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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农民科学素质低下一直是制约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意识到这一点,开始逐步重视对农

民科学素质的研究工作。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和依据,如何科学准确地测量农民的科学素质是研究工作的首要

问题。我国现行的农民科学素质测评中还存在着缺乏专用的农民科学素质测评体系、忽略农民的异质性、测评

方法降低结果的科学性、单一视角的设计影响测评的全面性等不足。提出了构建科学合理的农民科学素质测评

指标体系应遵循科学性、针对性、综合性、稳定性和与时俱进等5个原则。在界定中国农民科学素质的内涵与外

延的基础上,探讨并建构了中国农民科学素质测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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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在我国的人口构成中,农民还占有比较高的比

重。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9年我国农村人口

7.13亿,占总人口的53.41%[1]。农民的科学素质

既是我国国民科学素质的组成部分,也是对我国实

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户生计

发挥重要影响的因素之一。因此,需要对我国农民

的科学素质进行客观的测评,并构建测评指标体系,
以准确了解其科学素质的基本情况,探明农民科学

素质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制定提高农民科学素

质和改善农民生计状况的相关政策。

暋暋一、我国农民科学素质测评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

暋暋迄今为止,虽然中国科协已先后5次在全国范

围内进行了公民科学素质抽样测评,其中包括对我

国农民科学素质的测评,为研究我国农民科学素质

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2],但是我国农民科学素质

测评工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缺乏专用的农民科学素质测评体系

我国农村人口的科学素质与城镇人口的差距显

著(城镇居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3.6%,而农村

居民的比例只有1.0%[3])。农村人口的科学素质

偏低是我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在传统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3重冲击下,

农民只有提高自己的科学素质,加强自身的能力建

设,才能顺应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所以,对我国农民

的科学素质进行专门地研究既必要又重要。
虽然《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灢2010灢

2020年)》将农民列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四类重

点人群之一,但是我国农民的科学素质测评还得依

托于公民科学素质的测评工作,而专门适用于我国

农民的、独立的科学素质测评体系至今尚未建立起

来。除了公民科学素质测评中提供的农民部分的数

据外,学界更多的只是用文化程度、受教育年限、科
技培训率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等情况对农民的科

学素质做一些粗略说明和比较。这是在缺少农民科

学素质测评体系情况下的简单做法。它所衡量的是

农民科学素质的外在影响因素,而这些因素与农民

科学素质的内在要求并不完全一致,凭借它们仍然

无法准确地反映出农民的科学素质。因此,专用的

农民科学素质测评体系亟待建立。

2.忽略了测评对象的异质性

由于没有专门的农民科学素质测评体系,我
国现行的做法是以全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作为测

评农民科学素质的主要依据,并采用美国学者米

勒提出的“公民科学素质暠测评模型[4灢5](以下简称

“米勒模型暠)。但是,米勒模型与我国国情存在适

用性偏差。米勒模型是为适应美国公民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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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而设置的,是以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为

背景,以美国居民的文化、职业和地域构成为依据

的,在问卷设置、调查对象的选取、测评过程中的

具体操作细节等方面都反映出美国经济、政治、历
史和文化的特性,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并不是普

遍适用的。一方面,据美国农业部统计,美国从事

农业生产的人口不足全国人口的3%,几乎全部居

民都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在这种产业构成前提

下,美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不可能把极少数的农

民作为主要对象,因此米勒模型锁定的对象是从

事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美国居民,而我国的农民科

学素养调查的对象显然是9亿农民,仅从调查对

象的针对性而言,由于存在巨大的职业偏差,照搬

米勒模型的测评结果绝不可能反映出我国农民真

实的科学素养。另一方面,美国农业的现代化、规
模化、专业化和机械化程度很高,生产经营有明确

的标准,农民作为一种稳定职业的身份非常明确

且社会认同,群体内部差异很小,因此一套测评体

系完全可以说明问题。而我国现阶段农民内部存

在很大的分化,不仅有大量思想观念和生产技术

都十分落后的传统农民,而且还有大量的兼业农

民,以及一部分较为优秀、掌握先进农业生产技术

专业的农民和职业农民。农民群体内部的差别很

大,不同农民的科学素质存在天壤之别,如果不考

虑这种异质性,仅用一套测评体系来说明中国农

民的科学素质,显然不能科学地反映出各类群体

的特殊性。

3.测评方法降低了结果的科学性

从测评理论上看,我国的农民科学素质测评依

据的是经典测量理论(classictesttheory,CTT),中
国科协进行的5次公众科学素养调查都是基于该理

论,而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采用了更为先

进的项目反应理论(itemresponsetheory,IRT),与

IRT相比,CTT难以区分不同主题的知识水平,缺
乏相应的难度系数来适合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形态和

