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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强科普能力建设，是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础，实现科技强国目标的重要

保障。本文从广西科普能力建设现状出发，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提升广西科普能力的路径选择应

是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技术支撑的基层科普共同体，并从完善科普服务支

撑体系等五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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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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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quality of citizen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ve country, 
and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realizing the goal of a str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try.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status quo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city building in Guangxi, analyzes 
its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poses that the path choice to enhance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apacity in Guangxi should be to build a grass-roots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ommunity led by the 
party committee, responsible by the government, coordinated by the society, with the participa-
tion of the public and supported by the technology, and start from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upport 
system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service and other five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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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已由高速增长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科学普及充分推动科技与人、科技与经济、科技与社会、科技与文化的

相互融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要求，“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据国家科普能力发展报告(2021)
数据显示，2019 年国家科普能力综合发展指数为 2.45，同比增长 11.36%，2006~2019 年平均增速为

8.0%。 
习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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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已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知识型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广西

作为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一带一路”有机衔

接的重要门户，同时广西作为我国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和贫困山区，其科普能力建设不仅对

广西经济社会有重要影响，还会对其他地区或城市有带头示范作用。2020 年广西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

为 7.7%，远低于全国 10.56%的平均水平。据测算，2010~2019 年广西科普综合能力全国排第 19 名[1] (单
孟丽等，2022)。从省域科普能力建设与科技创新水平耦合协调度来看，广西属于最低层次的“严重失调”，

全国排名倒数第 3 (丁刚等，2022)。可见，广西科普能力建设任重道远、十分紧迫。 
今后一段时期，提高科普能力将是广西科普工作及事业发展的重点任务。《广西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规划纲要(2021~2035 年)》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
明确要求加强科普能力建设力度，促进公民科学素质提升。因此，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系统研究广西

科普能力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科普能力研究综述 

科普能力一直是科普工作的重点，是推动公民科学素质的有力支撑，备受各界关注。目前，学界主

要研究科普能力的作用、测量及提升路径等方面，但对地方实践研究相对不足。 

2.1. 科普能力的内涵及作用研究。 

(1) 内涵。陈昭锋[2] (2007)首次提出科普能力的概念，之后的研究，如王刚，郑念[3] (2018)、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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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郑念[4] (2014)都沿用了这一概念。关于科普能力包含的内容，八部委的政策意见(2007)界定为：科

普创作、科技传播渠道、科学教育体系、科普工作社会组织网络、科普人才队伍以及政府科普工作宏观

管理等方面。(2) 研究方法。佟贺丰[5]等(2008)采用“Z-score 标准化”研究方法，任嵘嵘等[6] (2013)采
用“最小–最大标准化”方法；在实证研究方面，李婷(2011)，陈套，罗晓乐[7] (2015)都运用了定量方

法展开测量。张立军等[8] (2015)首次在科普能力评价研究中运用分形理论。(3) 作用。学界普遍认为，

如赵东平，高宏斌等[9] (2020)；刘新芳(2009) [10]；朱效民，赵立新[11] (2007)等都认为提升科普能力对

公民科学素质提升有积极作用。 

2.2. 科普能力的评价体系研究 

陈昭锋[2] (2007)从科普基础设施、各级政府对科普事业的政策、科普宣传能力、科普投入社会化四

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区域科普能力建设的趋势；佟贺丰等(2008)，任嵘嵘等[6] (2013)的评价体系都是在国

家科普统计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包括科普人员、经费投入、基础设施、科普传媒、活动组织 5 个

