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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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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一

讲话深刻阐释了科学普及的重要作用及其与

科技创新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党和国家一向

重视科普，在 1949 年 9 月 29 日通过的具有临

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普

及科学知识”[2]，并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 1949

年 11 月 1 日，就设置了专门负责科学普及的

行政机构——科学普及局（以下简称科普局），

管理全国的科学普及运动。科普局将科普工作

纳入了国家行政统一管理的范畴，将之前主要

由社会团体来组织和推动、具有较强自发性属

性的科学普及活动推向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在科普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有必要对其开展专

门研究。已有研究中，章道义结合自己在科普

局的工作经历，对科普局的组织机构、开展的

部分工作进行了介绍 [3]。此后尹传红 [4]、刘新

芳 [5]、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史研究课题组 [6] 等

在章道义文章提供的史料的基础上，对科普局

进行了少量扩展性的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都

将科普局作为其研究的一个片段，目前，尚未

有针对科普局的系统研究。本文在系统搜集科

普局史料的基础上，通过文献分析，深入分析

为何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在文化部下设专门管理

科普工作的行政机构，又缘何这个机构仅存在

两年时间就被撤销，它如何定位科普工作，又

如何定位和履行自身职责，通过上述分析，揭

示其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期望本文的研究有

助于加深对新中国第一个科普行政机构的认

识，进一步丰富新中国科普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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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科学普及局是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专门科普行政机构，它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落实党

和国家科普工作指导思想的产物，体现了科学普及的重要地位。它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科普工作的基本方

针，致力于建立全国的科普行政机构网，并为全国性科普群众团体的成立打造社会基础，通过典型实验等方

式开展了一系列探索性的科普工作。受科普工作的特性及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科学普及局最终被合并，

但它推动了当时科普工作的开展，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普及协会的建立和科普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我国科普建制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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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普局成立的历史背景
科普局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科学为人民

服务思想的体现，是落实“在普及的基础上提

高，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的科普工作指导思

想的具体措施之一，是党和国家巩固新生人民

政权的现实需要和科普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1.1 科学为人民服务总方向的指引

1940 年 1 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

中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

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

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7]708，“新民主

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

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

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7]708-709，确定了

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也是科学建设的

方向。此后，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自然科学大

众化运动，明确提出“进行自然科学教育，推

广自然科学知识，使自然科学能广泛地深入群

众”[8]。1949 年 5 月，为进一步团结广大科技工

作者，党同意召开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

表大会①（以下简称科代会）。6 月 19 日，科代

会筹委会成立大会召开，朱德在题为《科学转

向人民》的讲话中指出，“以往的科学是给封建

官僚服务，今后的科学是给人民大众服务”“科

学家应该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这样才可能把科学发展到最高度”[9]，

明确了今后科学工作的总方向。为使科学更好

为人民服务，必须发展科学，普及科学。为此，

《共同纲领》在第四十三条中规定：“努力发展自

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奖励

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2] 这是新

中国科普发展和科普局成立的前提。

1.2 落实科普工作指导思想的要求

1942 年 5 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 “我们的提高，是在普

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

导下的普及”[10]，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

内容，是文艺和学术各方面都应遵循的指导

思想”[11]。1949 年 7 月 13 日，周恩来出席科

代会筹备会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

科学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是相成相助的，要

“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12]，

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科普工作的指导思想。

1949 年 9 月 29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次会议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组织法》，明确科学院为政府部门之一，

受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 [13]。根据 1949

年 10 月 25 日政务院第二次会议“中央人民政

府各部、会、院、署一律于 11 月 1 日正式开

始办公”[14] 的决议，1949 年 11 月 1 日，中国

科学院开始办公；同时，文化部也正式开始办

公并召开首次部务会议，讨论通过了文化部的

组织条例、办事细则、组织系统机构和编制，

科普局正式成立。两者“分别负责推进科学

的提高与普及的工作”[15]，在组织上完整地落

实了普及与提高相成相助的思想。

1.3 适应新中国建设和科普实践发展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开展了

一系列科普实践，尤其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通过

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运动，颁布相关法令，

赋予政府机构一定科普职责②，成立科技团体

和大学，围绕革命战争、经济建设和人民需

求开展卫生科普、军事科普、农业科普、破

除封建迷信等工作，对推动根据地和边区的

建设、助力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管理和推动科

普工作的初步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①科代会的名称最初拟定为“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后经广泛讨论，修改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
本文统一用后者表述。
②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于如何通过政府机构领导科普工作，中国共产党已经有初步尝试。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时期，成立社会教育局、卫生管理局领导开展扫盲普科、医疗卫生知识普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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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中国成立后科普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1949 年后，随着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建

