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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对比了2009版、2012版《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报告》中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评估体系的差异，发现后者在数据源获得上

具有制度性依托，在计算过程上更为便捷科学。研究认为，对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进行定量性评估不可或缺，评估体系自身的发展

需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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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how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s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as built in 2008 and why and how it was improved in 2012. The method used in our study is documenta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expert interview and summarization. The analysis strongly suggests that in today's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n evaluation system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s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nabling researchers to provide good
advice to the government in policy-making concerning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evaluation system has its
academic value and works quite well. Furthermor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needs to keep pace with changes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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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指“以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普及科学

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

动”。中国大力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其基础是创新型人才

和高素质普通劳动者。创新型人才和高素质普通劳动者的

培养途径除正规学校教育外，需依靠惠及全民的公共科普

服务。

《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规划（2008—2010—2015）》指出，科

普基础设施主要包括科技类博物馆、基层科普设施、数字科

技馆及其他具备科普展示教育功能的场馆等[1]。相关研究认

为，科普基础设施还应包括科普教育基地 [2]；流动科普设施

（科普大篷车）和科普网站也应包括在科普基础设施之中[3]。

从规划角度看，科普大篷车、科普教育基地都属科普基础设

施，流动科普设施和科普网站是以传播形式进行的分类。

综合考虑国家的政策法规及科普学界的见解，本文讨论

的科普基础设施包括：科技类博物馆、基层科普设施、流动科

普设施与科普传媒。其中，科技类博物馆包括：科技馆、科学

技术博物馆。通常，科技类博物馆建立在人口较多的城镇，

规模较大，所拥有的科普资源较为丰富，在科普基础设施中

起着主导作用[4]。

科普基础设施是国家科普工作的重要环节和主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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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科普基础设施，科普资源可以得到充分展示，以易于接

受的方式向公众传播。科普基础设施的发展状况代表了一

个国家的科普能力。因此，中国近年来大力进行科普基础设

施建设，以满足公众对科普的需求，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

工作的若干意见》的发布，2002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

技术普及法》的颁布，2007年12月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有关科普的规定，标志着科普工作纳

入了法制化轨道[5]。2006年3月，国务院颁布《全民科学素质

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提出实施全民科学素

质行动计划，提高公民科学素质，进一步推动中国科普事业

的发展。中国的科普事业取得了显著进步，科普人员数量持

续增长，科普场馆建设大幅增加，科普经费投入不断增加，科

普传播媒介形式多样，科普活动公众参与度提高。

与此同时，科普统计和统计数据分析工作逐步开展。科

学技术部支持有关研究机构，在总结科普统计试点经验的基

础上，对科普统计的指标体系及统计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

2003年，科学技术部政策法规司制定了全国科普统计方案和

指标体系，并于2004年初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科普工作试统计[6]。

2005年科普统计正式成为国家科技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该

项统计每两年调查统计 1次，共得到 2004年度、2006年度、

2008年度 3次统计数据[7]。2009年开始，科普统计改为每年

统计1次，得到2009年、2010年、2011年3次统计数据。

2008年11月，中国政府颁布实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规

划（2008—2010—2015）》。科普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得到各级

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其发展的定量性评估势在必行。

2009年初，中国科普研究所组织专家研讨，建立“全国科

普基础设施发展状况监测评估指标体系”；再由各类设施调

查子课题组设计具体的调查指标，并进行全国范围内的调

查；采取总体监测评估与分类监测评估同步进行的方式，对

2008年全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的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收集、

整理、分析和计算，以全面了解全国科普基础设施基本情

况 [8]，并形成《2008年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状况评估总报

告》，收录于《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报告（2009）》一书之

中。此后 4年，该研究团队持续进行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评估

方面的学术积累，使得该评估体系更为便捷清晰，并将新的

评估体系收录于《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报告（2012—
2013）》一书之中。

本研究对照《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报告》2009版、2012
版两个评估体系在体系构建、数据采集与处理、指标权重与

计算结果方面的差异，并分析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

1 2009版评估体系
2009年，根据开展全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状况监测评估

