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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建成并启动内部调试运行

7月30日，位于上海静安雕塑公园的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竣工。

新馆占地面积1202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5086平方米，以“自然•

人•和谐”为主题，设有三大板块10个展区。其中，第一板块“演化

的乐章”包括起源之谜、生命长河、大地探珍和演化之道4个展区；

第二板块“生命的画卷”包括缤纷生命、生态万象和生存智慧3个展

区；第三板块“文明的史诗”包括人地之缘、上海故事和未来之路3

个展区。馆内还建有特种影院、临展厅、科学教室、游客餐厅等辅助

服务设施和空间。馆内陈列了11000余件从全世界各地征集来的各

类珍贵标本，4400多项展品展项融入了互动体验等新技术。12月18

日，新馆开始进行内部调试运行。

2014年，上海在科普设施方面坚持“建”“管”“用”相结合，在进一步完善现有科普设施布局

的同时，不断提升已建科普设施功能，为提升公众科学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打造精品、集中资源，重

点推进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上海天文馆等重点场馆的建设，使“三馆合一”的大科普格局初显。提升

功能，通过组织百万市民科普行、科普教育基地暑期主题夏令营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不断鼓励更多的市

民走进场馆、体验科技，同时加快制定出台了《上海市科普教育基地管理办法》，加大对科普场馆讲解

员的培训，有效规范了对现有科普教育基地的管理。完善服务，科学商店逐步由“分散布点”向“集中

配送”转变，依托“科普云”网上公共服务平台，首次向公众提供可预约的菜单式服务；高校科技实践

工作站逐步由“注重共性”向“关注个性”转变，各工作站依托各自的学科优势，针对青少年群体开发

各类特色科普体验项目。

5.1 科普设施持续完善，能级再上新台阶
2014年，上海科普工作围绕提升市民科学素质和科普能力建设两大重点任务，不断创新理念、整

合资源、优化载体、完善服务，有力强化科学普及的环境优化功能，进一步夯实市民科学素质基础，各

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和诸多实效。

科普工作机制上，更加注重“社会化”发展。改变过多依赖行政化手段推动科普发展的模式，在科

普基础建设、科普活动开展、科普文化产业培育等方面，建立健全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共同受益的社

会化、市场化的科普运作体系和工作模式。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开始内部调试运行，崇明生态科技馆建

成开放，上海天文馆筹建加快推进，组织科普讲解员参加展览展示、国家资格证书培训和科普讲解员大

赛，有效提升了科普场馆的展示水平和服务能力。举办第2届上海市社区科技创新屋创意制作大赛，营

造“草根”创新的良好氛围。全国科技活动周在市、区、街道三个层面组织开展842项丰富多彩的科普

活动，活动数量为历年之最，科普工作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

科普内容开发上，更加注重“系统化”部署。从偏重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转向兼顾自然科学和人

文社会科学，并不断优化科普公共服务。组织百万青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活动与沪港澳开放式学

生论坛活动，优化大学生科学商店服务网络，加大高校青少年科技实践工作站建设力度，不断完善青少

年创新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组织实施“智慧健康科普云平台”“社区数字科普传播应用系统工程”等一

批以科技成果应用示范、低碳环保、信息化等为特色的区域科普能力示范项目，科普工作进一步惠及民

众。在全国率先建成省市级科普资源工作服务平台（科普云），使科普工作在新时期迸发出新的生机与

活力。

科技传播手段上，更加注重“多样化”拓展。在巩固并扩大传统形式的传播优势和普及功能的同

时，充分借助专业媒体平台的科普宣传作用，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和体验科技的无穷魅力。围绕流

行病防控、大气安全、大数据等公众关注的热点，举办上海科普大讲坛专题讲座，及时、准确地向公众

解读重大科学事件。利用电视、广播、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新媒体等传媒，以通俗化的语言和科普化的

形式，对北斗、4G、射电望远镜等最新科技成果开展普及宣传，促进了公众对科技创新的理解与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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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数量历年最多（共842项）