公众的知识程度。从测评方法上看,尽管我国借鉴

了国际通用的米勒测评体系和调查问卷,但我国并

没有像米勒那样对每一道试题进行评价和筛选,更
没有通过媒体词频统计等手段来不断补充和修改题

目(米勒20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指标库

与题库,以便保证测评体系与测评量表能与时俱

进),我国在科学借鉴米勒体系及其测评方法上所做

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因此,由于测评理论、测评方法

的不同,导致我国的测评体系与测评结果难以实现

国际对比,甚至与我国的历史数据进行纵向比较时

都存在很大问题[2],这样一来,测评结果的科学性,
就要大打折扣。

4.单一视角的设计影响了测评的全面性

以全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为依托而进行的中

国农民科学素质测评是一种自上而下视角的测评

方式。它从政府和专家的视角出发来度量农民的

科学素质,忽视了农民自己对科学素质的表达。
在整个测评体系的操作过程中,农民处于被动地

位,只被当作测度客体或研究对象来看待。由此

得出的测评结果也难以反映实际情况。我们认

为,客观长效的科学素质测评体系除了具备基本

的科学测评指标外,还应该考虑到测度对象自身

对被测内容的理解,应该从多视角、多维度、多层

次来确定测评指标。即除了包含专家和学者眼中

的科学素质基本要求外,还要涵盖农民群体对科

学素质的理解和实践。

暋暋二、科学构建我国农民科学素质测
评指标体系应遵循的原则

暋暋1.科学性原则

国际上主流的科学素质指标体系设计者米勒认

为,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的差异,各国对米勒模型中

的第3个层次(理解科技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显然

会有不同的理解[4]。我国农民科学素质测评指标体

系的科学性原则包括2层涵义:一层是适用范围的科

学性,即理想的指标体系应该适用于中国农民。中国

科普所将科学素质概括为“四科两能力暠,它对于生活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只具有一定程度的适用

性。由于历史、自然、社会、政策、经济以及技术等方

面的原因,我国农民科学素质同城市居民相比,一方

面发展极不平衡,另一方面在具体生产生活中又体现

出一些独特的特征。在了解和分析中国农民科学素

质现状时,更要关注中国农民科学素质中的特殊性。
因此,指标的选择和试题的内容需要考虑更多的中国

情境和农民情境,结合农民的特点,根据农民的不同

类型,因人而异地设置指标才能体现出体系构建的科

学性。另一层是内容的科学性,即指标的选择和试题

的内容需要考虑到整个农民科学素质测评体系能代

表科学的发展状况和农民应掌握的科学内容的最基

本要求,滤除过于专业的测试问题,准确地衡量出农

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科学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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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性原则

在对农民进行科学素质测量过程中,调查对象

要明确,测评指标要针对我国农民的特点来设计,要
根据调查对象的个人特点以及调查地点经济社会发

展状况、地域文化、历史民俗等客观条件,合理地确

定测评内容,选择合适的测评手段和方法,使测评工

作在反映事物一般性的同时,也最大可能兼顾事物

的特殊性,以符合实际需要。由于我国农民群体内

部分化明显,不同类型农民受教育程度、实践经验、
在农业生产中学习科学的积极性以及接受科学素质

教育培训及农村科普的主动性等方面存在很大差

异,要保证农民科学素质测评真实有效,必须依据测

评对象的不同特点,区别对待,测评手段亦不必拘泥

于某种固定模式,当受调查的群体内部情况比较复

杂时,或在特定的环境背景下,面对特定的调查对象

时,或是调查过程中有其他特殊情况出现时,常用的

单一测评体系将不再有效,这时,及时调整、变更测

评对象、内容,根据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运用不同方

式和手段也是必要的。

3.综合性原则

农民科学素质测评体系应当尽可能多地反映出

农民需要掌握的科学素质各方面内容。从学科门类

来讲,既要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包括社会科学内

容。从科学素质涵盖的内容来看,既有反映农民具

备的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态度

等方面的问卷试题,也有应用上述内容处理实际问

题,参与公共事务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

等方面的问卷试题。

4.稳定性原则

农民科学素质测评的研究既具有时代的特征,
又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对农民个体而言,科学素质

