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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2021_2022__E8_81_9A_E

7_84_A6_E5_85_AC_E5_c26_22732.htm “2001年10月9日，美

军向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发射了4枚导弹，准确击中了跑道。为

什么美军的打击这么精确？这是因为地理信息技术的支撑。

珠穆朗玛峰测量怎么定位？我国东中西部地域是如何划分的

？地理信息技术在这些领域是如何运用的？” 国家基础地理

信息中心主任、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陈军教授为公务员进行

科普讲座时，总能通过抛出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引起听众

兴趣。 自2002年，由中国科协推荐并受国家行政学院邀请为

全国司局级公务员进行“现代科技知识”讲座以来，陈军每

年在全国各地为公务员进行的科普讲座达到15～20场，而在

国家行政学院的科普课堂上，他也是最受欢迎的科学家之一

。“公务员的科普不同于全民科普，公务员是决策者，他们

的决策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影响很大，他们的科学素养直接影

响到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陈军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

说。 不能太专也不能浅尝辄止 公务员科普与全民科普既有共

性又有差别；他们不需要研究专业知识，因为他们不是科学

家，但公务员需要科学知识来提高他们的管理与决策水平，

因此对他们的科普不能停留在表面。 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

部的一项《公务员科普教育理论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公务

员普遍具备较高的学历背景，较丰厚的知识储备。针对这一

群体的科普内容，应当着眼于提高他们的行政管理水平与决

策能力，在科普内容上着重安排现代科学技术重要领域的前

沿问题、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影响的重大科学技术问



题。 “公务员的科学素养普遍比较高，但随着科技的飞速发

展，新的东西越来越多，科技知识面日益扩大，很多东西公

务员们未必都知道。就地理信息以及遥感技术而言，多数公

务员还不是很了解或者是只知其皮毛。”陈军说，“公务员

不仅需要科学知识，更需要提高建立在科学知识之上的科学

决策能力，他们需要的不是对科学知识的死记硬背。” 陈军

的主讲课程是“地理信息在政府规划管理决策中的应用”，

记者在陈军的课件中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国家陆地边

界划界、勘界”、“南水北调选线”、“珠峰测量”、“城

市规划管理系统”等三维典型案例图形，而这些案例正是出

自陈军本人或所在单位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承担过的科研

项目。 陈军说：“不能单纯讲技术，鲜活的事例远比拗口的

科学术语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要在潜意识里培养这些公

务员将技术还原于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及项目的能力，毕竟

，这些项目是由政府决策的，而他们是政府的公务员。” 公

务员科普并非谁都能做 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研究员程萍

说：“我国公务员在接受继续教育中普遍存在着求高求新的

倾向。因此，公务员的科普教师最好是一流科学家和科普工

作者，对于所选专题的讲解能够达到学贯中西、融汇古今，

接近国内和国际相关领域的学术制高点。” 陈军说：“水平

越高的科学家越懂得怎样做科普，他们能把艰涩的科学知识

讲得更通俗、更透彻，这也是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院士科

学家们的演讲更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陈军说：“为公众做

科普是科学家应该承担的一项责任，给公务员做科普，在国

际上早已形成了一种趋势，科学家将自己研究领域的东西介

绍给政府官员，给他们讲这些新技术的发展及应用好在哪里



，是怎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政府官员理解之后才会支持

这一领域的研究，这样做也是支持科学家自己的研究。科学

家的研究做得再好，不能在实际中应用就没有任何意义。在

我国，一些科学家往往不愿意做科普工作，他们认为做这种

工作耗时费力还不一定有人感兴趣。目前，在一些大学中还

没有开设相应的科普教育课程，针对公务员的科普更不多见

。国家行政学院综合教研部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全国

行政学院系统作出了表率。” 普通公民学习科学知识往往从

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而公务员则是更多考虑到自己的工

作需要，让科学知识服务于他们的工作，服务于他们的管理

和决策。 陈军说：“科学素养纳入公务员的考核范围无疑是

公务员自我作出的科学决策，在全民科普的战役中，他们理

应是先行者。在讲课中，我逐渐了解到他们的需要，并不断

作出改进。我本身也是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明白国家干

部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