2014年
上海科技
活动周

宣传力度历年最大

首次有外省市参与 企业成为参展主体

市级活动207项
区(县)、街镇、社区组织活动635项

数十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会场活动
91家重点实验室免费开放

安徽、江苏等外省市首次参与 120余家单位参展，其中企业为参展主体

2014年，科普宣传聚焦社会热点，适应网络时代的公众需求，不断推陈出新，产生了广泛的社会

影响。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市社区创新屋创意制作大赛、上海国际青少年科技博览会、上海市百万青

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评选等重要活动的持续开展让科学普及更加深入民心。“书香科普——上海市民

喜爱的科普图书”系列推介活动，1个月时间吸引10万市民参与网络投票，选出的10本科普图书在上海

书展上广受欢迎；《十万个为什么（第6版）》等3部图书入选2014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梦圆上海

塔”活动通过新媒体的宣传，参与动手制作的市民达18000多人次；“上海优秀经典科教纪录片展映

周”使国产科教电影时隔20年首次走进商业院线展播。

5.2 科普宣传不断深入，内容手段齐创新

2014年上海科技活动周：科学生活，创新圆梦

5月17日，2014年上海科技活动周拉开序幕。活动围绕“科学生活，创新圆梦”主题，以科普嘉

年华的形式，营造了人人参与、互动体验的良好氛围。科技活动周主会场接待市民3万余人次，单日最

高接待市民突破7000人次。此届科技活动周在内容上突出“科技创新与成果普及”，在对象上突出

“惠及公众与改善民生”，在手段上突出“科普传播与内容制作”，在效果上突出“寓教于乐与公众参

与”，创造了多项历史之最。

三管齐下，打通科普宣传“奇经八脉”

加强对公众关注热点问题的科学解读。上海科普大讲坛围绕流行病

防控、大气安全等热点问题共举办系列讲座109场，并以网上直播的形

式扩大传播范围。选取“PM2.5及其防范”等专题共编印12期4000余份

科普挂图。制作完成600部（集）科普短片投入《科普之窗》电子科普

触摸屏播放。

强化电视、广播等主流媒体对科研成果的宣传作用。纪实频道《科

技2014》栏目围绕北斗、4G、射电望远镜等选题展开科普宣传，高清

科教片《双面抗生素》获第3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银

奖；《科技密码》栏目播出“餐桌上的安全”“你的用药安全吗”等专

题，《科研成果科普化高清纪录片（一）》获全国省级电影频道联盟艺

术委员会科教片一等奖；新闻综合频道与《上海早晨》（周末版）推出

52集科普宣传片，与《案件聚焦》首次联合推出食品安全等科普系列。

联合上海广播电视台打造原创青少年科技创新栏目《少年爱迪生》，获

得较好的社会反响。

创新拓展新兴传媒科普渠道。覆盖全市公共交通及楼宇约32000个

终端的东方明珠移动电视科普栏目正式开播。开发“上海科普”APP

（安卓版本）和微信服务号。结合社会热点问题开设微直播、微活动、

微分享、微现场等专题活动，受到粉丝和用户追捧。上海科普微博组织

“神奇酵素是与非”微访谈，390余万人次参与。

社区创新屋创意制作大赛让万众创新“动”起来

11月9日，第2届上海市社区科技创新屋创意制作

大赛在东华大学体育馆举行。此届大赛最大的特点是

“动”起来，参赛队要在150分钟内采用现场提供的推

荐材料或其他自备材料设计制作出创意作品，并且要使

用机械传动或电子系统让创意作品“动”起来。来自全

市43家社区创新屋的92位选手参加了比赛，最终评出

一、二、三等奖共8名，优秀制作奖、优秀创意奖、优

秀设计奖、优秀动感奖各3名。

       社区科技创新屋作为上海推进社区居民“动手参

与、激发创意”的科普实践平台，由市科委、区（县）科委（协）出资建设，面向6周岁以上各年龄

段居民，根据各类人群的不同特点和需求组织开展不同层次的动手实践与创意活动。社区科技创新屋

被誉为上海支持万众创新、培育“创客”精神的重要载体，截至年底已建成开放50家，在建22家，遍

及全市17个区县。

上海科普微信服务号二维码

上海科普APP



第五部分  营造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2014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REPORT
上海科技进步报告

