考，改变了过去照

本宣科、单一说教式的教学方式，使其逐渐变为互

动、交流式的问答教学，成为探究式教学的新尝试。”

一些试点中学的学生，受到科技馆展品的启发，亲自

动手制作创新作品。例如，广西大圩一中引导学生

进行创造发明，学生作品《医护跷跷板》《保湿羽毛球

筒》《双刀片削笔刀》分别获第二、三、四届广西发明

创造成果展览交易会“中小学生发明创造特别奖”。

科技馆建成后，试点学校周边的社区居民、学

校均可预约免费参观。很多农村学生带着家长一

起在科技馆内共同学习科学知识。

齐让表示，基金会计划“十三五”末在社会各

界共同的努力下建成 1000所农村中学科技馆。

齐让：5年将建成千所
农村中学科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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