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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SARS、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拉响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警报，同时也暴露出公民生态文明素养不高等问题。

为有效防止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事件再次出现，亟需全面提升公民生态文明素养，增强对生态文明建设

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认同与思想行为自觉。青年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

不但要成为宣传者、实践者、推动者，更要成为引领者，提升其生态文明素养至关重要。在重大疫情防

控背景下，以青年群体作为调研对象，从四个维度构建了包含十六个要素指标和三十二个测试问题的生

态文明素养测评体系，对青年群体生态文明素养现状进行了全面综合评价，从中发现问题，并从理论和

实践两个方面提出了提升青年群体生态文明素养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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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ARS, COVID-19 and other major diseases have aler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also exposed the problem of low civic civiliza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and other major epidemic incidents from happening again, it is urgent to comprehen-
sively enhance the citizen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teracy and enhance their value identification 
and ideological behavior consciousness in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protecting the eco-
logical environment. As the backbone of social development, young people should not only be-
come propagandists, practitioners, promoters, but also leaders i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ivili-
zation construct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i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teracy. Taking 
the youth group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teracy 
evaluation system from four dimensions, which includes 16 elements and 32 test questions. It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youth group’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te-
racy, finds out th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paths to improve the youth group’s ecolog-
ical civilization literacy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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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民生态文明素养是衡量一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程度的重要指标。青年群体作为国家建设的继承者

和接班人，其生态文明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和质量。以重大疫情防控为契机，

把青年群体作为突破口，加快提升其生态文明素养水平，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生态文明素养和觉悟的提升，

对早日建成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 

1.1. 理论综述 

从知网数据库查询结果可知，学术界关于“生态文明素养”的中文研究文献最早出现于 2009 年，随

着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更多“生态文明素养”相关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其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关于生态文明素养内涵的相关研究。 
贺轶玲，李培超(2009)认为生态文明素养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见识、态度和直观感受以及如何

在现实的生态环境中实际地养成对待生态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1]。马淼(2011)认为生态文明素养是个体

生态文明道德素质、身体文明知识素质、以及生态文明理念素质等的综合体现，是个体面对自然生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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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的基本品质[2]。周怡波(2015)认为，生态文明素养是个体的多种素养在生态文明中的综合体现，是

指人在生态文明方面形成的基本教养、总体特质和良好习惯[3]。罗红玉(2019)指出，生态文明素养是人

在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倾向所表现出来的由内到外所养成的一种生态修养的总和[4]。可以看出，国内

对生态文明素养内涵的研究刚刚起步，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本研究在吸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生态文明素养的内涵界定为：个体通过学习和生活实践形成的关于生态文明的知识、情感、意识和行

为等，表现为个体对生态文明的了解程度、态度、生态保护的观念以及环保行为技能。 
第二，关于生态文明素养评价维度的相关研究。 
周怡波(2015)从生态文明意识、生态文明知识、生态文明行为和生态文明教育四个方面设立评价指标，

对大学生生态文明素养现状进行调研分析[3]。罗晓娜(2011)把生态文明素养所包括的要素分为生态文明主

动性、生态文明知识、生态文明技能、生态文明敏感性和生态文明价值判断五个方面，并围绕以上几个方

面对公民生态文明素养进行调研分析和评价[5]。母猛猛(2019)认为生态文明知识、生态文明意识、生态文

明道德、生态文明行为四方面是公民生态文明素养培育的内在构成要素，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

影响共同形成生态文明素养的培育体系，并以此为评价维度进行了调查问卷设计[6]。本研究在前期相关研

究成果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认为生态文明素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态文明知识素养，

主要是指人们对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所拥有的知识及认知，即“知”的程度；二是生态文明意识素养，是

人们对待环境问题的意识、树立的观念及思想，即“意识、观念”的水平；三是生态文明情感素养，指人

们对保护环境的情感和态度，即“情”的程度；四是生态文明行为素养，指人们保护环境的行为取向和具

体行动，即“行”的程度，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本研究关于生态文明素养的四个衡量维度(图 1)。 
 

