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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国家文明城市芜湖市进行实地问卷调查发现：公众具有一定生态意识，但生态文明素养整体状
况不佳。公众对生态文明概念比较了解和很了解的只占17.7%；各类人群对周围环境关注度较高，均在
65%左右；有相关生态知识或行为的公众占92%；有76.7%的人表示没有破坏环境的行为；64.8%的受
访者表示他们有保护环境的行为。通过生态科普教育现状调查发现：受访者对目前生态科普教育满意度
只有25.9%，政府在生态科普教育方面还存在活动流于形式、创新性不强、投入不足、制度不完善、不
能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热点、专项科普匮乏、媒体不给力、内容不接地气、无区域特色、平台手段落后等
问题。提出了提升公众生态文明素养需构建四个相互联动的科普教育体系：高度重视生态科普教育的思
想体系、支撑生态科普教育的技术能力体系、生态科普教育的长效机制体系和具有区域特色生态科普教
育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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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fter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the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of Wuhu city, It was found that the citizens 
have a certain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but the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ecological behavior ability is weak, Only 17.7% of 
respondents fairly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65% of respondents pay much attention to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92% of respondents have ecological knowledge or behavior. 76.7% of respondents expressed that they hadn’t 
the behavior of damaging the environment. 64.8% of respondents said they have the behavior of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we found that the respondents with satisfaction about the current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account to only 25.9%. Some problems of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still exist in government such 
as the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become mere formality, and the incomplete system caused the government can’t 
response to public concerns in time. Other problems such as less innovation, the lack of special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some 
not-well-received contents, less regional features, backward in platform technique still have disturbed the government. Finally 
the paper promoted four connected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system to improve the public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teracy: 
the ideological system of paying high attention to ecological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the technology system of supporting 
ecological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the long-term mechanism system of ecological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and with regional 
features contents of ecological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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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国外，公众已经广泛地参与到了生态文明建设

中，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2]。 “生态素养”（ecological 

literacy，ecoliteracy）一词源于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

环境学教授奥尔（David W Orr）1992 年出版的《生态素

养：教育与向后现代社会的过渡》一书 [3]。国外相关研

究侧重于生态文明素养的教育和学习，研究认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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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是人们在学习和生活中逐渐学习积累而形成的关于

生态知识、生态意识和生态行为能力的综合素养 [4,5]。它

除了包括个体对生态知识与生态方法的理解和掌握，以

及生态思维与行为能力，还包括个体的生态价值观、生

态态度、生态良知等精神因素，是一种集生态知识、生

态行为与生态精神为一体的综合素养 [6]。在教育体系中

增加生态文明素养教育引起较多关注 [7-9]，Lowman[10]

对非正式科学教育中设置生态素养专题进行了研究；

Hammond[11] 对美国密西西比州高等教育中的生态素养教

育进行了研究；Long 等 [12] 还尝试采用通过模型教学等手

段提升学生生态素养；Rigolon 等 [13,14] 对儿童生态文明素

养的培养进行了研究；Sarah 等 [15] 对不同区域的政策与

实践等因素对人口生态文明素养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

国外研究认为生态素养由单方面的“唯技术论”和“唯

生态论”转化为强调综合素养 [16]，生态素养由只纯粹注

重科学知识，发展到了综合所有知识、技巧、情感和行

为 [17]。

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公众关注生态文明重

要性、生态文明意识以及高校大学生群体的生态文

明素养研究方面。与国外相比，国内研究还较多地

停留在生态文明意识研究层面，对生态文明知识及

能力等深层次研究少见报道。刘经纬等 [18] 指出，生

态文明教育是当前解决人口危机和能源危机等一系

列生态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孟燕华 [19] 和郑少尉 [20] 

指出，公众参与对于环境、社会及经济的协调发展，以

及强化生态文明管理制度等，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胡晓红等 [21] 指出，通过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树立生态

