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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以农业强国

建设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必先强农，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立足国情农情，

体现中国特色，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

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

的农业强国”[2]。农业科技创新水平提升为推

动我国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

创造了动力条件 [3]，也对农民群体的素质提

升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农民是推动新时代乡

村振兴的主体，提升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水平，

对于助力农业科技进步实力增强、推动农业

农村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

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围绕培育新型职业

农民、高素质农民作出战略部署，强调以完

善职业教育体系为途径做好农民科技文化素

质提升工作，提高农民生产经营技术技能，

促进他们形成自主学习、自主钻研、自主发

展的正确思维与理念。诸多研究表明，农民

科学素质的高低影响他们对新科技的认识、

接受和应用，农民科学素质低下会制约我国

社会发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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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农业强国”，农民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人群，应发挥主体责任。

自“十三五”以来，我国农民科学素质建设取得显著成果，2022 年，农民群体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6.67%，在科学生产、科学经营方面能力较强，但仍存在一定问题。依据第十二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

调查数据，分析得出农民科学素质存在与全国总体水平差距加大、低年龄段人群科学素质水平较低、参观

科普场馆频率较低、自身对科学技术的兴趣程度较低等问题，与其他重点人群相比差距较大。建议在科普

机制建设、基层科普设施建设、职业培训体系建设等方面完善农村科普工作，加强农村科学文化教育建设、

充分利用好“线上 + 线下”双平台资源、丰富科普产品形式与内容、提升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含金量

与普及度，助力农民科学素质在新时代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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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 然 在《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行 动 规 划 纲 要

（2021 —2035 年）》［以下简称《科学素质纲

要（2021 —2035 年）》］的引领下，农民科学

素质提升行动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仍然存在

一些与乡村振兴需求及农民群体特质不匹配

的问题，例如优质科普设施及资源下沉度不

足、职业教育培训利用率不高、文化建设与

精神文明建设不够等。同时，对农民在树立

科学、理性的思维方面的忽视也是导致农民

科学素质提升缓慢的重要原因。张锋等在研

究中指出，由于农民受教育水平和层次总体

偏低，其更多的是通过大众传媒、组织传播、

人际传播等非正规教育方式获取科技信息 [5]，

而非课程与培训。郑中华认为，小农意识根

深蒂固是导致农民思维局限的重要原因，“等、

靠、要”思想严重，不创新、不学技是导致

农民科学素质发展缓慢的重要受限因素 [6]。这

对农村科普工作开展的形式与方式提出了全

新要求。如何准确了解农民群体所需，以简

单高效、切实可行的科普工作推动农民科学

素质在新时代进一步稳步增长，是“十四五”

攻坚之年仍需探讨的重要问题。

本研究以第十二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

调查为数据基础，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

学精神与思想、应用科学的能力 4 个维度对农

民科学素质的发展现状进行摸底与分析，力求

能够准确了解农民在“十四五”时期科学素质

发展的短板及问题所在，思考乡村振兴背景下

农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的前进方向，探索新时

代进一步提升农民科学素质的思路与方式，以

促进农民科学素质提升，推动高素质农民群体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发挥主体作用。

2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2022 年 5 —10 月，第十二次中国公民科

学素质抽样调查对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进行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问卷调查，样本覆盖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本研究分析了上述调查中所有农民样

本。本次调查共计回收农民群体样本 57 495

份， 占 总 体 问 卷 的 20.32%。 所 有 农 民 样 本

中，男性占比 52.28%，女性占比 47.72%。年

龄方面，18~29 岁样本占比 9.86%，30~39 岁

样本占比 22.79%，40~49 岁样本占比 28.02%，

50~59 岁样本占比 39.33%。所有农民群体中，

小学及以下学历样本占比 24.49%，初中学历

样本占比 59.74%，高中（中专、技校）学历

样本占比 11.45%，大学本科学历样本占比

3.20%，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样本占比 1.12%。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

测评量表，采用 SPSS 20.0 进行统计与数据处

理分析。首先对农民群体的科学素质进行描

述性分析，随后分别以年龄、区域等变量进

行差异性分析，并对农民的科学态度以及获

取科技信息的途径进行分析。

2.3 研究工具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测评量表的科学

素质主要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

与思想、应用科学的能力 4 个维度进行考察，

科学素质的总体情况按照具备科学素质的比

例来反映，科学素质每一维度的得分按照权

重换算成百分制得分。科学态度主要从对科

技类信息的兴趣、对科技及科技发展的态度

等方面进行考察。

3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中，农民群体具备科学素质的

比例达到了 6.67%，比 2020 年的 4.54% 提高

了 2.13 个百分点，有力推动农民全面发展和

乡村全面振兴。农民群体具备科学素质水平

的增长幅度有所提升，2020 年比 2018 年增长

1.92 个百分点，2022 年比 2020 年增长 2.1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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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农民群体具备科学素质水平的比例