 
Figure 1. The four measurement dimensions and system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teracy 
图 1. 生态文明素养的四个衡量维度与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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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重大疫情与民众生态文明素养之间的关系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国内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重大疫情发生与民众生态文明素养低下之间

具有紧密关系。岳伟，古江波(2020)指出，新发传染病疫情危机的根源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新冠肺炎

疫情暴露出我国公民与自然生态关系矛盾激化的现状，提升公民生态文明素养是构建疫情防控长效机制

的正确思路[7]。刘海霞(2020)指出，新冠疫情肆虐再次暴露出公民生态文明素养低下的短板，并证明了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也更加凸显了培养塑造生态人前所未有的紧迫性[8]。刘秀凤(2020)认
为，新冠肺炎与 17 年前的 SARS 病毒，皆因人类为了满足自身口腹之欲引起，疫情再次警醒人们，必须

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行为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提高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得尤为必

要和迫切[9]。 

1.2. 调研设计 

1) 研究对象 
目前，学术界关于“生态文明素养”的研究文献中，研究调查对象多集中于当代大学生以及中小学

生群体，而针对整个青年群体生态文明素养状况研究几乎处于空白。青年群体具有不同寻常的辐射力、

传播力和号召力，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坚力量，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建成“美丽中国”，

需要充分发挥青年群体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本研究本着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原则，选取了政府及企事业单位青年群体、在校大学生、农村青年和

城市新兴职业青年群体作为调研对象，他们是青年中的典型代表，能从总体上反映出青年群体生态文明

素养的普遍状况。需要指出的是，本调研中的城市新兴职业青年群体主要包括青年农民工、青年自由职

业者、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独立演员歌手和流浪艺人等。 
2) 研究方法 
调研过程主要采用了三种具体方法：问卷调研法(纸质问卷和问卷星)、座谈法、访谈法(个案访谈和

电话访谈)以及收集整理媒体大数据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调研方法。问卷统计主要采用了 EXCEL 和 SPSS
的统计方法。 

3) 样本指标体系设计 
调研样本的指标体系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I 层)是生态文明素养的四个衡量维度；第二层(II 层)为

要素层，即每个衡量维度下面设立四个二级要素；第三层(III 层)为测试层，围绕着调研目标，共设计了

32 个测试问题(图 1、表 1)。 
 
Table 1. Design of the test questions for the status quo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teracy 
表 1. 生态文明素养现状测试问题设计 

1 III1 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要内容的了解情况 

2 III2 你了解“植树节”的时间及意义吗 

3 III3 对“污染防治攻坚战”了解情况 

4 III4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了解情况 

5 III5 对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了解情况 

6 III6 对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情况 

7 III7 对世界十大环保节日的了解 

8 III8 对“世界经济与环境大会”以及“巴黎协定”的了解情况 

9 III9 对食用野生动物的态度 

10 III10 生态文明建设与个人生活的关系 

11 III11 生活中是否能做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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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2 III12 平时是否有随手丢弃垃圾的习惯 

13 III13 对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意见 

14 III14 对破坏环境行为的态度 

15 III15 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 

16 III16 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 

17 III17 你对野生动物交易持什么态度 

18 III18 看到身边破坏环境的行为，你会怎么做 

19 III19 你认为谁最应该为生态环境负责 

20 III20 环境污染和自身关系认识 

21 III21 环境保护是否重要 

22 III22 对环境污染现象关注情况 

23 III23 对绿水青山的感受 

24 III24 对雾霾天气的感受 

25 III25 外出聚餐，如何处理剩饭剩菜 

26 III26 如何处理家里产生的生活垃圾 

27 III27 能否做到低碳出行 

28 III28 能否注意旅游景点的生态环保 

29 III29 集体活动自身是否注意环保 

30 III30 集体活动时是否会主动倡议大家做到生态环保 

31 III31 公共场所自身能否做到生态环保 

32 III32 公共场所看到垃圾是否会拾起来丢进垃圾桶 

 
4) 调研样本的基本情况 
在天津、上海、广州三地各发放样本 400 份(其中，每一类青年群体 100 份)，共 1200 份，收回有效问

卷 982 份，有效率为 81.8%。从回收到的有效问卷情况来看，调研结果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见表 2)。从性别