一级指标及更为详尽的二级指标；张慧君和郑念[4] (2014)，张立军等[8] (2015)都从宏观角度探讨了科普

能力评价体系。李健民等[12] (2009)根据科普工作绩效评估的内涵，结合上海科普事业发展实践，提出了

初步评价体系；张越，符洋等[13] (2019)对湖南省 14 个市州的科普能力进行测度，并提出建议；重庆市

科普工作绩效评价与对策研究课题组[14] (2013)以中国科协系统 2012 综合统计报表相关数据，构建了重

庆市区县科协科普能力指标体系。 

2.3. 提升科普能力的路径研究 

学界对于科普能力的提升路径研究，主要侧重于人员、场地、经费等具体问题。马宗文，陈雄等[15] 
(2018)认为经费投入是科普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人员投入是科普事业发展的核心和关键，设施投入是科

普事业发展的基础。(1) 科普人才。赵东平，高宏斌等[9] (2020)认为应从组织建设基础着手，加快发展

科普人才教育；莫扬，荆玉静[16] (2011)培养科普人才要立足职业发展改进考评奖励制度；王大鹏，黄荣

丽等[17] (2020)也为提高科研人员科学普及能力提出建议。(2) 科普场地。李健民，刘小玲[12] (2009)分
析国外科普场馆的做法与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科普场馆的运行现状，给建设中国的科普场馆提供建议。

(3) 经费支持。马宗文，陈雄等[15] (2018)认为经费投入是科普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为提升全民科学素

质，加强基层科普能力建设，中央财政从 2017 年起每年安排“基层科普行动计划”。(4) 科普信息化。

郑念，王明[18] (2018)认为推进科普信息化建设是国家科普能力建设的重要方向。向礼晖，张礼建等[19] 
(2020)曾在研究中提出“科普信息化的市场化运作”。 

2.4. 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就科普能力的概念、作用及测评等方面做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

仍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首先，目前学界对提升路径的研究碎片化，有待系统性与整体性研究。学者主要从某个特定理论视

角、某个地区的实践经验出发，缺乏从整体性、全局性、系统性和具有普遍现实意义的整合性研究。其

次，缺少案例分析和对比研究。已有研究侧重从全国省域层级进行量化分析、测评，缺少对省域内各地

级市的对比分析。 
最后，缺少地方实践经验总结研究。已有研究缺少对边疆民族地区这类偏远地区的研究，对该地区

科普能力建设的共性规律和个性特征研究不足。边疆民族地区的科普能力建设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其

研究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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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西科普能力建设现状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行政区划为 14 个地级市，7 个县级市，64 个县(含 12 个民族自治县)，40 个市

辖区，799 个镇，319 个乡(含 59 个民族乡)，128 个街道办事处，是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

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西南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

国接壤，有 3 市 8 县与越南接壤，整个边境线是 1020 公里。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区，世居民族有壮、

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 12 个，另有满、蒙古、朝鲜、白、藏、黎、土

家等 44 个其他民族。全自治区设有民族乡 59 个，其中瑶族乡 47 个，苗族乡 8 个，瑶族苗族乡、回族乡、

侗族乡、仫佬族乡各 1 个。2021 年末，广西户籍总人口为 5733 万人，常住人口 5037 万人，其中城镇人

口 2774.6 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5.08%。广西拥有丰富的文化、教育、民俗及旅

游等资源，如东兰“补粮”习俗、马山壮族三声部民歌、宾阳炮龙节、那坡白彝族跳弓节、东兴京族哈

节和中越边关(凭祥)国际文化旅游节等[20]。据统计，2021 年，全年全区生产总值(GDP) 24,740.86 亿元，

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49,206 元，全年财政收入 3027.89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00.12 亿元，其中税收收入 1191.09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810.20 亿元，全年财政收入 3027.89 亿

元，比上年增长 8.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00.12 亿元，增长 4.8%，其中税收收入 1191.09 亿元，增长

7.0%，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 66.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810.20 亿元[21]。 
近年来，广西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积极谋划科普事业，重视科普能力建设在整个科普事业发展中

的重要地位，并从科普人员队伍建设等六个方面展开了有效的工作。 
第十一次全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20 年广西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 7.70%，比