与全国总体水平差值扩大，2022 年具备公民

科学素质的比例低于全国总体水平 6.26 个百

分点，与全国总体水平的差距相较 2020 年扩

大了 0.24 个百分点。

从区域来看，本年度所调查省份中超 1/2

省份农民科学素质水平超过全国总体水平，

为我国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支持。

东中西部地区农民科学素质水平呈阶梯式下

降趋势，东部地区农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

达 到 7.87%， 比 2020 年 提 高 2.84 个 百 分 点；

中部地区农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 6.78%，

比 2020 年提高 2.26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农民

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 5.16%，比 2020 年提

高 1.22 个百分点。

从性别来看，男性农民具备科学素质的

比例明显高于女性。2022 年男性农民具备科

学素质的比例为 7.3%，较 2020 年提高 2.0 个

百分点，较全国男性总体水平低 7.5 个百分点；

女性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 5.9%，较 2020 年

提高 2.2 个百分点，较全国女性总体水平低 5.1

个百分点。

从 年 龄 来 看， 不 同 年 龄 段 农 民 的 科 学

素质水平呈现随年龄增长而阶梯式下降的现

象。18~29 岁农民群体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

11.0%，较 2020 年提高 1.7 个百分点；30~39

岁的比例为 9.2%，较 2020 年提高 3.1

个百分点；40~49 岁的比例为 6.5%，

较 2020 年提高 2.7 个百分点；50~59

岁的比例为 4.2%，较 2020 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

从学历上看，不同学历农民的科

学素质水平呈现随受教育水平增加而

阶梯式上升的现象。小学及以下学历

农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仅为 2.9%，

较 2020 年提高 1.5 个百分点；初中

学 历 的 比 例 为 6.2%， 较 2020 年 提

高 1.8 个百分点；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

比例为 12.6%，较 2020 年提高 0.4 个百分点；

大学专科学历的比例为 16.0%，大学本科及以

上学历的比例为 28.3%。

4农民群体科学素质发展特点与问题
4.1 农民科学素质水平增速较快，但与全国总体

水平的差距拉大

“十四五”时期，我国农民群体科学素质

水平增幅显著、增速加快，性别、城乡差异

缩小，农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初见成效。我

国农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由 2015 年的 1.70%

提 升 至 2022 年 的 6.67%， 提 升 幅 度 显 著。

2020 年 比 2018 年 增 长 1.92 个 百 分 点，2022

年比 2020 年增长 2.13 个百分点，增长幅度加

快。同时，农村女性科学素质水平增长幅度

高出农村男性增长幅度 0.21 个百分点，30~39

岁、40~49 岁的农民科学素质水平分别较 2020

年同年龄段人群提高 3.07、2.69 个百分点，在

所有年龄段中提高幅度最为明显。

虽然农民群体科学素质水平获得了显著

提升，但是与全国整体水平的差距仍然明显。

2020 年、2022 年农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分

别为 4.54%、6.67%，与全国总体水平分别相

差 6.02 个百分点、6.26 个百分点，差距略有

拉大。依据历次调查数据推算，2035 年农民

图 1  2015—2022 年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与农民科学素质水平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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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国当前劳动力市场上从事农业的群体现

