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0 1 4 年 月 肀■社会料学院研窆 学《

第 期 （总 期）

社会与管理

我国科普政策的嬗变与发展
——

基于 年 年 项科普政策文本的 实证分析

孙 萍 孔德意 许 阳

【提 要 】
以 年至 年我 国 国 家层面 的科普政策作为样本 ， 对政策文本进行定

量化研究 ， 我 国科普政策 已完成
“

从服务经 济建设到努力 提高公民科学 素质 、 服务 国 家科

普能力建设
”
的 目 标转变 ， 政策制定主体由

“

单兵作战
”

向
“

多元协作
”

的 转变 。 科普政

策力度及数量呈现 出
“

突变式
”

的发展趋势 。 科普政策手段运用 比例失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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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 是我国政府无法规避和今后应努力 的方

引 言 向 ， 亦是我国科普工作的重心所在 。 科普政策

是规范和调节科普工作的重要手段 ， 通过社会
“

世纪是人类全面依靠知识创新理论和知 资源的分配和社会环境的改善来促进科普事业

识创新应用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纪。 科学知识作 的发展 ， 使科普事业朝着健康 、 有序的方 向发

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 科普作为传播科学文化 、 展 ， 最终实现国 民的科学素质与 国家的科技水

传承科学知识重要 的平台 ， 成为 国家和地区 、 平的整体发展 ， 因此 ， 对科普政策的研究具有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保障机制
”

。

①科普带来的绝不 深远的意义 。

仅仅是人的科学素质提高的 问题 ，
而是

一

个长

远的增加 民族 自 信心和 国 力的大问题 ， 因此世
一

、 我国科普政策演变趋势分析

世纪 年代我国科普政策更多强调为
科学素养调査结果显不 ，

“

年 ， 我国具备基
困麥於浓战略服各

本科学素养的公民 比例为 ’ 相当于 日本 、

油化 廿知喊纖

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細家在 雌 靴
年我酬布 了 《巾华人 、細科学技

末的水平
”

，

②这成为我 国滞留在制造型而非创新

型国家行列 中的主要原 因之
一

， 影响了 我国整
： 基金项 目 ： 东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 。

体科技水平的提高 。 此 ’ 如何提冋全民 的科
① 靳萍 ： 《科学的发展与大学科普 》 ， 科学出版社 年版 ，

学素养及劳动技能 ， 把沉 的人 口 负担转化成 第 页 。

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 ， 完成由 制造型到创新型 ② 任福君 ： 《 中国公民素质报告 》 第 辑 ， 科学普及出賺

国家的蜕变 ， 进而促进我 国科技水平的整体性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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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步法 》 ， 作为我国科技领域重要的法律 ， 为 彩的一笔 。 年我国颁布 了 《 国家 中长期科

中 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确定了基本方针和基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 ， 其 中

本政策 ， 并且将普及我 国科学技术 ， 提升公 民 首次提 出 了 国家科普能力建设问题 ， 《规划纲

科学素质上升到 国 家法律层面 ， 足以证明 国家 要 》 的 出 台为我 国科普能力的 发展指 明 了方向

对科学普及的重要性有了 足够的重视 ， 为我 国 和奠定 了基础 ， 开启 了我 国科普能力建设的新

科普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年 月 中共 篇章 。 年颁布的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中央 、 国务 院出 台 了 《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 纲要 （ 年 ） 》 ， 是我国历史上

工作的若干意见 》 ，

“

是新中 国成立 以来 ， 党中 首个关于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纲领性文件 ， 并

央和国务院共同发布 的第
一

个全面论述科普工 且首次对
“

科学素质
”

定义进行了界定 。
《科学

作的纲领性文件 ， 也是我国 有史以来第
一

个公 素质纲要 》 对于提高公民科学素质 ， 改善生活

布于众的指导科普工作的官方文件
”

。

①
由于在 质量 ， 进而提髙 国家 自 主创新能力 、 建设创新

年之前我国没有 出 台过关于 国家层面的专 型国家 、 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

门性的科普政策 ， 因此 ， 该政策 的 出 台可以说 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 年我国颁布了 《关

是揭开 了我 国专门性科普政策新纪元的序幕 ， 于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 》
， 主要包

对以后我 国科普政策 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 括 ： 科普创作 、 科技传播渠道 、 科学教育体系 、

义 。 年 ， 中宣部等下发 了 《关于加强科普 科普工作社会组织网络 、 科普人才队伍以及政

宣传工作的通知 》
， 指 出 了 科普工作是普及科 府科普工作宏观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基于我 国

学知识 、 提高全民素质的关键措施 ， 是社会主 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不高 ， 科普资源整合力 度不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 够 ， 科普基础设施服务能力 不强等我国科普事