2015 年 4.25%提高了 3.45 个百分点，超额完成了“十三五”时期广西具备科学素质公民比例达到 7.16%
的目标任务。全国公民科学素质比例也从 2015 年的 6.2%增长至 2020 年的 10.56%。 

4. 广西科普能力建设存在的问题 

在各级各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广西在科普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广西壮族

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明确指出，当前，科协组织面临着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四期叠加”，即前所未有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交汇

期，全球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交汇期，前所未有的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窗口期，前所未有的科协新甲子、新变局奠基的关键期。科普力量分散、科普经

费有限等问题仍然是制约广西科普能力建设及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 

4.1. 科普力量分散且薄弱，科普网络体系有待进一步深化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明确指出强化全局性谋划、

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坚持目标引领、任务牵动、大联合大协作，建设更加充满活力、坚强有力、

各级科协组织及所属学会“一盘棋”的组织体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新时

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持续完善科普法律法规体系，加强科普工作统筹协调，

不断强化党委和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科学技术协会、学校和科研机构、企业、媒体、广大科技工作者、

公民等八大主体责任，努力构建社会化协同、数字化传播、规范化建设、国际化合作的新时代科普生态，

推动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信息化支撑、市场化运行的大科普工作格局。 
据统计，2020 年南宁 12 个县(区)科协全部独立建制，县级科协“三长”兼职全覆盖，其中“三长”

36 名，占比为 83.7%；全市 127 个乡镇(街道)全部成立科协组织，乡镇(街道)科协“三长”兼职覆盖率达

到 100%，其中“三长”412 名，占比 94.5% [22]。科协组织网络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但从广西科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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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现状看，尽管在“全国科普日”等大型科普活动中各个部门、组织一同参与，但这样的科普网络密

度相对较弱，属于典型的任务式、临时性网络组合，各个科普主体还是比较分散，尚未形成强有力的联

合组织体系，难以形成更加有效的科普效果。特别是企业、社会组织、科协组织建设方面还存在很多薄

弱环节，企业、社会组织等治理主体参与科普的渠道、机制建设相对缺乏。各单位、组织开展、参与科

普活动时的联动机制建设较为薄弱，而且主要集中在科普日前后开展科普活动，科普组织缺乏一个协调

协商议事的机制和平台，科协组织体系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此外，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科普工作的重要

阵地，对网络科普队伍的引导、激励与约束不足。因此，如何构建党建引领下的科普主体联合科普网络

长效机制是当前广西科普能力建设的重要课题。 

4.2. 科普经费相对缺乏且来源单一，企业及社会捐赠有限 

毋庸置疑，科普经费是确保科普工作及事业发展的关键要素，缺乏强有力的经费支持，基层科普能

力建设将困难重重。衡量科普经费的重要标志除了资金金额以外，还有经费的来源渠道，一般而言，经

费来源渠道越多元，对科普能力建设越有利。多元的科普经费来源能够助推科普事业的发展和科普能力

的提升。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实施情

况的报告》显示，2013~2022 年，全国财政科普支出 1455.31 亿元，年均增长 8.16%。2020 年，全社会科

普经费筹集额达到 171.72 亿元，比 2006 年增长 266.7%。但是目前科普的经费投入，政府还是占大头，

全社会的研发经费投入约 2 万多亿，2020 年全社会科普经费只有 170 亿，其中政府拨款约 138 亿，占了

80%。 
广西也不例外，从目前广西科普经费来源情况看，政府拨款仍然是科普经费的主要来源，各级各部

门、社区等主要依赖政府的财政拨款。据统计，2020 年科普经费中捐赠仅为 55 万元，比 2011 年还少了

10 万元，捐赠的数额相对较小，除了 2012~2015 年超过百万以外，其余年份都是停留在 60 万左右，2020
年的自筹经费比 2011 年减少了 786 万元。显然，作为科普经费的重要补充，社会筹集额占科普经费总额