的获得是动态的,是持续的。纵向研究对于监测农

民科学素质的变化,挖掘潜在的影响因素有着重要

意义。高质量的纵向研究需要指标本身具有连续

性,这就要求问卷试题的内容处于知识体系的基本

层面[6]。农民科学素质测评指标的选取不能朝令夕

改,一些前沿学科或前沿领域内,能体现出学科进步

又能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础科学术语对于指标体系的

构建还是必不可少的。

5.与时俱进原则

农民科学素质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除了要科学

地测量出农民的科学素质之外,还要体现出指标体

系的时代性。测评体系须明确它所适用的时间范

畴。不能用陈旧的科学知识和技能去衡量现代人的

科学素质。具体而言,科学不断地发展,诸如科学知

识、科学方法、科学能力等都会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

而有所创新和深化,农民所具备的科学素质的评判

要求要与科学的发展水平相适应,随着科学和社会

的进步而不断提升。这几项指标的要求是动态的。
在这个动态过程中,科学素质对农民的科学精神和

科学意识的要求则保持相对的稳定。因此,我国农

民科学素质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除了要保持稳定性

原则外,还要与科学和社会的发展潮流和趋势相符

合,体现出时代的特征。

暋暋三、我国农民科学素质测评指标体
系的确定

暋暋确定我国农民科学素质测评的指标需要从农民

科学素质的内涵与外延出发,兼顾科学素质的共性

要求与农民的个性特征。

1.我国农民科学素质的内涵与外延

我国农民科学素质的内涵主要包括科学知识、
科学方法、科学意识、科学精神和科学能力等内容。
农民的科学素质是指农民了解科学技术知识、掌握

基本的科学方法、拥有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坚持科

学发展观,以及应用它们处理日常生活、农业生产活

动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简小鹰认为:衡量农民

科学素质要结合农民的生存环境,还要关注农民:
(1)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开展安全生产、建
设低碳生活的能力;(2)掌握和运用先进实用技术发

展生产、增收致富的能力(包括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农

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的能力);(3)根据市场经济发

展要求进行经营管理和自主创业、创新发展的能力;
(4)学习健康生活知识、适应现代文明、改善生存环

境和生活质量的能力[7]。也可以将这4个方面的要

求高度概括为科学发展能力、科学生产能力、科学经

营能力和科学生活能力。
我国农民科学素质的外延从3个方面予以界

定:首先是限于农民,不涉及非农民。这里的农民是

指户口登记在农村并为农业户口的农村人。其次是

限于中国农民。“中国农民暠将我们考察的对象范围

做出了严格地界定,即为中国而非国外的农民群体。
这一外延要求我们在设定测评指标的时候要考虑到

我国农民的特殊性。最后是限于科学素质,而将身

体素质、心理素质、人文素质等其他素质排除在外。
综上所述,测评农民科学素质的指标应包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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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所示的几个方面的内容。
表1暋中国农民科学素质测评的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科
学
意
识

对科学的看法
科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对科学
支持和拥护的程度;科学\宗教\
经验\迷信几种范式的选择

对科学的兴趣

对科技、政治、经济、体育、军事
等内容的关注程度;对科学动态
的了解程度;了解科学的途径;
参加科技活动的频率

科
学
精
神

科学与非科学 求实精神和(求是)怀疑精神

精神状态、思维方式
实践精神、实证精神、协作精神、
民主精神、创新精神

科
学
知
识

科学概念
了解基本的科学概念并理解其
定义,如纳米、信息高速公路、绿
色食品等

科学观点
理解基础性科学观点,如光速与
声速、地心温度高低等

科学理论
理解基础科学理论,如日心说、
进化论

科学常识
具备基本的科学常识,如爱因斯
坦、袁隆平是哪个领域的科学家

农业科技

熟悉与生活、生产相关的基本农
业科学技术及领域内相关的前
沿农业科技,如良种繁育、耕作
栽培、病虫防治、生物技术

科
学
方
法

科研过程
科学地研究事物;分组对比实验
研究的方法;实际生活中处理难
题的路径

科学技能的运用
运用正确的科学技能(包括乡土
方法)解决具体问题

科
学
能
力

科学发展能力
对个人及家庭发展的规划;运用
科学技能取得发展的能力

科学生产能力
具备从事低碳农业生产所需的
科学技能;从事第二、三产业工
作的技能

科学经营能力
信息的获取;对市场的理解;市
场的参与情况;自主创业的意愿
与能力

科学生活能力

运用科学知识、方法、思想处理
个人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运用科学知识、方法、思想参
与公共事务;对国家政策、公民
权利、法律的了解

暋暋2.我国农民科学素质测评指标的解读

(1)科学意识。科学意识就是从科学的角度理

解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观念及行为。
这一部分总体上要考察农民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科
学技术与自然、科学技术与人的态度(即科学发展

观),考察他们在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过程中,面对

和处理具体问题时是否具有正确和科学的态度。目

的是考量科学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和位置,即农民

是否相信科学,是否拥护科学,农民对科学的重视程

度,他们是否肯定科学的价值并将科学作为其行为

合理性的依据。
(2)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人类在长期的科学

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

的总称。它是指由科学性质所决定并贯穿于科学活

动之中的基本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体现在科学

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这一部分主要考察农民:是
否具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面对封建迷信活