来看，男性 574 人，女性 408 人，男女性别比例与我国整体人口性别比例大体相当；从年龄分布来看，18~22、 
 
Table 2. Basic situation of survey samples 
表 2. 调研样本基本情况 

指标  比例(%) 指标  比例(%) 

性别   文化程度   

 男 58.45%  小学及以下 7.23% 

 女 41.55%  初中 14.66% 

年龄    高中(中专) 30.14% 

 18~22 岁 31.77%  大学(大专) 34.42% 

 23~30 岁 35.54%  硕士及以上 13.65% 

 31~40 岁 32.69% 职业   

月收入    政府及企事业单位 26.58% 

 2000 元以下 31.06%  在校大学生(大专及本硕博) 29.02% 

 2000~4000 元 24.03%  城市新兴职业青年群体 24.44% 

 4000~6000 元 34.32%  农村青年 19.96% 

 6000 元以上 10.59%    

说明：依据青年联合会的定义，本研究中的青年是指年龄段在 18~40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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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0、31~40 这三个年龄段的青年群体分布较平均，且符合正态分布；从收入来看，2000 元以下占最大比

例，主要是样本中的在读大学生青年群体的存在。除此之外，月收入在 2000~6000 元区间所占比例最高，

达到 58.35%，符合三地实际情况；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大专及以上学历所占比例为 48.07%，表明青年群

体受教育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从回收的有效问卷来看，从农村青年群体收回的有效问卷所占比例最低，与

现实情况相符。 

2. 青年群体生态文明素养现状与问题分析 

2.1. 青年群体生态文明素养现状 

1) 生态文明知识素养现状 
针对青年群体生态文明知识素养的调查，问卷从生态文明基础知识、生态文明法律知识、生态文明

方针政策知识以及生态文明全球性问题四个方面设置 8 道问题进行考察。从调查结果来看(表 3)，青年群

体对生态文明基础知识掌握较好，面对“你了解‘植树节’的时间及意义吗”这一问题时，75.5%的被调

查者表示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特别是在校大学生和政府及企事业单位青年群体这一比例更是分别达到

89.5%和 81.2%。但对于生态文明较深的理论知识、方针政策以及全球视野方面的知识比较欠缺，特别是

关于“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要内容的了解情况”问题的调查，回答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的青年仅占

13%，而完全不了解的青年群体则高达 61.6%。以上说明青年群体对生态文明基础知识有了一定程度的了

解，但是不深入，处于浅层次，特别是在学深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方面还远远不够，必须引起重视。 
 
Table 3. Investigation on the knowledge literac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mong young people 
表 3. 青年群体生态文明知识素养调查情况 

问题 选项 政府及企事业单位青年 在校大学生 城市新兴职业青年群体 农村青年 百分比 

III1 

非常了解 15 22 0 0 3.8% 

比较了解 46 42 2 0 9.2% 

一般了解 106 133 9 1 25.4% 

完全不了解 94 88 229 195 61.6% 

III2 

非常了解 83 115 54 32 28.9% 

比较了解 129 140 113 76 46.6% 

一般了解 38 22 59 55 19.8% 

完全不了解 11 8 14 33 6.7% 

III3 

非常了解 62 51 18 2 13.5% 

比较了解 114 93 37 9 25.8% 

一般了解 65 110 64 18 26.2% 

完全不了解 20 31 121 167 34.5% 

III5 

非常了解 39 44 16 6 10.7% 

比较了解 98 85 46 23 25.7% 

一般了解 82 101 72 27 28.7% 

完全不了解 42 55 106 140 34.9% 

III8 

非常了解 62 86 17 6 17.4% 

比较了解 133 127 56 19 34.1% 

一般了解 49 56 83 62 25.5% 

完全不了解 17 16 84 109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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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态文明意识素养现状 
关于青年生态文明意识方面的调查，从自觉意识、自我意识、社会心理以及对生态文明理论建设四

