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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 

  出处:《科技日报》    

 

  经国家统计局批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于2003年进行了第五次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本次调

查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论证、问卷修改及调查实施后，目前已经获得了充分的调查数据。通过对调查

数据进行加权分析，基本上了解了目前我国成人公众（18—69岁）的科学素养状况、获得科学技术

信息的渠道和方法以及对科学技术的态度。调查取得的主要结果如下：  

 

  一、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  

 

  2003年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达到1.98%%，比2001年的

1.4%%增长了近0.6个百分点，比1996年的0.2%%提高了近1.8个百分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在

逐步提高。  

 

  与2001年相比，我国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城乡、经济发展地区的公众具备基本

科学素养的比例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城乡不同收入居民的科学素养水平存在差异。公众的迷

信程度仍然严重。  

 

  1.不同性别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2003年男性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2.3%%，女性的

比例为1.7%%（2001年，男性为1.7%%，女性为1.0%%）。  

 

  2.不同年龄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年龄越大，具备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越小（18—29岁为

3.7%%，30—39岁为1.8%%，40—49岁为1.4%%，50—59岁为1.1%%，60—69岁为0.5%%）。  

 

  3.不同文化程度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文化程度越高的人群，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越高。

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和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依次为1.5%%、6.2%

%、10.7%%和13.5%%。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零。  

 

  4.不同职业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学生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最高（15.6%%）；企业事业单

位负责人（8.2%%）和专业技术人员（7.4%%）次之；列第三位的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负责人

（5.4%%）和办事人员与有关人员（4.1%%）；列第四位的是生产工人、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

（2.5%%）、商业及服务业人员（2.3%%）、失业人员及下岗人员（2.3%%）和离退休人员（2.0%

%）。家务劳动者和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均不足1%%（分别为0.7%%和

0.3%%）。  

 

  5.城乡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2003年城市居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4.1%%，乡村居民为

0.7%%（2001年，城市居民为3.1%%，乡村居民为0.4%%）。  

 

  6.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2003年，东部地区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

2.0%%，中部地区为2.3%%，西部地区为1.5%%。与2001年相比，东部地区有所下降（2001年，2.3%

%），中部地区增长最多（2001年，0.9%%），西部地区增长次之（2001年，0.7%%）。  

 

  7.城乡不同收入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2003年调查显示，城市高收入和中收入水平居民具备基



本科学素养的比例明显高于低收入者，其比例分别为5.2%%、4.7%%和3.1%%；乡村高收入水平居民

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明显高于中收入和低收入者，其比例分别为0.9%%、0.5%%和0.6%%。  

 

  8.公众对迷信的相信程度。2003年调查显示，高达20.4%%的公众相信（很相信和有些相信）

“求签”；26.6%%的人相信“相面”；14.7%%的人相信“星座预测”；4.8%%的人相信“碟仙或笔

仙”；22.3%%的人相信“周公解梦”。根据追问分析，其中真正相信迷信者占13.3%%。  

 

  二、我国公众获得科技知识和科技信息的渠道和方法  

 

  1.公众获得科技知识和信息的主要渠道  

 

  2003年调查显示，电视是我国公众获得科技知识和信息的最主要渠道。高达93.1%%的公众通过

电视获得科技知识和信息；报纸也是我国公众获得科技知识和信息的主要渠道，有69.5%%的公众通

过报纸获得科技知识和信息；公众通过广播获得科技知识和信息的比例为31.9%%；通过亲友或同

事、杂志或刊物和专业技术培训获得科技知识和信息的比例分别为28.5%%、27.1%%和21.6%%；排列

之后的主要渠道依次为图书、因特网和音像制品，其比例分别为16.2%%、5.9%%和2.6%%。我国公众

除了对通过专业技术培训获得的科技知识和信息更加信任外，总体来看，公众对于科技知识和信息

来源的信任程度，与其利用程度基本一致。  

 

  2.公众接触各种媒体的频率  

 