的比例较小，尚未形成社会筹集的有效渠道，社会筹集额占 GDP 的比重总体偏低，特别是企业、个人捐

赠等领域都是比较缺乏的，科普经费来源渠道单一的问题十分突出，不利于科普能力现代化建设。 

4.3. 科普产业培育滞后，尚未形成系统的成熟科普产业链 

进入大数据时代和工业革命新阶段，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赋能科普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及今

后一段时期的主流，在此背景下的科普产业发展对于提升科普信息化、产业化及社会化具有重要作用。

科普产业的发展是推动科普能力提升的关键力量，具有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和政策功能，其核心是科学，

灵魂是文化，生命是创新。 
科普产业要发展，必须培育科普企业，特别是科普龙头企业，在这方面，比较其他省份、城市的话，

广西相对而言是比较滞后的。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
中，并未提及“科普产业”或者“科普企业”发展问题。《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

意见》中特别强调，要培育壮大科普产业，促进科普与文化、旅游、体育等产业的融合发展。要推动科

普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引入竞争机制，鼓励新办科普企业，加大优质科普产品和服务供给。特别是要

鼓励科技领军企业加大科普投入。要通过促进科技研发、市场推广与科普的有机结合。加强科普成果的

知识产权保护。根据《我国科普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18 年我国科普产业规模已经达到 1000 亿元，

主营科普的企业约有 370 个，京津冀地区占了半数。根据预测，至 2026 年，科研市场规模达到 3.15 万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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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广西科普产业生态建设还是比较薄弱，缺乏有带动力的集聚效应，科普龙头企业培育不

足，科普产业发展仍处于小和弱的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成熟的产业链。 

4.4. 科普人才队伍建设不足，对科普人才培养有待加强 

科普人才是科普能力的保障，建设结构合理、专业互补且富有创新精神的科普人才队伍是提升科普

能力的内在要求。 
从当前广西科普人才队伍建设实际来看，从事科普的专职人员、在科普产业的从业人员比例偏低，

2020 年广西科普专职人员占比不足 10%，低于全国 13.72%的平均水平，每万人拥有科普人员比例也低于

12.84 的全国平均水平，注册科普志愿者远低于 12.71 万人的全国平均水平[23]。我区已建成 560 个自治

区级“科普中国”e 站，注册科普信息员 3.6 万+，科普信息传播量大幅提升。但总的来看，科普志愿者

及兼职科普人员转专职科普人员的人数较少，使得科普能力建设缺乏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此外，在科普人才培养方面，也是困难重重，大学尚未开设科普专业，科普研究生培养不足，使得

高层次科普人才供给严重短缺，利用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开展科普人才联合培养的机制建设相对缺乏，

难以有效对现有人才优势潜力进行挖掘与深度利用。 

4.5. 科普信息化程度低且不均衡问题突出 

科普信息化是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带动科普升级的必然趋势，也是对传统科普的全面创新。近年来，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及网民利用互联网的习惯不断迁移，尤其是智能手机成为用户的首选设备，

越来越多的民众利用新媒体网络平台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和知识，大大提高了个人利益碎片化时间获取

信息的效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普传播的内容形式日渐丰富，科普、科幻作品呈现出多样化、分

众化发展趋势，通过网络形式传播的作品已占到八成，科普工作正由线下平面化向线上线下数字化、智

能化结合的方向发展。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属于边疆民族地区、偏远山区和革命老区，科普信息化程度相对较低，公众通

过网络获取科普信息和知识的渠道、方式相对较少，效率也较低。虽然广西已经推动全区科协系统 150
多家单位入驻了“今日头条政务号”；本级科协及所属事业单位全面入驻“头条号”、“澎湃号”、“抖