文明观念势在必行；文首文等 [22] 指出，通过干预，游客

能把正确的生态观和旅游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人的思想信

念，进而又外显为品德行为；宫长瑞 [23] 对中国公民生态

文明意识培育进行了系统研究；佘正荣 [24] 指出，生态文

化教养的培育是创建生态文明所必需的国民素质。高等

教育中生态文明教育呈现落后状态 [25]。刘建伟 [26] 等研究

显示当代大学生对生态文明知识虽有所了解，但是还不

全面；生态文明意识虽觉醒，但是尚不健全；生态文明

行为虽开始养成，但是仍存在缺位。科普教育体系的构

建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以及公众生态文明素养的

提升状况 [27]。目前，我国生态文明科普教育体系很不完

整，迫切要求国家大力开展有组织、有计划、有声势的

生态文明科普工作，进一步强化公众生态文明意识 [28,29]。

1  研究区域概况

本研究案例地芜湖市隶属安徽省，经济规模全省排

名第 2 位，市区面积 1292km2，人口 191 万，下辖 4 县

4 区，2015 年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2013 年，被水利部

正式批准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城市，2014 年

全市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27 384 元和

14 606 元。

2  研究方法

2015 年 5 月，项目组对芜湖市一般社会公众进行随

机调查（表 1），采样点为芜湖市澛港镇、大学城、中山

路步行街、赭山公园和火车站，发放调查问卷 520 份，

实际回收有效问卷 502 份，有效回收率为 96.5% ；公众

生态文明素养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公众对生态文明相关

问题的认知度、公众对热点环境问题的知晓程度、公众

对生态问题的认知及行为、现实需求及生态行为能力等。

生态科普情况调查重点对生态科普的公众满意度、科普

渠道、科普对象以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多方调查，同时

搜集芜湖市市域和安徽省省域的生态科普教育数据资料。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变量 类型 比例

性别
男 57.6%
女 42.4%

年龄

18 岁以下 5.0%
18～25 岁 42.6%
26～30 岁 16.5%
31～40 岁 15.1%
41～50 岁 8.8%
50 岁以上 12.0%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7.2%
初中 20.1%

高中、中专或职高 26.5%
大学及以上 46.2%

职业

企业员工 18.5%
政府或事业单位人员 7.8%

农民 12.1%
学生 31.9%

个体户等自由职业者 29.7%

3  结果与分析

3.1  公众生态文明素养状况

在回答“您了解什么是生态文明吗？”这个问题时，

由表 2 可看出，总体上来说，比较了解和非常了解的人

都很少，合计才达到 17.7%，56% 的人回答是“一般”，

受访者往往只知道生态文明就是有关生态方面的文明素

养，具体是哪些却说不清楚，而不了解的人达到 26.3%，

通过对不同年龄段的比较发现，18 岁以下的年轻人和 50
岁以上的人员了解程度相对较高，问询发现，18 岁以下

的年轻人受到的教育程度较高，教育内容常涉及生态文

明，50 岁以上的人员则往往是生活经验积累所致。不同

职业人群相比，政府或事业单位人员了解程度最高，比

例达到 28.2%。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群了解程度相对较

高，达 19.8%，这主要是因为这类人群接触国家生态文

明方面的政策和信息机会相对较多。由此可见，生态文

明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但还是概念和理念，没有深

入人心，公众对生态文明了解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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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认知程度不高，但公众期待生态文明。公众认

