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刊导读

　 　 作为我国自然科学博物馆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馆事业起步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并在随后十几年间兴起了一轮建设高潮ꎮ 进入 ２１ 世

纪ꎬ 科技馆建设从注重场馆数量增长发展到更为注重质量和能力建设ꎬ

并渐次出现了科普大篷车、 数字科技馆、 流动科技馆、 农村中学科技

馆等新的科技馆样态和服务手段ꎬ 丰富了科技馆科普功能与受众面ꎮ

２０１２ 年底ꎬ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ꎬ 中国科协针对我国公共科普

服务设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ꎬ 做出建设现代科技馆体系 (简称

科技馆体系) 的战略部署ꎮ 经过近十年的持续建设ꎬ 科技馆体系走出

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普基础设施发展之路ꎬ 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ꎮ

与此同时ꎬ 科技馆体系也面临一系列问题与挑战ꎮ 为贯彻新发展理念ꎬ

构建新发展格局ꎬ 中国科技馆在中国科协党组、 书记处的领导下ꎬ 自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起开展 «现代科技馆体系发展 “十四五” 规划 (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５ 年) » (简称 «规划» ) 的研究与编制工作ꎮ

编制工作始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举旗定

向的根本遵循ꎬ 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ꎬ 围绕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规划纲要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 » 和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事业发展 “十四

五” 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 » 中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ꎬ 重新划定了

新时期科技馆体系的内涵外延ꎬ 提出要以价值引领、 标准先行、 全国

联动、 资源共享、 智慧连接为特征ꎬ 以格局重塑、 功能扩展、 融合发

展为重要原则和路径ꎬ 设立了三大发展目标、 五项重点任务和三项保

障措施ꎮ

«规划» 的编制ꎬ 得到了全国各级科技馆、 高校及科研院所和中国

科协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ꎬ 是集体智慧的结晶ꎮ 本期专刊集合了我

国东中西部具有特色科技馆的鲜活案例及学术界对科技馆体系重要问

题的思考ꎬ 也由 «规划» 参编人员系统阐述了 «规划» 的设计思路和

重要创新点ꎬ 可供从业人员和研究者更好地了解科技馆体系建设的来

龙去脉与未来规划ꎮ 期待社会各界携起手来ꎬ 以 “一张蓝图绘到底”

的精神ꎬ 围绕科技馆体系共同打造支撑高质量科普服务体系的核心阵

地ꎬ 为充分发挥科技馆体系服务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升的作用而共同

奋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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