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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科学技术普及条例

(2000年 5月 26日 陕西省第九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2010年 3月 %日 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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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科教兴陕战略,加
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提宀公民科学文化

素质,扯 动经济发展和祉会进步,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有

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 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科学技术普及

(以下简称科普)是指采用易于理解和接

受的方式,向 公众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科

学方法和科学思想。

第三条 科普工作是国家基础建设、

基础教笥和利学技术I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参 与和支

持科普活动,全体公民都应 当接受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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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第四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

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及其他组织和公民。

第五条 科普工作应当面向经济、面

向基层、面向公众,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

合、经常性工作与集中活动相结合、普及

科学知识与推广适用技术桕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科普工作的对象是全体公民 ,

重点是肯少年、农民和各级领导干部。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科

普工作的领导,将科普工作作为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为科普I
作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科普行

政管理△作。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

各自职责做好相关的科普⊥作。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

行政主管部门科普⊥作的主要职责是:制

定并组织实施科普工作总体规划和年度计

划;贯彻执行口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

指导和监督管理科普工作。

第十条 各级科学技术协会是科普工

录



作的主要社会力量。其科普工作的主要职

i,R疋 :

(— )参与制定科普丁作总体规划和

年度计划 ;

(二 )箐理所属团体和 。F位 ,指导基

层科学技术协会和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研

究会的科普工作 ;

(三 )依据科普工作总体规划和年度

计划,组织科技I作者廾展经常性、群众

性、社会性的科普活动 ;

(四 〉为本级人民政府提供科普工作

决策咨询。

第十-条 教育行政竹理部门应当促

进教育与科技结合,重视对青少年学生的

科苫教育,会同有关部门、团体建立青少

年科普教育基地;组织教师学习现代科学

技术知识,加快知识更新;发展职业技术

教育,提高劳动者的职业知识和技能。

第十二条 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

织丌展农业科半技术培训和
“
绿色证书

”

教育,普及推广农业科学知识和先进适用

技术.

第十三条 旅游、文物行政管理部门

应当利用本地旅游、文物资源开展科普宣

传,用利学思想指导、规范旅游景点的宣

传行为。

第十四条 卫生、计划-L育 、体育、

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闸应当结合爱口卫生、

医疗保健、计划生育、全民健身和环境保

护,做好利普工作。

第十五条 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

视行政筒理祁门应当发挥各自优势,结合

生产、tL活实际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方向 ,

组织本系统各中位,灵 /f多样地开展科普

宣传△作。

第十六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

众团体应当发挥各自的绌织优势,歼展多

种形式的群众性科普活动。

第三章 科普工作者

第十七条 科普⊥作者包括专ⅡL科 普

工作者和非专业科普工作者。在科技馆

(中心 )、 青少年宫 (活 动中心)竿 专业科

普活动场所中从事科普工作的人员以及中

小学专设的科技辅导员为专业科普工作者。

其他从事科普工作的人员为非专业科普⊥

作者。

第十八条 科普工仵者享有下列权利 :

(一 )依法创办科普组织,自 主开展

活动 ;

(=)申 请科普项 目经费,接 受有关

科普工作、利普项目的捐赠、资助 ;

(三 )创仵科普作品,参加学术交流 ;

(四 )按照有关规定,接 受专业技术

职称评聘,享受相应待遇 ;

(五 )依法创办从↓科普活动的经济

实体,开展有偿服务 ;

(六 )接受继续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 ;

(七 )对科普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

(八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九条 科普工仵者应当履行下列

义务 :

(— )坚持科学精神,遵守职业道德 ;

(二 )开展科普工作,传播推广科学

技术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 ;

(三 )抵制和揭露伪科学、反科学行

为和迷信活动 ;

(四 )学 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提高

科普工作水平 ;

(五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二十条 科普△作者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参加相应系列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时 ,

共科普△作实绩、TJ∴当著作、论文或者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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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参与指导的科普竞赛成绩和获得市级以