年颁布的 我 国 《 年科学技 术普及 业发展中存在的
一些薄弱环节 ， 我 国在 年

工作纲要 》 中 明确指 出 ：

‘
‘

为科教兴国 战略 、 制定 了 《 国家科学技术普及
“

十二五
”

专项规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社会稳定提供高素质 划 》
， 为进一步加强 国 家科普能力建设 ， 提升

的人力资源保障和科学 、 健康 、 文明 的人文基 公民科学素质 ， 促进我 国科普事业持续健康发

础
”

。 可以 看出 ， 我 国政府对提高公 民科学素 展指明 了发展方向并提供了政策保障 。 随着 以

质的重要意义已有 了足够的认识 ’ 但 由 于所制 上科普政策 的出 台 ’ 标志着我国科普政策完成

定的相关措施过于宏观 ， 具体措施和标准略显 了 由服务经济建设到服务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

不足 ， 给科普工作 的实施增加 了难度 。 这
一

时 转变 ’ 以提升我 国公民素质为导向 、 加强 国 家

期 的科普政策更多的是强调我国科普工作要紧 科普能力为手段 、 建设创新型国家为 目 的 ’ 这

紧围绕经济建设展开 ， 这与上
一世纪 年代 无疑是 我 国 科普事业发展和转变 的

一

个重要

我 国所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这
一

特殊背 现 。

景是紧密相关的 ， 为 国家经济战略服务成为当
°

时科普工作的主基调 ， 这是我国 特定的历史阶 二
、 我国科普政策演变的

段所决定的 。 实证分析

进人 世纪我国科普政策呈现出 由服务 —

经济建设逐步转变 到提高公民科学素质 、 聽

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发展趋势
的定量与定性相⋯ 的

一

、，
口 純方法 ‘

年我酬布 了 《 中华人民共和 国科学
醉来内容分析法被广泛运用于公共政策的

技术普及法 》 ， 成为世界上第
一个 国家层面上的

科普法 。 《科普法 》 的颁布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
① 娜丰 ：

《 建国以来我国科普政 策分析 》 ， 《科普研究 》

年第 期

意义 ， 把我国科普事业正式引人到了 法治化发 ② 李纲 、 蓝石 ： 《公共政策 内容分析方法 ： 理论与应用 》
， 重

展道路 ， 为我 国科普事业的发展增添 了浓 墨重 庆大学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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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析 中 。 本文获取研究样本的方法如下 ： 第 的 。 年间 ， 我 国科普政策制定主体

一

， 在政策法规数据库 中搜寻科普政策 ； 第 独立发文数和协同发文数分别为 年

二
， 利用政府部门 的 官方和其他相关网站对 中 间 的 倍和 倍 ， 见表 。 无论是单独发文

国科普政策进行检索 ； 第三 ， 利用检索到的科 量或是协 同发文量 ， 在进人新世纪 以来都有 了

普政策文本进行 回溯检索 。 通过 以上检索范围 显著 的增长 。 亦可看 出 ， 我 国科普政策制 定主

与路径 ， 搜索与科普相关 的政策 文本 ， 如
“

规 体的数量逐步增多 ， 之间 的协同合作也明 显增

定
”

、

“

建议
”

、

“

办法
”

、

“

意见
”

、

“

细则
”

、

“

决 强 ， 这是我国科普事业发展 的必然结果 。 尤其

定
”

、

“

公告
”

、

“

通知
”

等 。 并对科普政策文本 是进入 世纪以来 ， 大量新的制定主体的涌现

进行择取 ， 剔除了一些研究价值不大的相关科 及其之间 协作程度 的加强 ， 迎合 了 当今社会 、

普政策 ， 如个人获奖通报名单 、 企业或学校 的 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高速发展 ，

“

单兵作战
”