为“有必要”的各类群体都占 90% 左右，其中 100% 的

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认为“有必要”，98.1% 的学生认

为“有必要”，85.2% 的农民认为“有必要”，这主要是

因为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学生群体的受教育水平

及相关生态知识和信息了解较多，对生态文明素养的认

知度相对较高。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和相关知识的缺乏，

对公民生态文明素养的认知度相对较低。

各类人群对周围环境的关注度均在 65% 左右，不关

注的人群大多不超过 10%，说明公众对周围的环境关注

度较高。随着年龄增长呈现出更加关注的趋势，50 岁以

上人群关注度最高，达 76.7%，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

更加关注生存环境及生活质量，对健康的生态环境更加

向往。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者关注度也偏高，达到 71.6%。

不同职业的人群中企业人员关注度最高，近年来各类企

业在生产中注重环境保护，对员工宣传教育较多，而企

业往往更是破坏生态环境的主体，企业员工对生态问题

更加敏感。

《穹顶之下》获得了公众热烈追棒反映出官方生态

科普长期缺位，没有对公众日益增长的生态科普需要做

出回应。大多公众看过或听说过该视频，各群体基本只

有 20% 左右的人没有看过或听说过，小学文化程度和农

民没有看过或听说过的公众相对较多，分别为 34.4% 和

41.7%。这可能是这部分群体利用网络的能力相对较弱，

而他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度也相对较低。在对 PM2.5 认知

方面，72.1% 的人表示知道，说明公众的知晓程度较高。

18～25 岁年龄段的人群认知度最高，达 82.2%，然后

随着年龄的增长，知晓程度反而降低了，这主要是因为

18～25 岁年龄段的人群大多处于上大学或刚工作阶段，

对空气质量变化比较敏感。芜湖作为全国文明城市，空

气和水质量曾经是芜湖人引以为傲的资本，但近 10 年，

芜湖市由于工业经济发展，空气质量有恶化趋势，近几

年芜湖市 PM2.5 数据时有超标，引起了广大市民和公众的

担忧和关注。随着学历的升高，公众对 PM2.5 的认知度

也逐步升高，反映了高学历群体对生态问题的认知度更

高。学生和政府或事业单位人员对 PM2.5 的认知度最高，

农民的认知度最低。PM2.5 是一个专业词汇，对于学生和

政府及事业单位人员来说，理解不难，但对于农民来说，

则相对难以理解。

在对生态问题的认知及行为能力方面，有相关知识

或相关行为的公众占大部分，表示均没有的较少，女性

（48.8%）比男性（37.0%）具有相关知识和行为的比例

更高。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相关知识和行为的比例降低，

主要是年轻人具有更多、更科学的生态环境知识。学生

和政府事业单位人员也显示出具有更好的生态认知及行

为能力。

在破坏环境行为方面，有 76.7% 的人表示没有相

关行为，芜湖市近年来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宣传力度

较大，大部分公众能做到不破坏生态环境。其中，男性

（10.7%）比女性（8.5%）破坏环境的人数相对较多，说

明男性在保护环境的认知度不如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

整体上，破坏环境的行为增多，这与年轻人受到的环境

教育较早，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相对较强，可见，对青少

年的环境教育意义深远。政府或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农民

破坏环境的行为最高，访谈发现，政府或事业单位人员

表示，在城市经济发展和建设中，由于他们被动参与或

表 2　公众对生态文明相关问题的认知度

类型
生态文明了解程度 生态文明素养的必要性认知 对环境关注程度

不了解 一般 了解 有必要 没必要 无所谓 关注 不关注 说不清

总体状况 26.3% 56.0% 17.7% 95.2% 1.8% 3.0% 65.9% 8.4% 25.7%
男 27.7% 53.3% 19% 94.5% 2.4% 3.1% 66.4% 9.7% 23.9%
女 24.4% 59.6% 15.9% 96.2% 0.9% 2.8% 65.3% 6.6% 28.2%
18 岁以下 16% 60.0% 24% 96.0% 0.0% 4.0% 56.0% 12.0% 32.0%
18～25 岁 22.4% 62.1% 15.4% 96.7% 1.9% 1.4% 61.7% 5.6% 32.7%
26～30 岁 26.5% 55.4% 18.1% 92.8% 3.6% 3.6% 65.1% 14.5% 20.5%
31～40 岁 28.9% 52.6% 18.4% 98.7% 0.0% 1.3% 69.7% 9.2% 21.1%
41～50 岁 29.5% 54.5% 15.9% 93.2% 2.3% 4.5% 72.7% 6.8% 20.5%
50 岁以上 38.4% 38.3% 23.3% 90.0% 1.7% 8.3% 76.7% 8.3% 15.0%
小学及以下 52.8% 41.7% 5.6% 94.4% 0.0% 5.6% 58.3% 11.1% 30.6%
初中 30.7% 50.5% 18.9% 92.1% 0.0% 7.9% 66.3% 8.9% 24.8%
高中、中专或职高 29.3% 54.1% 16.6% 94.7% 3.8% 1.5% 57.9% 13.5% 28.6%
大学及以上 18.6% 61.6% 19.8% 97.0% 1.7% 1.3% 71.6% 4.7% 23.7%
企业员工 28% 57.0% 15.1% 98.9% 1.1% 0.0% 75.3% 3.2% 21.5%
政府或事业单位人员 23.1% 48.7% 28.2% 100.0% 0.0% 0.0% 71.8% 5.1% 23.1%
农民 41% 42.6% 16.4% 85.2% 1.6% 13.1% 62.3% 16.4% 21.3%
学生 20% 62.5% 17.5% 98.1% 0.6% 1.3% 61.9% 8.1% 30.0%
个体户等自由职业者 26.8% 55.7% 17.4% 92.6% 4.0% 3.4% 64.4% 9.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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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了一些项目建设实施，而这些项目往往只考虑经济

