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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包装垃圾造成城市生活垃圾量大幅增加。一个城市环卫系统的容

纳能力、末端处理能力，比如填埋场、焚烧场等，都是有限的，现在城市

环卫系统的压力非常大。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品芝
实习生 毛 鑫

美团外卖、饿了么、百度外卖等互联网

外卖平台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三家外卖

平台全国日订单量合计约在 2000 万单左

右。伴随着外卖行业的飞速发展，外卖垃圾

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也日益凸显。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对 2012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

查显示，75.5%的受访者已经意识到了外卖

垃圾对环境的危害。41.1%的受访者愿意为

外卖垃圾处理支付费用。66.9%的受访者建

议推广可降解的环保餐盒，减少塑料餐盒

的使用。

受 访 者 中 ，90 后 占 19.3% ，80 后 占

53.2%，70 后占 20.0%，60 后占 6.2%，50 后占

0.9%，其他占 0.4%。

75.5%受访者已意识到外
卖垃圾对环境的危害

调查中，43.3%的受访者经常点，53.0%
的受访者偶尔点。

郑州某媒体员工赵霜（化名）平均一周

会点 3 到 4 次外卖，“一般都努力吃完，不会

剩下。大部分外卖盒直接扔掉了，有些特别

大的塑料盒子会洗干净当保鲜盒用，外卖

袋子一般不会留”。

上海某高校学生周智辉（化名）不经常

点外卖，“有时候直接把外卖餐盒扔进垃圾

桶。如果有分类回收的垃圾箱，一般会扔进

不可回收垃圾箱里”。

调查中，34.8%的受访者在外卖用餐后

会将塑料垃圾与餐厨垃圾分开，50.0%的受

访者偶尔这么做，15.2%的受访者从不区分。

深圳某国企员工周瑶（化名）基本不点

外卖。“我不知道外卖是否卫生，而且，外卖

垃圾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不点外卖

也是在保护环境”。

周智辉则对外卖垃圾的污染没有特别

在 意 ，在 他 看 来 ，外 卖 餐 盒 就 像 塑 料 袋 一

样，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调查显示，75.5%的受访者已经意识到

了外卖垃圾对环境的危害，10.9%的受访者

没有，13.6%的受访者不好说。

目前大部分餐厨垃圾、塑料袋餐盒和

包装袋垃圾混合的外卖垃圾只能“混入”城

市生活垃圾，进入垃圾处理系统，最终作为

普通垃圾进行焚烧或填埋。清华大学环境

学院固体废物控制研究所教授蒋建国说，

盛过食物的餐盒，直接回收的价值比较低。

“从环卫系统来说，外卖包装垃圾造成城市

生活垃圾量大幅增加。一个城市环卫系统

的容纳能力、末端处理能力，比如填埋场、

焚烧场等，都是有限的，现在城市环卫系统

的压力非常大。以后怎么管理外卖垃圾、能

否在源头减量、怎么进行有效的分类引导，

提高回收比例，除了收取餐饮厂、外卖平台

的处理费，还需要在技术、管理上有相应的

政策引导。改进材料会增加成本，怎么使消

费者愿意花更多的钱为环保出力、承担更

多的责任，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受访者认为外卖平台、餐
饮企业和消费者最应为外卖
垃圾的回收处理埋单

