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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众生物多样性认知调查报告》发布

63%受访者不明确“生物多样性”含义
■ 本报记者 高文兴

5月22 日，正值国际生
物多样性日之际，

世界自然基金会 （瑞士 ）北京代
表处（以下简称“WWF”）与深圳
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以下简
称 “一个地球 ”）联合发布 《中国
公 众 生物 多 样 性 认 知 调 查 报
告》。 报告对国内十大一二线城
市以及全国五大区域的三四线
城市的共计 3000 位公众开展调
查 ， 考察其在生物多样性的意
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态度以
及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行
为及其触媒渠道三大方面的情
况，是国内首份以生物多样性为
主题的公众认知调查报告。

据该报告显示，虽然有 91%
的受访者表示听说过“生物多样
性 ”一词 ，但仅有 34%表示知道
其含义 ，57%的受访者则明确表
示听过但不知道含义， 另有 9%
的公众“没听说过也不理解”。

“有效的公众参与自然保护
必需建立在科学认知和理解的
基础之上。加强公众对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认识和理解 ， 一直是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重
要目标。 从全球来看，当前公众
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理解还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林学会马
广仁副理事长表示。

调查核心发现

识词不辩意：在“生物多样
性”意识方面，该报告显示，绝大
多数受访者都表示听说过“生物
多样性”，说明在此之前，相关部
门、机构的宣传倡导工作已经发
挥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但进一步
调查显示，大部分受访者对其概
念和内涵明显不熟悉，有 91%的
受访者表示听说过“生物多样
性”一词，但是只有 34%表示知
道其含义，另有 57%的受访者表
示听过但不知道含义。

理解有偏倚：受访者对“生
物多样性”三个层次的内涵的认
知有一定偏向性，知道其含义的
受访者自发提及的内容的相关
性高达 86%，但主要集中在“物
种多样性”层面（65%），而对“生
态系统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
的提及率分别只有 24%和 10%。
反映了公众对“生物多样性”认
知的广度、清晰度以及其与日常
生活的关联度的认知均有较大
的提高空间。

议题大且远： 相比空气污
染、水污染、垃圾等环保和污染
治理议题，受访者对“生物多样
性”的认知情况在常见的相关自
然和环境议题中最低。受访者普
遍抱有“亲近自然”的态度，认同
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当前急需更
是造福后代，且对生物多样性的
未来改善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
但是绝大多数受访者仍然认为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牵头者和
深度参与者仍然是政府（85%），

自己只是配合的参与者。
行动有意愿：在我国政府持

续多年的大力倡导和推进下，低
碳环保、垃圾分类等行为是受访
公众最普遍采取的保护行为；在
宣传教育效果叠加新冠疫情的
特殊背景情况下，减少消费野生
生物制品也成为普遍采取的行
为；亲近自然、关注自然是其次
多采取的行为； 但主动传播、学
习、捐赠等行为采取的仍较少。

认知广度和深度待拓宽

调查发现受访者在提示后
对“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
样性”的认知都超过了 90%。 说
明物种多样性在中国已经得到
了公众的普遍认知。

生态系统多样性在提示前
后的巨大差异说明其概念已经
得到了较广泛的宣传推广，但其
与生物多样性概念之间的关联
并未得到清晰阐释，也未能被公
众充分理解和认知。

遗传多样性的认知度虽然
也得到了一定提升，但与其他两
项内涵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
这也说明相关内容的宣传教育
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或较大程度
上停留于科学和概念层面，难以
吸引普通公众关注，或被其理解
和认同。

因此，未来有必要进一步提
升公众对于“生物多样性”认知
的全面性和深度。 从现状看来，
公众对其认知理解多数集中、并
且局限于常识、 概念和字面意
思， 建议对于其内涵的生活化，
具象化可能是能够解决问题的
关键所在。

个人参与意识待提升

受访者普遍认同“生物多样
性”为人类提供各种服务，是赖
以生存的基础。并且调查公众普
遍为“生物多样性”现状堪忧。但
对于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
从本次调查排序可以看出，受访
者理解的出发点更多偏利己（有
利于人类）如资源的供给，而对
大自然本身的需求，或与日常生
活不直接相关的因素关注度和
认同度较低。

关于谁应该是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责任主体和实施力量，受
访者较多认为在生物多样性保
护这一宏大而重要的事业中，个
人只是被动和有限的参与者，未
能充分理解社会参与的重要性
和可能产生的巨大力量。

针对性开展引导和推动

为了基于本次调查的成果更
好地设计和开展未来面向公众的
生物多样性宣传教育和行动，本
调查还对重点人群的相关意识、
态度和行为表现进行了分析，并

提出了进一步对其引导的建议。
对于青年人群建议应该提

供更多资讯、案例等信息，帮助
其建立更全面综合、与时俱进的
生物多样性认知，同时，帮助他
们厘清概念和思路，建立生活经
验。多提供通过参与实践加强认
知的机会，推动他们从高认知人

群，进一步转化为高行动意愿的
人群。

女性群体对生物多样性的
认知上表现更强烈的对自然的
敬畏和亲自然的价值观，在行动
中也有更强烈的行动意愿。对女
性群体的引导应多强调“生物多
样性”系统保护、可持续发展等

广义角度的意义，同时多提供一
些从身边做起，容易参与和践行
的行动建议。

对于亲子家庭人群，应该对
着眼于他们对孩子当前教育和
未来长远发展的关注，有针对性
的提供自然教育、 自然体验、科
学素养、社会化学习等进一步感
受、了解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相关议题和活动的机会，以此作
为优势切入点，提升该类人群对
生物多样性的关注度、对保护行
动的参与度。

行动紧迫性

今天全球的生物多样性面
临严峻的挑战，并正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日益衰退。 自然正在以人
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退化、
物种灭绝正在加速，并可能对世
界各地的人们造成严重影响。 由
WWF等机构发布的《地球生命
力报告 2020》追踪全球近 21000
个种群的物种丰度，发现自 1970
年以来，全球范围监测到的哺乳
类、鸟类、鱼类、爬行类和两栖类
的种群规模， 平均下降了 68%。
我国的情况亦不容乐观：《2019
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指
出，我国 34450 种高等植物中约
10.9%受到威胁，约 29.3%急需保
护；4357种已知脊椎动物（除海
洋鱼类） 中约 21.4%受到威胁，
56.7%急需保护。

人类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的
受威胁现状负有重要责任，同
时，人类社会也将是生物多样性
退化这一现象的直接受影响者。
遗憾的是，无论对生物多样性的
重要性，还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紧迫性，全球的公众认知和应对
行动均明显不足。截至目前，《联
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五版）》
和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完成
度均低于预期。 2020 年 9 月，联
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
布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指
出： 其中爱知目标一， 即“到
2020 年， 人们认识到生物多样
性的价值以及他们能够采取哪
些行动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经
评估并没有实现。

受访者对生物多样性概念的基本认知

受访者对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活动
或节日的熟悉度

受访者所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