设一个新的国家提上日程，新中国的建设需

要大量的科技专家、掌握熟练技术的工人和

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农民，然而，当时中国的

广大人民群众处在极度缺乏科学知识和技术

的状态中，文盲率极高。社会对科学技术知

识的需求广泛而迫切，单纯的正规教育很难

满足，因而通过展览、讲演等方式直接、迅

速地把科学技术知识向劳动人民进行普及的

社会性教育，成为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重要

途径和手段。科普与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相契

合，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统一管理，

以更好地服务新中国建设。

1.4 科学体制化的要求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开始实行计划科学

体制，到 1949 年前后，计划科学已经取得了

明显的成效。1949 年 5 月，周恩来参加在北京

饭店举行的学术座谈会，梁希在会上讲话称：

科学界愿意学习革命理论，希望人民政府组

织科学界为人民服务，并实行计划科学 [16]。

中国共产党逐渐接受了计划科学的建议，对

科学院也采用了行政机构的设置，负责科学

的提高。国家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展科学，

也包括科学的普及。

2 科普局的组织机构
科普局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

委员会文化部下设的一个局级行政机构，当

时简称为科学局①。据记述，当时文化部设有

7 个局级行政机关，编制为 780 人，科普局

编制为 83 人，实有 56 人 [17]。科普局的主要

办公地点位于北京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

1949 年 12 月 16 日，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

议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直属工作人员各

项任命名单，任命沈雁冰为文化部部长，北

京大学教授、化学家袁翰青为科普局局长 [18]。

后来，物理学家王书庄被任命为科普局副局

长，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担任顾问。

袁翰青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化

学史家，同时还在科学教育馆、科普、科技信

息等多个领域做出过开拓性的贡献。20 世纪

30 年代，他发表《列宁格勒之周期表碑》《介

绍一位西班牙化学家》等科普文章，开始了早

期的科普创作。1940 年 11 月，他受命负责创

建甘肃科学教育馆，其间组织策划了一系列科

普展览、科普讲座，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

影响 [19]。这是他从事的一次系统的科普实践，

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科普理

念，积累了如何创建和领导一个科普机构的经

验。1943 年 3 月，在他的领导下，甘肃兰州组

建了中国化学会甘肃省分会，他被推选为理事

长。1945 年，他加入九三学社。1946 年，他

任教北京大学化学系，并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洪

流， 成为享誉全国的“北大三大民主教授”之

一 [20]。1949 年 7 月，他作为中国科学工作者

协会的代表参与科代会的筹备工作，并当选为

科代会筹备会常委和总务部部长 [21]，为科学

如何更好地为人民、为新中国建设服务建言献

策。总之，他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还是

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他具有创建和领导科

学与科普组织、组织科学和科普活动的能力与

经验，民主党派科学家的身份更便于其团结广

大科学工作者共同从事科学和科普工作，并同

中国共产党保持团结合作，这些特质使他成为

科普局局长的不二人选。

科普局成立后，袁翰青带领组织辅导处

处长朱兆祥边搭架子边招人，完成了科普局

的初创，及至 1950 年 4 月形成完整的机构设

置。行政机关设立组织辅导处、编译处、器

①目前所掌握的档案，如《中央人民政府科学局局长私函（1949 年 11 月 15 日）》、中央科学馆筹备处上报《本月 25
日举行幻灯座谈会希望准备意见派员出席》（1950 年 5 月 21 日）中均简称科学普及局为“科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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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处、电化教育处和办公室，并在对旧中国