哪些环节最应为外卖垃圾的回收处理

埋 单 ？调 查 中 ，受 访 者 认 为 外 卖 平 台

（56.8%）、餐 饮 企 业（53.3%）和 消 费 者

（41.5%）应该为外卖垃圾的回收处理埋单，

其他还有：餐具生产商（35.1%）和环保部门

（30.3%）。

蒋建国说，餐盒的生产比较集中，外卖

平台的数量比较有限，所以生产者和平台

这两个方面是好管理的。但要对消费者进

行管理，就涉及到费和税的问题。

从谁得利谁负责的角度来看，周智辉

认为，餐盒的生产厂商、外卖商家以及外卖

的消费者三方应该为餐盒处理埋单。但具

体如何操作，需要相关部门加以规范。

周瑶觉得外卖平台、餐饮企业和消费

者三方都需要为处理垃圾埋单。“外卖的兴

起与外卖平台 App 的出现和宣传推广分不

开，App 平台方和商家通过外卖这种方式

为自己带来了更大的收益。消费者订外卖

也掀起了外卖市场的热潮，所以三者都应

该为外卖垃圾埋单”。

“之前出台了限塑令，但塑料袋的生产

成本很低，而且更多是在使用环节进行收

费，所以现在塑料袋的使用有反弹的迹象。

从这一点来看，如果对塑料袋和外卖餐盒

在生产环节征收环保税，则可以提高生产

成本，使得商家和消费者在使用塑料袋或

外卖餐盒时不得不考虑购买成本，同时将

税收用于环保事业，比如投资塑料降解技

术的研发。”周智辉说。

调查显示，41.1%的受访者愿意为外卖

垃 圾 处 理 支 付 费 用 ，32.0%的 受 访 者 不 愿

意，26.9%的受访者不好说。

“本来就会支付一个餐盒的费用，多花

点钱买一个环保型的也不是什么负担。”赵

霜愿意为处理外卖垃圾多支付一些费用，

“但是感觉商家应该多承担一些责任，至少

要准备环保型餐盒和袋子”。

“塑料很便宜，而且质地比较结实，同

时也比较好加工。但可降解塑料成本比较

高，纸质餐盒则比较容易破损，使用起来不

够方便。”蒋建国说，一些环保可降解材料

餐盒的推广存在成本和实用性两方面的问

题。

“我国的外卖行业发展太快了，国际上

的外卖行业增长都没有这么快，产生的外

卖垃圾量也是在可预期的范围之内。国外

的一些地方除了用塑料，还用一些薄的铝

和纸的复合材料，类似飞机上的餐盒，但成

本比塑料餐盒高。”蒋建国说，可降解材料

餐 盒 的 推 广 涉 及 到 相 关 的 政 策 标 准 的 制

定，虽然我国也有包装法、使用者付费规定

以及生产者责任延伸规定等，但由于外卖

垃圾是一个新问题，能否纳入相应的规定

还需要完善相应的法规标准。

减少外卖垃圾，66.9%的受访者建议

推广可降解的环保餐盒，减少塑料餐盒的

使用；59.2%的受访者认为外卖平台应建

立外卖包装循环使用机制；58.5%的受访

者认为要加强消费者的环保意识，提倡少

点外卖或自带餐具；50.2%的受访者建议

健全垃圾分类体系，加强外卖垃圾分类回

收 ；34.3%的 受 访 者 建 议 政 府 采 取 措 施 ，

健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

“外卖的确很便捷，单纯抵制很难产

生效果。”周瑶认为治标先治本，可以在

点外卖的同时减少甚至杜绝塑料垃圾和一

次性用品的使用。“在一些美剧中可以看

到，外国中餐馆会使用一种特制的环保外

卖餐盒，我觉得我们也要用环保的产品。”

此外，周瑶觉得好的舆论环境很重要，她希

望可以颁布相关法律强制卖家使用环保餐

具。“对于点外卖的人可以通过第三方平台

加收服务费的方式埋单，对于不点外卖的

人可以通过公益的方式进行捐助”。

受访者中，一线城市的占 35.4%，二线

城市的占 41.7%，三、四线城市的占 18.2%，

小城镇、县城的占 3.5%，农村的占 1.2%。

减少外卖垃圾 66.9%受访者建议推广可降解的环保餐盒
外卖平台、餐饮企业和消费者被认为最应为外卖垃圾的回收处理埋单

实习生 崔艳宇

为了吸引眼球、赢得关注，商家总是

不断追求形式丰富、更有新意的广告。有

些广告因精良的制作、巧妙的构思被人

们广泛传播，但也有些广告“剑走偏锋”，

片面追求噱头和话题，引发了许多争议。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合问卷网，对 2006 名受访者开展的一