音号”、“快手号”、“腾讯号”、“B 站”等第三方平台。自治区科协及所属单位管理运营的网站、

公众号、抖音号、头条号、APP、LED 科普信息屏等各类新媒体平台共 20 多个，年活跃粉丝超过 100 万

＋，年原创和汇聚发布科普文章 3 万篇以上[24]，但科普信息化的系统性、整体性及民族性建设有待进一

步加强，特别是我区偏远山区农村，其科普信息化程度严重不足。 

5. 提升广西科普能力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

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

理共同体。基层科普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强调

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需要科学素质建设更好促进人的现代化，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各级政府强化组织领导，激发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基层组织、科学共同体、社会团体等多元主

体活力，激发全民参与积极性，构建政府、社会、市场等协同推进的社会化科普大格局。广西出台的《广

西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广西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关于进一步做好

新形势下科普宣传工作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指导意见》等均对新时代的广西科普工作做了全面而细致的

部署，综合广西科普能力现状及问题，课题组认为，提升广西科普能力的路径选择应是构建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技术支撑的基层科普共同体，并从完善科普服务支撑体系等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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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 

5.1. 完善党建引领科普能力建设机制，构建多元科普服务支撑体系 

一是完善党建引领科普能力建设机制，充分发挥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科普工作联席会议作

用，加强科普工作统筹协同，推动形成分工明确、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科普协调联动机制和全区科普

“一盘棋”的工作格局。建设科普服务资源平台，通过党委领导，政府牵头，整合党政、企事业单位及

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在全区范围内形成科普资源开发、集成及传播等专业机构，不断丰富科普资源库，

增强科普资源的共享；二是完善科普政策体系。继续深化推进《广西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

(2021~2035 年)》、《广西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和《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科普宣传工作促进民

族团结进步的指导意见》等政策，适时出台系列配套措施，形成政策体系；三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

建智慧科普网络体系。强化科普信息落地应用，与智慧教育、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等深度融合。拓展科

普传播渠道，借助短视频平台等加强科普传播覆盖面及深度。近年来，随着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建设的

加速，广西可以在此基础上将科普元素植入，利用其平台优势，实施精准科普服务，通过多元合作模式，

为社区、企业、农村和学校提供科普资源支持和科普公共服务；四是支持科普产业的发展。推动科普产

业发展，促进科普与文化、旅游、体育等产业融合发展。借助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全球化高峰论坛等平

台，加强科普产业智能化，推动企业科普场馆建设。发挥龙头科技企业的辐射作用，建立专业科普产业

技术联盟和研发中心，形成特色科普产业园区，提高科普产品的整体研发和原创能力。创新科普活动形

式，以市场化推动科普活动影响力的提升。支持企业举办科普活动，利用企业科普资源优势开展 3D、VR、
AR 等技术展示科普知识；线上线下科普活动相结合，开展科普闯关、科普 DIY 等科普游戏活动。以“科

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为契机，按照聚焦重点产业、引进全国学会、整合创新资源、振兴经济发展的工

作思路，汇集中国科协、全国学会、自治区相关部门等各方优质创新资源，构建创新、创业、创造良好

生态。 

5.2. 探索多元化的科普经费筹集渠道，科学布局科普场馆(基地)建设 

一是探索多元化的科普经费筹集渠道。推进租赁、共享、PPP 等多种科普合作形式。探索捐赠方式，

提倡个人、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采取设立科普基金、资助科普项目等方式投入资金，形成多渠道

的筹资模式。二是科学布局科普场馆(基地)建设。加强基层科普设施建设，在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社

区图书馆、社区书苑、社区大学等平台拓展科普服务功能。推进区级数字科技馆建设，重点发展社区级

和企业级中心科普场馆。鼓励和支持各行业各部门建立科普教育、研学等基地，特别是在产业园建立辐

射能力强的科普场馆，提高科普服务能力。如柳州五菱汽车科普馆。引导和促进公园、风景区、车站、

商业广场等公共场所强化科普服务功能。如贵港市荷花主题科普馆。开发利用有条件的工业遗产和闲置

淘汰生产设施，建设科技博物馆、工业博物馆、安全体验场馆和科普创意园。三是逐渐加强对科普研究

的重视力度。逐年增加科普研究项目支持，拓宽科普研究范围和领域，积极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

