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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中级职称参评人员业绩成果评分标准不分方向，按实际得分排序。

2.高级职称参评人员分为科学传播研究、科学传播实践 2个方向，对参评人

员的资历及业绩成果进行评审。资历评定分为荣誉称号及工作表现、继续教育、

学历及学位、基层工作经历 4类，资历评定满分为 30分；业绩成果分为课题论

文及专利、作品、奖励、推广应用、其他成果共 5类，5类成果分别计分，业绩

成果满分为 100分。

3.在 2个研究方向中，每类业绩成果给予不同的赋分权重，设置不同的最高

分值，如下表所示：

科学传播研究 科学传播实践

课题论文及专利 40 15

作品 20 30

奖励 20 15

推广应用 10 30

其他成果 10 10

在核算加分条件中的每类业绩成果得分时，若申报同一级别专业职称参评人

员的得分有超过该项满分的，则以该项实际最高得分计为满分，其他人员实际得

分比照实际最高得分比例，换算成该项最终得分。

4.资历评定各类别的计分项目如下表所示：

计分条件 项目 备注

荣誉称号及工

作表现

个人获得科普相关荣誉称号或表彰

奖励

同一获奖项取最高级别的

一项计分

个人先进事迹在国家级、省（部）级、

市（厅）级、县级的主流媒体（指党

报、党刊或党政部门主办的网络媒

体）进行了专题宣传报道

任现职期间年度考核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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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

任现职以来，参加科普类继续教育，

并符合省里有关文件的要求，以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省科协出具的

继续教育合格证明为准

学历及学位 学位（学历）取最高计分

基层工作经历
在县级及以下单位从事基层科学传

播工作

5.业绩成果各类别的计分项目如下表所示：

计分条件 项目 备注

课题论文及专

利

课题:主持科学传播类研究课题,以

立项时间为准

国家级排名前 5、省级排

名前 3、市厅级排名第 1

的参与人

论文:本人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

者在期刊上发表科学传播类学术论

文

共同第一作者或共同通讯

作者按“相应分值×1/共

同作者数”计算。

专利:获与科学传播专业相关的国

家授权专利
排名前 3的参与人

作品

著作：公开出版与科学传播相关的

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专著；公开出版

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译著

教材：编写科学传播类教材 系列教材按单本教材计算

文章、视频：本人撰写科普类文章、

制作科普类视频等在新闻媒体平台

上发表

教案：本人作为负责人开发科普类

教案、课程、剧本（脚本）



3

纪录片：本人作为主要负责人拍摄

科普纪录片在媒体平台发布

国家级排名前 5、省级排

名前 3、市厅级排名第 1

的参与人

奖励

科技进步奖（科普类)

同一成果按最高奖项级别

计算。省部级一等奖前 11

名、二等奖前 9 名、三等

奖前 7名的参与人

科普作品获得科学传播领域奖项

同一成果按最高奖项级别

计算。国家级排名前 5、

省级排名前 3、市厅级排

名第 1的参与人

辅导学生参赛获奖：作为科技辅导

教师辅导的学生参加科技类相关比

赛获奖

同一成果按最高奖项级别

计算。国家级排名前 5、

省级排名前 3、市厅级排

名第 1的参与人

推广应用

撰写方案：作为主要策划人撰写科

学传播类培训方案、工作方案等并

实施

排名前 3的参与人

撰写讲解词：作为主要负责人撰写

展览讲解词达 1000 字以上
排名前 3的参与人

策划活动或会议：负责策划大型科

普活动或科普类学术会议
排名前 3的参与人

策划展览：负责策划面向公众的主

题展览、撰写展出方案
排名前 3的参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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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科普信息公众平台：作为主要

负责人运营科技馆、博物馆等场馆

的新媒体科普平台、虚拟科技馆、

虚拟博物馆、品牌科普网站、校外

科普教育品牌等科普信息资源平台

排名前 3的参与人

个人自媒体：作为主要负责人运营

个人自媒体（含公众号、视频号、

微博、抖音、快手、B站等）科普信

息资源平台

专业讲解人员：限科普类场馆

其他成果

行业技术标准：已颁布的科学传播

相关标准

国家级标准排名前 10，省

级标准排名前 5的参与人

建言献策建议：被政府采纳并实施

的政策咨询、调查报告及智库建设

的建言献策建议等

科普基地建设：主持科学传播类基

地建设

社会兼职：在科学传播类社会组织

中担任理事以上职务；或科学传播

类专委会中担任副主委以上职务

同一社会组织/专委会按

最高级别计分

科普培训教师：在政府部门或者行

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主办的科普类培

训活动中担任主讲教师

6.凡表述为“以上”均含本级，“以下”均不含本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