动与邪教蛊惑时,是否具有批判的态度和求真的精

神;对待传言时,是否不盲从,具有有条理地怀疑精

神;生活中,是否具有通过实践来检验生活的实践精

神和实证精神;生产中,是否具有协作互助的精神;
同时,是否具有勇于挑战权威的民主精神;对待乡土

知识,是否具有继承与创新的精神。
(3)科学知识。科学知识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

实践中所获得的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经验总结的

总和。这一部分是要考察农民对科学概念、科学观

点、科学理论和基本科学常识的了解。当然,指标的

选择也应该考虑到农民掌握知识的生产性特点与科

学发展的趋势和前沿问题。
(4)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是指人们在认识世界

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遵循和使用的符合科学一般

原则的各种途径和手段。这一部分要考察4个方

面:一是农民是否了解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是否掌

握这些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的手段;二是农民是否

了解科学研究的普遍过程;三是农民在日常生活、生
产、经营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决策或采取的行动是否

符合科学的原则和规律;四是农民在处理事务的过

程中,技能的运用是否恰当。
(5)科学能力。科学能力指农民将科学知识、科

学方法和科学精神运用到处理日常生活、农业生产

活动和参与公共事务中去的能力。科学能力是农民

科学素质要素结构中的重点,如果说科学意识、科学

态度、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体现的是农民科学素质

的科学性的话,那么科学能力主要体现的是行动性。
无论掌握多少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能够学以致用,
将它们运用到具体问题的解决和参与公共事务中

去,这才是农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最好体现。科学能

力分为4种:
一是科学发展能力。这部分主要考察农民对自

己发展路径的设计是否理性;他们在利用各种资源

进行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是否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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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同时,他们在农业生活

中是否能够节约资源能源,是否具有低碳生活的意

识和能力。
二是科学生产能力。这部分要考察农民掌握和

运用先进实用技术发展生产、应用新品种、新技术和

新设备增收致富的能力和开展安全生产的能力。同

时也包括他们向农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的能力。
三是科学经营能力。这部分主要考察农民是否

能够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进行科学地经

营管理,能否及时准确地了解市场信息,能否根据市

场的需求进行生产或自主创业,是否具有开拓进取

的精神和勇于创新的发展能力。
四是科学生活能力。这部分主要考察农民运用

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习健康生活知识

的能力,改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的能力。同时考

察农民理解国家的“三农暠政策、了解公民的基本权

利和义务、参与民主选举和农村社区事务的能力。

参暋考暋文暋献

[1]暋 中 国 国 家 统 计 局.人 口 数 及 构 成 [EB/OL].(2010灢02灢25)

[2010灢08灢20].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0/in灢
dexch.htm.

[2]暋郭传杰,汤书昆.公民科学素质测评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9:170灢172.
[3]暋中国科普研究所.2007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主要结果[EB/

OL].(2009灢09灢17)[2010灢10灢10].http://www.kxsz.org.cn/

cms/contentmanager.do? method=view&pageid=view&id

=cms0eeb985f48e29.
[4]暋MILLERJD.Towardascientificunderstandingofpublicun灢

derstandingofscienceandtechnology[J].PublicUnderstand灢
ingofScience,1992,1(1):23灢26.

[5]暋MILLERJD.Scientificliteracy:aconceptualandempiricalre灢
view[J].Daedalus,1983(2):29灢48.

[6]暋汤书昆,王孝炯,徐晓飞.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测评指标体系研

究[J].科学学研究.2008(1):78灢84.
[7]暋简小鹰.中国现代农业的组织结构[M].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

术出版社,2010:18.

ConstructionofEstimatingIndexSystemofChinese
Farmers暞Scientific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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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暋ThepoorscientificliteracyofChinesefarmersisanimportantfactorinrestrictingsocial
developmentofChina,whichChinesegovernmenthasrealized.Therefore,Chinesegovernmentbegins
toattachimportancetotheresearchonfarmers暞scientificliteracy.Asthebasisofsubsequentresearch,

howtoexactlyestimatethescientificliteracyofChinesefarmersisthefirstconsideration.Thecurrent
assessmentonscientificliteracyofChinesefarmershassuchdisadvantagesaslackingofspecialassess灢
mentonscientificliteracyforChinesefarmers,ignoranceofheterogeneityoffarmers,results暞scientific灢
itybeingloweredbythemethodsofassessmentandtheoverallassessmentbeingaffectedbydesignon
singlevision.Thispaperpointsoutthatconstructingascientificandreasonableindexsystemofscientific
literacyforChinesefarmersshouldabidebythefollowing5principles:scientificity,pertinence,com灢
prehensiveness,stabilityandkeepingpacewiththetimes.Basedondefiningconnotationandextension
ofscientificliteracyofChinesefarmers,thispaperdiscussesandconstructstheestimatingindexsystem
onscientificliteracyofChinese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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