联合开展科普研究，进一步加强各领域的沟通、交流。 

5.3. 加大高层次科普人才引进，强化科普专业人才培养 

基层科普能力的提升依赖于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广西可以从外部引进和内部挖掘两方面进行人才资

源的整合。广西应继续壮大科普人才队伍，建好科学传播专家库，培育一支专兼结合、素质优良、覆盖

广泛的科普工作人才队伍，扩大科技志愿服务领域和规模，完善基层科普组织动员和服务体系。 
一是适度调整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向互联网 + 科技人才倾斜，引进专业人才，包括但不限于研发、

创意、经营管理人才。结合我区科普基地多，高校集中的特点，大力发展科普基地、新媒体科普、科普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4106


宰晓娜 等 
 

 

DOI: 10.12677/sd.2024.144106 940 可持续发展 
 

研究等领域专职科普人才队伍。支持跨区、跨单位组建联合科普团队(科普专家工作室)。发挥南宁作为广

西首家设立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的城市的优势，大力开展高层次人才引进、交流与合作，打

造广西“科技搭桥行动”产学研合作新模式。二是优化人才结构，完善联培机制。广西拥有丰富的人才

资源，应该深入挖掘沙区的人才优势，政府部门牵头，各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联动，形成多层次、多

领域、多专长的人才梯队，积极搭建人才帮扶、联合配合机制，鼓励科技人才从事科普研究及在企业兼

职。三是加强科普人才培养，推进建立科普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注重中小学的科学教育，加大科学课程

教育力度，加大科学教育活动和资源向农村倾斜力度。发挥科技教育创新学校的模范带头作用，加强科

普教育结对子建设。如利用全国十佳科技教育创新学校——柳州文惠小学的科普优势，带动更多学校开

展科普教育。实施科普专业教师的培训计划，组织科普领域专家编写教材和培训大纲。发挥我区高校资

源优势，推动设立科普专业人才培养试点。四是提升科普创作水平。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专家联

合形成科创联盟，不定期举行科创论坛、作品展览和比赛，撰写、拍摄、设计、出版更多的科创作品。 

5.4. 多渠道多层次融入民族文化，加大对科普展教品研发的多主体协同参与联盟建设 

科普展教品既是基层科普传播的重要载体，也是科普能力高低的重要表现，是提高社会公众学习科

学知识效果的主要途径。一是自上而下构建科普展教品研发联盟，党政部门牵头，高校、科研机构及企

业协同，充分利用广西拥有的丰富科教资源，侧重在文化、科创领域展教品的研发，以符合各科普对象

的科普需求。二是自下而上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站)等为阵地，

大力支持、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科普展教品的研发，激活社会公众参与积极性，搭建全民参与的机制，借

鉴时间银行、志愿积分等形式拓展基层科普服务体系。三是大力发展互联网 + 科普平台，借助短视频

APP、微信订阅号等多元网络平台，优化对科普展教品及科学知识的传播。加快建成“广西科学传播云

平台”，形成智慧共享的立体化科学传播矩阵。特别是借助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的建设，以智慧科普小

程序、智慧科普专栏及智慧科普 VR 等多种形式向更多偏远山区、农村倾斜，以缩小科普信息化的鸿沟。

四是加强民族文化的挖掘与融合。加大将民族文化融入科普能力建设过程，突出广西本土文化的元素和

符号，在科普活动、科普创作及科普宣传等方面都应主动融入民族文化色彩，通过文化纽带，进一步拓

宽科普的广度和深度，团结更多的民族同胞，形成独具特色的广西科普教具、广西科普活动及广西科普

宣传、创作。 

5.5. 持续增强科技资源科普化，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及辐射强度 

促进科技资源科普化，积极促进科研设施设备、科研成果、科研人员等科技资源转化为科普设施、

科普产品、科普人才等科普资源，搭建科研成果科普化转移平台，引导企业和社会组织建立有效的科技

资源科普转化机制，开展科研科普示范基地创建活动是实现科技资源科普化的主要做法和重要保障。 
一是完善科技资源科普化机制。出台相关的科技资源科普化政策、实施方案或制度，切实细化科研