的目的，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基础设施发展研究”课题组分

析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和

《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规划（2008—2010—2015）》规定的科普

基础设施类型、发展要求、目标任务等，研究了不同类型科普

基础设施的本质属性、运营特点，探讨了国内外关于评估指

标的设计理论、测量维度、指标体系的结构和规模等相关研

究的理论成果，本着指标设计的 SMART原则（其中，“S”指
Specific，具 体 性 ；“M”指 Measurable，可 测 量 性 ；“A”指

Achievable，可实现性；“R”指Realistic，现实性；“T”指Timed，
时限性），结合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建设的设计和有关部门的

要求，提出了考察科普基础设施发展状况的3个维度：规模指

数（scale indicator，简称 SI）、结构指数（structure indicator，简
称SI2）、效果指数（effect indicator，简称EI）。全国科普基础设

施发展状况监测评估指标体系（ESDPSTI）结构如表1[8]所示。

1.1 体系构建

全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状况评估的一级指标体系通过

监测科普基础设施的规模、结构和效果3个维度，既从整体上

反映了科普设施的数量、规模、质量，也评价了科普基础设施

的发展能力和服务效果（受众、覆盖、惠及公众的程度等），能

够全面了解全国科普基础设施的发展状况。二级指标从主

要类型与拥有量、资产、人员、年经费投入与支出、展览资源

与活动、社会效果、公民惠及率7个方面对一级指标进行了细

化。三级指标从总展厅面积/总建筑面积、每万人口拥有设施

建筑面积、平均单个室外设施展示长度、平均单个流动设施

行驶里程、平均单个网络科普设施可访问字数、每万人口拥

有设施资产值、每万人口拥有专职科普人员、每万人口拥有

本科以上科普人员、每万人口拥有科普志愿者人数、年投入

占GDP的比例、年财政投入占经费投入的比例、年社会资金

占经费投入的比例、年设施建设投资占年经费支出比例、年

科普经费支出增长率、年展教品研发经费增长率、年展教品

更新比例、年展教品开发增长率、年临展增长率、年媒体宣传

报道总次数、平均单个数字科普网站年访问量、每百元科普

活动经费年受益人次、每平方米展教面积年接待观众人次等

23个方面对二级指标进行了进一步细化。

1.2 数据采集

在设计“全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状况监测评估指标体

系”的基础上，“科普基础设施发展研究”课题组成立专题小

组，制定了科技类博物馆、科普教育基地、以“站栏员”为主的

基层科普设施、以科普大篷车为主的流动科普设施、网络科

普设施等类型的科普基础设施的调查表；并利用中国科协的

组织优势，于 2009年 6—8月开展了全国科普基础设施专项

调查（调查区域为中国内地，未覆盖中国港澳台地区），并对

调查数据进行汇总、统一处理 [8]。指标体系中的时间段为

2008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

此次调查收回 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的各类科普基础设施调查表5492份，剔除无效和作废的

调查表，实际收回的调查表有：科技类博物馆调查表 618份

（其中包括科技馆与科学中心调查表240份，自然科学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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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378份），科普教育基地调查表3468份，基层科普站栏

员调查表440份，流动科普设施调查表250份、网络科普设施

调查表601份[9]。

1.3 指标权重

在指标权重赋予上，“科普基础设施发展研究”课题组选

择了德尔菲法（又名专家意见法），采用通讯方式征询专家小

组成员的权重赋予意见，专家组成员之间不得互相讨论，不

发生横向联系，只能与调查人员进行联系。通过反复的填写

问卷、集结专家组成员的共识来构造沟通流程，应对复杂任

务难题。这种方法克服了专家会议法中经常发生的专家不

能充分发表意见，权威人物的意志左右其他人意见的弊病。

专家小组的成员包括：研究科普基础设施的学者、熟悉科普

基础设施的政府管理人员、科普基础设施的实际管理人员。

邀请他们为各项指标进行权重赋予，最终确定规模指数权重

为30%，结构指数权重为30%，效果指数权重为40%[9]。其总

和为科普基础设施发展指数(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dex
of China PST, 简称 IDI)。