状。在这部分人群中，低学历（小学及以下、

初中学历）农民群体在科学方法、科学精神

维度的得分均高于全国相应水平，在生命与

健康、工程与技术方面的答题正确率上也高

于全国相应水平，中青年群体在 4 个维度的得

分与正确率上均与全国相应水平相近。

有研究预测，2035 年农村劳动力可能在

年龄结构上出现“中间窄两头宽”的断层情

况，30~44 岁年龄段劳动力会面临数量缺失 [7]，

这部分群体即为当前 18~29 岁的农民群体，将

在 2035 年成为高素质农民队伍的生力军，同

时面临农业劳动力数量短缺与农业生产经营

科学化、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双重挑战。但

是，18~29 岁农民的科学素质水平亟待提升。

这部分人群在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

神、科学能力方面得分均低于全国同年龄段

人群水平，在科学知识部分中的生命与健康、

地球与环境、物质与能量、数学与信息、工

程与技术相关题目的正确率上均明显低于全

国相应水平，正确率差距在 5~9 个百分点之

间，科学素质水平整体不高，无法在农村劳

群体科学素质水平可能达到 17% 左右，与全

国科学素质总体水平的差值可达 8 个百分点，

较难追赶全国科学素质发展的整体速度。

4.2 农民在科学生产、科学经营方面的能力较强，

但科学素质各维度得分均低于全国总体水平

农民群体在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

精神与思想、应用科学的能力 4 个维度得分

分 别 为 51.39 分、49.47 分、50.70

分、46.36 分，分别比全国总体水平

低 3.17 分、2.81 分、3.20 分、5.92

分。在科学知识部分，农民群体在生

命与健康、地球与环境、物质与能

量、数学与信息、工程与技术 5 个领

域的正确率分别为 55.24%、54.90%、

40.73%、56.14%、45.71%， 分 别 比

全国总体水平低 4.16 个百分点、5.80

个百分点、5.09 个百分点、4.51 个百

分点、4.05 个百分点。

农民群体在面对与农业相关的生

产经营类问题时，表现出较强的知识

储备与较好的分析能力，在回答网络

营销、货物运输、农药使用等情境下的相关

题目时，正确率均在 56% 以上，回答保障农

作物安全等问题正确率可达到 83% 左右。但

是，在回答与自身生活相关性不大的食品健

康、设备使用原理等问题时，农民群体得分

与全国总体水平差距达到 5.92 分，高于其他

维度题目与全国总体水平的差值，农民群众

的科学生活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4.3 低学历、中青年农民在科学方法、科学精神

方面表现较好，但低年龄段农民科学素质水平

显著低于同年龄段人群

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农民群体中

36~54 岁人群占比 47.3%、初中及以下学历人

群占比 85.4% ①，低学历、中青年正成为农民

群体中占比较高的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图 2  低学历农民群体科学素质各维度得分情况

图 3  低学历农民群体科学知识类别答题正确率情况

①数据来源：http://www.stats.gov.cn/sj/pcsj/nypc/202302/U02023022353127376977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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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2022 年，有 76.0% 的农民通过互联网及

移动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其中有 50.4% 的

农民使用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作为科技信息

获取的首选渠道，相较 2020 年提高了 12.7 个

百分点。

但是，农民对线下的科普设施使用情况

不佳。调查显示，农民对参观科技类场馆的

意愿较弱，在过去一年中动物园、水族馆、

植物园与公共图书馆是农民参观科技类场馆

的首选及次选场所，比例均在 40% 以上。而

农民参观科技类场馆，以及流动科技馆、科

普画廊、科普活动室等科普基础设施的比例

均在 30% 以下，在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老年

人、产业工人等重点人群中表现差异性较为

明显。

4.5 农民对科技研发等议题的支持度较高，但自

身对科学技术的感兴趣程度较弱

农民群体在科技研发等与科技发展相关

的议题上表现出积极、正向的情绪与态度，

但在个人对科学技术的兴趣程度上则表现相

反。在对国家科技发展、科技伦理、决策参

与等有关议题的态度上，农民表现出更强烈

的支持与理解，对于参与科技决策的意愿也

较为强烈。但农民自身对科技信息的感兴趣

程度仅为 50.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7 个百

分点。在了解科技信息的原因中，农民更多

是为了解决家庭和工作的需要（54.1%），表

动力规模持续下降的情况下承担农业现代化

转型的重任，不利于在“十四五”期间继续

推进高质量农民队伍建设。

4.4 农民使用线上手段获取科技信息的兴趣较

高，但线下使用科普设施的频率与意愿较低

“十四五”时期，我国农村科普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与农民和农业农村相关的新媒体

培训及科普资源不断增多，农民手机应用技

能培训工作不断深入，现代农业科教信息服

务体系逐渐形成。随着网络技术发展，互联

网及移动互联网成为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

图 4  低年龄农民科学素质各维度得分情况

图 5  低年龄农民科学知识类别答题正确率情况

图 6  农民获取科普信息媒介使用情况（2022 年） 图 7  农民群体对科技议题的态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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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较强的目标导向型信息获取需求。