设施设备、科研成果、科研人员等科技资源转化为科普设施、科普产品、科普人才等科普资源的要求和

奖励，支持更多的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甚至社会组织将自身拥有的科技资源转化为科普资源，为其

搭建科研成果科普化转移平台，从而激发相关科普主体的内生动力。比如充分发挥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

公司、柳州五菱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贵港市高新技术应用研究所(2022 年分别被中国科协认定为“科创中

国”高端铝合金材料创新基地(产学研协作类)、“科创中国”菱动创新基地(创新创业孵化类)和“科创中

国”贵港市创新基地(创新创业孵化类))等“科创中国”创新基地的优势，辐射带动更多的科技资源科普

化。二是开展科研科普示范基地创建活动。通过创建活动，建设一批具有较好的科研科普基础及能力的

科研科普示范基地，鼓励多部门、多领域、多行业联合创建，除了给予经费支持外，还应该加强方向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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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和要素整合，切实发挥示范基地的科研科普功能。 

5.6. 加强科普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形成多位力度的综合智慧科普传媒体系 

新时代科普要满足公众的个性化需求，必须运用多元化手段拓宽科学传播渠道，提高科普信息传播

的时效性和覆盖面。一是加强与电视、广播、报刊、网站、企业等传媒机构合作开展科学传播，深化与

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广西广电新媒体有限公司、广西新闻网、广西云数字媒体

集团、央广网、国际在线等区级、央级媒体的多领域合作，建立完善电视广播、报刊、期刊、网站、微

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传统、新媒体平台，通过科普 + 跨境电商、影视动漫、民族文化、民族旅游、

工业产业等模式，策划科普宣传主题，以图解、抖音、微漫画、H5 等融媒形式，不断加大多维度科普推

广力度，逐渐形成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科普传媒平台。二是以广西云成功入选中国科协 2022 年度

科普中国融媒发展省级试点单位(6 个试点中西部地区唯一入选的省级试点单位)为契机，深入推进科普信

息化建设，加强科普传媒向基层倾斜，向偏远山区、边境民族地区倾斜，优先扶持边远地区科普基础设

施建设。建立农村科普信息服务体系，实施“壮美广西·智慧广电”工程，开展数字农家书屋建设，提

高农民使用电子设备和互联网的兴趣与能力，让社会公众获取科普知识更便捷、更智慧。三是加强传媒

企业合作，制定政策支持企业从事科普传播，形成了科协与社会力量进行科学传播合作的良好局面。四

是加强科普工作者的科普素养培训，使其成为科学知识的传播者、科学方法的实践者、科学思想的倡导

者、科学精神的弘扬者。五是发挥我区“一湾相挽十一国”的区位优势，加强面向东盟各国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科技人文交流，推进科普国际交流深入开展，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6. 结语 

近年来，广西在科普能力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社会转型，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科普能力作为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及社

会发展等方面有良好的效果。但在科普能力建设进程中，仍然存在科普力量分散，科普经费来源单一及

科普人才建设不足等诸多问题。2020 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正式进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如何回应党和国家的要求，如何满足公众的需求至关重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

再次强调“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国式现

代化的重要内容，广西科普能力建设应该要以构建科普共同体为核心使命，持续完善党建引领科普能力

建设机制，构建多元科普服务支撑体系；拓展科普经费来源，合理规划科普场馆(基地)建设；加大高层次

科普人才引进，强化科普专业人才培养；多渠道多层次融入民族文化，加大对科普展教品研发的多主体

协同参与研发联盟建设；加强科普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形成多位力度的综合智慧科普传媒体系，只有这

样才能让广西科普能力建设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

共同富裕贡献科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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