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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是当代科研的题中应有之义  

朱效民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100080） 

被誉为近代实验科学始祖的英国学者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与此相应，培根还有一

句同样深刻的话：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

度。当今时代，知识比人类历史上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国家经济的繁荣

昌盛正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创新、应用和传播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的能力和效率。良好的国民科学素

质已成为现代社会健康、高效运行的基本前提，这一点正越来越多地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对于公民个人来说，如同过去读书识字是人们适应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基本能力，在今天的科学时代，具备一

定的科学素质也成为一个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求生存、谋发展的基本要求。每一位公民在处理个人日常生

活、参加劳动就业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都越来越离不开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运用，以不断改善物质生

活，丰富精神生活，维护个人尊严，实现自身价值。 

对科学技术发展来说，科学的普及与创新是当代科技进步的两个基本体现，是科技工作的一体两翼。今天的

科学技术是在当代社会的民主法制环境中运行的，科技进步日益有赖于公众对于科学的理解和支持，需要在

科学与公众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交流协商机制，以更好、更方便地满足广大公众从日常生活，到精神文化，到

民主参政等不同层次的多元化需求。科学技术与当代社会之间形成良好和谐的互动关系，已经成为今天科技

自身进步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如英国议会上院科学技术专门委员会2000年在其著名报告《科学与社会》中所

指出的：“与公众之间直接的对话应当成为关于科学决策过程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应当成为研究组织

和学术机构活动的正常的和完整的一部分，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随意的附加物。” 

在此背景下，以提高国民科学素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为已任的当代科学普及工作理所当然地越来越受到各

国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的颁布实施，以及国务院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纲要》中提出的“政府推动，全民参与，提升素质，促进和谐”方针的贯彻落实，可以肯定我国科普工作

在新世纪的开端又将呈现出一个可喜的局面。在科普活动中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弘扬科学精神也日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在科学的发展历程中，科学普及与科研探索二者常常是相伴相随、携手共进的，并且二者也常常是交相辉

映、相得益彰，尤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科学技术改变了社会的哪个地方，科学普及也常常需要跟进到社

会的哪个地方。这其中，科学家始终责无旁贷地扮演了科学普及的重要角色，从伽利略、法拉弟到霍金、萨



根，从竺可桢到华罗庚等中外科学巨匠也同时是人类科普历程上的醒目路标。正是因为有布鲁诺、伽利略的

宣扬普及，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才掀起了近代科学的革命风暴；正是由于赫胥黎“斗犬”般的维护宣

传，达尔文进化论才得以深入人心；正是有了相对论热，爱因斯坦及其深奥的相对论理论也才可能家喻户

晓，妇孺皆知。正是科学家的这种对真理、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才使得科学的理性之光不断照耀着普通大

众走进人类的智慧殿堂，并使科学的事业得以薪火相传，永葆生机。 

今天的科学家在科学普及传播链条中继续扮演着“第一发球员”的角色，是人类认识理解科学的源泉所在，

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随着科学技术日益成为金额庞大的公共投入，随着社会民主化的发展进程，当前科

普工作在关注科技发展本身的同时，越来越需要关注社会的现实需求和公众的态度意愿，科普工作也将越来

越多地体现在协调科技与公众及社会发展的关系方面。科学家积极参与科普活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仍然是

当代社会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要求。科学普及，是今天科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广大科学家需要不断

提高自身的科普意识和能力，对于各级科研组织（小到项目课题组、实验室，大到科研院所、科技协会等）

来说，由于在经费、人力、设施等方面有着相对丰富的资源保障和选择空间，我们倡议： 

在经费方面，凡是获得公共财政支持的科研项目，将科研总经费的1%专门用于科学普及。针对各自的相关科

学研究活动，各级科研组织应当独立或者联合大众媒体等面向公众开展经常性的科普、宣传活动，主动与媒

体和公众进行交流、沟通。较多、较深涉及公共领域的科研项目和研究机构，该项科普经费比例无疑应相应

地有所提高。 

在人员方面，在科研机构内设置专门的科普职位，建立科研发言人制度。如面向大众媒体以及社会公众建立

定期常规的科研发言人制度，及时公布科研活动的进展情况，积极回应相关的咨询和置疑。鼓励一些在科普

创作、宣传方面有专长、有兴趣的科研人员专职或者兼职科普工作，同时培养和引进专业科普人才。 

在科研设施方面，保障一定比例的实验设备、设施定期(或轮流)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建立公众开放日制

度。被淘汰下来的科研仪器设备可设置专门的展览室，或者首先捐赠或折价卖给当地的科普博物馆等。 

在当今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大众传媒在科学普及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显著，这一方面体现在大众传媒

已成为社会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最主要渠道（2003年我国公众通过电视获得科技信息的比例为93.1%），另

一方面也体现在今日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也越来越需要借助于大众传媒。以科普的创作编辑、宣传讲解、组

织策划、管理协调等为主的职业化科普工作者队伍正逐渐形成，各类科普专业人才的培养也在提上议事日

程。显然，当代科学普及已经呈现出了职业化的发展趋势，这对科学家也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 

如果说科学家的科研探索工作是人类理解科学的必不可少的最终源泉，那么大众传媒就是今天沟通科学和公

众的一座桥梁，要在传播媒介中准确、适宜地反映科学，科学家与传播媒介保持和谐一致的良好关系就成为

至关重要的前提。科学家要主动协助职业的科学普及传播者共同推进当代科普事业的发展，热情为传媒工作

者提供本领域里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科技信息方面的帮助，在遇到大众媒体的采访、咨询、求助等要求时应

积极主动地配合。 

此外，为增进公众了解科学技术与当代社会的相互作用，更好地具备参与有关科技公共事务的能力，积极促

进形成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今天的科学家还应与社会科学家进行广泛合作，共同探讨科学与社会在

互动过程中出现的有关科技的热点问题、突发性事件，以及涉及科技伦理、道德、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及时

回应公众的相关疑虑和困惑。 



正如只有在青藏高原上才有可能升起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通过科学普及当代科学事业只有在获得

最广大社会公众的全面认识、相互理解和真心支持的基础上，才可能继续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不断进发，

使科学这一人类文明的智慧之花永远绽放出异彩光芒，并真正给人类社会带来持久的幸福和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