原有机构重整的基础上，设立 4 个直属事业机

构，即中央人民科学馆筹备处（以下简称科

学馆筹备处）、电化教育工具制造所、博物标

本制造所和南京仪器制造厂。组织辅导处主

要负责组织建设和辅助指导全国的科普工作，

下设调查研究科、组织辅导科和《科学普及

通讯》（后改为《科学普及工作》）编辑部，

进行各地科普小组建设，组织实施全国科普

情况的调查摸底。编译处下设编译科和资料

室，编译科主要负责组织文字和图书稿件，

编辑、翻译出版科普图书、科普挂图等，资

料室主要负责收藏、订阅各种科技类特别是

科普类报刊，搜集整理有关科普的论述，以

备查考研究。器材处负责设计研究科普所需

的各种展示和表演器材，为各地文化馆、科

学馆和中小学供应必要的科学仪器和博物标

本模型，并管理科普局下属的北京博物标本

制造所和南京仪器制造厂。电化教育处主要

开展科普的电化教育，负责制作幻灯机和幻

灯片，拍摄科学电影，管理科普局下属的电

化教育工具制造所 [22]。

3 科普局的主要工作
3.1 确立全国科普工作基本方针

科普事业作为一项崭新的事业，首先应

当确定一些基本的工作方针。为此，科普局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开展社会大讨论。

1949 年 12 月至 1950 年 1 月，先后邀请包括

北京市大中小学、科研机构、行政机构、人

民团体、工厂等几十家单位的 200 余名代表召

开了 7 次科学普及问题座谈会，文化部也召开

了专门的讨论会。沈雁冰专门撰文阐述科普

工作的性质、对象、主体、内容、形式等 [23]，

科普局也多次在其主办刊物《科学普及通讯》

上刊文阐述科普的方针。

科普工作的性质、目标、主体、对象和

方式是明确的，科普工作是广泛而又深入的

群众性科学运动，要团结广大科学工作者，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和方式，尤其是讲

演、展览和出版，通过通俗化、大众化的表

达方式，面向工农兵群众开展工作，以服务

国家亟待开展的国防和经济建设。

在科普工作的内容和组织形式上，随着

社会局势和科普实践的发展，科普局的认识

有一定的变化。在内容上，科普局初期主要

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主要体现在劳动

生产技术、反封建迷信、医药卫生三个方面，

这也是贯彻《共同纲领》“普及科学知识”规

定的体现。当时认为“破除迷信向人民进行

唯物主义的思想教育是必要的，配合国家急

待开展的国防经济建设使工农兵掌握现代的

科学技术更为现实所需要”[24]。1950 年 8 月，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普及协会（以下简称全国

科普）成立，爱国主义宣传是其四项主要任

务之一。科普工作的内容开始着重强调加强

爱国主义、唯物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号

召科普与政治相结合，科普局发布《提高科

学宣传的思想水平》[25]、《科学普及工作和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26] 等指导性

文章，与全国科普共同开展抗美援朝和反原

子弹宣传。在组织形式上，全国科普成立之

前，科普局一直致力于建立全国的行政机构

网，并广泛发动社会力量为建立全国性的科

普组织打基础。全国科普成立并展开工作后，

科普局对自身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由专门

科普行政机构的“任务是不明确的，它的存

在需要加以重新考虑”[27] 最终到“科学普及

的行政系统看不出有存在的必要”[28]。

3.2 确定科普局的职责并开展具体工作

基于对科普工作是广泛的群众性科学运

动的认识，科普局认为科普工作“不是单靠几

个机构所能办得了的工作”[29]，将自身职责定

位为“多做计划、推动、联系、组织的工作，

2023，18（1）：87-9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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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工作多在地方和个人力量所不及的，在试

验性的、示范性的意义下去进行”[30]。依据这

些原则，科普局主要开展四个方面的工作：一

是组织建设；二是指导各行业科普工作开展；

三是开展典型实验并进行推广；四是为配合典

型实验和各地科普工作制作资料、器材。

3.2.1 为科普工作的广泛开展建立组织基础

“科学普及工作必须成为一种群众性的运

动，方才能逐步地全面地推行；要成为群众

性的运动应当有规模相当大的组织形式。”[29]

