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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度社会公众精神文化生活指数”发布

志愿服务、奉献社会成为社会共识

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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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程度与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调查发现，不同文化程度公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差异并不大。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阶段我国社会公众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取得阶段性成果，6月21日，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教授郭强团队发布该项目成果“2012—2013年度社会公众精神文化生活指数”。 

  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与收入、文化程度关联度较低 

  “公众精神文化生活指数”是如何界定和细化的？郭强表示，公众精神文化生活指数包括四类指数，即“精神文化产品平衡

指数”、“精神文化活动文明指数”、“精神文化生活健康指数”以及“精神文化生活幸福指数”。 

  从调查数据看，城市受访者的精神文化生活指数明显高于农村受访者，公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在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主

要原因在于，农村地区相关配套设施还不完善，对于文化馆、村社活动中心的需求非常迫切；农村地区家庭消费支出的分配中，

用于精神文化消费的支出较少，精神文化消费习惯尚未养成。 

  文化程度与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调查发现，不同文化程度公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差异并不大。高中及

以下文化程度的受访者精神文化生活指数较高，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受访者精神文化指数最高，而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受访者

的精神文化生活指数较低，其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受访者精神文化生活指数最低。课题组认为，文化程度是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的主要因素，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并不意味着文化程度越低，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就越低。究其原因，是文化程度较低

的受访者对于文化产品的需求更为迫切，对于阅读、参加精神文化生活活动更为积极。 

  一般而言，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与社会公众的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关系。然而，收入越高，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并非越高。课题组

调查发现，以月平均收入2000—2999元为分界点，低收入者的精神文化活动的内容丰富与健康程度远远高于高收入者，精神文化

生活水平与收入之间呈现一定的断裂性。 

  志愿服务等成为公众精神文化生活新特点 

  调查还发现，高达33.4%的社会公众很少参加公共精神文化活动，在“最为期待的精神文化产品相关的内容”的调查中，

“找到合适的文化活动场所或健身娱乐设施”位列榜首，成为当前社会公众最为期待的公共文化需求，且农村地区这一需求度高

于城市地区。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网络功能的拓展，公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多元化，上网也成为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城市受访者

在这方面比农村受访者的需求度更高。此外，“志愿服务、奉献社会成为社会共识”、“公众更加注重生命意义与生活质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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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传统的交往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家庭和朋友是幸福的源泉”等也成为我国社会公众精神文化生活中十分突出的特点。 

  为此，课题组对提升我国公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倡导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构建健康文明的精神文化生

活方式；二是普及高雅文化知识，提高公众精神文化素养；三是加大公共文化资源投入力度，满足公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多样化需

求；四是拓宽公众参与公益的渠道和平台，加快形成奉献社会的精神文化境界；五是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发挥网络在公众精神文

化生活中的导向作用；六是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提高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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