效益，会破坏城市原生态环境，农民则常常是因为获取

生产生活资料而破坏环境。

大多受访者表示他们有保护环境行为，26～40 岁的

人群比例最高，是因为这部分人群大多在工作岗位，他

们的社会责任感最强，敢于担当。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

保护环境行为增多，而企业员工和政府或事业单位人员

的保护环境行为较少，比农民都少，可能是由这两类人

群工作性质决定，受访者表示，破坏环境的行为往往带

有暴力和利益纠葛，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他们不敢去管，

更多时候是有心无力，而学生和自由职业者这方面顾忌

相对较少，他们往往更能主动地去保护环境，但保护效

果往往不甚理想，因为这两类群体往往更弱势，社会应

该给予他们更多支持、鼓励和帮助。

3.2  生态科普教育情况调查

目前生态科普教育满意度不高，整体满意度为

25.9%，而不满意的人达到 50%，可见生态科普教育满足

不了公众日益增长的生态素养提升需求。年龄越小，学

历越高，对生态科普满意率越低，政府或事业单位人员

和农民满意度较高，这主要是因为政府或事业单位人员

接受到的生态科普知识较多，而农民则是本身需求度不

高。学生、自由职业者和企业员工等对生态科普的满意

度较低，说明生态科普教育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

2013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的主题是“保护生态环境，

建设美丽中国”，安徽省也举办了主题活动，课题研究人

员赴现场调研发现活动内容与活动主题相差甚远，现场

发放材料多为科普公司的营销产品介绍，少有生态科普

展品。查阅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的官方网站，发现对此

次活动的新闻宣传仅有 1 篇。作为安徽省科普教育主管

部门，在查阅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网站还发现，关于科

普的网站信息自 2013 年以来只有 2 条信息，且长期不更

表 4　公众对生态问题的认知及行为

类型
对生态问题的认知及行为 破坏环境的行为 保护环境的行为

有一定知识和行为 有一定知识 有一定行为 均无 有 没有 说不清 有 没有 说不清

总体状况 42.0% 32.1% 17.9% 8.0% 9.8% 76.7% 13.5% 64.8% 15.0% 20.7%
男 37.0% 35.3% 18.3% 9.3% 10.7% 73.7% 15.6% 56.0% 32.0% 12.0%
女 48.8% 27.7% 17.4% 6.1% 8.5% 80.8% 10.8% 55.1% 17.3% 27.1%
18 岁以下 64.0% 20.0% 12.0% 4.0% 4.0% 76.0% 20.0% 53.0% 27.7% 19.3%
18～25 岁 49.1% 33.6% 13.6% 3.7% 6.5% 79.9% 13.6% 51.3% 25.0% 25.0%
26～30 岁 39.8% 31.3% 22.9% 6.0% 7.2% 84.3% 8.4% 63.6% 18.2% 18.2%
31～40 岁 34.2% 40.8% 19.7% 5.3% 11.8% 69.7% 18.4% 63.3% 15.0% 21.7%
41～50 岁 34.1% 25.0% 20.5% 20.5% 9.1% 72.7% 18.2% 52.8% 22.2% 25.0%