IDI=SI×30%+SI2×30%+EI×40% （1）
1.4 数据处理

在ESDPSTI中，由于存在多指标综合评价，而每个指标

所代表的物理涵义不同，因此存在量纲上的差异。这种异量

纲性是影响对事物整体进行科学评价的主要因素，若要解决

这一问题，就需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将数据标准化、规

范化。其处理方法是将被观察对象在某个指标上的实际值、

该对象在该指标上观测值的平均值及标准差代入公式，计算

标准观测值。其计算公式为

xij
* = xij - x̄ j

s j

（2）
式中，xij

* 为第 i个被评价对象在第 j项指标上的标准观测值，

xij 为第 i个被评价对象在第 j项指标上的实际值，x̄ j 为第 j项

指标观测值的（样本）平均值，s j 为（样本）标准差。

1.5 计算结果

通过指标构建、问卷调查、分析计算，得出2008年全国科

普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及3个一级指标指数（表2）。

表1 全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状况监测评估指标体系

Table 1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STI 2008

一级指标

规模指数

结构指数

效果指数

二级指标

主要类型与拥

有量

资产

人员

年经费投入与

支出

展览资源与活

动

社会效果

公民惠及率

简单说明

包括人、财、物三

要素

反映设施运营能

力和发展潜力

反映社会效果及

全民受益情况

三级指标

总展厅面积/总建筑面积，%
每万人口拥有设备建筑面积，m2/万人

平均单个室外设施展示长度，m
平均单个流动设施行驶里程，km
平均单个网络科普设施可访问总字数，KB
每万人口拥有设施资产值，元/万人

每万人口拥有设施展览资源资产值，元/万人

每万人口拥有专职科普人员，人

每万人口拥有本科以上科普人员，人

每万人口拥有科普志愿者人数，人

年投入占GDP的比例，%
年财政投入占经费投入的比例，%
年社会资金占经费投入的比例，%
年设施建设投资占年经费支出比例，%
年科普经费支出增长率，%
年展教品研发经费增长率，%
年展教品更新比例，%
年展教品开发增长率，%
年临展增长率，%
年媒体宣传报道总次数，次

平均单个数字科普网站年访问量，万人次

每百元科普活动经费年受益人次，人次/百元

每平方米展教面积年接待观众人次，人次/m2

简单说明

反映、衡量设施的类型、拥

有量

反映设施资产质量

反映人员构成，间接反映社

会化情况

从经费上反映政府、社会对

科普设施的支持程度

反映设施总体活动的结构

反映资源化的程度和效率

反映社会效果

反映社会资本积累、全民受

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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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2版评估体系
“科普基础设施发展研究”课题组构建的评估体系，可对

中国科普基础设施的发展状况进行整体性定量评估，有利于

较为科学全面地评估中国科普基础设施的发展状况。评估

实施的首要条件是要保证稳定可靠的数据来源。2009年进

行评估的数据来源主要是依靠中国科协进行全国调查获得

的不完全数据。鉴于每年都开展全国调查获得数据有实际

困难，为保障研究工作的持续性，“科普基础设施发展研究”

课题组采用了国家自 2009年开始每年进行 1次科技统计的

数据，进行整体性定量评估工作。2012版评估体系在2009年
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2.1 体系构建与指标权重

2012版评估体系中，将一级指标分为规模指数、运行指

数、效果指数3部分。经研究表明，存量规模是基础，首先要

保证有科普基础设施的物质存在；年度运行是考察其履行职

责的好与坏，即科普基础设施基本建设完成后，继续加强功

能建设的力度；效果指标则是考察社会和公众对科普基础设

施的接纳程度，也即其受欢迎程度。除规模指数涵盖科技类

博物馆、基层科普设施、流动科普设施、科普传媒设施等全部

科普基础设施（2009年、2010年、2011年《中国科普统计》均涉

及科普教育基地的统计，由于 3年来科学技术部和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没有开展新的命名，所以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一直