项调查显示，50.3%的受访者认为商家为

营销效果“秀下限”不合适，52.8%的受访

者觉得广告中出现“职场潜规则”的情节

不够妥当，60.2%的受访者认为营销应坚

守不做虚假广告的底线。

受 访 者 中 ，00 后 占 0.6% ，90 后 占

20.8%，80 后 占 52.6%，70 后 占 18.1%，60
后占 6.0%，50 后占 1.5%。

50.3%受访者认为广告
也要有正确价值观

“我喜欢一些温暖的公益广告。”在河

南某中学读高二的宁怀远说，关于亲情、

友情的公益广告更让人记忆深刻。“对于

商业广告，我喜欢有意思、有创意的”。

调查中，受访者最喜欢温馨的广告

（59.2% ），其 他 类 型 依 次 是 ：清 新

（47.6%）、搞笑（38.7%）、炫酷（29.2%）、科

普（28.6%）和煽情（17.9%）等。

北京某公关公司员工郑娜认为，个别

商家通过在广告中“秀下限”获取关注度

的行为“很不负责任”。“广告不仅会影响

人们的购买行为，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价

值观。即使商业广告也应该‘三观正’”。

宁怀远也不喜欢看到“秀下限”的广

告。“广告是企业形象的体现，我比较喜

欢有情怀、有坚守、有底线的企业”。

数据表明，50.3%的受访者认为商家

为了营销效果而“秀下限”的做法不合适，

广告也要有正确的价值观，35.5%的受访

者则觉得合适，14.2%的受访者说不好。

“我最近看到一则广告，讲了女主人

公因为衣服穿得好而不断晋升的故事。”

在北京某高校读研一的张笑表示，“这则

广告中的逻辑有些好笑”。

你觉得广告中出现过的哪些情节或

“ 价 值 观 ”不 妥 ？52.8%的 受 访 者 认 为 是

“职场潜规则”，其他还有：“小三”逆袭

（52.2%）、“剩男剩女”被逼婚（42.5%）、“妈

宝男”（33.9%）、“婆媳大战”（30.7%）、物化

女性（25.1%）和“虎爸虎妈”（22.7%）等。

60.2%受访者认为营销
应坚守的底线是不做虚假
广告

商业广告也应守住底线。调查显示，

60.2%的受访者认为营销应该坚守的底

线是不做虚假广告，53.9%的受访者认为

是不夸大产品功效，48.6%的受访者认为

是不用“文字游戏”打擦边球。此外，其他

一 些 底 线 还 有 ：不 歧 视 任 何 特 定 人 群

（46.9%）、不 使 用 过 激 或 不 雅 词 汇

（41.9%）、不做虚假承诺（31.9%）、不煽动

公众情绪（31.9%）和不靠“雷人”“洗脑”

博眼球（31.2%）等。

“有些培训机构打出‘一个月提升三

十分’之类的广告，却常常无法兑现‘承

诺’。”宁怀远说。

张笑谈到，有些街头灯箱、传单上的

广告“通过谐音或一词多意表达低俗的

语 义 ”，“ 看 似 是 抖 机 灵 ，其 实 很 让 人 反

感”。

“作为消费者，我更喜欢真诚、走心

的广告。”张笑说，“商家只需要真实地表

述产品功效或特色优点，消费者自然会

做出判断”。此外，张笑还觉得，广告对销

量 的 影 响 只 是 暂 时 的 ，“ 要 立 于 不 败 之

地，最根本的是要做好产品”。

你希望看到什么样的广告？53.4%的

受 访 者 希 望 广 告 有 专 业 知 识 做 支 撑 ；

46.6%的 受 访 者 希 望 有 传 统 文 化 底 蕴 ；

45.8%的 受 访 者 希 望 开 门 见 山 ，简 洁 明

快；44.9%的受访者希望将广告嵌入具体

的 生 活 场 景 ；31.5%的 受 访 者 希 望 有 可

信、可靠的代言人；31.3%的受访者希望

广告励志感人，有情怀；20.6%的受访者

希望看到轻松活泼、“脑洞”大开的广告。

50.3%受访者认为商家广告
“秀下限”不合适
53.4%受访者期待看到

有专业知识支撑的广告

视觉中国供图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杜园春
实习生 伍 越

前段时间，一篇《不谈作业母慈子孝，

连搂带抱。涉及作业鸡飞狗跳，呜嗷喊叫》

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很多网友对文中家

长因陪伴孩子做作业而闹心、抓狂的情景

感同身受。陪伴孩子写作业已经成了越来

越多家庭需要面对的情况。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对 1980 名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