个方面来考察。调查结果显示，青年群体总体上生态文明意识水平较高，在回答“生态文明建设与个人

生活的关系”时(见表 4)，认为“密不可分”或“有一定关系”的占 84.7%，认为没有关系的仅占 4.7%；

在回答“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与生态文明建设间的关系”时，91.5%的人认为“联系紧密”或“有一定联

系”(见表 5)。以上调研说明青年群体总体上生态文明的自觉意识较强，自我意识基本确立(见表 6)，社

会心理(见表 6)总体健康、积极并具有较强的理论建设(见表 5)。 
 
Table 4.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personal life 
表 4. 生态文明建设与个人生活关系调查 

选项 政府及企事业单位青年 在校大学生 城市新兴职业青年群体 农村青年 百分比 

密不可分 191 216 88 70 57.5% 

有一定关系 49 46 95 77 27.2% 

关系不大 18 22 34 30 10.6% 

没有关系 3 1 23 19 4.7% 

 
Table 5.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theory of youth groups 
表 5. 青年群体生态理论建设情况 

问题 选项 百分比 

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与生态文明建设间的关系

(理论建设) 

联系紧密 81.4% 

有一定关系 10.1 

没多大关系 2.8% 

不清楚 5.7% 

 
Table 6. Investigation of youth group’s self-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psychology of physical civilization 
表 6. 青年群体身体文明自我意识与社会心理调查 

问题 选项 百分比 

平时是否有随手丢弃垃圾的习惯 
(自我意识) 

没有 69.8% 

有 30.2% 

对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意见 
(社会心理) 

支持 76.3% 

不支持 23.7% 

 
3) 生态文明情感素养现状 
生态文明情感素养的范围较广，涉及多个方面，调研主要围绕着生态道德感、生态责任感、生态理智

感和生态美感四个方面设置问题对青年群体进行考察。调查结果显示，在面对“看到身边破坏环境的行为，

你会怎么做”这一问题时，选择“积极制止的”或“立即投诉”的占 56.3%，而选择“不赞成该做法，但

也不会劝”的占 31.9% (见表 7)。由此可以看出，青年群体在保护环境方面具有较强的道德意识，但部分青

年自我主义严重，认为自己做好就可以了，别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道德感薄弱。另外，从表 8、表 9 和

表 10 的调查结果来看，青年群体普遍具有较强的生态责任感、生态理智感和生态美感，当前青年群体对环

境保护的重要性取得了一致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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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Survey on the ecological morality of youth groups 
表 7. 青年群体生态道德感调查 

问题 选项 百分比 

看到身边破坏环境的行为，你会怎么做 

积极制止 32.7% 

立即投诉 23.6% 

不赞成该做法，但也不会劝 31.9% 

跟自己无关，不予理睬 11.8% 

 
Table 8. Survey on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of youth groups 
表 8. 青年群体生态责任感调查 

问题 选项 百分比 

你认为谁最应该对生态环境负责 

政府和环保部门 9.9% 

企业 6.1% 

某一类人 2.7% 

每个人 81.3% 

环境污染与自身关系认识 

关系密切 73.9% 

有一定的关系 18.9% 

没有关系 7.2% 

 
Table 9. Investigation on the ecological sense of youth 
表 9. 青年群体生态理智感调查 

问题 选项 百分比 

环境保护是否重要 

非常重要 72.6% 

比较重要 19.3% 

不重要 2.9% 

不关心 5.2% 

对环境污染现象关注情况 

经常关注 67.5% 

偶尔关注 23% 

不关注 9.5% 

 
Table 10. Survey on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s of youth groups 
表 10. 青年群体生态美感调查 