  2003年调查显示，我国公众接触媒体频率（天/周）最高的是电视，其中每天看电视的比例高

达82.0%%；其次是报纸、广播、杂志或刊物及图书。几乎不接触因特网的公众高达91.6%%。  

 

  3.公众利用科技馆的情况我国绝大多数（92.3%%）公众在过去的一年中没有参观过科技馆。在

过去的一年中参观过三次以上科技馆的比例非常低（0.7%%），参观过一、二次科技馆比例仅为

7.2%%。根据调查统计，在各种公众没有去科技馆参观的原因中，“本地没有”占第一位，比例为

57.7%%，“没有时间”和“不感兴趣”占第二位和第三位，比例分别为17.8%%和8.9%%。“门票太

贵”并不是影响公众到科技馆参观的主要原因，比例只有1.8%%。  

 

  4.公众对科技信息的感兴趣程度  

 

  调查显示，我国公众对科学新发现、新技术的应用和医学新进展等科技信息的感兴趣比例分别

为56.8%%、55.6%%和48.6%%。排在公众最感兴趣的前三位信息分别是致富（83.1%%）、健康与卫生

保健（75.1%%）和教育（69.1%%）。  

 

  三、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  

 

  1.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  

 

  2003年的调查显示，我国公众认为教师的职业声望最高（57.5%%），科学家居第二位（46.9%

%），医生居第三位（42.0%%）。认为工程师声望高的比例仅为15.4%%。  

 

  2.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  

 

  我国81.5%%的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持积极的态度。有88.3%%的公众赞成“科学技术的发展会给

我们的后代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的观点；有71.3%%的公众赞成“科学技术给我们既带来好处也带

来坏处，并且好处多于坏处”的观点；有80.5%%的公众赞成“应用新科学技术成果会使工作更轻松

愉快”的观点；有82.1%%的公众赞成“总体上说，科学家的工作会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的观

点；有85.3%%的公众赞成“尽管有些科学研究不能立即给我们带来利益，但是科学研究是必要的，

政府应该支持”的观点。  

 



  我国24.7%%的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持保守的态度。有17.2%%的公众同意“即使没有科学技术，

人们也可以过简朴的生活，可以生活得很好”的看法；有18.4%%的公众同意“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

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的观点；有23.8%%的公众同意“我们过于依靠科学，而忽视信

仰”的观点；还有39.4%%的公众同意“科学技术的发展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失业”的观点。  

 

  我国21.4%%的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持消极的态度。有15.2%%的公众同意“科学家拥有知识，他

们改变世界的能力使得他们变得很可怕”的看法；有16.0%%的公众同意“持续不断的技术应用最终

会毁掉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看法；有32.9%%的公众同意“科学技术不可能解决人类面临的任何

问题”的观点。  

 

  我国50.8%%的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持过于乐观的态度。有62.8%%的公众同意“科学技术能使我

国在近几年内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看法；有38.8%%的公众同意“有了科学技术，我们就能解决面

临的所有问题”的观点。  

 

  指标解释及技术说明  

 

  科学素养（ScientificLiteracy）：国际上普遍将科学素养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对于科学

知识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对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和

个人所产生的影响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目前各国在测度本国公众科学素养时普遍采用这个标准，

为使我国的调查结果具有国际可比性，我们一直沿用此标准进行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  

 

  具备基本科学素养：只有在上述三个方面都达到要求者才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  

 

  抽样方法：分层四阶不等概抽样。样本量：样本量8520，有效样本8474。  

 

  数据加权：为最大限度地提高利用调查样本对总体估计的精度，使调查样本对应总体有更好的

代表性，本次调查参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对调查数据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及城乡结

构等方面进行了非线性的口径加权处理。  

 

  调查时间：2003年2月1日至2003年6月30日。  

 

  说明：对于多选题，其结果的数据之和可能超过100%%。  

 

  调查机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普研究所。  

 

  技术支持：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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