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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工作，2013年，生态环境部发布《中国公民环境与健康素养

(试行)》及其释义，对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工作开展具有里程碑意义。2019年7月，国家将提

升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工作纳入《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并提出了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

的考核指标，要求居民整体达到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标准的比例要在2022年和2030年分别达到15%和

25%及以上。为评价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整体水平，本文基于云南省2018年调查结果，进一步分析

云南省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通过分析对比其与国家素养水平的差距，结合云南省情就

如何提高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将为云南省和我国提升居民生态环境与

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干预内容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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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work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ealth literacy. In 2013,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released the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Literacy of Chinese Citizens (Trial)” and its interpretation, which is a milestone for the sys-
tematic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ealth literacy work. In July 2019, the gov-
ernment included the work of improving residen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ealth literacy 
into the “Healthy China Action (2019~2030)”, and proposed the assessment indicators of ecologi-
cal environment and health literacy. The proportion of residents required to meet the standard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ealth literacy should reach 15% and 25% and above in 2022 and 
2030, respectively.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residents’ environment and health literacy were ana-
lyzed, which wa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in 2018 in Yunnan Province. The gap of com-
parison between the national literacy level and the situation of Yunnan Province was analyzed in 
this paper.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environment and 
health literacy of residen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ealth literacy of residents in Yunnan and 
China and its intervention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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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环境与健康是人类社会高度关注且极为敏感的焦点问题。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明确提出加强环境

与健康工作，开启了我国环境与健康管理的新征程。2013 年，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首次在发布的

《中国公民环境与健康素养(试行)》中提出了环境与健康素养的概念[1]。2017 年又发布了《公民环境与

健康素养测评技术指南(试行)》，规定环境与健康素养的测评程序和调查方法[2]。2018 年，原环境保护

部在全国 15 个试点省市开展了首次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调查，云南省作为试点省份之一，开展了相关调

查与测评工作，调查结果显示云南省总体水平为 9.54%，低于全国总体水平 12.5%，且各类人口群体的相

应分类比例均低于全国水平[3]，必须引起重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健康素养

水平提升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面临和需要处理好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云南的调查结果分析，对比

分析云南省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和全国的差距，找出影响因素并提出治理的对策建议，为云南省和我国

提升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干预内容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2. 国内外生态环境保护和健康素养研究相关理论 

2.1. 国际理论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伴随而来的环境恶化日益严峻，环境问题威胁人类健康也越来越受到各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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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重视。WHO 报告显示，在全球范围内监测的 102 种疾病中，受环境因素影响的有 85 种[4] [5]。PM2.5

的室内外空气污染构成了居民主要健康危险因素，环境变化影响人类健康已经成为普遍共识[5] [6] [7]。
环境问题虽得到了一定重视，但环境与健康关系以及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的关注和深入研究，则滞后于

环境问题很多年。 
2013 年前，研究主要关注环境与健康素养的概念、属性及对其理解等方面[8]，其概念于 2008 年首

次被美国公共卫生教育学会提出[9] [10] [11] [12]，学者们通过不断将环境素养和健康素养进行融合，由

此奠定了环境与健康素养的研究基础。意大利学者对环境与健康素养进行重新定义：指个体具有理解和

评估所获得的环境与健康相关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做出正确的选择，从而降低健康风险，提高生存质

量以及保护环境的能力[13]。研究范围从最初集中在居民和社区的调查及其对环境暴露与健康关系的理解，

开始延伸至对宣传教育前后环境与健康知识的积累。Chan、Ramirez-Andreotta 等关注环境污染对人的危

害及应对行为，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的认知处于较低水平，但通过教育、宣传后可以得到改善。Ramos
等开展环境与健康教育研究，表明居民接受教育后，对农药、水、吸烟等对人类健康危害的认知得到明

显改善[14] [15]。随着宣传力度的加强，居民也逐渐采取减少环境健康危害的措施[16]。随着 WHO 在 2019
年健康城市国际研讨会首次将健康素养纳入优先发展领域，将其命题为健康与环境，自此，健康与环境

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与重视。 

2.2. 国内理论研究及政策实践 

我国对环境与健康素养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如科学素养、健康素养等领域的经

验与做法的基础上，将环境与健康素养的概念融入环境与健康工作之中，先后制定了《国家环境与健康

行动计划(2007~2015)》《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环境与健康工作规划》《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环