5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群体科学素质发展
的影响因素

新时代农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需要提

高农村科普工作的站位、提升农村科普活动

及设施的效能，让农村科普从多个角度参与

到乡村振兴之中。如何在当前农民科学素质

工作的良好基础上进一步依照农民群体的现

状与需求，再次对农村科普工作进行提升，需

要打破科普边界，思考“科普 + 产业” “科普 +

文化” “科普 + 教育”等新方向，实现农村科

普工作新格局。依据前文分析所得，本文试

图从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科学文化氛围营造、

科普设施建设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产

业发展、人才培育、文化氛围营造对农民科

学素质水平的影响情况。

5.1 变量制备

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民群体的科学素质水

平。其中，得分在 70 分及以上的为“具备科

学素质”，得分在 70 分以下的为“不具备科

学素质”。

本文的自变量为农村经济建设发展变量、

科学文化氛围营造变量、科普设施建设发展

变量三类，试图从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三

方面探讨对农民科学素质的影响作用。其中，

农村经济建设发展变量使用第十二次中国公

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所采集的“收入”变量

为指标。科学文化氛围营造变量使用调查所

采集的农民参与职业技能培训情况、学历情

况为指标。科普设施建设发展变量使用调查

所采集的农民线下科普设施使用情况、线上

媒介信息获取情况为指标。

按照研究惯例，本文将农民群体的性别、

年龄、就业情况等人口学变量放入控制变量。

5.2 结果情况

由于因变量为定类变量，本文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进行分析，分为 5 个模型对相关影

响因素进行依次分析（见表 1，受篇幅所限，

仅展示模型 4、模型 5）。其中，在模型 1~4 中

分别放入控制变量、农村经济建设发展自变

量、科学文化氛围营造自变量、科普设施建设

发展自变量，在模型 5 中将自变量、控制变量

全部纳入分析。

（Intercept）
性别（女 =0）
年龄（18~29 岁 =0）
职业（其他 =0）
收入（1 万元以下 =0）
培训情况（未参加过 =0）
学历（小学及以下 =0）
线下设施使用
线上媒介使用
AIC

估计值
-2.669069
0.269789

-0.239872
0.194828
0.036499
0.041200
0.583393
-0.10548

-0.0454480

表 1  农民群体科学素质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估计值
-1.484767
0.349596

-0.473958
0.642083

-0.108889
-0.015489

标准误差
0.060757
0.032428
0.015509
0.03369
0.00586
0.008641
0.014900
0.008425
0.017158

标准误差
0.050473
0.030845
0.013887
0.029325

0.008388
0.016718

Z 值
-43.930

8.320
-15.466

5.783
6.229
4.768
39.154
-12.52
-2.649

Z 值
-29.417
11.334

-34.131
21.895

-12.982
-0.926

P 值
< 2e-16***

< 2e-16***

< 2e-16***

7.34e-09***

4.70e-10***

1.86e-06***

< 2e-16***

< 2e-16***

0.00808**

P 值
<2e-16***

<2e-16***

<2e-16***

<2e-16***

<2e-16***

0.354
35012

Signif. codes：0‘***’0.001‘**’0.01‘*’0.05‘.’0.1‘ ’1
33175

模型 5模型 4

从农民群体的特征来看，性别、年龄均

对其科学素质水平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与

科学素质水平相关性为负，可见对于年龄偏

大农民的科学素质教育仍有待提升。在就业

情况上，是否就业对农民科学素质水平有显

著影响，呈正相关性。可见保障农民拥有稳

定职业、强化其与发展中社会的持续性接触，

对于提升农民科学素质有一定帮助。

从农村经济建设发展情况上看，农民的收

入水平对其科学素质水平有显著影响作用。拥

2023，18（3）：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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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高收入的农民，需要更高的知识水平与更