上的科普奖励,应 当作为晋升专业技术职

称的依据。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采取措施 ,逐步改

善科普工作条件。

第四章 社会责任

第二十二条 囤家机关、企业事业单

位f~当 建立科普教育制度,将学习现代科

学技术知识和接受科普教育作为领导干部

考核的一项内容。

第二十三条 学校和共他教育机构应

当把提高青少年的科技素质仵为全面实施

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结合教学活动和学

生特点,开展科普活动,提高受教育者的

观察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

第二十四条 报社、广播电台、电视

合和计箅机互联网站应当利用大众传播媒

体开辟科普专版、专栏、专题节目;图书、

影视作|昆 的出版、发行、制作和放映荦位

应当鼓励、扶助科普类出版物的出版、发

行、制作和放映。

第二十五条 科技馆 (中 心 )、 青少

年宫 (活动中心)应当利用现有场地和设

施,组织开展科技交流、科普展览和专业

技能培训活动。

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应当结合自身

业务,利用馆藏科普图书、资刷、实物、标

本和设施,宣传科普知识,开展科普活动。

动物园、植物闭、自然保护区等场所

应当开展有关环境、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科普宣传活动。

本条第一、二、三款所列各类科普场

所应当有组织地每年定期免费向社会开放。

第二十六条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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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应当围绕当地农

业主导产业,开展技术培训、示范、咨询、

服务,向 农民推广、普及农业科学技术

知识。

农业科研、教学单位和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匝当充分发挥科技优势和示范

基地的辐射作用,鼓励科研人员采取技术

入股、领办企业、科技承包等方式,推广

现代农业科学技术。

第二十七条 企业应当向职工普及与

生产经营、劳动保护等有关的科技知识 ;

结合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采取岗位练

兵、技术培训和技术竞赛等多种形式,推

广新技术、新工艺。

第二十八条 科研单位、人专院校、

医疗卫生单位和社会团体应当组织和鼓励

科技人员、教师、学生、医疗卫生工作者

和青年志愿者参加社会科普活动,送科技

下乡下厂。

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人型企业的实

验室、科研设施和展览中心,应当有组织

消选择地向公众开放。

第二十九条 公 lL、 旅游景点、影剧

院、体育场馆、商场、机场、车站等公共

场所的管理荦位,应当根椐各白特点,开

展公益性科普知识宣传。

第三十条 村 (居 )民委员会应当组

织村民、居民接受科普教育;利 用橱窗、

有线广播和举办夜校、培训班等方式宣传

科普知识、进行技能培训;鼓励采用新技

术发展生产,倡寻科学的生活方式。

第三十-条  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以

科普为名,组织反科学、伪科学和迷信活

动,骗取钱财,扰乱社会秩序。

第五章 保护措施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科



普经费列人同级财政预算,保 证及时如数

划拨,并随着经济发展逐年有所增加。

各级人民政府拨付的利普经费应当专

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

优惠政策,扶持利普图书、刊物、彰视作

品和音像制品的出版、发行、制作和放映。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科

普基础设施建设纳人城市建设规划和基本

建设计划,加快科技馆 (中 心 )、 肯少年

宫 (活动中,b)的建设。

国家投资兴矬的科普场馆、设施,任

何单位不得擅自拆除或者改变用途。

第三十五条 科普组织、科普工作者

在城镇或者农村集市赠送科普图书、资刈 ,

开展科普咨淘,无偿提供科普服务 ,有关

部门应当免收相关肯嫂赍用。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佃j定

政策,采取措施,支持社会力呈依法成立

独资、合伙、股份合作等形式的民营科普

组织,开展有偿服务l=动。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单位和个人捐

资、捐物兴办科普啦业 ,资助科普活动。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行

政管理部门、社会团体应当定期对在利普

△作中做出突出贡献或者捐资数额较人的

单位和个人,给子表彰或者奖励。

第三十八条 以科普为名,组织反科

学、伪科学和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 ,

危害公共利益或者骗取财物 ,尚不构成刑

事犯罪的,由 公安机关依照 《中华人民共

和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

构成犯罪的,由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枣

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

笫工款规定,截留、挪用科普经费的,Fll

所在。P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限期归还,刈

直接负责的主筒人员和共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 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笫三十四条第

二款规定,擅 自拆除田家投资兴建的科普

场馆、设施或者改变其用途的,「h科学技

术行政主管部门责令l灰复原状或者限期改

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由

所在荦位或者上级机关对苴接负责的主肯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子行政

处分。

当事人对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做出

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 以依照 《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 ,

共他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二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科普△

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给科普筝业

造成损失或者侵犯科普工作者合法杈益的 ,

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

构成犯罪的,曲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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