显示，37.1%的受访家长每天都会陪孩子写

作业，44.2%的受访家长平均一次陪伴时间

在 30 分钟～1 小时。84.0%的受访家长会因

陪孩子写作业而头疼，63.0%的受访家长认

为陪孩子写作业应以监督为主，必要时进

行辅导。

84.0%受访家长会因陪孩
子写作业而头疼

“我女儿语文和英语作业都能自己搞

定，但一到数学，就会错误百出。”在北京某

高 校 工 作 的 范 辉（化 名）女 儿 上 小 学 三 年

级，通常孩子先自己写作业，饭后她和老公

用 1 小时一块儿检查作业、进行辅导和签

字。“小学三年级的数学主要集中在两位数

和三位数的加减法，以及认识一些图形。这

种基础性的问题家长能指导，但难就难在

怎么教会她运算规律。有时她脑筋转不过

来，我教了很多次她还是填错，光发火也解

决不了问题，我就恨不得把自己的脑子装

她脑袋里去”。

“ 每 天 晚 上 吃 完 饭 ，女 儿 先 自 己 写 作

业，把不会做的题目留着问我们。”张徽（化

名）是一位小学教师，女儿今年刚上初二，

“她理科不好，尤其是物理，一晚上两个多

小时做作业的时间，有三分之一在寻求帮

助。有时我就很发愁，因为她做作业有些磨

蹭，常常写着写着就开始发呆，要么就去做

手账、写日记、看课外书去了”。

调查显示，在家长陪孩子写作业的频

率上，最高的是每天都陪伴（37.1%），然后

是 一 周 3～4 次（34.4%）和 一 周 1～2 次

（19.7%）。在陪伴时间上，30 分钟～1 小时

（44.2%）、1 小时～1.5 小时（20.6%）和 30 分

钟以内（16.9%）较为普遍。

闫江（化名）是某外企职员，儿子上小

学五年级。他和爱人在辅导儿子课业上的

分工比较清楚，“老婆文科好，我理科好，我

们各自辅导强项上的作业。但我儿子比较

皮，学习上粗心大意，很多问题他都会，可

出 错 率 还 是 很 高 ，我 们 总 能 指 出 各 种‘ 低

级’的小错误。一小时的课业辅导再加上之

后的谈心，一般晚饭后的时间我们就都花

在这上面了”。

民调显示，84.0%的受访家长平时会因

陪 孩 子 写 作 业 头 疼 ，其 中 24.4%的 受 访 家

长 表 示 非 常 头 疼 ，还 有 16.0%的 受 访 家 长

则表示“非常愉快”。

陪 做 作 业 中 哪 些 事 情 让 家 长 感 到 头

疼 ？孩 子 做 作 业 磨 蹭 获 选 率 最 高 ，为

58.0%，其后依次是孩子马虎，各种低级错

误层出（48.7%），孩子知识点不掌握，老教

不会（43.9%）。此外还有：孩子注意力不集

中（41.2%）、作 业 需 要 家 长 参 与 共 同 完 成

（25.3%）和每天都得签字检查（19.9%）。

60.2%受访家长陪孩子写
作业的初衷是了解孩子日常
学习状态

“现在我们已经不像小学辅导孩子时

那样全面了，陪她写作业的时间也短了很

多。”张徽表示，陪孩子写作业，主要是想了

解孩子日常的学习状态。

“对于我和孩子爸爸来说，陪伴女儿做

作业能让我们和孩子有一段共处的时间。

不至于孩子忙作业、我们忙工作。作业是小

事 ，在 陪 伴 中 互 相 了 解 ，互 相 沟 通 才 是 重

点。”范辉说。

北京某国企员工刘华的女儿今年上小

学二年级，每天她也因陪孩子写作业而烦

恼。她认为，家长陪伴孩子的方式很多，比

如周末参加亲子活动、郊游、去游乐场，以

及每天课余之外的谈心，“我认为陪着写作

业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过程不愉快反

而让亲子关系变得不和谐”。

家 长 陪 孩 子 写 作 业 的 初 衷 是 什 么 ？

60.2%的受访家长是为了了解孩子日常学

习状态，47.9%的受访家长认为这是亲自沟

通的重要方式。其他还有：孩子希望家长陪

伴（31.8%），没有家长监督孩子不好好做作

业（31.7%）和应学校老师要求（30.5%）。

