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世界在动荡与变革中前行，问

题挑战与矛盾纷争层出不穷。与此同

时，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在人类进步事业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一员，同广大全球

南方国家一道，致力于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倡

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

球化，不断汇聚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

“南方力量”，携手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12月2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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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盘点。

看点一 首次设立全国科普月
我国现行科学技术普及法自

公布施行以来，对促进科学技术普
及、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推动
创新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
同时，我国科普事业也面临一些新
情况、新问题，需要更有力、更完善
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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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修订不仅体现了国家对
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新
时代背景下科普与科技创新相互
促进、共同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
科协科普部副部长顾雁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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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挺说，
设立全国科普月，是首次在科普专
门法律中明确一个时间段，集中、
密集开展面向公众的科普活动。
这一举措积极回应了人民日益增
长的高质量科普需求，有利于让更
丰富、更深入、更稳定的科普活动
融入公众日常生活。

“9月是新学年的开始，此时组
织科普活动，可以更好地融入学校
的教学计划和学生的日常学习，推
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国家
培养更多科技后备人才。”王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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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
务中心研究员彭春燕指出，当前，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
新兴技术发展，我国经济社会正在
经历全面的数字化转型。同时，越
是前沿的新技术，越要关注可能存
在的负面影响。这就对新技术、新
知识科普的及时性、准确性提出了
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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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李
晓鸣关注到，此次修法特别强调了
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科普。

“老年人、残疾人的信息获取和识
别能力相对受限，更需要相关知识
技能的科普，帮助他们跨越‘数字
鸿沟’，享受科技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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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上，部分机构和人员打
着‘科普’旗号散播伪科学和谣言，
假借量子、纳米等新技术术语，谎
称其产品具有特殊功效。利用AI
技术编造新闻事件、伪造公众人物
音频视频、散布未经证实的医学建
议等也屡见不鲜，一些不法分子甚
至利用AI技术开展网络诈骗等违
法犯罪行为。”彭春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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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挺说，相关法条强调了科普
信息发布者对信息合法性与科学
性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源头上
保证科普信息的可靠性；同时，明
确平台作为信息传播的关键环节，
有义务对发布的科普内容进行审
核和监管，将促使平台完善审核流
程和标准，提高对科普内容的审核
能力。

看点四 壮大科普人才队伍
全国科普专、兼职人员199.67

万人，实名注册科技志愿者近 456
万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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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雁峰说，目前，全国已经有
18个省份启动了科普类职称评审
工作，中国科协也从2023年起面向
中央在京单位试点开展了科普专业
职称评审工作，取得了切实成效。

“以法律形式推动完善评价制
度和激励机制，对科普人员的权益
与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将吸引更
多科技人才投身科普事业，保障科
普人才队伍发展。”顾雁峰说。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1955年，万隆会议，南方国家以独
立自主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时任印尼
总统苏加诺在开幕式上宣布，独立并非
南方国家的终点，而是迈向更美好未来
的起点。“独立带来了责任，我们对自己、
对世界、对尚未出生的后代负有重大责
任。”

历史的指针飞转。2024年 6月 28
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
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环顾世界，‘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
大，为推动人类进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
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
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
列。”习近平主席在会上的这番话，为全
球南方指明通往更美好未来的方向。

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一员，中国心
系南方，扎根南方，在乱云飞渡的世界变
局中始终与全球南方并肩同行，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磅礴力量。

——完善全球治理，建设更加公正
的未来。

今年，中阿、中非、中拉合作亮点纷
呈，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迎来成
立 20周年，中国－拉共体论坛十年有
成，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南方国
家依托这些平台开展对话合作、共商全
球治理。在多边合作框架内，中国从全
球南方立场出发，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
理念主张：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围绕全球

治理体系中急需改革的五大领域提出五
项主张；发布《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
议》，为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提供解决思
路；强调促进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
金砖国家推进国际金融架构改革指明方
向；呼吁推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份额、特别提款权和投票权改革，提
升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拉夫尚·纳扎罗夫表示，
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基于公平原则，尊重
各国的独立发展权和多样化需求，为全
球治理体系改革注入新活力，有助于维
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携手发展振兴，创造共享繁荣
的未来。