50 岁以上 26.7% 26.7% 25.0% 21.7% 25.0% 66.7% 8.3% 53.5% 23.8% 22.8%
小学及以下 22.2% 19.4% 36.1% 22.2% 11.1% 75.0% 13.9% 54.1% 25.6% 21.1%
初中 34.7% 28.7% 22.8% 13.9% 13.9% 75.2% 10.9% 58.6% 16.4% 24.6%
高中、中专或职高 42.1% 27.1% 19.5% 11.3% 12.0% 72.9% 15.0% 60.2% 16.1% 23.7%
大学及以上 48.3% 38.4% 12.1% 1.3% 6.5% 79.7% 13.8% 61.5% 17.9% 23.1%
企业员工 37.6% 38.7% 20.4% 3.2% 8.6% 80.6% 10.8% 45.9% 29.5% 23.0%
政府或事业单位人员 43.6% 48.7% 5.1% 2.6% 15.4% 66.7% 17.9% 53.1% 21.3% 25.6%
农民 24.6% 27.9% 16.4% 31.1% 13.1% 72.1% 14.8% 59.1% 20.1% 20.8%
学生 52.5% 33.1% 12.5% 1.9% 5.6% 80.6% 13.8% 85% 34% 41%
个体户等自由职业者 40.3% 24.2% 26.2% 9.4% 12.1% 74.5% 13.4% 88% 30% 31%

表 3　公众对热点环境问题的知晓程度

类型
对《穹顶之下》知晓程度

对 PM2.5 的知

晓程度

看过 没看过 只听说过 没听过 知道 不知道

总体状况 30.3% 27.9% 27.9% 13.9% 72.1% 27.9%
男 29.1% 27.3% 27.7% 15.9% 74.4% 25.6%
女 31.9% 28.6% 28.2% 11.3% 69.0% 31.0%
18 岁以下 24.0% 28.0% 24.0% 24.0% 76.0% 24.0%
18～25 岁 35.5% 22.9% 32.2% 9.3% 82.2% 17.8%
26～30 岁 31.3% 32.5% 25.3% 10.8% 79.5% 20.5%
31～40 岁 31.6% 23.7% 32.9% 11.8% 71.1% 28.9%
41～50 岁 20.5% 40.9% 18.2% 20.5% 45.5% 54.5%
50 岁以上 18.3% 35.0% 18.3% 28.3% 45.0% 55.0%
小学及以下 2.8% 47.2% 8.3% 41.7% 27.8% 72.2%
初中 17.8% 36.6% 23.8% 21.8% 51.5% 48.5%
高中、中专

或职高
24.8% 30.8% 28.6% 15.8% 66.2% 33.8%

大学及以上 43.1% 19.4% 32.3% 5.2% 91.4% 8.6%
企业员工 26.9% 23.7% 34.4% 15.1% 79.6% 20.4%
政府或事业

单位人员
51.3% 17.9% 28.2% 2.6% 84.6% 15.4%

农民 9.8% 39.3% 16.4% 34.4% 37.7% 62.3%
学生 40.6% 23.1% 29.4% 6.9% 88.8% 11.3%
个体户等自

由职业者
24.2% 33.6% 26.8% 15.4% 60.4%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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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更无生态科普方面信息。自 2015 年以来，10 年的

