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团体标准 

《科幻产业认定标准体系（企业）》（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科幻产业认定标准体系（企业）》由中国科普研究所牵头研制，中关村科幻

产业创新中心、南方科技大学科幻创作与产业化研究中心、成都高质量发展研究院、

北京科学中心、深圳以太科幻创意发展中心共同参与起草。该标准于 2024 年 11 月

15日正式通过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立项审查，2025年 1月 13日正式立项。 

1.2 编制背景与目标 

科幻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发端于 19世纪初的欧洲，随着科技的飞速

发展和人类对未来的无限憧憬，逐渐演变成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形态。从凡尔纳、威

尔斯，到阿西莫夫、克拉克、布拉德伯里等人，科幻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为人类

提供了无数关于未来的奇思妙想。 

近年来，随着技术发展，我国科幻产业进入“快车道”，科幻文化和科幻产业

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有利于科幻产业发展的政策出台，北京、成都、深圳等城市

将科幻产业作为城市发展新引擎，积极引导科幻企业集聚发展，推动建设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文化创意空间和产业园区，为区域经济注入新动能。 

 当前对于“科幻企业”的界定尚无统一标准，相关认定缺乏可依循的规范依据，

制约了政策落地与产业引导的有效性。本标准的制定，旨在明确科幻企业的基本特

征与认定条件，为政府在开展项目评选、财政奖补、产业规划等工作中提供技术支

撑，增强社会对科幻产业的关注度与认同感，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及相关主体对科

幻产业的重视和投入，助力我国科幻产业高质量发展。  

1.3 主要工作过程 

1.3.1 基于前期研究，形成标准草案 

依据《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中的“科幻信息化提升

工程”相关部署，标准起草工作组在广泛调研各大机构对科幻企业评价工作的基础

上，综合现有研究成果与同类评价体系，结合我国科幻产业发展实际，拟定了初步

的指标体系框架。起草工作组邀请科幻研究专家、科幻从业者、科幻创作者等展开

深入研讨与反复论证，形成认定指标体系初稿，并选取 2 家典型科幻企业进行实地

验证，对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修正，最终完成标准草案及相关立项材料。 



1.3.2 立项评审 

2024年 11月 15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在北京组织召开《科幻产业认定标准体

系》团体标准立项评审会，评审专家包括原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刘霜秋、北京市

社会科学院传媒与舆情研究所郭万超、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大学戴俊骋、北京

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王林生等。中国科普研究所王大鹏副研究员代表起草工作

组作答辩说明。经专家组评审，同意该标准立项。 

专家评审组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如下： 

（1）本标准立项符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团体标准要求立项材料齐全。 

（2）本标准将填补该领域标准空白，对科幻企业的界定和认定提供了技术支撑，

为科幻企业发展指明方向，为一些评奖、奖补政策的落实提供技术参考。激发了社

会对科幻企业的关注和支持，有利于促使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更加重视科幻产业的

发展。 

（3）标准名称由《科幻企业认定指标体系》更名为《科幻产业认定标准体系（企

业）》。 

（4）标准制定的重点应聚焦于科幻产业统计分类体系。对于科幻企业的认定，

只要企业已注册且其主营业务属于科幻领域，并在相关代码体系中有所体现，即可

认定为科幻企业。同时，提供科幻相关服务的企业亦应纳入认定考量范围。 

（5）在制定过程中，应避免与其他产业分类产生交叉重叠，可参考文旅部的文

化与产业分类体系进行完善。 

（6）使用打分制对科幻企业进行认定。 

与会专家一致同意立项，建议尽快启动起草工作。 

在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立项材料后，报协会，依据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团体

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公开公示。公示期为 2025年 1月 9日至 1月 23日，期间未收

到异议，标准于 2025年 1月 13日正式立项。 

1.3.3起草 

2025 年 1 月 25 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在线组织召开标准启动会，本次会议主

要是对标准大纲进行讨论，明确工作分工和工作进度。会上，牵头起草单位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介绍了标准编制背景、现有工作基础、主要技术路线等内容，围绕立项

评审中提出的意见对标准技术框架和主要技术指标进行了讨论，并从标准文本的可

读性、准确性、实用性等方面对草案结构进行了系统调整，进一步细化评价指标，

完善对评分方法的说明。达成如下共识： 



（1）指标体系的设计需要与国家相关标准和规定相衔接，科幻产业统计目录的

起草工作需要争取文旅部等相关部门的认可和支持。 

（2）设置多级指标，在一级指标中先框定基本范围，在二级、三级指标中进行

细化，尽可能使标准适用于不同规模的科幻企业。 

（3）科幻企业认定的总分不一定设置为 100分，按照需求设置，可设置为基础

分及附加分的形式。 

（4）草案完成后，进行指标体系验证，尽可能使标准适用于不同规模的科幻企

业。 

（5）建议先删除“主营科幻业务，或者科幻业务占比超过一定数值”的表述，

因为不同规模企业的科幻业务占比差别较大，该指标不具有普适性，建议按照科幻

业务营业收入进行划分。 

（6）第三章“术语和定义”中增加“科幻产业”相关定义。 

2025年 2 月 25日，草案一稿完成，随即在起草工作组内部征求意见。2025年

4月 29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在线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介绍了标准编制目前工作

