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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务员科学素质建设的
现状、问题及建议

――基于广东、湖北、新疆的问卷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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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公务员的科学素质建设工作，《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

年）》将提升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作为主要行动之一。文章认真梳理近年来公务员科学素质建设的基

本情况，依托“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活动中的“科学思维与决策”课程平台，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调研

了广东、湖北、新疆的公务员群体科学素质建设情况，总结公务员对科普活动、科普内容的态度认知及其科

普需求，分析了当前面向公务员群体开展科普工作的问题与原因，并提出了提升公务员科学素质的目标路径

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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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擘画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公务员群体作为

党和国家发展规划和政策决策的制定者、推动者、落

实者，其科学素质直接关系到科学决策水平和科学治

理能力，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当

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迅猛发展，从而深

刻影响着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版图变动。面对国内外

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高公务员科学素

质、科学治理能力和决策水平显得十分关键、必要和

紧迫。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公务员科学素质培育建设工

作，2015 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

例》规定干部教育培训要注重科学人文素质等方面教

育培训。2018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政策与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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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突出“才优”的标准，目标是将我国公务员

队伍建设成为一支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和突出

专业能力的优秀人才队伍[1]。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

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

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又进一步指出要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

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健全决策机制，加强重大决策

的调查研究、科学论证、风险评估，强化决策执行、

评估、监督”。由此可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科学决策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围绕

公务员科学素质建设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开展实证研

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寓意。

1 方法与数据

本文采用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力

求获取公务员群体参与科普活动的基本情况，了解公

务员对于科普活动及科普内容的态度，明确公务员的

科普需求，掌握公务员科学素质建设的基本情况与主

要问题，进而科学谋划提升公务员科学素质的目标路

径和政策建议。

研究数据获取方面利用现场问卷调查的方法，依

托“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科学思维与决

策”系列课程①，于 2019 年针对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和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党校干

部培训班的学员，就公务员参与科普的“现状、态

度、需求”3 类问题进行调查统计分析。

1.1 调研对象与内容
在问卷设计方面，通过相关文献调研结合专家咨

询访谈的方式，确定了问卷调查的对象与范围，设计

了问卷框架与主要调研内容。在问卷调查的对象与范

围方面，调研对象主要选取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共

湖北省委党校和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党校干部培

训班的学员，所含人口统计学的基本信息，包括性

别、年龄、岗位职务、专业技术职级、最高学历及专

业领域等。

在内容方面，将公务员参与科普的“现状、态

度、需求”作为问卷框架；内容如下：① 关于公务

员参与科普活动的现状，包括参与科普活动的频率、

获取科普知识的主要媒介、常用的科技咨询方式及科

普活动组织者等；② 关于公务员对于科普的态度，包

括对科普的重要性、有效性、规范性等方面；③ 关于

公务员对于科学决策的需求，包括公务员对于科学问

题、方法、精神、思想方面的需求，以及所关注科技

领域的科普需求等。

1.2 样本数据分析
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610 份，回收 530 份，其中

有效问卷 528 份；调研对象平均年龄为 46.9 岁，平均

工作时间为 25.4 年。从岗位职务分布来看以中层领导

干部为主，其中处级及以上的公务员占 95.5%。关于

地域分布、岗位职务分布、专业技术职级分布、学历

分布、专业分布等数据情况参见表 1。

2 结果与发现

2.1 调研对象参与科普活动的现状
（1）70% 以上调查对象近半年来参加过科普活

动。关于参与科普活动的情况，70% 以上调查对象近

半年来参加过科普活动。参与最多的科普活动形式

前 3 位依次是“科普或科技创新讲座”“科技展览”

和“科研场所实地参观”。具体到不同区域，调研对

象参与的科普活动形式也存在差异，广东和湖北的调

①  “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是由中国科学院联合中宣部、教育部、科学技术部、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等部门共同
举办的高层次公益性科普活动。自 2002 年正式启动以来，共举办报告会 1 500 余场，得到了院士专家、各主办单位和社
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热烈欢迎，产生了积极、广泛的社会影响。“科学思维与决策”系列课程为“科学与中国”主要组
成部分，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专家团与地方党校联合开展，致力于提升各级领导干部科学素质与科学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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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对象参与科普或科技创新讲座、科技展览和科研场