全国科普日主题中有 6 年提到生态问题，尤其是 2007—
2011 年连续 5 年全国科普日主题有生态环境，但目前科

普教育活动流于形式。芜湖市公众对全国科普日活动有

63.7% 的人表示不知道，政府或事业单位人员也有超过一

半的人表示不知道，也印证了生态科普教育覆盖面不广、

宣传力度不够。

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依旧是公众获取生态

知识的主要渠道，但公众依靠新媒体也有 58.4% 的比例，

有赶超传统媒体趋势，而随着年龄降低和学历升高依靠

新媒体的人群增多，农民更倾向于传统媒体。去科普馆

参观或参加科普活动情况不容乐观，人群主要集中在

31～40 岁年龄段的人，往往在单位的组织下学习参观，

流于形式较多，真正需要科普的人群往往难于获取科普

馆信息和渠道。

公众认为生态科普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政府重

视不够、投入不足、制度不完善（55.4%）、不能及时回

应公众关注的热点生态问题（43.4%）、根据不同群体的

专项科普太少（34.9%）。另外，媒体不给力（16.9%）、

科普内容不接地气、区域特色不明显（16.9%）、科普平

台和科普手段落后（10.8%）也受到公众的广泛批评。

公众认为各类群体均应受到生态科普的关注，这从

图 1 可以看出，尤其是学生应该接受更多的生态知识，

政府应将生态教育深入到学生中。对农民的生态科普教

育也尤其重要，他们的生态理念和能力亟待提升。同样，

各类人群认为城市和农村的生态科普教育均要得到重视，

基本上各占一半，反映出公众认为生态科普不能失之偏

颇。目前生态科普教育不接地气的现象尤其严重，很多

生态科普产品年年都是老样子，公众对符合区域特色的

生态科普教育期待值较高，各类人群都有将近 90% 的人

表示希望生态科普更要有区域特色，如安徽省生态资源

丰富，在生态科普教育时可利用本省的资源，这样才能

更好地为公众接受，才能真正发挥科普效果。

4  结论

目前公众对生态文明素养提升充满期待，公民具有

一定的生态意识，但生态知识和生态行为较差，生态文

明素养整体状况不佳。尽管芜湖市是全国文明城市，但

公众生态文明素养不高，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不同职

业类型的人群生态文明素养还有一定差异。目前生态科

普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公众需要，政府在生态科普教育方

面还存在思想、能力、机制和内容等多方问题。通过分

析总结，本文以为要提升公众生态文明素养需要构建四

个联动的的科普教育体系。

4.1  构建高度重视生态科普教育的思想体系

近年来，非官方的报道常引起公众的更大关注，显

示出政府生态科普的严重缺位。公众有生态问题的知情

权和参与权，知情权不应仅仅是科普或知识上的知情，

更为重要的应是政府和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信息公开

是让公众知道。知情权是公众参与的基础，也是提高参

与的质量或作用的前提。科普是让公众科学、正确地认

知和辨识，二者缺一不可。政府科普部门应该将生态科

普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加大对生态科普的硬软件投

入，要将生态科普放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基础工程战略

的高度来抓，要主动服务，而不是被动应对。同时，政

府也要向公众表明，生态文明素养是公民的一项基本科

学素养，公民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权利和义务，要创造条

件让公众参与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让生态文明

思想深入人心。

4.2  构建支撑生态科普教育的技术能力体系

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传播方式多样，传统的科普场

馆参观和科普活动覆盖面逐步缩小，在牢牢抓住广播、

表 5　公众对生态科普满意度及科普活动知晓程度

类型
生态科普满意度

对全国科普日活

动知晓程度

满意 不满意 说不清 知道 不知道

总体状况 25.9% 50.0% 24.1% 36.3% 63.7%
男 23.5% 52.6% 23.9% 34.9% 65.1%
女 29.1% 46.5% 24.4% 38.0% 62.0%
18 岁以下 20.0% 52.0% 28.0% 52.0% 48.0%
18～25 岁 19.2% 52.3% 28.5% 35.5% 64.5%
26～30 岁 25.3% 55.4% 19.3% 26.5% 73.5%
31～40 岁 26.3% 50.0% 23.7% 38.2% 61.8%
41～50 岁 36.4% 36.4% 27.3% 38.6% 61.4%
50 以上 45.0% 43.3% 11.7% 41.7% 58.3%
小学及以下 41.7% 44.4% 13.9% 33.3% 66.7%
初中 34.7% 39.6% 25.7% 43.6% 56.4%
高中、中专或职高 21.8% 46.6% 31.6% 34.6% 65.4%
大学及以上 22.0% 57.3% 20.7% 34.5% 65.5%
企业员工 25.8% 58.1% 16.1% 21.5% 78.5%
政府或事业单位人员 33.3% 53.8% 12.8% 48.7% 51.3%
农民 44.3% 45.9% 9.8% 36.1% 63.9%
学生 15.6% 53.8% 30.6% 40.6% 59.4%
个体户等自由职业者 27.5% 41.6% 30.9% 37.6% 62.4%