情况，逐条对起草工作组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讨论，完善了标准草案，同时对下一步

工作进行了安排。起草工作组对标准草案修改共识如下: 

（1）标准名称按照协会规划确认是否采用系列标准名称。 

（2）根据意见修改了 3.1科幻、3.2 科幻技术的定义调整。 

（3）修改了 4.3 引导性原则的表述。 

（4）6.2.1 中共性指标由“不低于 1%”建议改为“高于 0”。 

（5）6.2.2 中指标前后进行了关联对应。 

2025年 5月 9日，基于第二次工作会议结果，完成草案二稿撰写，并在起草组

内部再次征求有意见，主要意见包括： 

（1）进一步对术语的定义进行修改，定义中删除分类的表述，尽量不用术语解

释术语。 

（2）统一认定原则的表述形式。 

（3）将评定指标用表格形式呈现。 

根据以上意见修改后，完成最终版本征求意见稿，2025 年 5 月 28 日公开面向

社会征求意见。 

1.4 主要起草单位和起草人 



负责章节 牵头单位及起草人 成员（按姓名首拼音排序） 

前言、引言、第

1章、第 2章及

统稿 

中国科普研究所姚利芬、林雪琪  

第 3 章 
武汉大学许艺琳、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赵文杰 
 

第 4 章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人员管理部部

长吴相科牵头 

北京科学中心品牌发展部部长陈晨；

中国投资协会投资信息专委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刘卫兵 

第 5 章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人员管理部部

长吴相科牵头 
 

湖北省科普作家协会科幻专委会主任

委员宋传珠；北京科学中心副研究馆

员张英姿

第 6 章 

 

北京中关村通力公司总经理孙世

诚、中国投资协会投资信息专委

会科幻产业办公室主任翟雪连牵

头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

师陈昂；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

委员会委员成全；北京正负极文化传

媒公司陈正；北京中关村通力公司职

员王咏志

附录 A 

 

南方科技大学访问学者张峰、成

都高质量发展研究院创新研究

部戴兰若牵头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刘健 

总体指导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吴岩  

 

二、标准编制原则 

2.1 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文件参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制，确保结构规范，内容合理。编制过程中，起草组开展了

系统调研与资料整理，组织多轮专家研讨并广泛征求相关单位意见，保障了标准编

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2.2 通用性和指导性原则 



《科幻产业认定标准体系（企业）》作为面向科幻企业的认定依据，可为相关

机构提供可供参照的评价依据和操作指南。指标体系构建主要遵循以下步骤： 

（1）参考国家和地方有关科幻城市建设、科幻产业发展指南等政策文件，构建

认定指标体系，起草科幻企业认定指标初步方案。 

（2）组织多轮专家咨询，确保指标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3）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指标权重。 

（4）在系统梳理与分析基础上，形成最终指标体系。 

2.3 协调性原则 

标准编制过程中，起草组充分参考了文旅部文化产业分类体系及其他相关认定

标准体系，确保与现行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相协调，避免交叉与重复。 

三、标准主要内容及起草依据 

本文件共设 6章，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认定原则、

企业基本要求、认定指标体系及等级划分。具体如下： 

第 1章明确了标准适用范围，适用于对从事科幻产业的企业进行认定与分级。 

第 2章列出了规范性引用的文件，包括 GB/T 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和《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等。 

第 3 章界定了本标准中的核心术语，包括“科幻”“科幻技术”“科幻产品”

“科幻企业”和“科幻产业”等。 

第 4 章提出了科幻企业认定应遵循的八项原则：公正性、专业性、引导性、科

学性、独立性、动态性、保密性与可操作性。 

第 5章列明了企业申请认定所需满足的基本条件。 

第 6章为指标体系及等级划分。指标体系采用“共性指标+个性指标”的二维模

型，共性指标覆盖科幻业务占比、经济规模与业务持续性。个性指标则针对 14类细

分领域评估企业的专业能力和市场表现。企业需同时满足至少 1 项共性指标和 1 项

个性指标，才能被认定为科幻企业。综合评分（T）由共性指标得分总和（G）与单

类别个性指标得分总和（S）的乘积得出，根据 T值将科幻企业划分为领军型、卓越

型、骨干型、成长型和探索型企业 5个等级。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起草工作组梳理并整合既有研究成果，多次组织专题会议

及专家咨询，初步形成认定指标体系后，选取 2 家典型企业进行实地验证，对存在



的问题进行调整修正，确保标准的适应性与稳定性。草案形成后，将进一步广泛征

求意见。 

五、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尚无。 

六、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与产业推动作用 

该标准将为科幻企业的认定提供系统性技术支持，为产业评奖、资金扶持等政

策的落地提供依据。激发社会各界对科幻产业的关注，推动地方政府加快科幻产业

生态构建，助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非采标项目。目前尚未搜索到科幻企业认定或评价等相关标准。 

八、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

性标准的协调性 

目前尚未有科幻企业认定或评价的标准。本标准文件符合国家标准化发展的方

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填补了国内科幻产业或企业认定方面的标准空白。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尚无。 

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文件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团体标准，属于自愿性采用的推荐性标准，供相关

单位参考使用。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文件发布后，建议在各会员单位及起草单位内部宣贯使用。 

十二、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5年 5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