所实地参观等形式的科普活动相对较多；而新疆的调

研对象参与科技培训、科技咨询等形式的科普活动比

例高于广东、湖北（图 1 和表 2）。结合对部分调研对

象的访谈，分析其原因，可从不同区域的科教资源集

聚和产业发展水平角度加以解释：广东和湖北的科教

资源丰富、展览业态发达，为公务员参与讲座、展览

和参观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新疆依托科研院所等创

新主体，聚焦新疆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组织开展

了一系列科技培训和科技咨询活动（如“天山南北院

士行”等系列活动），因此新疆的公务员参与科技培

训、科技咨询等形式的科普活动相对较多[2]。

（2）科普活动的组织主体80%为科研院所及各

级党校和科协。关于科普活动的组织主体，从调研

对象参与科普活动的情况来看依次是“科研院所”

（32%）、“党校”（27%）、“科协”（24%）、

“科委”（4%）、“其他”（13%）”，这反映出

公务员参与的科普活动主要由科研院所、各级党校和

科协等方面组织开展（图 2）。进一步分析来看，科

研院所作为创新主体，拥有更多的科普资源；各级党

校等单位将科普系列活动纳入公务员培训课程体制之

中；而各级科协作为我国科普主力军的角色和地位也

表1    调研对象人口统计学的基本信息

人数 占比

地域

广东 260 49.2%

湖北 148 28.1%

新疆 120 22.7%

岗位职务

科级 11 2.1%

处级 465 88.1%

局级 39 7.4%

专业技术职务

初级 34 6.4%

中级 156 29.5%

高级 129 24.4%

最高学历

大专及以下 25 4.7%

大学本科 273 51.7%

硕士 186 35.2%

博士 33 6.3%

所学专业

理 77 14.6%

工 98 18.6%

农 32 6.1%

医 16 3.0%

人文社科 231 43.8%

其他 52 9.8%

注：因部分问卷填写不完整，故统计量累加不
足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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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湖北 新疆

科普或科技创新讲座
科技培训
没有参加活动

科技展览
科技咨询
其他

科研场所实地参观
科技周（节、日）

图 1    调研对象最近半年参与过的科普活动形式分布

表 2     调研对象最近半年参与过的科普活动形式人数占比

地域
科普或科技
创新讲座

科技
展览

科研场所
实地参观

科技
培训

科技
咨询

科技周
（节、日）

没有参
加活动

其他

广东 47% 48% 45% 10% 6% 10% 17% 3%

湖北 38% 39% 36% 11% 9% 16% 22% 1%

新疆 38% 33% 28% 15% 18% 14% 27% 1%

注：表中数据为近半年参与相应形式科普活动的人数占总调研人数的百分比；由于有的
调研对象参与了多项科普活动，因此比例加和大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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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突出。

（3）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是调研对象主要的科

技知识获取渠道。关于获取科技知识与信息的主要

渠道，80% 的调研对象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获

取科技信息和知识，以下依次是“电视”（69%）、

“与人交谈”（32%）、“科普图书”（29%）、

“科普影片”（28%）、“科技场所”（28%）、

“科普报刊”（23%）和“广播”（15%）。由此可

见，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已经成为公务员

获取科技知识的主渠道；而电视作为传统的科技知识

传播主渠道，仍然发挥着重要角色（图 3）。

（4）自行查阅资料是调研对象所采用的主要科

技决策咨询方式。关于进行科技决策咨询的方式，

64% 的调研对象目前使用最多的科技决策咨询方式是

“自行查阅资料”，且显著高于其他的决策咨询方

式；其次是寻求专家的帮助，包括“专家会议咨询”

和“专家电话或网络咨询”，占比约为 14% 和 18%。

就地区差异来看，新疆的调研对象寻求专家咨询的比

例相对高于广东和湖北（图 4 和 5）。

2.2 调研对象对科学普及工作的态度认知
（1）调研对象对科学普及的重要性认识度较高。

关于对科普的重要性认识程度，58% 的调研对象认同

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选择“非常重要”或“比较

重要”），42% 的调研对象对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

认识不高（选择“一般”或“不重要”）（图 6）。

同时，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新疆的调研对象对

于科普工作的重要性的认识要显著高于广东和湖北。

通过进一步访谈也发现，新疆的公务员表示科普工作

所传播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在消解宗教极端思想方

面能够起到积极作用，因此新疆的公务员对于科普活

动重要性的认识明显较高。

（2）调研对象对所参加科

普活动的效果认可度不高。从科

普活动效果的认可程度结果看，

调研对象对科普活动效果的认可

度不高；从科普活动效果排序

上看依次是“科研场所实地参

观”“科技展览”“科普或科技

创新讲座”“科技培训”“科技咨

询”和“科技周（节、日）”。

其中，广东的调研对象认为科研

场所实地参观最有效，湖北的调

研对象认为科普或科技创新讲座

最有效，而新疆的调研对象认为

科技展览最有效。总体来说，对

科协 科委 党校 科研院所 其他

32%

13% 24%

4%

27%

图 2    调研对象参与科普活动的组织主体分布

图 3    调研对象接受科普、获取科技知识的渠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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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科技活动效果的认可度，广东要显著高于湖北和