�

图 1　生态科普应重点关注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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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的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应积极加

大人、财、物的投入，与时俱进，不断增强生态科普的

技术支撑能力，抢占先机，迅速占领互联网、微信等新

媒体宣传阵地，有针对性地开展公众关注的生态科普宣

传。针对不同的群体要采取不用的科普方式，如对于在

校学生，可以通过生态科普书籍或教育进行生态科普；

对于社区居民，可以支持社区自行举办形式多样、丰富

多彩的生态科普活动；对于农民，可以采取科技下乡等方

式宣传生态理念和生态生活方式。要充分利用最先进的技

术和手段倡导生态文明理念，积极推进生态科普进课堂、

进乡村、进社区、进机关，让生态文明遍地发芽生根。

4.3  构建生态科普教育的长效机制体系

目前，国家科普还主要停留在利用全国科普日期间

进行相关宣传阶段，没有形成长期机制，而对于生态

方面的科普少之又少。公众生态文明素养的提升需要长

期潜移默化的影响，政府有关部门对于生态科普的宣传

必须形成长效机制，生态科普常态化应该是科普宣传部

门的新常态。对于公众满意度不高的科普宣传要敢于说

“不”，不让生态科普最终流于形式。

4.4  构建富有区域特色生态科普教育内容体系

生态科普教育要充分利用区域生态资源优势，如本

案例地中芜湖市可对沿江湿地生态保护内容进行科普宣

传，安徽省可加强对新安江生态补偿、皖北及沿淮平原

绿色生态屏障、黄山和太平湖等重点区域生态安全保护

建设等富有区域特色的生态案例进行深度生态科普宣传，

通过对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的跟踪宣传，引导公众树立

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理念。同样，对于区域内

生态环境违法案例也不能回避，可进行相关追踪报道，

让公众明辨自己生活环境中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这样，

表 6　公众了解生态知识的途径及生态科普教育存在的问题

类型

公众了解生态知识的途径 生态科普存在的问题

传统

媒体

新媒

体

书籍或

教育

与人

交流

业务

实践

科普

馆等

重视、投入

和制度问题

未及时回

应公众

内容空泛

无特色

平台技

术落后

专项科

普少

媒体

不给力
其他

总体状况 69.3% 58.4% 13.9% 16.1% 7.6% 8.6% 58.8% 42.0% 18.1% 12.9% 34.1% 12.0% 2.2%
男 70.2% 56.1% 12.5% 15.9% 8.0% 7.3% 59.2% 38.8% 18.3% 14.9% 36.3% 12.5% 1.7%
女 68.1% 61.5% 16.0% 16.4% 7.0% 10.3% 58.2% 46.5% 17.8% 10.3% 31.0% 11.3% 2.8%
18 岁以下 48.0% 80.0% 20.0% 12.0% 16.0% 12.0% 80.0% 36.0% 24.0% 24.0% 12.0% 4.0% 8.0%
18～25 岁 66.8% 73.4% 17.8% 19.6% 6.5% 7.9% 64.0% 48.6% 20.6% 15.0% 35.0% 11.7% 0.9%
26～30 岁 61.4% 67.5% 10.8% 13.3% 10.8% 6.0% 55.4% 43.4% 16.9% 10.8% 34.9% 16.9% 1.2%
31～40 岁 71.1% 51.3% 10.5% 18.4% 6.6% 61.8% 44.7% 46.1% 18.4% 11.8% 44.7% 11.8% 2.6%
41～50 岁 84.1% 25.0% 11.4% 11.4% 2.3% 11.4% 56.8% 20.5% 6.8% 6.8% 27.3% 18.2% 2.3%