是 387个。科普教育基地采取命名制，与一些科技类博物馆

是重叠的，因此，中国科普研究所的ESDPSTI体系未将其纳

入其中）外[10]，运行指数和效果指数均有局限，未涵盖全部科

普基础设施，而只包括科技馆、科技博物馆等科技类博物馆。

在二级指标的权重分配中，规模指数的设施存量规模考

察了全部科普基础设施，而人力资源规模只考察了科技类博

物馆一类。运行指数中，经费对科技类博物馆运行非常重

要，科普活动对体现其科普功能的作用也不可或缺。

三级指标的权重分配较为复杂。由于科技类博物馆在

中国科普基础设施中处于“领头羊”与“旗舰”地位，其规模和

数量对中国科普基础设施的规模影响最大；基层科普设施由

于地处基层，数量多分布广，在科普基础设施中也占有重要

地位；流动科普设施是固定科普场馆的有益补充；科普传媒

是中国科普的一类主要形式，也是公众了解科技信息的重要

渠道。网络科普是适应信息社会发展起来的科普传媒新形

式，逐步成为公众科普教育越来越重要的渠道。科普展览是

科技类博物馆提供科普服务的主要形式，科普讲座和科技竞

赛则是有效的补充。

给各指标赋予合适的权重是评判评估是否科学的一个

重要基准。“科普基础设施发展研究”课题组针对实际变化，

再次运用德尔菲法咨询专家意见，对各指标赋予了权重。

2012版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指标权重的分配如表 3
所示。

2.2 数据采集

科普基础设施数据统计由国家科学技术部牵头，会同有

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国家科学技术部负责制定统计方案，

提出工作要求，指导、协调国家有关部门和省级科技行政管

理部门的统计工作。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负责具体统

计实施工作。各省、市、县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牵头组织本行

政区域内各单位的科普统计。全国科普统计按照部委及省、

市、县分级实施，采取条块结合的方式[11]。

参与统计的各级单位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页

（http://www.istic.ac.cn）下载科普统计调查表和科普统计管理

软件。国家有关部门科技主管单位向科学技术部提交纸质

版调查表，省级科技厅负责将本地区的统计数据录入科普统

计管理软件系统。统计时间为上一年度 1月 1日到 12月 31
日。统计报送的截止时间是当年5月31日。

科学技术部在汇总各有关部门、各省科普统计数据后，

组织专家对填报数据进行联合会审，评估上报数据质量。对

数据质量存在问题的，要求其核实和修正。

2.3 数据处理

在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时，“科普基础设施发展研

究”课题组选择以2009年末的数据为基准数据，因为2008年
《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规划（2008—2010—2015）》颁布，可以评

估此后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情况；而且自2009年开始，《中

国科普统计》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项开始固定，可以满足评

估指标体系的需求。

在对大部分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时，选择公式

Xi = X -XAi

XAi

× 100 （3）
其中，Xi为某指标的量化值，X是该指标的年度数据值，XAi是

该指标2009年度的数据值。

在对科技类博物馆存量规模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时，

选择的公式较为复杂，因为此项指标考察了科技类博物馆的

总量、建筑面积和展厅面积，公式为

X1 =
(XA -XA1)

XA1
+ (XB -XB1)

XB1
+ (XC -XC1)

XC13 （4）

表2 2008年度全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指数

Table 2 The IDI and main indicators of PSTI 2008

指数名称

所占比例

指数值

全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指数

（IDI）
100%
60.73

规模指数

（SI）
30%
58.53

结构指数

（SI2）
30%
52.12

效果指数

（EI）
40%
6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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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1为科技类博物馆存量规模指标的量化值，XA、XB、XC分

别是总数量、总建筑面积、总展厅面积的年度数据值，XA1、XB1、

XC1分别是其2006年度的数据值。

科技类博物馆接待能力指标的量化值计算公式为

XAi = X′60 × 100 （5）
式中，XAi为科技类博物馆接待能力指标的量化值，X′由全年

观众总量除以展厅总面积得出。《科学技术馆建设标准》规

定：科技馆常设展厅单位面积年观众量可按 30~60人预计。

此处取0、60为其上、下阀值。

2.4 计算结果

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指数计算公式较之 2009版有所

改变：

IDI=SI×50%+OI×30%+EI×20% （6）

式中，OI为operation Index，即运行指数。

将数据带入公式计算，得出2010年度中国科普基础设施

发展指数值为8.84,其中规模指数为6.15，运行指数为9.84，效
果指数为14.00。2011年度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值为