问题 喜欢 讨厌 没感觉 

对绿水青山的感受 95.8% 0% 4.2% 

对雾霾天气的感受 0% 92.8% 7.2% 

 
4) 生态文明行为素养现状 
关于青年群体生态文明行为素质的考察，主要从家庭生活、日常习惯、外出旅行以及公共场所行为

等方面来考察。调研发现，在家庭生活和日常习惯中能够做到垃圾分类的仅占 51.3% (见表 11)，与我国

实施垃圾分类期望目标相去甚远。值得指出的是，不同城市垃圾分类率差异较大，从问卷调查整理中发

现，上海垃圾分类率已经达到了 74.9%，广州也达到了 65.4%，而天津仅为 17.5%，上海、广州的垃圾分

类率远远高于天津这与其已经出台并强制实施相关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有关。另外，关于生态文明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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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其他问题的回答中，完全能做到低碳出行的占 20%；集体活动时一定会主动倡议大家做到生态环保的

占 45.6%；公共场所看到垃圾一定会拾起来丢进垃圾桶占 42% (见表 12)。从以上的调研结果可以看出，

青年群体生态文明行为素养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Table 11. How to deal with household garbage 
表 11. 如何处理家庭的生活垃圾 

选项 上海 广州 天津 百分比 

收回问卷份数 327 301 354  

分类储存并找垃圾桶分类投放 245 197 62 51.3% 

混合储存并找垃圾桶混合投放 40 56 222 32.4% 

混合储存并随地任意投放 23 33 50 10.8% 

没有处理家庭生活垃圾的习惯 19 15 20 5.5% 

 
Table 12. The surve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ehavior literacy 
表 12. 生态文明行为素养的调查 

问题 选项 百分比 

能否做到低碳出行(外出及旅游行为) 

完全能 20% 

一定程度上能 62.5% 

不能，怎么舒服怎么来 17.5% 

集体活动时是否会主动倡议大家做到

生态环保(集体活动) 

一定会 45.6% 

不确定，可能会 34.9% 

不会 19.5% 

公共场所看到垃圾是否会拾起来丢进

垃圾桶(公共场所行为) 

一定会 42% 

不确定，可能会 36.4% 

不会 21.7% 

2.2. 对调研中发现问题的分析 

1) 生态文明基本知识水平稳步提升，但缺乏深度 
生态文明基本知识是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关系的认知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

境诉求日益强烈的同时，生态文明基本知识水平也在稳步提升，从表 3 的调查中可以看出，75.5%的青年

表示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植树节的时间及意义，在校大学生和政府企事业单位青年中更是超过了 80%。

但同时，61.6%的青年群体完全不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34.5%的青年群体完全不了解“污染防治攻

坚战”；34.9%的青年群体完全不了解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3%的青年群体完全

不了解“世界经济与环境大会”以及“巴黎协定”。由此可见，青年群体对生态文明知识的学习还缺乏

理论广度和深度，浅表化现象突出；对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方针政策、基本法律法规、以及生态

文明建设全球视野方面亟需学习提高。 
2) 生态文明意识不断增强，但还比较薄弱 
生态文明意识是指人类为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意识是行动的先导，生态

文明意识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着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成效。从表 4、表 5 和表 6 的调查中发现，认为生态

文明建设与个人生活没有关系的仅为 4.7%；平时没有随手丢弃垃圾习惯的青年群体接近 70%；支持实施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青年群体高达 76.3%；认为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与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紧密联系的占

https://doi.org/10.12677/ije.2021.102024


罗琼 
 

 

DOI: 10.12677/ije.2021.102024 227 世界生态学 
 

81.4%。由此可见，大部分青年对生态环境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较为积极生态保护价值观以及想

要投身生态文明建设中去的责任感，但同时也表现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理性认识程度不足、立场不够坚定

等问题，37.4%的被调查者不支持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30.2%的被调查者平时有随手丢弃垃圾的习惯。 
3) 生态文明行为开始养成，但“高认知度、低践行度”现象突出 
公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在生产生活中积极践行生态文明理念、主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行为基础。从调研情况来看，青年群体从个人及家庭生活习惯、外出及旅游行为、集