巳

认定名单 、 会议的通知等 ， 最终得 到研究样本 成为历史 ， 取而代之的是更适应 当今科普事业

项 。 发展的多元政策制定主体协 同化 的发展趋势 。

政策主体分析 虽然多元化增加 了 彼此间 的合作难度 ， 如何更

图 显示 了 我 国科普政策制定主体的分布 有效地协调好它们 之间 的 主 旨诉求 ， 成为制定

情况 其 中包括各 自 发布 的科普政策数量和首 科普政策时不得不考量 的方面 。 因 此 ， 协同 制

次发文时间 ， 以及主要制定主体 间合作的紧密 定的科普政策所产生 的政策效应往往要大于单

程度 。 可以看 出 ， 科协与科技部是承担科普政
一

主体所产生的政策效应 ， 能共同应对单
一

政

策发布 的最主要主体 ， 并且科协 、 科技部 、 财 策制定主体不易解决 的科技发展 问题 ， 使其凝

政部 、 教育部 、 中 宣部之间 的合作是最为 紧密 聚成
一

个高效的整体 ， 更好地达到各项科普政策

图 科普政策颁布主体情况示意 图

——

中罝邢
科技部 科协

絕
从

—

广
—

— 、
、

① 图 中每个政策主体之后的数字代表该政策 主体独立或协同其他政策主体发布的科普政策数量 ， 政策主体的大小与其发布 的政

策数量成正 比 ， 即发布政策数量越多 ， 主体显示越大 ， 反之亦然 。 圆心 与左侧 的时间数轴是成对应关系的 ， 表示政策主体 首次

发布科普政策的时间 。 发布政策数量在 次 （包括 次 ） 以上的政策主体用实线进行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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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年 中国科普政策发布主体统计表

政策发布 主体形式 小计 百分比 （
％ 小计 百分 比 （ ％ 〉

、 、 、 、 、

单一 主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主体 、 、

、 、 、 、 、 、 、

合计

目标 。 与之前相 比 ， 当今 的这种 趋势更能促进 完善 ， 经济手段 、 法律手段和 指导性手段将会

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 ， 更加强调政策制定主体 不断得到加强 ， 行政手段应逐渐趋向 缩减 。 而

间 的合作 ， 合理地整合和分配其所具有的政策 通过以上统计与分析 ， 我 国科普政策中实际上

资源 ， 追求更高 的科普政策质量 ， 保证政策效 存在行政手段过多以及其他政策手段不足的现

应的最大化 。 我 国科普政策制定主体的协同发 象 ， 这违背 了 当今世界科普事业的 发展 潮流 ，

展趋势是符合 当 今合作化的发展趋势 ， 是不可 不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 ， 必然影响我 国科

逆的 ， 其协同化的发展趋势将更加有利 于我国 普政策的质量以及我国科普事业的健康 、 有序

科普事业的健康发展 。 的发展 。 如何改变 目前科普政策手段使用 比例

政策手段分析 失衡的 状态成为我 国 的当 务之急和现实之需 。

现阶段我国科普政策仍是以行政手段为主其 只有做到多种政策手段的协调运用 ，
降低行政

他政策手段为辅 ， 科普政策手段使用比例失衡显 手段的使用频率 ， 加大其他政策手段 的使用 比

而易见 ， 如 表 所示。 孙斌和彭纪生 （
①

例 ， 合理地配置政策资源 ， 才能制定 出科学 、

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创新政策的协同演变 高质量的科普政策 ， 更好地促进我国科普事业

进行了研究 ， 在对二者的政策类型统计中 ， 知识 的发展 ， 提高我国公民科学素养 ， 进而使我国

产权保护政策的相关法律为 项 ， 创新政策的相 科技水平产生质的飞跃 。

关法律为 项 ， 与之相 比 ， 科普政策中法律手段 政策力度分析

的运用明显不足 ， 这不利于科普政策的顺利实施 ，

“

政策力度表示政策所代表的权重
”

。

② 仲为

不能保证科普政策执行有法可依 、 有章可循 ， 从 国和彭纪生 （ 在对中 国创新政策 的实证

而影响了科普事业的向前发展 。 进人 世纪以来 研究中 ， 根据政策颁布的权力机构及政策类型

除法律手段以外 的其他政策手段都有所增长 ， 尤 对政策力度进行计分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其是行政手段和指导性手段 ， 增 幅明显 ， 相 比 常务委员会颁布 的法律 ， 记为 分 ， 国务院颁

年分别增长 了 倍和 倍 。 经济手 布的条例 、 各个部委的部令等记为 ， 国务院颁

段的显现和逐步增长填补了之前科普政策中经济

手段缺失的空白 ， 其侧重于科普环境的营造 ， 税

收 、 金融 、 财政等经济手段的运用使科普政策手
①

二
保护 与 新政策的协同

演变研究》 ，
《科技管理研究 》 年第 期 。

段 曰 益丰富化 。 指导性手段的增多起到了 彳艮好的 ② 盛亚 、 孔莎莎 ： 《 中 国 知识产权政策 的 演 变 （

协调作用 ， 节省人力物力 ， 引 导科普事业向前发 个量化的视角 》
，

《科技进步与对策 》 年

展 。 虽然二者所显现的积极的
一面应得到肯定 ，

丨 在
■ 如

■ 丁 口 《 她
③ 仲为 国 、 彭纪生 、 孙文祥 ： 《政策测量 、 政策协同 与技术绩

但其所占 比重仍显不足的缺陷也不合忽视 。 随
效 ： 基于中 国创新政策的 实证研究 《科学

着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 的不断 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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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年中国科普政策手段统计表

