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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通过了新修订的科学技术普及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是科

学技术普及法自 2002 年公布施行以来首次修订。新修订的科学

技术普及法有哪些看点？下面一起来看。 

看点一：首次设立全国科普月 

新修订的科学技术普及法从法律层面明确科普在新时代的定

位：国家把科普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加强科普工作

总体布局、统筹部署，推动科普与科技创新紧密协同，充分发挥

科普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中的作用。同时，将“国

家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作为总体要求之一，突出了新时代科

普工作的价值和使命。 

新修订的科学技术普及法从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企业等创

新主体的科普责任，科技人员和教师等参与科普活动，科技资源

向公众开放等多方面，对推动科普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作出了制

度性安排。多年来，相关部门举办的全国科普日、全国科技活动

周等系列主题科普活动，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欢迎和认可。在总结

实践经验基础上，此次科学技术普及法增加规定，每年 9 月为全

国科普月。 

看点二：强调新技术新知识科普 

为进一步促进科普高质量发展，提升科普供给水平，新修订

的科学技术普及法增加了“科普活动”一章，从支持科普创作、

发展科普产业，加强重点领域科普，加强科普信息审核监测和科

普工作评估等方面，支持促进科普活动。 

此次修法作出了相应规定，如：国家部署实施新技术领域重

大科技任务，在符合保密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可以组织开展必要

每周学法 



的科普，增进公众理解、认同和支持。鼓励各类创新主体围绕新

技术、新知识开展科普，鼓励在科普中应用新技术，引导社会正

确认识和使用科技成果，为科技成果应用创造良好环境。 

新修订的科学技术普及法规定，开放大学、老年大学、老年

科技大学、社区学院等应当普及卫生健康、网络通信、智能技术、

应急安全等知识技能，提升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信息获取、识

别和应用等能力。 

看点三：治理网络伪科普流传 

互联网、新技术的普及一方面丰富了科普的内容和手段，另

一方面也加剧了网络伪科普的流传，不仅误导大众，还可能带来

较大社会风险。 

对此，新修订的科学技术普及法规定，组织和个人提供的科

普产品和服务、发布的科普信息应当具有合法性、科学性，不得

有虚假错误的内容。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用户传播虚假错误信息

的，应当立即采取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 

看点四：壮大科普人才队伍 

近年来，我国科普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

势，但总体上科普队伍建设仍然相对滞后。为此，新修订的科学

技术普及法新增了“科普人员”专章，围绕建立专业化科普工作

人员队伍，鼓励和支持老年科学技术人员积极参与科普工作，支

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职业学校设置和完善科普相关学科和专业，

完善科普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等内容作出规定。 

针对科普人员普遍反映的缺乏职业认同、上升渠道狭窄等突

出问题，新修订的科学技术普及法特别明确，国家健全科普人员

评价、激励机制，鼓励相关单位建立符合科普特点的职称评定、

绩效考核等评价制度，为科普人员提供有效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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