境与健康工作规划》，对指导国家环境与健康工作的科学开展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2013 年发布了《中国公民环境与健康素养(试行)》，提出环境与健康素养的释义：指人获取、理解

和运用环境与健康基本知识，从而促进自身科学观念的树立和对常见环境与健康问题的正确判断，并具

备采取积极行动以保护环境、维护自身健康的能力[1]。 
我国开展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监测工作起步较晚。2015 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首次组织完成了湖北

和北京及甘肃三省(市)的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仅有 8.4%的居民具备生态

环境与健康素养，但未公布素养调查工作的相关细节。2018 年 2 月 1 日，环境保护部在京启动居民环境

与健康素养监测工作[17]，开展了包括云南省在内的 15 个省(自治区)首次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调查

工作[18] [19] [20] [21]，推动了我国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监测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目前，国内相关研

究已注意到公众只关注环境污染问题，却忽视个体不当的环境行为对自身健康的负面影响，而环境行为

又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确定影响个体参与环境行为的各种因素对于探索如何提高公众的环境与

健康素养具有重要意义[22]。陕西公众参与环保行为的影响因素调查结果[23]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可

能获得更多的环保知识，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理解也会更深刻，因此，就越容易采取环保行为。学者从

心理学的角度对促进个体参与环保行为的方法进行了探讨，认为除了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人口学变

量之外，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责任感等也会对个体的环境行为产生重要影响[24]。将该方法应用于

甘肃省高校大学生环境与健康素养调查工作，为确定今后环境与健康素养干预内容提供依据[25]。 
2019 年 7 月，国家将提升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工作纳入《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健

康环境促进行动”目标[26]。2020 年 7 月，生态环境部正式发布《中国公民环境与健康素养》，将“环

境与健康素养”修改为“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其释义指公民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生态环

境的价值及其对健康的影响，了解生态环境保护与健康防范必要知识，普及现阶段公民应具备的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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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与健康基本理念、知识、行为和技能，践行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意在动员公众力量保护生态环境、

维护身体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和美丽中国[17]。2020 年 7 月生态环境部印发《中国公民生态环境与健康

素养》《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提升行动方案(2020~2022 年)》，方案明确，到 2022 年全国居民生态

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要达到 15%及以上，城乡居民素养水平差距要逐步缩小。 

3. 调查对象与方法 

3.1. 调查对象 

以 15~69 周岁常住居民为调查对象，采取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选取昆明市西山区、保山市隆阳区、

玉溪市红塔区作为城市点位，选取曲靖市会泽县、大理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及西双版纳州景洪市作为

农村点位，随机抽取 12 个居委会作为监测点，共获得了通过审核的有效样本 2357 份。 

3.2. 调查分析方法 

采用由生态环境部编制的《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调查问卷》，由调查员开展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

括被调查对象的个人基本情况(性别、籍贯、职业、学历、年龄等)，3 个一级分类素养(基本理念、基本

知识、基本技能)和 6 个二级分类素养(基本认知、基本态度、科学知识、行为知识、认知技能、操作技能) 
[2]。采用入户一对一调查方式，所有问题均由被调查者独立作答，如遇有阅读困难的被调查者，调查员

可提供适当的解释，但不得使用诱导性询问语言。通过采取问卷调查，获取被调查者对测评内容的真实

掌握情况。 
使用 Excel 工具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分别从城乡、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开展统计分析，并利用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27]进行校核，从而分析获得环境与健康素养总体水平及分类素养情况。 

3.3. 评价标准 

(1) 具备环境与健康素养的标准。问卷得分达到总分 70%及以上者，被判定为具备环境与健康素养。 
(2) 具备分类素养的标准。以考察分类素养所有题目的分值之和为总分，实际得分达到该总分 70%

及以上者，被判定为具备该类素养。 

3.4. 质量控制 

本次监测统一采用“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监测数据采集和管理系统”，配置移动信息采集终端(Andorid 
4.0 及以上操作系统的 PAD)，按照统一的数据标准、统一的操作流程进行数据采集、审核、报送、管理

和共享。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并按要求实行三级审核。 

4. 调查结果分析 

4.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 2357 份，相比于全国获得 41,404 份有效样本的调查分布情况，云南省和

全国在城乡和性别分布基本持平，详见表 1 和图 1。从民族分布来看，调查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占比分别

为 69.50%、30.50%，与云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汉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分别为 66.88%、33.12%
的比例基本接近[3]。文化程度分布上，有效问卷人数比例从高到低顺序为：初中(31.82%) > 大专/本科及

