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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公众生态文明素质评价及提升策略 

俞健萍
1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嘉兴 314031） 

【摘 要】：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可见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公众生态文明素质，从四个方面来评价嘉兴公众生态文明素质，

分别是知晓度、践行度、认同度和满意度。通过调研得出嘉兴公众的知晓度与践行度有差异，没有真正做到“知行

合一”，同时，对嘉兴的居住环境也有一定的不满，提出相应的对策，为嘉兴市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依据。 

【关键词】：嘉兴 生态文明素质 评价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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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新思想新战略，生态文明理念也日益深入人心。随着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成为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

量，由此全国各地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生态文明

观念、思维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19 年嘉兴市掀起生态文明建设新高潮——积极打造全域美丽大花园，争创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市。嘉兴由此也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的位置，抓好生态文明建设，一刻也不能放松。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也离不

开嘉兴公众生态文明素质的提高。 

1 公众生态文明素质的内涵 

查阅相关文献可以总结出，国内外学者对生态文明素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生态文明概念的界定；生态文明素质的内容；

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教育等方面。 

内容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生态文明素质从心理发展层面来说，由生态文明认知、生态文明价值观、生态文明行为能力

构成。从内容来说，则是由围绕生态环境的知识、伦理与法律制度、技术构成。生态文明素质的概念内涵包括生态文明认知、

生态文明价值、生态文明态度、生态文明行为。生态文明素质有生态文明意识、生态文明知识、生态文明行为等方面。生态文

明素质是强调对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的认识，是能够结合人与环境系统而全面的考虑问题，且具备可持续思维的能力。 

从四个方面来评价嘉兴公众生态文明素养，分别是生态文明知晓度、生态文明践行度、生态文明认同度、生态文明满意度。

掌握生态文明的相关内容，有利于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认知，并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努力。 

2 嘉兴公众生态文明素质的总体分析及评价 

调研主要是通过问卷来实现的，问卷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接受调查者的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文化

程度、收入，共 5 小题；第二部分是生态文明素质调查，包括生态文明的知晓度、生态文明践行度、生态文明认同度、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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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满意度；这部分也包含一些附加信息：例如生态文明知识渠道、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对生活影响最大的生态问题等等，以

供进一步研究分析。 

2.1调查基本情况 

发放问卷 350份，回收有效问卷 315份，有效问卷比例达 90%。调查对象基本信息情况有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

庭收入 5道题。样本存在的问题：样本的男女比例不均衡，女性比男性多 20.64%；年龄分布上没有收集到 50岁以上的人群；职

业中也没有收集到“农民”的信息。以上存在的问题可能到导致结论存在误差。 

2.2生态文明知晓度 

问卷共设置了 5个问题来评价嘉兴公众生态文明的知晓度，分别如下。 

(1)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取选项 6月 5日作为分析和评价指标：46.03%。 

(2)2019年世界环境日中国主题是：取选项“蓝天保卫战，我是行动者”作为分析和评价指标：33.33%。 

(3)绿色消费方式是指?取选项“一种适度节制的消费”作为分析和评价指标：73.02%。 

(4)哪些与白色污染有关?取选项“大量废弃的塑料及其泡沫制品”作为分析和评价指标：92.06%。 

(5)环境污染中的“三废”是指什么?取选项“废水、废气、废渣”作为分析和评价指标：84.13%。 

根据以上 5个分析和评价指标，对调查者的生态文明认知度的总评为：(46.03%+33.33%+73.02%+92.06%+84.13%)/5=65.714%。

说明被调查者中 65.714%对生态文明知识了解比较全面。 

2.3生态文明践行度 

问卷共设置 8 道题来反映践行度问题，主要是针对日常生活中做法，如垃圾分类、乘坐公共交通、外出购物自带购物袋、

随手关紧水龙头、购买低耗家电等。如图 1所示。 

从上图中可以得出，8 道题中回答“总是”比例为 47.62%，该比例是明显高于其他选项的，这说明公众有一定的环保执行

力。但只有“习惯性地关紧水龙头”(88.89%)、“选购电器时选择低能耗产品”(50.79%)、“尽量少开车，多乘用公共交通工

具(53.97%)”这三个题目的“总是”超过 50%，这说明，对于不同的日常行为，公众的践行度是不一样的，对于以上 3 个高于

50%的问题，想必调查对象是为了节约生活开支，会在水、电、气、油等方面的践行度较高，而其他方面的践行度就低了。 

2.4生态文明认同度 

问卷共设置了 4 个问题来反映认同度问题，主要是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来提问。90.48%的调查对象选择人类要与大自

然和谐共处；63.49%认为人类已经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65.49%选择自然界的平衡容易被打破；25.4%不认为人可以为了满足自

身需求而改变自然环境。从数据中可以得出，被调查者对生态文明的认同度较高，能够清楚的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

但依然还有很多调查对象认为人可以为了自己而改变自然，认识依然存有偏差，需要继续加强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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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生态文明满意度 

问卷共设置了 3个问题来反映满意度问题，主要是通过调查者对居住环境做出评价。 

(1)总体看来，您认为嘉兴的环境污染如何?52.38%调查对象认为嘉兴的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和非常严重了，这说明公众对嘉

兴的环境问题比较担忧，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大环境的整治，为了公众对美好环境的需求做出更大的努力。 