体活动和公共场所行为等方面均表现出生态文明行为素养的提升，行为习惯开始养成。但是“高认知度、

低践行度”情况较为突出，91.9%的被调查者认为环境保护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表 8)；84.7%的人认为身

体文明建设与个人生活关系密不可分或有一定关系(表 4)；91.5%的人认为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与生态文

明建设之间联系紧密或有一定联系(表 5)；76.3%的被调查者支持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表 6)。以上调研

结果充分表明青年群体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较高的认知度，对生态文明建设非常支持和认可，并且青年

群体普遍具有较强的生态责任感、生态理智感和生态美感(表 8、表 9、表 10)，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取得

了一致的认同。但青年群体实际行动与认知程度间的差异较大，在践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还有很大提

升空间，30.2%的被调查者表示平时有随手丢弃垃圾习惯(表 6)；能够做到垃圾分类的仅为 51.3% (表 11)。
以上调查结果与 2019 年《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中的调查结果具有一致性，2019 年《公民生态

环境行为调查报告》指出，公民在践行绿色消费、分类投放垃圾、参加环保实践和参与监督举报等领域

还存在“高认知度、低践行度”现象。 
4) 生态文明素养整体上有较大提升，但不同青年群体间差异较大。 
从以上调查结果可知，十八大以来，青年群体生态文明素养获得了较大提升，但不同青年群体由于

因受教育程度、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等因素的影响，生态文明素养表现出较大差距。调查发现，低学历

青年群体和农村青年群体生态文明素养相对较低，如表 3 所示，关于“对‘世界经济与环境大会’以及

‘巴黎协定’的了解情况”的调研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的青年人数占被调研人

数的 51.5%，而具体到某一群体来看，在校大学生群体和农村青年群体中对此问题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

所占比重则分别为 74.7%和 12.8%，二者之间差距明显；而关于“如何处理家庭的生活垃圾”的调查中，

天津、上海、广州三地不同区域青年群体间调研结果差距很大(表 11)，在其他问题的调研中，这一现象

同样表现的非常突出。 

3. 提升青年群体生态文明素养路径探析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结合青年群体实际特点，从理论教育和现实实践两个方面提出提升青年群

体生态文明素养的有效路径。 

3.1. 理论教育方面 

1) 构建全面立体生态文明教育体系 
从调研中发现，生态文明教育在青年群体成长过程中处于间歇断续的不良状态，生态文明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缺乏有效衔接，我国尚未建立起全面立体的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基于此，需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首先，建立覆盖不同学龄段的生态文明教育体系。青年生态文明素养培育不单单

取决于青年阶段的生态文明教育，而是贯穿于其成长过程中不同学龄段的教育，从幼儿园、小学、中学

再到大学，均应开设生态文明教育相关课程，并进行考核。其次，建立覆盖不同行业的生态文明职业素

养教育体系。将生态文明素养纳入到不同行业从业人员职业操守和职业能力培训中去，生态文明相关课

程成为职业能力培训必选课；将生态文明教育作为党课学习纳入各基层党支部工作，把生态文明建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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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到政治高度。再次，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生态文明公共宣传教育体系。通过普法活动、广大媒体、广播

电台等传播生态文明知识。充分利用电视频道黄金时段、报刊重要位置、沿街 LED 电子显示屏、地铁电

视屏、公交宣传栏等载体，面向全社会进行生态文明知识宣传教育。 
2) 建立生态文明教育多部门联动协同机制 
生态文明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调研中可知，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年龄段的青年群

体生态文明素养差异较大，社会各部门能否做到统一规划和联动协调，关系到青年生态文明教育的整体

成效。目前，我国生态文明教育体系还不完善，各部门之间缺乏协同，各自为战现象突出，政府机关、

学校以及企事业单位之间均依托各自渠道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工作，散乱无序，农村青年群体甚至没