政策手段 小计 百分比 （ ％ 小计 百分比 （％

法律手段 、

、 、 、 、 、

、 、
、 、 、

行政手段 、 、 、

、 、 、 、 、 、 、

、 、

经济手段 、 、 、 、 、 、

、 、 、 、 、 、
、 、

指导性手段 、
、 、 、

、 、 、 、 、

、

合计

布的暂行条例 、 各个部委 的条例 、 规定记为 ， 变化提供了环境支撑 。 第二 ， 政策层面 ， 随着

各个部委的意见 、 办法 、 暂行规定记为 ，
通知 我国对科普事业 的重视逐 步加强 ， 年 、

记为 经统计和运算， 我国在不同阶段所颁 年我国政府先后颁布了 《 国家 中长期科学

布的科普政策数量和政策力度的 比较如表 所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 及 《全民

示 。 我国 自上世纪 年代初以来 ， 特别是 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纲要 （

年以后颁布 的科普政策数量基本上保持着增长 年 ） 》 ， 随着上述科普政策的 出 台 ， 标志着我国

的趋势 ， 与之对应的政策力度也呈快速上升之 科普事业迈向 了正确 和快速的发展轨迹 。 大量

势 。 自 年 间 ， 我国科普政策年均颁 的 、 具体的配套政策法规也应运而生 ， 如 《关

布的技术政策仅为 项 ， 最高年份也只有 项 。
于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 》 、 《科普

年间 ， 年均颁布的科普政策增加到 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 年 ） 》

项 ， 接近 年间的 倍 ， 最高年 等 ， 这也是导致 年间科普政策力度

份达到 项 。 从政策力度上看 ， 年 激增 的主要原因 。

间 ， 年均政策力 度为 约为上
一

阶段的 表 我国科普政策数量及政策 力度 比较表

倍多 ， 尤其是 自 年以后 ， 政策力度陆然增
政策 政策 政策 政策

加 ， 较之之前波动较大 。 究其原 因 ， 影响其走 数量 力度 数量 力度

势有两个层面 的原 因 ： 第一 ， 社会环境层面 ，

均值 均值

上一世纪 年代 ， 我 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热潮 ；

中 ， 但中 国科普事业还处于起步与探索阶段 ，

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 并且我 国科普工作当时 的
“―

重点是以服务经济建设为 目 的 ， 对公 民科学素

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 这直接导致了 我 国科普

政策较技术政策和知识产权政策等其他政策而
——八 “ ⋯

丨
廿也址 山 出 味 枯丄

① 在得到每项政策 的力度得分后 ， 利用公式 （ 对每一年度
数量偏低 ， 对科普政策力度影响较大 。 进人 相关政策的力度进行累积 ， 计算出 自 年以来科普政策

世纪以来 ， 随着我 国经济 、 科技的高速发展 ， 力度的年度 值 。 其中 表示年份 ， 表示 年颁布 的政策

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的逐渐提升 ， 科学普及的
数 目 ’ ⋯

广
卞”

二 」 二 ： 政策力度 。 则 就可以表示 年科普政策的整体力度 ：

重要性 日 益凸显 ， 需要制定更多 的科普政策来
一

跟进当今科普事业的发展 ， 为科普政策力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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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个新的研究视角 。 我 国未来的科普政策制定应

二 、

以实际情况为依托 ， 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 ，

本文通过对賴科棘策发贿变 的实证
瓶诚大誠实际 通据分籠基础上 ’

分析 ， 在刚醜科棘賴魏細細上 ，

咖求雌 合理性和鮮性 、 政策 向效果

对科普政策的历史嬗变 轨迹 、 发布 主体 、 政策
内容应 向

工具及政策力度和数量进行了分析和挖掘 ， 有
胃― 、 方 胃循 ’

助于科研工作者及政策制定者了 解和掌握我 国
■有理 ， 有法可依 ， 有 的放矢 ， 以此提高我

科普政策发聽络 ， 以期作为我 国科普政策深
酣普政策制定与实施质量 ， 促进我 国公民科

入研究的基石 ， 为国 家制定更具有 针对性和科
胃 。

学性的科普政策提供理论参考和方法借鉴 。 因

此 ， 基于政策文本 的定量研究方法具有较强的
本又

？
者 ：

孙萍是哲学博士 ， 东 北 大 学 文

理论意义和价值 。 运用 内容分析方法对政策文
、

法学
，

副 院 长 、 教授 、 博 士 生导师 ；
孔

本进行检验具有较好的可行性和 良好的科学性 ，

德意是 东 北 大 学文法学 院 行政管 理专 业

可以将其运用 到科技政策 、 财政政策 、 教育政
博士研 究 生 ； 许 阳是 东 北 大 学文法 学 院

策 、 产业政策等難賴文辅分析和研究 巾
彳 研究

去 ， 为政策文本 的定量研究另辟蹊径 ， 提供一
马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