以上(28.89%) > 小学及以下(21.17%) > 高中/职高/中专(18.20%)。云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学历情

况总体为：文盲 5.08%、小学 38.95%、初中 31.96%、高中(含中专) 11.30%、大学(指大专及以上) 12.68%。

对比表明，本次调查初中人口比例基本持平，大学(指大专及以上)、高中(含中专)人口的比例均高于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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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3]，小学及以下人口比例则低于全省水平。这一差距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次调查人群以 15~69 周岁

人群为主，并受抽样人群的年龄层选择的影响。各年龄段样本中 30~39 岁分层占比最高，达到 25.58%，

其余年龄段呈正态分布，其中：15~19 岁占比 9.29%、20~29 岁占比 20.49%、30~39 岁占比 25.58%、40~49
岁占比 21.43%、50~59 岁占比 13.83%、60~69 岁占比 9.38%。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amples in Yunnan province and China in 2018 
表 1. 2018 年云南省和全国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人口社会学特征 
调查样本数/人 

云南 全国 

城乡 
城市 1220 21,046 

农村 1137 20,358 

性别 
男 1187 20,160 

女 1170 21,244 

民族 
汉族 1638 / 

少数民族 719 /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499 6607 

初中 750 12,623 

高中/职高/中专 429 9605 

大专/本科及以上 681 12,569 

年龄 

15~19岁 219 4210 

20~29岁 483 7135 

30~39岁 603 9569 

40~49岁 505 9639 

50~59岁 326 6131 

60~69岁 221 4720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gender, age, education level and nationality 
图 1.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民族分布情况 

https://doi.org/10.12677/sd.2022.125169


钟敏 等 
 

 

DOI: 10.12677/sd.2022.125169 1479 可持续发展 
 

各层次调查对象分类情况见图 1。 

4.2. 云南省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 

本次调查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云南省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总体水平为 9.54%，即平均每 100 个人

中具备基本环境与健康素养的不足 10 人。总体上，农村、低学历、高年龄段居民的素养水平相对较低。

城市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比农村居民高出 13.86 个百分点；女性和男性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差

距不大，相差 0.39 个百分点；汉族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比少数民族高出 12.06 个百分点；环境与健

康素养水平随文化程度升高呈上升趋势，大专及以上比小学及以下高出 25.10 个百分点；环境与健康素

养水平随年龄增长呈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20~39 岁阶段居民的环境与健康素养较高，超过 10%。 
 
Table 2. Proportion of residents in Yunnan province with the first classific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ealth litera-
cy 
表 2. 云南居民具备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一级分类比例 

调查人群 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 基本理念/% 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 

总体 9.54 21.00 4.50 20.70 

城乡 
城市 16.23 32.21 7.62 30.49 

农村 2.37 9.10 1.1 10.35 

性别 
男 9.35 18.03 5.14 24.52 

女 9.74 24.70 3.59 20.94 

民族 
汉族 11.90 27.90 6.35 27.23 

少数民族 4.17 12.24 2.50 12.24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0.60 4.01 0.60 33.07 

初中 0.80 6.67 0.93 36.80 

高中/职高/中专 6.99 22.14 3.26 41.0 

大专/本科及以上 25.70 43.76 12.04 56.98 

年龄 

15~19 4.57 19.63 0.00 36.53 

20~29 13.66 30.43 4.35 64.1 

30~39 14.43 24.05 5.14 63.02 

40~49 8.91 13.07 4.55 52.67 

50~59 3.99 10.12 4.29 39.26 

60~69 1.81 17.19 1.81 62.44 

 
如图 2，根据一级指标分类素养分析，所有监测点居民基本理念分类素养水平为 21.00%，基本认知

分类素养水平为 4.50%，基本技能分类素养水平为 20.70%。无论是按城乡、地区或是年龄、性别、文化

程度等类别进行统计分析均表明，调查对象的基本知识分类素养水平明显低于基本理念和基本技能的分

类素养水平。基本知识分类素养是明显的“短板”。 
二级指标分类素养分析表明，认知技能、基本态度分类素养水平较高，分别为 36.36%、32.41%；其

次是基本认知、行为知识、操作技能分类素养水平，依次为 17.56%、15.95%、11.07%；科学知识分类素

养水平最低，仅为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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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roportion of residents in Yunnan province with the second classific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ealth literacy 
图 2. 云南省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二级分类水平分布情况 