有机会接触相关培训和教育，导致不同青年群体生态文明教育的效率和成效各异。因此，要抓好生态文

明教育顶层设计，构建多部门联动协同机制，理顺政府、学校、社会、企业等在青年群体生态文明教育

中的关系，聚集不同部门智慧和力量，形成统一谋划、执行有力、协同联动生态文明教育体制机制。 
3) 完善生态文明教育制度保障 
完善的法律法规是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保障，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教育普遍有《环境教育法》作保

障，而我国在生态文明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到位使得生态文明教育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实施方案、

措施保障不清晰，公民在生态文明教育中的权利义务不明确。加快建立完善的生态文明教育制度法规，

是深化生态文明教育的迫切要求。一方面，加快推进生态文明教育相关法规建设，借鉴发达国家先进做

法，制定《生态文明教育法》等相关法规，以法律形式确保生态文明教育的强制性和规范性。另一方面，

制定出台《生态文明教育法》相关配套法规，比如《生态文明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生态文明教育

实施纲要》等，强化生态文明教育的规划引导，确保生态文明教育法规的有效实施。 

3.2. 现实实践方面 

1)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青年群体参与制度 
首先，拓宽青年群体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渠道。调研中发现，大部分青年并不是不愿意甚至抵

触参加生态文明建设，而是找不到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面对发生在身边的生态问题，不知如

何参与其中、表达诉求甚至监督举报。因此，政府和企业有责任和义务向社会公开环境信息，让青年获

得知情权；各级政府应当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并加强宣传，让青年群体了解参与途径；正确处理维稳

和维权的关系，让青年有检举和控告环境事件和环境事故的权利。其次，不断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是青年群体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重要方式。面对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青年群体要积

极发挥自身作用，通过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向法院起诉，确保保护生态环境和节约资源目标的有效实现。

再次，制定公民生态文明行为规范。通过生态文明行为规范，引导青年群体在践行生态文明行为过程中

由被动向转为主动，同时在生态文明行为规范实施过程中，积极探索对“不生态行为”进行惩处和改善

的有效途径。 
2) 建立生态文明信用体系 
信用体系是除了法律法规之外，对人的不文明行为有较强约束力的硬约束，建议加强生态文明信用

体系建设。一方面，探索实施生态文明失信等级制度。比如设定一般失信、较重失信、严重失信等若干

等级，每次不文明行为都累计成分，根据相应分数，自动归类到相应的失信等级，向失信者手机实时发

出失信等级警示信息；另一方面，根据失信等级，对个人生活做出相应的限制和惩处。比如对于严重失

信的个人在财税授信、家庭用水用电等方面给予适当惩处，取消工资薪金收入方面的个税抵扣等，倒逼

青年在践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由“不愿遵守”，到“不得不遵守”、再到“不敢不遵守”，从而引领

全社会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宣传、热议和践行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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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快推动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 
民间环保团体是推动环保事业发展的一支重要队伍，也是青年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有效方式。

发达国家民间环保组织非常发达，他们在环境资源保护、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监督政府依法行政方面

发挥着积极作用。从调研中发现，我国环境保护民间团体数量少，规模小，尚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

此，应该大力发展民间环保团体组织，从法律和政策上鼓励发展环保团体，扩大青年群体参与的有效途

径，提升青年生态文明素养。 

4. 结语 

从以上对天津、上海、广州青年群体的生态文明素养调查发现，青年群体生态文明基本知识水平稳

步提升，但缺乏深度；生态文明意识不断增强，但还比较薄弱；生态文明行为开始养成，但“高认知度、

低践行度”现象突出；生态文明素养整体上有较大提升，但不同青年群体间差异较大。为此，未来需要

从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两个方面深化，理论教育方面，构建全面立体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建立生态文明

教育多部门联动协同机制；完善生态文明教育制度保障。实践方面，完善生态文明建设青年群体参与制

度；建立生态文明信用体系；加快推动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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