在成立一种全国性组织的条件还不成熟的情

况下，迫切需要先建立一个科学网。为此，

科普局做了两方面的努力：在行政上，建立

自上而下的行政机构网；在社会上，广泛动

员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各级文教干部、青

年学生等广大群众参与科普活动，利用一切

可以利用的形式开展科普工作。

（1）建立自上而下的行政机构网

科普局以建立一个从中央、大行政区到

省、县的健全的行政机构为目标，对各级行政

部门的任务进行了规划，中央设科普局；各

行政区参考中央设置科普处；省厅在文教厅

（局）下设立科学普及行政部门；县级工作不

设立行政机构，以县人民文化馆为工作机构。

1950 年 5 月和 8 月，华东和中南军政委员会

分别参照科普局的模式在文化部下设立科普

局；同年 4 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在文化

处下设立了科学普及处，东北和西北大区没

有建立起科普局或处，个别省份（如山东省、

浙江省）在文教厅下设立科学普及科。但是

各级机构间的行政关系并未确立，省级机构

也不普遍，因此科普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没有

能够有计划地开展 [31]。科普局在 1950 年底的

工作总结中提到：“好些省份的科学、文教工

作者已经组织起来从事科普工作，还没有得

到行政方面的有力领导和支持，今后的问题

是巩固现有基础，有重点地根据实际需要发

展组织，加强整个科学普及行政的领导工作，

以大力展开科学普及运动。”[32] 考虑到 1951

年春“文化行政会议就决定了中央文化部科

学普及局和文物局的合并”[28]，所以 1951 年

后，组织的扩展工作实际上并未进行，建立

行政机构网的目标未能实现。

（2）在社会上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

科普局成立之初就提出分头组织的号召，

鼓励和推动各地建立科普小组，把这些小组

作为推动科普工作的新鲜活泼的细胞，让这

些细胞滋长发展，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机体，

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科学知识普及协会。科普

局组成了科学普及实验协会，业余做些直接

与人民大众接触的教育工作 [33]。截至 1950 年

12 月，各地建立了 54 个科学普及小组 [32]。这

些小组主要由大中学的师生、县文化馆、机

关干部组织。北京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

学、山东大学、西北工学院等学校，以及科

协的分会都建立了科学普及小组。通过科普

小组，科普局发展在各地的组织机构网。 

科普局还调查了各地可以发展的科普组

织，包括全国报纸科学副刊、科学期刊、科

学馆事业的概况和全国自然科学团体的情况，

基本摸清了全国可以利用的开展科普工作的

机构和团体。

3.2.2 指导、推动各行业科普工作的开展

科普局的机关刊物《科学普及通讯》于

1950 年 3 月出版第 1 期，出刊 10 期；1951 年

更名为《科学普及工作》，出刊 7 期（7、8、

9 月未出刊），10 月号发布《结束语》。科普

局以此为阵地，推动科学宣传，交流普及经

验，发布政策性和原则性意见进行思想领导，

开展科普工作方式和方法的交流 [34]，并广泛

联系各地科普工作者和有关方面，将各地零

星的工作汇合成为更大的力量，为将来成立

有力的科普组织做准备。

从两年来的《科学普及通讯》（《科学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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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作》）上可以看到，科普局对农村如何开