中国始终坚持做推动全球南方发展
振兴的中坚力量，与全球南方国家共享
发展机遇：提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的

“十大伙伴行动”，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
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
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宣布中国
支持全球发展的八项行动，为推动全球
发展注入动能；设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
为南南合作提供坚实支撑；继续通过进
博会、服贸会等“展会矩阵”，让越来越多
全球南方国家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埃及《金字塔报》总编辑马吉德·穆
尼尔认为，中国乐于同南方国家共享自
身现代化经验和发展机遇，有力推动全
球南方共同繁荣。

——增进文明交流，拥抱自信包容
的未来。

南方国家有着多姿多彩的文明。珍
视自身文化传统，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是
全球南方国家反对西方文化霸权、重拾
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也是人类文明进
步的大势所趋。秉持对话包容的文明
观，中国与广大南方国家携手谱写多极
化世界文明进步的新篇章：推动设立文
明对话国际日，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
牵头成立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加强
各国人文交流和治国理政互学互鉴；举
办“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为南
方国家增进友谊、深化合作提供重要平
台；以“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为契机，
搭建民心相通桥梁……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南亚与国际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马哈茂德·哈桑·汗表示，
中国倡导共兴文明、实现多元和谐，在世
界多元文化发展中留下深刻的中国印
记，有力擦亮世界和谐共兴的底色。

历史长河波涛汹涌，南方潮起风正
帆悬。

在世界格局的激荡变迁中，中国与
全球南方携手并进，一同做维护和平的
稳定力量、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全球治
理的建设力量、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走
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向
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前进！

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新华社记者 阚静文

8 责任编辑:汪培坚 电话:0570-8070805 E-mail:qbcm123@126.com
2024年12月26日 星期四时事纵深

本报地址：衢州市九龙南路28号 邮编：324000 发行投递：96811 办公室：3026067 总经办：3087219 广告经营许可证：3308004081001号 本报法律顾问：浙江六和（衢州）律师事务所 毛建荣律师 8283393 浙江衢州盛元文创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全年定价450元

科学技术普及法完成首次修订，
这些看点值得关注潮起南方

“一个新的世界观正在形成，”新加
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网站这
样评价即将过去的一年，“全球南方正向
世界彰显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这是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的一
年。

——2024年，“大金砖合作”开局起
步，金砖大家庭在历史性扩员后在伏尔
加河畔首度线下聚首，迎来举世瞩目的

“金砖时刻”。7月，阿斯塔纳，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正式接收白俄罗斯为成员国，上合组织
成员国数量首次实现两位数突破。“南方
力量”持续汇聚，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的
基础愈发坚实。

——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
九次峰会先后在秘鲁和巴西召开；南非
将担任2025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实现
二十国集团主席国的南方国家“四连
任”；中国将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2026年
东道主。“南方时刻”接续登场，全球南方
正在成为推动国际议程的重要参与方。

——联合国未来峰会回应全球南方

国家关切，通过了改革国际治理体系的
《未来契约》；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聚
焦全球南方与世界和平发展；西方主导
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其报告中反复提及
全球南方……“南方议题”牵动世界目光。

这是全球南方继续改写世界经济版
图的一年。

全球南方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
超过 40%，并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
景下展现出发展韧性。据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10月发布的报告，发达经济体今年
经济增长预测值为1.8%，而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为 4.2%。非洲开发银行
的报告预测，2024年非洲经济增速为
3.7%，高于全球3.2%的平均水平。作为
全球南方的重要代表，扩员后的金砖国
家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约占全球30%。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预
计，“未来 5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将增
长 55万亿美元，其中 70%来自全球南
方”。这些数据表明，世界经济重心正不
断南移。