19.22，其中规模指数为20.02，运行指数为14.76，效果指数为

23.90，均增幅显著[10]。相较之下，运行指数势弱，即科普工作

中筹集科普经费与开展科普活动方面有待提高。

3 讨论
目前，国内有关科普评估指标体系整体处于起步阶段。

评估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不同或是评估过程（包括数据采

集、权重赋予、数据处理）不同，得出的结果不同。一套设置

科学的评估体系评估指标，需体现专业性与高区分度，并遵

表3 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指数评估内容的权重

Table 3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STI 2012
一级指标

规模指数

（50%）

运行指数

（30%）

效果指数

（20%）

二级指标

设施存量规模（70%）

人力资源规模（30%）

筹集科普经费（50%）

开展科普活动（50%）

场馆参观人数（50%）

场馆接待能力饱和度

（50%）

三级指标

科技类博物馆（50%）

基层科普设施（10%）

流动科普设施（10%）

科普传媒（30%）

科技馆从业人数（50%）

科技博物馆从业人数（50%）

经费总额（100%）

科普（技）展览次数（40%）

科普（技）讲座次数（30%）

科普（技）竞赛次数（30%）

科技馆参观人数（50%）

科技博物馆参观人数（50%）

科技馆接待能力饱和度（50%）

科技博物馆接待能力饱和度（50%）

具体考察内容

科技馆总量、建筑面积、展厅面积（50%）

科技博物馆总量、建筑面积、展厅面积（50%）

科普活动站的数量（50%）

科普画廊的数量（50%）

科普宣传车的数量（100%）

传统科普传媒的数量（50%）

科普网站的数量（50%）

专职（50%）

兼职（20%）

科普创作人员（30%）

专职（50%）

兼职（20%）

科普创作人员（30%）

科技馆年度经费（50%）

科技博物馆年度经费（50%）

科技馆年度科普展览总次数（50%）

科技博物馆年度科普展览总次数（50%）

科技馆年度科普讲座总次数（50%）

科技博物馆年度科普讲座总次数（50%）

科技馆年度科技竞赛总次数（50%）

科技博物馆年度科技竞赛总次数（50%）

科技馆年度参观总人数（50%）

科技博物馆年度参观总人数（50%）

单位面积年参观人数（50%）

单位面积年参观人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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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系统性、典型性、动态性、简明科学性、可量化性、综合性、