展科普工作，对共青团、高校、科学馆、人

民馆等各个机构和团体如何开展科普工作都

提出了具体建议，对如何举办科普讲演、科

普展览，如何编辑科普图书、制作幻灯机和

幻灯片都有具体指导。科普局也组织行业讨

论会，如在 1950 年 6 月召开了工人科学读物

编写问题座谈会；1950 年 10 月召开了以华北

五省二市为主的幻灯工作讨论会，确定幻灯

工作的若干原则。同时，推广全国各地科普

的成功经验，如甘肃科学教育馆、上海妇幼

卫生展览会、山西省幻灯运动的经验等。

3.2.3 开展典型实验

对于具体的科普工作，如前所述，科普

局主要进行的是“试验性、示范性”的工作，

即典型实验，以此向全国推广起到引领作用。

首都春节科学知识展览会是科普局举

办的第一次大型的面向大众的科普展览，于

1950 年 2 月 17 — 28 日春节期间在北京展出。

科普局组织了北京师范大学、北大医学院、北

京市文教局等 37 个学校、机构和团体参与 [35]。

展览分为“妇幼卫生”“从猿到人”“一般科

学”3 个部分，举办的 12 天中观众达 9 万余

人次，相当于当时北京全市人口的 1/10，成

为轰动首都的一大新闻。展览完成后，科普

局进行了经验总结，向全国报道，为将来各

地举办展览会提供借鉴。

1950 年 4 月 1 日，科普局成立中央人民

科学馆筹备处，在北京建立一座以广大工农

兵为对象，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

需要普及科学知识的新型人民科学馆，并作

为全国示范馆，向全国各地科学馆提供经验，

推动全国人民科学馆事业的发展。筹备处成

立后，根据机械知识展览、动物的进化、可

爱的祖国、工业生产过程 4 个主题进行了展品

的设计和搜集，对如何有系统、有重点地与

国家中心任务相结合开展科普展览进行了有

益尝试，为发展新型的人民科学馆摸索出了

一些重要成功经验。

1950 年 6 月 4 日— 7 月 22 日，科普局选

定当时有比较好科普基础的山西榆次作为典

型实验地区，派出由 13 人组成的实践工作队

开展实验工作，以了解“农村情况，吸取农

村科普工作经验，以便普遍地推行到全国广

大的农村中去”[36]。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工作

队主要利用展览会的形式开展工作，辅助以

放映电影和幻灯等，《科学普及通讯》在 1950

年第 6 期制作“山西实验工作特辑”，系统地

总结了实验工作队在农村开展科普工作的经

验，向全国推广。

科普局探索成体系的科学讲演。科学馆

筹备处与青年团中央联合举办首都大众科学

讲座，自 1950 年 2 月中旬到 12 月 2 日共举办

26 次，1951 年前 3 个月举办 12 次，每次听众

400~900 人次 [37]，讲座内容涉及天文、地质、

气象、地理、生物、生理、物理、化学、数

学等，许多讲员是我国各项科学研究事业的

开拓者和奠基人，如钱伟长、汪振儒、朱光

亚等。除此之外，科学馆筹备处还举办部队科

学讲座、工厂科学讲座、通俗科学讲座等针对

不同受众的讲座，据统计，仅 1951 年 5 月就

举办讲座 31 次，听众达 14 000 余人 [38]。

3.2.4 为配合典型实验和各地科普工作制作资料、

器材

科普局面向广大工农兵及干部编写科普

读物，包括“自然科学小丛书”“科学普及小

丛书”（至 1951 年 10 月出版 18 本）、“科学小

文库”（至 1951 年 10 月出版 21 本）。另外，

配合工作的开展和时事发展，主编《原子弹

真相》《幻灯手册》等图书。1951 年初，科普

局相继出品两批解放式与普及式幻灯机各 500

架，聚光镜及放映镜头 1 000 副 [39] 向全国发

售。据统计，科普局共生产包括“抗美援朝

时事宣传幻灯片，及以前发行科学知识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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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幻灯片共一百一十五种，计分三十五毫

