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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试点工作 

招生宣传材料 

 

一、科普人才建设是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重要保障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是营造创新环境、造就创新人才、建设创

新型国家的一项基础工程。为全面推动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

—2020 年）》（以下简称《科学素质纲要》），将科普人才队伍建

设作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基础工程。 

2010 年，中国科协印发了《中国科协科普人才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以下简称《科普人才规划纲要》），对提

高科普人才质量、改善科普人才结构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提出

科普人才是具备一定科学素质和科普专业技能、从事科普实践并

进行创造性劳动、做出积极贡献的劳动者，确定科普专门人才类

型：科普场馆专门人才、科普创作与设计人才、科普研究与开发

人才、科普传媒人才、科普产业经营人才和科普活动策划与组织

人才。 

据科技部最新发布的《中国科普统计》，目前我国每万人拥

有专兼职科普工作者 13.06人，距离《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十二

五”专项规划》提出的“十二五”期间每万人拥有专兼职科普工

作者 15人的要求仍有差距。目前全国共有科普人才 175.14万人，

其中专职人才 22.34 万人，拥有中级职称以上或大学本科以上学

历的科普人才 84.03 万人，距离《科普人才规划纲要》提出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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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实现全国科普人才总量达到 400万人，其中专职 50万人，

全国中级职称以上或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普人才达到 300 万

人的目标有着很大的缺口。大力推进科普人才建设，尤其是科普

专门人才建设，是推动科普事业发展、落实《科学素质纲要》、

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重要举措。 

二、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培养试点工作是推进科普人才建设

的重要举措 

2012 年，教育部与中国科协联合开展推进培养高层次科普

专门人才试点工作，首批在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6 所高校

和中国科技馆、上海科技馆、山东省科技馆、浙江省科技馆、湖

北省科技馆、武汉科技馆和广东科学中心等 7家科技场馆开展。

试点高校招生类型为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通过全国统考途径招

收的生源主要为理工科专业的应往届本科毕业生。2012 年先期

开展培养科普教育人才、科普产品创意与设计人才、科普传媒人

才等三个方向的试点工作，并根据试点工作开展情况，逐步扩大

培养方向。 

试点工作培养目标是具有科普场馆及相关行业各类展览与

教育活动等科普产品的设计开发、理论研究、组织实施与项目管

理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综合采用课堂授课和现场

实践相结合，兼有专题讲座、现场观摩、现场实习、项目开发、

活动实践、课题研究等多种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注重理论与实践

的结合，并以 7所试点科普场馆为实践教学基地，既有基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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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性、理论性教学，又有项目与课题的实践，还有研究讨论型

课程，注重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发性实际工作能力。 

三、科普场所、企业、科技传媒、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急

需试点工作培养的科普专门人才 

试点工作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可在科普场所（科技类博物馆和

青少年校外科技活动场所等）、企业、科技传媒、科研机构、大

专院校等从事科普教育、研究和组织、宣传等方面工作。 

1.科普场所的建设与发展急需大量科普专门人才 

科普场所包括科技类博物馆和青少年校外科技活动场所，是

以参与体验型展览和教育为特征的公益性科普教育机构，在科普

教育、科技传播和科学文化交流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十一五”时期，我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迅速。据科技部

2010年科普统计结果，截至 2010年底，全国科普场馆基建支出

共计 25.20亿元，全国共有建筑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上的各类科

普场馆 1511 个，其中科技馆 335 个，年参观 3044.19 万人次，

科学技术博物馆 555 个，年参观 3347.83 万人次，平均每 146万

人拥有一座科技类博物馆，每 20 人中有 1 人参观过科技类博物

馆（见表 1）。而据 2007年相关统计，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平

均每 20 万人拥有一座科技类博物馆，每 5 人中就有 1 人参观过

科技类博物馆（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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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010年我国科技馆与科学技术博物馆年接待观众数情况 

 场馆总数

（座） 

年接待观众总

数（万人次） 

馆均年接待观

众数（万人次） 

观众数：人口总数 

科学技术馆 335 3044.19  9.09  约1:43 

科学技术博物馆 555 3347.83 6.03 约1:39 

合  计 890 6392.02  7.18 约1:20 

（数据来源：《中国科普统计（2010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表2：美、日、中国科技馆、科技类博物馆数量和年接待观众量对比 

 科技馆、科技类博物馆数 场馆数：人口数 年接待观众数 观众数:人口数 

美国 约1400个 1：17.8万 约5000万人次 约1:5 

日本 约600个 1:20.8万 约2500万人次 约1:5 

中国 约890个 1:146万 约6392万人次 约1:20 

（数据来源：《国外科技馆建设对我国的启示》，《科普研究》2010（1））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普场所数量、观众总数与人口总数

比例、展教能力与水平尚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科普展览设计、

教育活动等方面，目前国内大多数科普场所还停留在简单的模仿

复制阶段，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对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的需求

较为迫切。 

2.企业急需科普专门人才 

据相关统计，目前全国约有以科普展览、展品等科普展教资

源研发与生产为主要业务的企业200余家，但其科普展品研发、

设计、制作能力相对薄弱。我国科普场所展品更新率普遍较低，

各科技类博物馆中展品重复、雷同的现象仍然存在，难以满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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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增长的科普事业需求，对高层次科普产品创意与设计从业人员

的需求非常急迫。 

大型企业作为掌握着大量科研资源、信息资源的社会力量，

具备智力、资本等方面优势，但在开发共享方面仍有待提高，急

需能够开发科普资源、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发挥科普效益的人才。 

3.科技传媒急需科普专门人才 

据科技部2010年科普统计，2010年全国共出版科普图书0.65

亿册，出版科普期刊1.55亿册，科技类报纸总印数3.40亿份，占

当年全国出版总量比例均不足5%；全国电视台播出科普（技）节

目总时长仅为26.39万小时。国内的科技传媒水平与公众的整体

需求尚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科普新闻、出版、影视、动漫等行业

均有待继续发展，对科学素质高、传播能力强的高端科普传媒人

才需求将不断增大。 

4. 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急需科普专门人才 

2012年7月举办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就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出重要意见，强调“提高

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科研机构、高校

等承担着面向广大公众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

思想和科学方法的社会责任，急需专兼职科普人才从事科普资源

的开发、创作，科学知识的推广、普及，促进社会科教结合，实

现科普资源共建共享。 

 

附件：宣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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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图片 

中国科技馆 

上海科技馆 

广东科学中心 



 

— 7 — 

 

浙江省科技馆 山东省科技馆 

湖北省科技馆 

武汉科技馆 湖北科技馆 

山东科技馆 浙江科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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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探索馆 
安大略科学中心 

日本科学未来馆 法国巴黎拉维莱特科技馆 

   国际著名科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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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科技馆丰富多彩的科普教育活动、流连忘返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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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展品备受观众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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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高校科普开放日服务社会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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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蒸日上的基层科普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