5. 云南省与全国调查结果对比分析 

5.1. 整体素养水平对比分析 

按照相同的人口社会学特征进行分类，将云南省和全国总体的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进行对比，如图

3 所示。通过对比发现，云南省总体水平为 9.54%，低于全国总体水平 12.5%。各类人口群体的相应分类

比例均低于全国水平。其中，云南省城市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16.23%)与全国总体水平(16.9%)较为

接近，但农村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2.37%)远低于全国总体水平(8.1%)，这与云南农村居民相比全国

而言文化水平偏低是一致的。云南省大专及以上学历群体具备环境与健康素养的比例与全国总体水平较

为接近，且素养水平随着学历升高总体呈上升的趋势也是一致的；性别方面，云南省女性素养水平略高

于男性，与全国男性素养水平高于女性的情况有所出入；从年龄层面，云南省总体趋势与全国基本一致。

总体而言，不同群体具备的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呈现相似的规律。 
 

 
Figure 3. Comparis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ealth literacy levels between Yunnan province and the whole China 
图 3. 云南省与全国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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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分类素养水平对比分析 

将云南省每一分类素养与全国进行对比(图 4 和图 5)发现，云南省 3 大类 6 小类的素养水平同样均低

于全国整体水平，这与总体水平的差异是匹配的。调查显示，居民环境与健康科学知识素养水平是云南

省(2.04%)乃至全国(3.5%)最明显的短板。 
 

 
Figure 4. Comparison of first classific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ealth literacy be-
tween Yunnan province and the whole China 
图 4. 云南省与全国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一级分类对比图 

 

 
Figure 5. Comparison of second classific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ealth literacy between Yun-
nan province and the whole China 
图 5. 云南省与全国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二级分类对比图 

6. 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不足之原因分析 

根据调查分析与对比结果可知，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总体水平不高，云南省较全国总体水平仍

有差距，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6.1. 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基本知识掌握不足 

居民对生态环境与健康的基本知识掌握不足，是导致总体素养水平不高的最直接原因，不论在城市

监测点还是农村监测点或是不同州市监测点，科学知识分类素养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平，且远低于全国水

平。知识处于知–信–行链条中的首要位置，基本知识的不足必然影响基本理念的形成和基本技能的掌

握，从而影响素养总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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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农村地区监测点、少数民族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偏低 

根据统计分析，城市监测点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与国家总体水平接近，且明显高于农村监

测点；农村监测点水平与国家总体水平相比明显偏低，且少数民族居民素养水平相比汉族居民素养水平

明显偏低。这与城市和农村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文化程度，以及科普投入力度、覆盖率和可及程度

等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有关。 

6.3. 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参差不齐 

统计表明，本次调查初中、小学文化及以下人群、19 岁以下及 50 岁以上人群素养水平偏低且明显

低于全国总体水平，这与学校基础教育缺乏及以环境与健康为主题的科学知识普及有关，同时也体现出

文化水平对素养水平的直接关联，这一结果对于识别重点人群开展针对性素养提升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6.4. 生态环境与健康科学知识普及和传播力度有待加强 

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提升工作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现行开展的环保科普宣传对污染防控的关注度

较高，环境与健康主题至今未成为科普宣传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主流科普宣教活动长期偏重灌输重

要性认知和倡导有关理念意识或行为，而对培育个体理性认知、塑造自身行为所需科学知识的供给相对

不足。 

7. 对策建议 

7.1. 推动构建现代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体系 

持续提升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是贯彻“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民生观、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全民行动的重大举措，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布局和总体框架内构建现代环境与健康素养体系，统

筹谋划、系统提升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 
(1) 持续深化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关系基础研究，科学解析水、气、土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因子、

影响路径和影响后果，健全基于居民健康的生态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优化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行动路径。 
(2) 将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按照《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要

求，结合《中国公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提升行动方案(2020~2022 年)》科

学制定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目标、任务措施、实施路径，培育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传播专家队伍和专业

人才，健全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培训体系和执行机制，完善提升环境与健康素养的政策制度保障和财政

保障。 
(3) 将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融入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教育实践中

引入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内容，优化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课程设计，编撰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教材，统

筹开展相关科学知识宣传普及，丰富科普宣传品，拓宽科普宣传渠道，发动社区、学校、农村等开展针

对性的基本技能演练，让生态环境与健康基本知识深入人心，培育公众将科学理念、科学知识转化为科

学行为的积极态度，全面普及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基本理念、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7.2. 推动重点人群、重点领域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提升率先取得突破 