米捲片及彩色印刷大片，供应各方”[40]。

4 科普局的撤销
1951 年春，文化部第一届全国文化行政

会议一致讨论通过将文物局与科普局合并，并

在 1951 年 3 月 21 日文化部（51）文秘总字第

74 号报告中呈报在案，9 月 27 日，沈雁冰签

署《呈将本部文物局与科学普及局合并改组为

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的报告》（以下简称《改

组报告》）。《改组报告》指出：“根据一年多来

的经验，在政府部门中设立科学普及工作的专

管机构，尚非必需。况且中央农业、卫生、林

垦等部，亦在通过各该部业务进行此项工作，

较之科学普及局且更易于与实际相结合，同

时，科普协会业已成立，亦可担负此项任务；

故科学普及局已无必要存在。”[41]10 月 29 日文

化教育委员会同意并转报政务院批准，10 月

30 日政务院阅批，至此，科普局作为全国科

普工作的行政管理机构不再存在，其内设行政

部门被合并，所属事业单位“除博物标本制造

所外，全部改属新局。其中电化教育工具制造

所改组为幻灯片制造厂，南京仪器制造厂改组

为幻灯机制造厂”[41]，科学馆筹备处归新局后，

于 1952 年 8 月 23 日并入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

处 [42]。科普局局长袁翰青改任商务印书馆总编

辑，副局长王书庄改任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副

局长，朱兆祥、左垲、孔祥谨、章道义等 7 位

干部调配到全国科普工作。

科普局的撤销是由科普工作的特性和当

时的国内外环境决定的。

4.1 科普工作广泛性、群众性的特性

“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必须是广泛而又深

入的群众性的运动”[23]，科普工作具有广泛性，

分散在若干领域和部门，科普局作为文化部

下属的一个局级行政部门，从体制上难以领

导其他部门的科普工作。科普工作具有群众

性，需要广大群众积极主动地参与以形成持

续发展的力量，而科普局试图建立从上而下

的行政机构网开展自上而下的科普，这种行

政管理方式可以通过国家行政权力来促使各

方参与、支持和配合，但不利于发挥群众的

积极主动性和持续的参与热情。科普工作广

泛性、群众性的属性和科普局的行政属性之

间存在矛盾。

科普局自身对广泛性、群众性科学普及

运动的认识也存在偏差。其在成立之初就提

出科普工作“没有制定好些规章、法令、办

法的必要”[29]。因此，它未通过政策、规章来

规范科普工作的开展，对科普工作运行提供

人财物保障，而是多通过机关刊物的宣传对

具体工作进行指导，如对如何办好科普展览、

科普书刊等提出建议。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其组织工作最终未广泛深入地推进，指导也

显得无力，限制了其更好地履行“计划、推

动、联系、组织”的职责。

4.2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经济基础薄弱的现状

《改组报告》指出了当时科普工作的三种

主要组织力量：科普局、全国科普、科普相

关各部委。其中，科普局是管理机构，全国

科普是科普工作的辅助力量 [43]，相关各部委

是重要的参与力量，三方协同发展本是可以

继续探索的形式。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

基础薄弱，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处在起步

期，人财物都比较匮乏，科普工作“统一在

一个行政部门是不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它

的任务不容易明确，而且今天的科学干部这

样缺乏，如果要建立这样一个从中央到地方

的科普行政系统，在目前是有相当困难的”[27]。

全国科普成立后，与科普局在职责上有较多

重合，而全国科普作为群众性团体，与科普

工作广泛的群众性运动的属性更接近，更

易于“把热情的科学工作者组织在这个团体

里”，并且“不费过多的人力”[27]，更适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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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社会现状。

4.3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科普模式的影响

当时，苏联、波兰、匈牙利等社会主义

国家都未设立一个专管科普事务的行政机构，

具体科普工作分散在各个部门。比如苏联由

人民教育委员会讲演局、出版局，电影事业

委员会等分类管理，1947 年，全苏政治与科

学知识普及协会成立，将苏联和世界科学与

技术的最近成就大众化作为重要任务之一。科

普局非常推荐苏联的这种模式，在《科学普及

通讯》中多有介绍。袁翰青认为，苏联等国的

科普模式说明，“用统一的行政部门来作为推动

科学普及工作的组织形式是不合适的”[27]。

5 科普局的影响
5.1 探索了科普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党和国家在国家行政机构中设立职能部