可操作性 7个原则。除考虑理论框架支撑与基本原则规范

外，一套评估指标体系究竟是否合理，还需在实践中进行

检验。

比较2009版、2012版《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报告》的评

估体系，可以看到2012版的改进之处：

1）在一级指标的设置上，2012版将结构指数更改为运

行指数，其二级指标为经费、科普活动两个部分，但新命名强

调了动态发展，更为贴切合理。

2）2012版对每项分项指标都赋予了权重，这使得有数

据基础的计算一步到位；2009版只对一级指标的3个分项赋

予了权重，这使计算过程模糊，只能委托专业公司根据专业

软件进行计算。

3）2012版对一级指标的 3个分项权重进行了调整，由

2009版的30%、30%、40%调整为50%、30%、20%。即2012年
专家组增加了规模指数的权重，相应降低了效果指数的权

重。专家组比例的调整源于实际工作的需求与要求。

4）2012版对二级指标的设置更为明晰合理。将2009版
主要类型与拥有量、资产、人员 3个分项合并为设备存量规

模、人力资源规模2个分项，解决了旧版分项有区域重合的问

题；将年经费投入与支出更改为筹集科普经费，放弃了对科

普经费支出方面的考察；将展教资源与活动更改为开展科普

活动，隐形地将展览资源纳入设施存量规模之中；将社会效

果与公民惠及率更改为场馆参观人数与场馆接待能力饱和

度，使得数据更易获得，更符合可操作性原则。

5）2012版对三级指标各个分项的设置更为简明合理，

其数据可以从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普统计》

中直接获得，不需要科普所项目组耗费人力、物力、财力进行

问卷设计、发放、回收与数据录入。2012版科技类博物馆（总

量、建筑面积、展厅面积）涵盖了 2009版的总展厅面积/总建

筑面积、每万人口拥有设备建筑面积2个分项的内容；基层科

普设施涵盖了平均单个室外设施展示长度分项；流动科普设

施涵盖了平均单个流动设施行驶里程分项；科普传媒涵盖了

平均单个网络科普设施可访问总字数分项；删除了每万人口

拥有设施资产值分项与每万人口拥有设施展览资源资产值

两个分项。

6）2012版三级指标的设置主要是针对科普基础设施中

的科技类博物馆。中国科普研究所此前将科技类博物馆划

分为科技馆、自然（历史）博物馆、（专业、行业、产业）科技博

物馆三类[12]，而《中国科普统计》将科普场馆划分为科技馆、科

学技术博物馆、青少年科技馆三类[13]。自 2012年开始，相关

研究在采用了后者的划分方法，这是一种合理的归化。

4 结论
1）作为科普工作的重要载体，科普基础设施的发展决定

着国家科普能力的高低，构建一个科学的科普基础设施发展

评估体系不可或缺。在试评估的获得成功结果上，新的评估

体系依托制度性的统计数据，研究创建了科普基础设施发展

指数，定量评估了中国科普基础设施的发展，是中国科普基

础设施相关研究从定性化向定量性跨进的重大进步。

2）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评估体系的建立是创新性工

作，没有成功经验可供参考，因此其建立不是一鞠而就的，需

要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发展应更加趋向

科学与便捷。改进之后的评估指标体系，既涉及人、财、物 3
个方面，又涉及设施和受众双方，全面而具体，值得肯定。但

在现实工作层面可能会遭遇新的问题、面临新的困境，引发

新一轮的研究探讨。

3）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评估体系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衡

量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的水平，提高科普工作者、政府部

门和企事业单位对科普工作的全局性、系统性认识。通过一

个动态而稳定的评估体系，可以及时发现科普基础设施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好的经验，从而完善管理，促进科普事业

的发展。对比不同年度科普基础设施发展及其评估体系的

进退之处，并进行原因判断，有助于明察未来的发展趋势，提

出对策和建议，同时为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提供数据支

撑，为《科学素质纲要》的实施提供有效支撑，为中国公民科

学素质的整体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致谢致谢：：论文写作过程得到莫丽芸博士的技术支持，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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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成立

·学术动态·

2014 年 3 月 21 日，由中国科协发起并组建的“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Chinese National Committee for Future
Earth，简称CNC-FE）在北京正式成立。

“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由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担任主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科学院院士刘丛强，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国雄，中国科协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张勤，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傅伯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

所所长潘家华任副主席，来自科学、工程、社会科学各领域的 40余名专家担任委员。中国委员会特邀请全国政协副主席、中

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及专家担任指导委员会成员。

“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将优先围绕“大气、水和土壤污染的归因、防治及公众环保意识的普及和提升”、“城镇化对

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建设健康城市、和谐社会，保障人类福祉”、“全球变暖背景下亚洲季风的变动与人类活动的相

互关系及其对水资源安全的影响”、“食品安全、能源供给及自然生态系统保护”、“我国（海岸带、青藏高原、北方牧区等）易受

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生态发展和产业转型”、“全球变化背景下亚洲的自然灾害预警、防御和应对策略”、“亚洲传统文化对全

球变化适应对策的贡献”、“极区可持续性发展”等 8大领域重点展开研究工作。

“未来地球计划（Future Earth）”（2014—2023）是由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发起、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环境署（UNEP）、联合国大学（UNU）、Belmont 论坛和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资助机构（IGFA）等
组织共同牵头组建的为期 10年的大型科学计划，目的是为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给各区域、国家和社会带来的挑战，加强自然科

学与社会科学的沟通与合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知识、研究手段和方法。该计划通过科学家、政府、企业、资

助机构、用户等利益攸关者协同设计、共同实施、共享成果（co-design, co-produce and co-deliver）科研成果和解决方案，增

强全球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应对全球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

详见中国科协网 http://www.cast.org.cn/n35081/n35473/n35518/154955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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