(1) 有效提升青少年环境与健康素养短板。对于低年龄段的在校学生应在进一步提升基本理念基础上，

结合实际需求加强有关生态环境与健康科学知识的普及。依托现有科普宣传场所，如场馆内科普基地(包
括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等)、科研教育类科普基地(包括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以素养基本理念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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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开展中小学生生态环境与健康知识、理念和相关防护技能的科学普及和宣传教育；结合与其生活息

息相关的空气、水、土壤、噪声等环境污染对健康影响的科学知识以及防范环境污染、保护自身健康的

行为知识等，丰富中小学生生态环境与健康教学内容，研究开发适合中小学生的科普教材，通过线上线

下结合方式开展学习、竞赛、互动交流、体验、演讲等活动，满足青少年对生态环境与健康知识的个性

化需求，培育兴趣、提高操作和动手能力，促进青少年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的提升。 
(2) 积极提升少数民族环境与健康素养。面向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应充分考虑民俗民风或地方语言文

字，制作和开发特殊民族语言翻译版本的科普宣传产品和测评题库。2022 年 6 月，云南省制作了傣语宣

传视频，对傣族聚集区居民接受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知识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此外，在开展问卷调

查或科普时，应优先考虑精通当地民族语言的工作人员，有效进行调查沟通工作及加强少数民族居民对

生态环境与健康问题的认识，提高受调查者的兴趣和积极性，全方位提升少数民族居民的素养水平。 
(3) 促进乡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提升。强化乡村居民对生态环境与健康问题的认识，结合我国不同

地区的特色，挖掘传统乡土生态文化内涵，采用浅显易懂的图文设计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相关的知识宣

传栏、宣传墙，制作群众喜闻乐见的海报、视频、宣传册等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农村居民生态环境与健

康素养传播产品。充分利用村委会、居民小组、社会团体、基层社会组织等力量，深入广大农村，开展

点对点、持续有效的生态环境与健康知识科普宣传，将传播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基本知识、理念和技能

与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相结合，激发农村居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探索与“乡村振兴”战

略行动相结合的素养提升工作长效机制，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7.3. 建立完善提升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的实施路径 

(1) 整合生态环境系统现有生态环境与健康科普宣教资源，建立长效宣教机制。收集整理生态环境与

健康相关的科普材料，形成各地特色的生态环境与健康科普系统宣传材料；生态环境部门或相关机构将

生态环境与健康科普知识宣传纳入生态环境宣教工作年度计划，可结合六五环境日、世界地球日、国际

生物多样性日、全国科普日等纪念日开展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知识传播普及，通过电视、网站、微信公

众号、广播、报纸、宣传栏、显示屏、广告牌等户外媒介及相关科普讲座、互动竞答、主题竞赛、发放

宣传材料等利于公众接受的方式，直面社区、农村、学校、企业等公众，将生态环境与健康的系统理论

知识传播给广大公众，强化居民对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基本知识、理念及技能的理解。 
(2) 充分发挥基层党委、社区、村委会、社会团体、基层社会组织等直面公众的优势，探索持续提升

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的实施路径。可考虑将素养提升与“党员双报到”活动结合，发挥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带动周边群众关注生态环境与健康问题；对社区和村委会、科普工作人员、科技场馆展讲解

员等开展强化培训，发挥他们日常工作直面公众的优势，贴近衣、食、住、行等生活实际，有效传播生

态环境与健康知识；鼓励社会团体、基层社会组织及退休科技工作者参与到生态环境与健康知识的传播

中，多维度开展生态环境与健康知识科普宣传，成为持续提升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的重要抓手。 

7.4. 健全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监测和评估机制 

结合近年来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工作开展情况，进一步完善测评方法，测评题库并推广在线测评，

逐步建立健全建设具有省级代表性的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监测网络，连续动态监测素养水平。完善

素养提升行动措施及政策，加强监测结果的应用，全面系统掌握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生态环境与健康素

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结合现实进一步细化重点对象、重点内容和提升策略手段，为提升居民生态环境

与健康素养水平提供科学依据，促进有针对性地开展生态环境与健康风险交流，实现《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提出的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分别达到 15%及以上和 25%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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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一既定目标。 

基金项目 

云南省省级环保专项资金：云南省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监测、宣传及科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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