门，将科普纳入统一行政管理，全面介入科

普建制化过程中，从此，中国科普摆脱了独

立、自发的状态，走上了有计划有组织地发

展的道路。

科普局成立后，准确定位了自己“计划、

推动、联系、组织”的行政职能，围绕国家

中心工作，结合当时社会发展现状和人民群

众科学文化水平确立了科普工作的目标、对

象、方式、方法等若干方针，指导科普工作

有序开展。其两年的发展历程是对科普管理

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一次全新探索，其对科普

行政机构的定位、确立的若干工作方针，在

很大程度上仍为当前的科普工作所遵循。

5.2 奠定了科普事业发展的组织和人才基础

科普局推动科普小组的建立，调查全国

报纸科学副刊、科学期刊、科学馆事业的概

况和全国自然科学团体的情况，基本摸清了

全国可以利用的开展科普工作的机构和团体，

为全国科普的成立和科普事业的发展创建了

良好的组织基础。科普局也为科普事业的发

展培养了最早的一批科普专职干部，当时科

普局机关干部就有 56 人 [17]，与全国科普并存

时，双方干部相互兼任，比如科普局局长袁

翰青兼任全国科普副秘书长，组织辅导处处

长朱兆祥兼任全国科普常务委员。科普局撤

销后，袁翰青继续兼任全国科普副主席，转

入全国科普的 7 人也继续为科普事业的发展贡

献力量，其中朱兆祥先后任全国科普的常务

委员、副秘书长；章道义和孔祥谨历经科普

局、全国科普、中国科协时期，一直工作在

科普岗位上并担任重要职务。

5.3 推动开展广泛的科普实践，助推工农业生产

的恢复和发展

科普局联合或推动广泛的社会力量，包

括农业部等部委、共青团中央等群团组织、

高校科研院所、出版社等开展科普工作，促

进了科普工作以更大规模在更大范围内的展

开。据不完全统计，1949 年 11 月— 1950 年

10 月间，全国主要城市共举办规模较大的展

览 58 次，在农村中以巡回方式举办的规模较

大的展览会 7 次 [24]。据其中 40 次的统计，参

观 人 数 达 476 万 余 人 次。1949 — 1950 年 间，

各地报纸共设立 43 个科学副刊，包括农业、

卫生、工程和综合自然科学等，宣传科学技

术知识；出版通俗科学读物 208 种，基本是一

年前市场上流通的通俗科学读物的总数；出

版通俗科学期刊 14 种，占全国出版期刊总数

396 种的 3.5%[19]。

通过多种科普方式，科普局联合各种社

会力量向广大工人、农民、士兵等普及医药

卫生、天文、历法、军事等科学知识和实用

劳动生产技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反封建

迷信教育，提高了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生

活水平，增强了他们的生产技能，促使他们

以更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更饱满的热情投入

新中国的建设中。1949 年到 1952 年的短短三

年间，新中国的各项经济指标就恢复到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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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上的最好水平，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物

质和文化生活均得到初步的改善 [44]，这些成

就的取得与科普工作密切相关，而科普局也

功不可没。

结语

科普局自 1949 年 11 月 1 日建立，到 1951

年 10 月 30 日正式撤销，仅存在两年的时间。

其发展历程表明，单一的专门行政机构进行统

一管理的方式，难以适应群众性、社会性的科

普工作。此后，党和政府不断优化科普的管理

和运行模式，探索出了“党的领导、政府推

动、全民参与、社会协同、开放合作”的建设

模式。科普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提升科普

能力，持续服务于兴国、富国、强国的历史发

展进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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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enter for China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s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CAST）to build a new type of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expert 
think tank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t aims to build a cooperation 
platform that brings together experts from the government，academia，and industry，form a resource databas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ink tank intelligence and talent data that integrates experts，intelligence data，and 
evaluation，and expand the expert cooperation resources of the“Center for China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t will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ink tanks in providing political advice. It will also help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  strategically supporting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rough case analysi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novation paths of the expert 
think tank in terms of function positioning，management mechanism，warehousing standard，function design，
system planning，etc.，and discusses the innovation mode of expert think tank construction：to achieve conceptual 
innovation by building an expert think tank development strategy oriented to think tank data governance；to realize 
practice innovation by creating a data-driven think tank platform for smart expert think t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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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ureau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as the first specialize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under CPU’s leadership after PRC’s founding. It was the product of implementing the guidelin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represented the importance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t that time. It 
tried to establish a nat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network，created a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science popularization mass organizations，and carried out some model works，etc. Restrict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 and the leve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the Bureau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did not perform its duties well and was finally merged. However，it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popularization mass org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t has a milestone significance in the proces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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