新疆。调研对象对于科技周（节、日）的认可度最

低，同时对于科技咨询和科技培训的认可度有待提高

（图 7）。此外发现，56% 的调研对象认为当前科普

工作能够满足科技决策的需求，44% 认为不能满足或

说不清楚，总体来说满意度不高（图 8）。

（3）调研对象对互联网上的科技信息的信任度

较低。关于对互联网上的科技信息信任度，72% 的

调研对象认为互联网上科普新闻和作品的总体规范

性程度为“一般规范”（46%）、“比较不规范”

（21%）、“非常不规范”（5%），仅有 24% 的调

研对象认为互联网上科普新闻和作品“非常规范”或

“比较规范”（图 9）。

2.3 调研对象的科普需求情况
（1）调研对象认为最需要的科普范畴是科学

知识和科学方法。关于最需要的科普范畴，33% 调

研对象认为是“科学知识”，以下依次是“科学方

法”（30%）、“科学思想”（19%）和“科学精

神”（18%）（图 10）。从学历分布的差异来看，

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公务员最需要的科普范畴是科

学知识，且要高于硕、博士群体。硕、博士学历公

务员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需求上要高于大学本

科以下的群体。

（2）调研对象最关注环境保护领域的科技知识

与信息。关于最关注的领域科技信息，3 个地区最

关注的前  3 个领域都包括“环境保护”和“先进制

造”。其中，广东的调研对象最关注的前 3 项科技领

域排名依次是“信息科技”“环境保护”和“先进制

造”；湖北的调研对象最关注的前 3 项依次是“环境

保护”“医疗技术”和“先进制造”，而对“海洋

科技”“基础科学”“材料科学与技术”的关注则

较少；新疆的调研对象最关注的前 3 项科技领域依次

是“环境保护”“先进制造”和“医疗技术”，对于

“海洋科技”“能源技术”“材料科学与技术”的

关注则较少。综上可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已

经成为各地共识，环境保护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同

图 4    调研对象使用最多的科技咨询方式

图 6    调研对象对科普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情况

图 5    调研对象使用最多的科技咨询方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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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各省域公务员所关注的科技领域与当地科技和产

业发展布局高度相关，这一点在科学设计公务员科普

活动主题时应当得到重点关注。

3  问题与分析

3.1 相关调研数据部分反映 
      了当前我国科普工作的         
      布局与分工

通过调研发现，广东、

湖北、新疆的科普工作覆

盖了  70% 左右的参与调查

者。从各项科普活动的组织

者分布情况来看，科协组

织、科研机构、党校是主要

的组织机构，地方科委参与

相对较少，这大体与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

普及法》（以下简称《科普

法》）的规定相一致。《科

普法》对各类主体的责任进

行了明确的规定；其中，在

第十二条中规定“科学技术

协会是科普工作的主要社会

力量。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开

展群众性、社会性、经常性

的科普活动，支持有关社会

组织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科

普活动”；在第十五条中规

定，“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

机构、高等院校、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类社会团体，应

当组织和支持科学技术工作

者和教师开展科普活动”。

关于科技管理部门的责任，

《科普法》中规定科技管理部门主要负责科普工作的

规划制定、政策引导和督导检查等工作。从调研发

现，各类科研机构、党校等主体结合公务员培训开展

图 8    调研对象认为科普工作对科技决
策的满足情况

图 9    调研对象认为互联网上科普新闻和作
品的总体规范性程度

图 10    不同学历调研对象最需要的科普范畴分布

图 7    调研对象对科普活动效果的认可程度
认可程度由高到低，按 5—1 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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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当前已经成为面向公务员科普的现实方

式。

3.2 面向公务员的科普工作有效性有待提升
调查结果显示，公务员对于科普的重要性认识较

高，但是对参加过的科普活动的效果总体认可不高，

尤其是对科技培训、科技咨询的效果。究其原因，反

映出当前科技培训、科技咨询的理念总体相对落后，

仍然以任务导向为主，而没有将之看成是人力资源培

养和开发，以及指导科学决策的重要途径。同时，针

对公务员科普需求的分析也比较欠缺，主要是根据级

别而不是根据需求来制定培训计划，缺乏与公务员就

培训需求、培训时间的沟通、调查和分析，难以满足

不同区域、层次、类别、岗位、领域公务员对于科普

培训的专门需求。这些原因致使公务员认为所参与科

普活动、科技咨询活动对于科学决策的实际指导性不

强。

3.3 公务员群体对于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需求
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调研对象对于科学知识和科学方