这是全球南方为维护世界和平奔走
行动的一年。

乌克兰危机延宕升级，巴以战火持
续外溢，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忙着递刀拱
火时，全球南方国家劝和促谈、伸张正
义。中国积极推动停火止战，和巴西共
同发表关于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六点共识”，会同南方伙伴发起乌克兰
危机“和平之友”的倡议，展开多轮穿梭
外交，就乌克兰危机与南非、印尼、埃及
等国交换意见，探讨推动局势降温，为重
启和谈积累条件。继南非之后，智利、古
巴、土耳其等国向联合国国际法院控告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种族灭绝，哥伦
比亚、土耳其以断交向以色列施压。在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
级会议上，中阿共同发表关于巴勒斯坦
问题的联合声明，为恢复中东和平、维护
地区稳定表明立场。巴勒斯坦 14个派
别首次齐聚北京举行和解对话，共同签
署《北京宣言》，为饱受苦难的巴勒斯坦
人民带来宝贵希望。美国《中东观察》半
月刊对此评价道，中国再次证明了其在
全球事务中担任和平调解人的能力，全
球南方在支持巴勒斯坦和平事业上的作
用不断增强。

作为诞生于 20世纪 60年代的一个
概念，“全球南方”2023年再度成为国际
舆论热词。一些西方媒体智库曾提出质
疑，认为全球南方内部存在诸多差异，各
自面临严峻挑战，难以形成有效合力。

2024年，随着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
大，西方媒体开始改口：美国《外交政策》
杂志网站称，全球南方崛起推动形成新
的多极世界秩序；法国《世界报》认为，全
球南方正在持续甚至加速壮大；西班牙
智库埃尔卡诺皇家研究所指出，全球南
方引领全球化新征程……然而，西方媒
体仍然不解：究竟是什么把国情和发展
阶段不同的南方国家凝聚到一起？全球
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是独立自主的坚定追求——
全球南方有着被西方殖民者侵略掠

夺的共同记忆，深知独立自主的可贵。
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世界上推行霸权
主义、煽动阵营对抗，全球南方国家作出
独立判断和自主选择。今年以来，非洲
多国要求西方驻军撤走，再度体现出拒
绝西方操控、追求独立自主的觉醒意识；
中国和非洲学者发表“中非达累斯萨拉

姆共识”，强调发展道路的选择应立足本
国国情和本土文化特色，打破“现代化等
于西方化”的迷思，发出全球南方的共同
心声；不结盟运动第19次峰会和第三届
南方首脑会议的成果文件就巴勒斯坦问
题和乌克兰危机阐明立场，展现出南方
国家拒绝选边站队、支持公平正义的坚
定态度。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
称，南方国家变得更加坚定自信。德国
《世界报》网站指出，“全球南方已经从根
本上质疑西方价值观的全球有效性”。

是团结互助的发展道路——
南方国家长期受西方压迫，经济基

础脆弱。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指
出，根植于殖民历史的不对等贸易无法
契合全球南方现在的发展需求。不同于
西方充满政治动机的发展援助，南南合
作开辟出一条团结互助的共同发展道
路，以双多边平台为依托，在平等互信、
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有效带动全球南方联
动发展，因此获得更多发展中国家青睐：
30多个国家叩响“金砖大门”，表达加入
金砖合作机制的意愿；瑙鲁加入亚投行，
成为这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多边开

发机构第 110个成员；联合国南南合作
办公室开通数字平台“南南银河”，为促
进各国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目前已展示
956个解决方案，覆盖193个国家……“南
南合作强调团结共享，这是共同历史经验
之上的互信互助。”印尼－中国伙伴关系
研究中心主任韦罗妮卡·萨拉斯瓦蒂说。

是重塑秩序的热切渴望——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之际，全球治

理体系的变革明显滞后，南方国家扩大
自身在全球治理中代表性和发言权的呼
声不断高涨。二十国集团里约热内卢峰
会，非洲联盟第一次以成员身份参会，众
多发展中国家应邀而来，共同发出推动多
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的“南方声音”；第
79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南方国家代表发
出要平等、要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的强烈
呼声；世界经济论坛特别会议上，来自南
方国家的领导人呼吁发达国家言行一致、
弥合南北分歧……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
罗夫表示，全球南方国家对充分参与国
际议程的呼声正变得愈发强烈，这样的
呼声“在西方逐步摧毁自己建立的全球
化模式的情况下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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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奋楫——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
C

踏浪行——凝聚群体性崛起的时代动力
B

立潮头——开启声势壮大的发展新篇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