多的技能储备，才能应对当前不断现代化、科

技化发展的农业产业体系，获得收入的提升。

从科学文化氛围营造情况上看，农民的

个人受教育水平情况、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情

况均对科学素质水平有显著影响，可见无论

是基础教育还是成人继续教育都对农民群体

的个人能力提升、文化氛围营造具有重要作

用。其中，个人受教育水平与农民科学素质

的相关性显著高于职业技能培训情况，表明

了农民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当前

职业技能培训对于农民进一步提升科学素质

水平仍有一定提升和发展空间。调查显示，

在过去一年中有 70.5% 的农民未参加过农民

教育培训活动，有 87.6% 未参加过农民职业

技能、科学素质等竞赛，有 86.0% 未参加过

职业技能鉴定或认证活动，有 82.0% 未参加

过科普日等学习宣传活动。

从科普设施建设发展情况上看，农民的

线下科普设施使用情况、使用互联网获取科

技信息的情况均对科学素质水平有显著影响。

但是，目前两类指标与农民科学素质水平的

相关性均为负。在线下科普场馆的参观频率

上，农民参观科技馆等科技类场馆，以及参

观流动科技馆、科普画廊、科普活动室等社

区基础科普设施的频率与科学素质水平负相

关，这可能是由于当前基层科普设施产品或

内容与农民生产生活适配性较低所导致的，

也可能是由于农民对于线下参观科普类设施

获取信息的意愿不足所导致的。调查显示，

农民在过去一年中仅有 28.5% 经常或多次去

自然历史博物馆，有 28.3% 参观过科普画廊、

科普活动室等社区基础科普设施，有 28.0%

参观过科技馆等科技类场馆，参观意愿显著

低于全国总体水平与其他重点人群。在使用

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的情况上，当仅代入科

普设施建设发展变量进入模型时（模型 4），

使用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的指标并未对农民

科学素质水平产生显著影响，而将所有指标

纳入模型中时（模型 5），改为产生显著影响，

相关性为负。这说明网络作为信息获取的媒

介之一，本身并不具备提升农民科学素质水

平的能力，但在大环境中可以作为快速获取

信息的媒介，对农民科学素质的发展产生一

定影响作用。而与农民科学素质水平相关性

为负，可能是由于农民对获取科技信息的搜

索渠道、信息真伪的辨别等仍有一定提升空

间，较难只通过网络获取真实、可靠的科技

信息所导致的。

整体而言，农民的科学素质水平受到自

身特征与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共同影响。其

中，当前我国农村经济、文化建设均对农民

科学素质提升具有正向影响作用，而科普基

础设施建设具有负向影响作用。这与前文中

农民科学素质发展特点相符合。基于此种情

况，进一步提升基层科普设施建设，完善农

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制定与农民实际需求

相匹配的切实可行的科普产品，开展相适应

的科普活动尤为重要，对于推动我国农民科

学素质水平进一步提升具有深远影响。

6结论和建议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农民群体的科学素

质发展受到经济建设、科学文化氛围、社会发

展、个人情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以下

鲜明特点：（1）农民群体科学素质水平增速加

快，但与全国总体水平差距拉大；（2）农民在

生产经营方面能力较强，但在文明生活等方

面能力较弱；（3）低年龄段农民科学素质水平

表现有待提升，高素质农民后备力量稍显不

足；（4）相较线下科普设施，农民更愿意通过

线上渠道获取科技信息；（5）农民自身对科学

技术的兴趣程度较低；（6）收入、受教育水平、

参与培训情况、科普环境氛围营造等多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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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影响农民科学素质水平。可见，农民科学

素质提升在职业培训、基层科普阵地建设等方

面存在短板，仍需在切实贴合农民个性化需

求、增强其参与度与主动性等方面做出调整。

总体来看，在“十四五”攻坚阶段进一

步提升农民群体科学素质水平，助力高素质

农民人才队伍建设，需要从以下几点入手。

第一，增强农村科学文化体系建设，完

善基层科普体制机制。基础教育对农民科学

素质具有显著影响作用，也是提升农民群体

科学文化水平最为有效、便捷的重要手段。

应在基础教育中增加科学文化教育、理性思

考精神等相关的课题与内容，丰富科技与科

普类活动的形式与内容，培育学生养成科学

思考、运用理性思维处理问题的能力，持续

解决农村青年科学素质水平与全国同龄人有

较大落差的问题，为高素质农民人才队伍的

后备力量打好基础。

第二，充分利用“线上 + 线下”双平台

资源，提升基层科普设施的利用率与效能。

网络媒介、基层科普设施是农民群体获取科

技信息的重要途径，应结合农民群体多样化、

个性化的需求，加强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关

的科普产品供给力度，丰富科技信息供给途

径，创新科普工作的呈现方式与体验形式，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保障科普宣教平台线上

线下双向推动，助力农民习得主动搜索与获

取信息的技能，提高线上、线下科普平台与

媒介的利用效能。

第三，改善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扩

大技能培训传播度及普及度。《科学素质纲要

（2021 —2035 年）》要求，实施高素质农民培

育计划，开展农民职业技能鉴定和技能等级

认定、农村电商技能人才培训，举办面向农

民的技能大赛、农民科学素质网络竞赛、乡

土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当前，相关活

动在实践中较少得到农民群体的认可，也较

少能为农民群体带来帮助。应进一步加强农

民职业培训体系与内容建设，提升农民参与

相关活动的积极性、获得感，培育农民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与理性思维方式，充分利用好

扎根基层的科技特派员等专家人才队伍，支

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专业技术学（协）

会开发更加适应农民需求的科技科普服务，

以多元主体共同带动农村科技服务的新生态、

新体系，推动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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