50 岁以上 85.0% 16.7% 8.3% 10.0% 8.3% 10.0% 55.0% 30.0% 16.7% 10.0% 30.0% 5.0% 5.0%
小学及以下 83.3% 19.4% 16.7% 22.2% 11.1% 8.3% 50.0% 27.8% 16.7% 13.9% 44.4% 13.9% 2.8%
初中 68.3% 42.6% 11.9% 12.9% 8.9% 8.9% 48.5% 30.7% 18.8% 5.9% 26.7% 8.9% 5.0%
高中、中专或职高 69.2% 56.4% 7.5% 12.8% 7.5% 8.3% 60.2% 43.6% 13.5% 9.0% 27.1% 12.8% 3.0%
大学及以上 67.7% 72.4% 18.1% 18.5% 6.5% 8.6% 63.8% 48.3% 20.7% 18.1% 39.7% 12.5% 0.4%
企业员工 68.8% 66.7% 14.0% 15.1% 5.4% 9.7% 65.6% 39.8% 19.4% 15.1% 37.6% 17.2% 0.0%
政府或事业单位人员 76.9% 56.4% 12.8% 7.7% 10.3% 5.1% 48.7% 53.8% 23.1% 15.4% 35.9% 5.1% 0.0%
农民 83.6% 29.5% 14.8% 14.8% 6.6% 8.2% 52.5% 31.1% 11.5% 8.2% 34.4% 16.4% 4.9%
学生 66.3% 77.5% 21.3% 23.8% 7.5% 7.5% 68.8% 50.0% 21.9% 16.3% 33.1% 10.0% 0.6%
个体户等自由职业者 65.1% 45.0% 6.0% 11.4% 8.7% 10.1% 49.0% 36.2% 14.8% 9.4% 32.2% 10.7% 4.7%

表 7　生态科普教育应重点关注区域及 
区域特色科普必要性认识

类型

生态科普应重点

关注区域

区域特色生态科普 
必要性

农村 城镇 应该 不应该 无所谓

总体状况 47.2% 58.2% 89.6% 5.0% 5.4%
男 49.5% 56.7% 90.7% 4.5% 4.8%
女 44.1% 60.1% 88.3% 5.6% 6.1%
18 岁以下 44.0% 60.0% 88.0% 4.0% 8.0%
18～25 岁 45.3% 61.2% 90.7% 4.2% 5.1%
26～30 岁 48.2% 54.2% 86.7% 7.2% 6.0%
31～40 岁 44.7% 63.2% 90.8% 3.9% 5.3%
41～50 岁 43.2% 59.1% 84.1% 11.4% 4.5%
50 岁以上 60.0% 45.0% 93.3% 1.7% 5.0%
小学及以下 47.2% 52.8% 83.3% 8.3% 8.3%
初中 51.5% 51.5% 87.1% 4.0% 8.9%
高中、中专或职高 48.9% 56.4% 89.5% 6.8% 3.8%
大学及以上 44.4% 62.9% 91.8% 3.9% 4.3%
企业员工 41.9% 66.7% 89.2% 6.5% 4.3%
政府或事业单位人员 46.2% 59.0% 100.0% 0.0% 0.0%
农民 59.0% 42.6% 86.9% 4.9% 8.2%
学生 46.3% 60.6% 93.8% 2.5% 3.8%
个体户等自由职业者 47.0% 56.4% 83.9% 8.1%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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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科普才能真正为公众接受和掌握。

未来工作中，相关学者可以围绕不同区域及不同群

体的公众生态文明素养进行深入比较研究，同时结合生

态科普教育中的思想、能力、机制和内容四个方面体系

开展更为具体的实证研究，为生态科普教育工作提供切

实可行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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