(2)您对您目前居住地的环境状况满意程度如何?55.56%的调查对象对居住地环境不是很满意，造成这个不满意的原因会有

很多，如绿化程度、噪音污染、空气污染等。总的来说，生态文明建设是迫切需要的。 

(3)就您来看，对您生活影响最大的生态问题是?饮水质量问题(41.27%)是困扰调查对象的最大生态环境问题，其次是空气

质量，之后是生活垃圾和饮食卫生问题。水是生命之源，我们都离不开水，对水的要求也较高，通过这次调查，公众对饮水问

题依然存在担忧。一方面反映了饮水质量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公众对于水污染治理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 

2.6附加题分析 

问卷最后设置了三个附加题，分别是： 

(1)您认为建设“美丽嘉兴”需要靠哪些人的努力?这是一项多选题，这其中 80.95%调查对象选择政府及环保局，66.67%选

择企业，63.49%选择社会团体，92.06%选择公众。这就说明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靠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公众的共同努力去

实现，尤其是政府和公众的力量，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公众的主体作用，要靠广大群众自己发挥主人公作用。 

(2)您的生态文明知识主要来自哪个渠道?82.54%电视或广播，57.14%报纸/杂志/图书，71.43%互联网，58.73%标语/活动宣

传，55.56%环保组织宣传，38.1%培训/讲座，31.75%好友/同事交谈，1.59%其他渠道。生态文明宣传途径有很多，有些效果很

显著，而有些却差强人意，如标语/活动宣传、环保组织宣传、培训/讲座，这也正说明还需要加大宣传教育。 

 

图 1调查对象日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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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认为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破坏，最有效的保护措施有哪些?这也是一道多选题，63.49%选择加大经济惩罚力度，

60.32%选择指定严厉的法律，82.54%选择采取积极地措施来防治和治理生态破坏，73.02%选择政府加大宣传和资金支持，87.3%

选择提高公众环保意识使之自觉维护。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大众更倾向于积极的措施。 

2.7结论 

(1)嘉兴市公众生态文明素质整体较好，其中认知度是大于践行度的，说明嘉兴市公众对生态文明都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

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没有正确的去对待，并没有完全做到“知行合一”，而且不同的日常行为践行度也不同，具有一定的功利性。 

(2)问卷数据统计交叉分析显示，在生态知识方面，有 4题女性回答的正确率要高于男性，说明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关注

生态文明的知识。在践行度方面，男性回答的“总是”要略高于女性，但总体差异不大。 

(3)年龄对生态文明素质的影响。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知晓度，5 个年龄段存在的差异很小，都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在践行

度方面，“20岁以下”的公众生态文明行为高于其他年龄段，在认同度方面，“19～29岁”分数最高； 

(4)学历对生态文明素质的影响。学历对知晓度的影响较大，学历越高，知晓度越高；但对生态文明践行度的影响差异较小，

这说明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文明行为，无论学历高低都可以完成。同时也反映了高学历存在知行反差。 

(5)职业对生态文明素质的影响。“学生”的知晓度明显高于其他职业，但“学生”的践行度却不是最高的，反而是“企业

经营管理人员”。这说明学校需要提高学生的环保实践力。 

(6)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和公众的力量是其主要因素。 

(7)嘉兴市公众对饮水问题比较担忧，认为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同时对居住地环境也不是很满意。 

3 提升嘉兴公众生态文明素质的策略 

3.1加强生态文明宣传和教育力度 

虽然嘉兴生态文明重要性的认同度比较高，但对生态文明的知识概念认知还不够，要继续加强生态文明宣传和教育，完善

生态文明教育体系，要让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保护地球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每一个人，要使建设生态文明观念深

入社会、深入学校、深入单位、深入家庭、深入个人。如针对在校大学生，学校构建生态文化，倡导节约，学校可以开设生态

文明教育课程或是邀请环保工作者来校做讲座；同时为了提高学生的对生态文明的“知行合一”，也可以开展户外拓展活动，

作为学分的加分项；学校也可以成立环保社团，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项环保活动。针对企事业单位，也可以开设各类生态文明

建设讲座；举办生态文明培训班；将主题党日活动与生态文明结合起来，将团建活动与生态文明结合起来，时刻重视生态文明

的建设。针对社区，可以通过开展趣味活动、发放小礼品、举办小晚会等形式来宣传生态环保小知识，也可以多举办群众性参

与环保活动，增加重大环保纪念日的宣传活动，甚至可以举办一些亲子类活动，调动广大群众的参与积极性，扩大群众的参与

面。 

3.2优化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路径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其实很多人也很关心环保问题，也想在假期的时候参加环保活动，但是不知道怎么参加，在哪参加，

缺乏信息来源。所以要完善和优化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路径，降低参与环保的门槛，同时积极鼓励非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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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发展和宣传，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带动更多的公众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 

3.3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政府的主导作用体现在生态文明理念的倡导和实施中，让嘉兴公众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中，不能以牺牲环境为前提，“先污染、后治理”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同时，政府要构建好生态文明

发展战略，坚持绿色发展，保护环境，推动供给侧改革，选择低能耗、低污染的发展方式，逐步处理好已存在的水质量下降、

空气污染等问题，如鼓励工农业采用节能环保技术，对引进此类设备可给予一定的补助或减免税收。加强生态产品生产的监督，

引导消费者购买生态标志产品，给消费者增加信心，可以有效刺激需求，从而反向带动企业选择生态生产方式。推进全社会进

入绿色低碳发展的轨道。积极营造良好的生态文明氛围，不管任何人任何时候走到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一种文化气息，随

处可见各类优秀人物事迹、名人名言等，网络媒体进行生态文明教育等，为群众的工作生活营造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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