法的需求较高。对于公务员而言，参与科普活动，了

解更多的前沿领域、产业经济的科学知识，以及获取

相关科学知识的科学方法，这对公务员的现实工作更

具实践意义和指导作用。科学精神和表现为个体看待

世界和社会现象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科学精

神与科学思想的培养更多地体现在个体成长的潜移默

化过程之中，较难在短期科普活动之中集中体现，因

此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调研结果略低。

3.4 面向公务员的科普内容其科学性和规范性有待
加强
调查发现，公务员获取科普知识的渠道主要来自

互联网，但是他们同时认为互联网媒体上相关内容的

科学性和规范性不高。究其原因，当下社交媒体高度

发达的环境里，部分新媒体自身的科学素质不高，也

就导致科普内容从源头上无法保证其科学性和规范

性，特别是转基因、核电、基因编辑等争议性科技话

题传播过程中失范现象严重。这就导致当前网络上科

学谣言大量存在、广泛传播，也致使公务员群体获取

规范、科学的科普内容困难重重。

4 关于加强公务员科普工作、提升公务员科
学素质的政策建议

4.1 高度重视公务员科学素质提升的战略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科学普及工作。他在

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

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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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公务员科学素质，对

于提高党和政府治国理政水平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可

持续和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在公民科学素

质建设中着重考虑公务员科学素质提升战略，赋予公

务员科学素质提升的战略地位。将科学素质的提升作

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公务员体系人力资源管理改

革路径的重要支点和目标指向；将科学素质纳入公务

员胜任力的核心要素，并作为公务员选拔、培训、考

核、绩效管理的重要指标。

4.2 科学谋划公务员科学素质提升计划的实施方案
为了保障推进公务员科学素质提升计划的实施效

果，就必须保障推进公务员科学素质提升战略计划的

科学性。通过科学计划，将提升公务员科学素质的短

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将提升公务员科学素质

行动的现实支撑与要求结合起来。全面考量推进公务

员科学素质提升计划所涉及的多个领域工作及多个相

关部门，并对此做出科学统筹安排；广泛征求政府部

门、国有企业、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和科研院所等

不同主体的意见，并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的公务员

群体制定分门别类的科学素质提升方案，构建多样化

的公务员科学素质提升体系，切实推进公务员科学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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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提升计划。

4.3 切实增强公务员科技培训的成效
多措并举保障公务员科技培训的成效。① 在各级

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的公务员教育培训课程设

置中提高科学素质提升相关的内容比例，并明确要求

党校、行政学院每年更新、开发提升公务员科学素质

的相关课程。② 组织部门设计合理的公务员培训计

划，对不同职级、不同工作领域、不同学科背景、不

同地域环境、不同文化背景的公务员开展高质量、高

水平的学习培训。③ 在培训过程中加强公务员科学思

维以及信息素养的培育，增强其信息获取、辨别、研

判的能力。④ 成立科普专家团，结合当地的经济、社

会、科技发展状况，定期为全国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公

务员进行讲座培训和咨询[5]。同时，试点开展对于公

务员科普活动的评估工作，以评促建，增强各类科普

主体面向公务员的科普活动成效[6]。

4.4 进一步加强面向公务员开展科普的内容规范性
和科学性治理
科普内容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治理问题刻不容缓。

① 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等科技社团和科研机构要加

强科技传播能力建设和源头供给，积极、及时地向全

社会，尤其是向公务员群体提供科学、权威、准确的

科普内容和相关资讯[7]。② 官方媒体及权威新媒体、

自媒体等应积极加强大众传媒科技传播能力，建设与

公务员培训相结合的科普相关平台，面向广大公务员

群体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

倡导科学方法。③  大力推进“互联网+干部教育培

训”，统筹整合网络培训资源，建设兼容、开放、共

享、规范的全国干部网络培训体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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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cientific quality of civil servants, “Outline of National Action 

Scheme of Scientific Literacy for All Chinese Citizens (2006-2020)” has make it one of the main actions. This study carefully combe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leading cadres’ and civil servants’ scientific literacy in recent years, relying on the course platform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Decision-making” of “Science and China” academicians and experts, in the form of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construction of middle-level cadres and civil servants group in Guangdong Province, Hubei Province, and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This study also analyzed the basic attitude, the needs of leading cadres and civil servants towards popular science 

activities and contents,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target path an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of leading cadres 

and civil serv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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