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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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普及，是把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中产生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

科学方法，通过各种有效的手段和途径向社会公众传播，并为公众所理解和掌握，不断提高公众科学素质

的系统过程。科学技术只有为广大群众所理解、掌握和运用，才能发挥出第一生产力的巨大威力；科学普

及只有广泛开展并惠及群众，才能厚植创新发展的沃土、支撑科技强国的建设。在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中，也只有及时提供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知识，引导公众相信科学、科学防疫、科学应对，才能打赢这

场全民阻击战。

近些年来，在党委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得到了较快提升。2018年

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人口比例达到 8.47%，上海、北京、天津和我国东部地区省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9

年江苏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了 12.7%。但相较于 2005年美国的 22%、欧盟平均水平的 13.8%，

差距依然明显，公民科学素质总体水平不高特别是城乡、区域之间科学素质发展不平衡问题，已成为我国

创新发展的“短板”。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迫切需要我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科学传播产品和服务；信息传播渠道和方式的

变化，也对创新科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从调查的情况来看，一些地方政府、创新主体和传播媒体

对科普工作缺乏应有的重视，运行机制、资源配置、工作手段与现实需求不相适应，优质科普资源开发、

集成和供给不足，传播方式和传播能力有待提升，科学精神的思想引领需要强化。事实证明，如果不加强

科普工作，不仅科技创新成果难以顺利实现社会价值，无法及时惠及民生，而且伪科学和谣言就会趁虚而

入，误导公众、扰乱公共秩序。当前，全社会动员、全民参与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也为加强科普

工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面对新时代创新发展的新使命，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努力创新科

学普及工作，加快提升公众科学素养。

构建社会化科普工作新格局。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学普及放到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将科学

普及和公民科学素质指标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考核体系。要进一步优化社会动员机制。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中，钟南山、李兰娟、陈薇等“网红”科学家的访谈视频、科普报告，一些卫生、疾控专

家编写的疫情防控手册、知识解答和防护指南，都获得了超高的线上点击量和线下发行量，达到了很好的

科学传播效果。我们要发挥好“网红”科学家的示范作用，带动和激励更多的科技工作者投入到科普工作

中来，更快地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科普资源和服务。引导高校、科研院所、媒体、企业、社会组织所属科普

资源，面向公众提供常态化公益性的科普服务。同时，倡导科学普及共建共享、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理

念，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科普工作的积极性，形成“党委政府领导、部门分工合作、社会共同参与”的

科普工作新格局。

适应公众需求精准科普。要依托互联网、大数据，把握青少年、农民、城镇劳动者、领导干部和公务

员等不同人群的科普需求和接受方式，组织科普活动、推广科普产品，使科普更具针对性，给人民群众更

多获得感。例如，在中小学设立科学讲堂，鼓励科技工作者到中小学开展科普讲座、科学体验等活动。有

条件的地方，可实行中小学科学课双师制和科普学分制。要聚焦公众关注热点提供科普服务。如结合嫦娥

五号发射、5G投入商用等前沿科技热点精准推送科普内容，可以极大地激发公众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



的兴趣和热情；贴近民生需求，积极开展低碳生活、环保节能、食品安全、健康养生、疫情防控、应急避

险等科普活动，特别是对重大自然灾害防治、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的应急科普服务，能够引导公众养成科

学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要充分释放科普供给侧改革活力，加大科普与艺术、与媒体融合的力度，推出

更多如《流浪地球》《熊猫传奇》等公众喜闻乐见，吸引力、感染力强的科普精品。要继续精心组织好科

普日、科技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群众性科普活动，把科普资源进一步向农村、西部和贫困地区

倾斜，努力提供公平普惠、优质丰富的科普服务。

创新科学传播渠道和方式。在 2019年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中，公民获取科技发

展信息的首选渠道均为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从当前疫情防控的信息传播来看，互联网已全面融入生活，

并加快从信息科技走向数字科技、从传统互联网走向智慧互联网，并发挥了巨大的传播力、动员力和影响

力。疫情动态信息、科学防控知识，从图文到音频、视频、动画，被生动活泼地呈现，传播方式和路径向

移动端和视频平台转移，信息传播更加快捷和多元。创新科普工作，必须改变过去内容陈旧、手段单一的

状况，利用好 5G网络、人工智能、增强现实等最新技术，强化“互联网+科普”理念，持续提升科普中国、

科普研究、现代科技馆体系、青少年科技教育和科普活动、农村和基层科普活动五大领域信息化水平，形

成科普资源汇聚和共享平台；必须顺应互联网发展视频化、社交化、游戏化的新态势，创新“手段”、提

高“黏度”，聚集“粉丝”、吸引“眼球”，努力把科学知识的传播、科学精神的引领渗透到微信、微博、

影像、动画、视频、网游、网络社区中，拓展社会公众参与、互动、体验渠道，实现科普效果的最大化。

强化科学精神的思想引领。创新科学普及工作，要将促进公民掌握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作为重要

方向。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科学防治知识得到了广泛传播，但一些伪科学、网络谣言也一度引起了部

分公众的过度焦虑和恐慌。因此，无论是报刊专栏、影视专题还是网络科普，在传播科学知识、辨伪辟谣

的同时，应着力引导人们学会科学思维，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运用科学方法作出理性分析判断，提

升应用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只有强化科学精神的思想引领，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公民科学素养，

涵养科学理性的社会心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

完善科学普及的政策法规。加大科普经费有效投入。建立起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科普经费增长机

制，支持科技馆免费开放和科技作品创作、科普产品开发，扩大优质科普资源源头供给。运用金融、税收

杠杆，引导社会资本发展科普产业、壮大科普企业。健全科普人才激励机制。在推动科普专业学科教育体

系建设、培育科普专业人才的同时，推广北京市的做法，开展科学传播专业职称评价工作，畅通科普专业

人才职业上升渠道。建议设立国家科学普及奖，列入与国家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同等级

别的奖项。适时修订科学技术普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已颁布实行 18年，科普工作的

内容、形式和目标、任务都有了新的变化，应根据新时代的新任务、新要求，适时启动修订工作，从法律

上保障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并落到实处，进一步提高全民科学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