39 40

活动数量历年最多（共842项）

2014年
上海科技
活动周

宣传力度历年最大

首次有外省市参与 企业成为参展主体

市级活动207项
区(县)、街镇、社区组织活动635项

数十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会场活动
91家重点实验室免费开放

安徽、江苏等外省市首次参与 120余家单位参展，其中企业为参展主体

2014年，科普宣传聚焦社会热点，适应网络时代的公众需求，不断推陈出新，产生了广泛的社会

影响。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市社区创新屋创意制作大赛、上海国际青少年科技博览会、上海市百万青

少年争创明日科技之星评选等重要活动的持续开展让科学普及更加深入民心。“书香科普——上海市民

喜爱的科普图书”系列推介活动，1个月时间吸引10万市民参与网络投票，选出的10本科普图书在上海

书展上广受欢迎；《十万个为什么（第6版）》等3部图书入选2014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梦圆上海

塔”活动通过新媒体的宣传，参与动手制作的市民达18000多人次；“上海优秀经典科教纪录片展映

周”使国产科教电影时隔20年首次走进商业院线展播。

5.2 科普宣传不断深入，内容手段齐创新

2014年上海科技活动周：科学生活，创新圆梦

5月17日，2014年上海科技活动周拉开序幕。活动围绕“科学生活，创新圆梦”主题，以科普嘉

年华的形式，营造了人人参与、互动体验的良好氛围。科技活动周主会场接待市民3万余人次，单日最

高接待市民突破7000人次。此届科技活动周在内容上突出“科技创新与成果普及”，在对象上突出

“惠及公众与改善民生”，在手段上突出“科普传播与内容制作”，在效果上突出“寓教于乐与公众参

与”，创造了多项历史之最。

三管齐下，打通科普宣传“奇经八脉”

加强对公众关注热点问题的科学解读。上海科普大讲坛围绕流行病

防控、大气安全等热点问题共举办系列讲座109场，并以网上直播的形

式扩大传播范围。选取“PM2.5及其防范”等专题共编印12期4000余份

科普挂图。制作完成600部（集）科普短片投入《科普之窗》电子科普

触摸屏播放。

强化电视、广播等主流媒体对科研成果的宣传作用。纪实频道《科

技2014》栏目围绕北斗、4G、射电望远镜等选题展开科普宣传，高清

科教片《双面抗生素》获第3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银

奖；《科技密码》栏目播出“餐桌上的安全”“你的用药安全吗”等专

题，《科研成果科普化高清纪录片（一）》获全国省级电影频道联盟艺

术委员会科教片一等奖；新闻综合频道与《上海早晨》（周末版）推出

52集科普宣传片，与《案件聚焦》首次联合推出食品安全等科普系列。

联合上海广播电视台打造原创青少年科技创新栏目《少年爱迪生》，获

得较好的社会反响。

创新拓展新兴传媒科普渠道。覆盖全市公共交通及楼宇约32000个

终端的东方明珠移动电视科普栏目正式开播。开发“上海科普”APP

（安卓版本）和微信服务号。结合社会热点问题开设微直播、微活动、

微分享、微现场等专题活动，受到粉丝和用户追捧。上海科普微博组织

“神奇酵素是与非”微访谈，390余万人次参与。

社区创新屋创意制作大赛让万众创新“动”起来

11月9日，第2届上海市社区科技创新屋创意制作

大赛在东华大学体育馆举行。此届大赛最大的特点是

“动”起来，参赛队要在150分钟内采用现场提供的推

荐材料或其他自备材料设计制作出创意作品，并且要使

用机械传动或电子系统让创意作品“动”起来。来自全

市43家社区创新屋的92位选手参加了比赛，最终评出

一、二、三等奖共8名，优秀制作奖、优秀创意奖、优

秀设计奖、优秀动感奖各3名。

       社区科技创新屋作为上海推进社区居民“动手参

与、激发创意”的科普实践平台，由市科委、区（县）科委（协）出资建设，面向6周岁以上各年龄

段居民，根据各类人群的不同特点和需求组织开展不同层次的动手实践与创意活动。社区科技创新屋

被誉为上海支持万众创新、培育“创客”精神的重要载体，截至年底已建成开放50家，在建22家，遍

及全市17个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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