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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今约5.3亿年前的寒武纪地质历史时期，地球在2000多万年时间内突然涌现出各种各样的动

物，它们不约而同的迅速起源、立即出现，被古生物学家称作“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科普产业的科普产业的““寒武纪寒武纪””时代时代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普产业科普产业””主题讨论侧记主题讨论侧记

2018 年 6 月 25 日晚，由科技

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中国科学

院科学传播局、北京科学技术委

员会支持，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承办的第 27 期科学咖啡馆活动，

迎来了中国科普产业化的先驱实

践者——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副理

事长、中国科技大学科普产业研究

所所长周建强教授。周教授是科普

产业化的老兵，不断学习和探索的

姿态让他始终活跃在行业前沿，提

到这些年来参与组织的各种研讨会

及活动，他如数家珍。在整场报告

中，周建强教授将发展中的中国科

普产业为大家描绘出一幅全面而又

详尽的图景，同时提出了很多思

考，引发众多嘉宾积极参与讨论。

韶华之年的中国科普产业

“科学普及”和“产业”这两个

词语并非新鲜概念，将二者关联起

来或许会让人略显疑惑，毕竟一旦

提及科学普及，许

多人认为应属公益

事业，实际上科学

普及催生出的整个

产 业 生 态 已 初 露

头角。

“中国科普产业

被最早提出是 2002

年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科学技术普及

法》，文中第一次提

出科学传播可以按市场机制来运

行，指的就是科普产业。”周建强教

授开门见山地说道，实际上从国家

层面真正意义上明确“科普产业”

概念要比《科普法》晚 4年，即在

200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提

到的“鼓励经营性科普文化产业发

展，放宽民间和海外资金发展科普

产业的准入限制，制定优惠政策，

形成科普事业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科普产业的兴起并非偶然，从改革

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为

科普产业的萌发带来了机遇，2017

年中国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占

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已经低至

29.3%，完全达到联合国所定义的

“相对富足”的标准。人们在解决温

饱之后对教育、医疗以及精神生活

的需求日渐提高，因此中国的科普

产业应运而生，并以蓬勃发展的态

势宣告他的到来。
周建强教授主题报告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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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产业标准势在必行

正所谓入乡随俗，作为一种

“特殊的”产业，科普产业也应该

有自己的产业标准。周建强教授指

出，“标准是产业形成和发展的重

要标志。目前绝大多数科普产品，

特别是科普展教品处于小批量、多

品种、非标或无标的情况，这在电

器安全、操作安全、精神安全等

诸多方面存在隐患。只有通过产

品标准，才能形成产品的市场准

入原则。”

对于科普产品而言，科学性是

底线，普及性是目标，安全性则是

最基本的保障。围绕此“三性原

则”，科普产品的边缘已勾勒得足

够清晰准确，产业标准呼之欲出。

《科普时报》副社长冷德熙就

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国

内多地的“科普小镇”建设等可以

看出科普产业的发展如火如荼，这

些无一不在促进着科普产业日趋完

善和规范化。周建强表示赞同，他

认为科普产业在中国虽然起步较

晚，但发展势头强劲，大家都明显

感受到随之而来的冲击力，甚至于

标准的制定和行业的规范都是被倒

逼之后才逐一落实。科普产业的标

准化是大势所趋，但仍需警惕风

险。当下科普产业并未走上正轨，

市场上依然存在乱象，非专业人士

提供的伪科学内容泛滥、小作坊制

作的各种科学产品粗制滥造且有安

全隐患、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

薄等等，这些都是科普产业正在面

对的问题。正视这些问题并逐一解

决，也是所有科普人当前的重要任

务之一。

科普产业的“寒武纪”时代

谈及科普产业的发展，北京大

学第一医院副主任医师宋刚副教授

提到国内的原创性科普产品较少，

未来应该大力发展创新性内容。周

建强教授很赞同，他认为科普产业

的发展将会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

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同时还会在

大众的参与下共建共享支撑发展，

以及在“一带一路”战略下进行国

际化发展，“我们要对中国的科普

产业有信心。”

中国科协原副书记徐善衍到会

并分享了自己二十多年的科普经

历。他亲身感受到二十多年来，中

国的科普发展十分迅猛。科普的意

义旨在推进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化和

大众化。科学的价值则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方面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推

动社会发展的工具；另一方面可以

促进人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掌握

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想和科学的

精神。谈到中国的科普产业现状，

徐善衍表示，中国科普产业正处于

欣欣向荣的阶段，未来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只要我还能活动，还可

以想，还可以说，那么我就为这项

事业继续去努力！”

精彩的报告和热烈的讨论会

后，作为科学主题活动的“东道

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

方忠研究员对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

致以了诚挚的谢意。他表示，科普

是科学家传播科学思想的重要方

式，物理所一直十分重视科普工

作。“科学咖啡馆”为各界提供了

宝贵的交流学习机会，正是大家对

科普工作的支持和付出，才让科普

产业迅速发展，也让我们对科普产

业的未来充满期待。

每一个新兴产业的出现，都会

伴随大量的“新物种”爆发，就像

地质年代里的寒武纪，在那段特殊

时期，物种丰富性增加到难以想象

的地步。当下中国的大环境对于科

学普及这项新兴产业来说，恰如其

“寒武纪”时代，在此阶段将出现

更多的新条件和新机会。如今的科

普产业既充满了机遇又面临着挑

战，“科学咖啡馆”里对于科学问

题的探讨与延展就像是科普产业的

一处缩影。在这里大家可以充分感

受到一代代科普人为之付出的努力

与奋斗，他们的言行感染着每一个

人，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科普产业

的未来将不可估量。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成 蒙 李 淼 魏红祥 供稿）
与会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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