西 南 大 学 教 育 研 究 院 院 长 唐 智 松 表

示，对于社会热议的陪孩子写作业现象及

其种种问题，应当撇开问题本身，站在更广

阔的视野来看，否则走不出这个“怪圈”。唐

智松认为，现如今基础教育的问题之一，就

是强化了学术性的“讲课——听课——写

作业”活动，而压缩了其他诸如文体、科学

探 究、社 会 服 务 等 课 外、校 外 的 实 践 性 活

动。“学生整天被束缚在学术性的理论学习

中，就会反感、甚至厌恶。为了确保作业及

学业质量，家长也被拉到写作业活动中”。

63.0%受访家长认为陪孩
子写作业应以监督为主，必要
时进行辅导

“家长陪伴孩子写作业是一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张徽坦言，女儿上小学时，每当

她犯马虎错误时，自己就特别生气。但随着

女儿长大，作为家长，自己也在成长，“在陪

伴孩子写作业的过程中，我们的重点已经

不再是作业本身，而是她的学习状态、师生

关系，以及她和我们相处时偶尔流露出的

小情绪⋯⋯这些都是在陪伴她写作业时获

得的”。

唐智松认为，家长要根据孩子的情况

来选择陪孩子写作业的方式，“尽可能不要

陪，这有助于培养孩子独立、自主、自觉学

习的习惯和能力。如果确实需要陪，家长要

尽可能减少陪伴时间，而且主要是在学习

方法、思路等层面上给予指导，切不可越俎

代庖”。

“家庭教育的主要责任，是对孩子进行

非学术性的教育，如接人待物、处世立业、

家庭责任及社会公德，绝对不能让家庭教

育责任无限化。”谈到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

的关系，唐智松认为，学术性的作业辅导责

任应主要由校方来承担，而不能将责任推

给家长。“基于每个孩子学术与实践倾向的

差异，作业形式可以多样化”。

对于陪孩子写作业，63.0%的受访家长

认 为 应 以 监 督 为 主 ，必 要 时 进 行 辅 导 ；

46.2%的受访家长认为应寓教于乐，陪伴为

主，作业为辅；27.4%的受访家长建议全

程参与，浸入式辅导；14.8%的受访家长

表示应顺其自然，无需过多辅导。

受 访 家 长 中 ， 居 住 在 一 线 城 市 的 占

32.4%， 二 线 城 市 的 占 44.0%， 三 、 四 线

城 市 的 占 19.4%， 县 城 、 城 镇 的 占 2.7%，

农村的占 1.4%。

84.0%受访家长会因陪孩子写作业头疼
63.0%受访家长认为陪孩子写作业应以监督为主

视觉中国供图

实习生 伍 越

阅读购书时，不少人会关注图书是否

是正版。此前，京郊篱苑书屋深陷盗版图书

风波，引发了人们热议。日常生活中，人们

怎么看待盗版书？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对 2000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

查显示，60.6%的受访者认为价格便宜是人

们购买盗版书的原因。61.6%的受访者认为

盗版书影响阅读甚至传播错误知识，66.1%
的受访者建议加大对制造传播盗版图书的

打击力度。

受访者中，35.1%来自一线城市，43.8%
来 自 二 线 城 市 ，16.9%来 自 三 、四 线 城 市 ，

3.4%来自县城、城镇，1.0%来自农村。

60.6%受访者认为价格便
宜是人们购买盗版书的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的叶萱（化名）是一名在

读研究生 ，由于专业学习的需要 ，她对图

书的需求非常大 ，“除了一些可以在网上

找到 ，剩下的大部分都需要买纸质书 。我

大概每个月会上网购书 2～3 次”。

“ 我 认 为 自 己 算 是 一 名 读 书 爱 好 者 ，

尤 其 热 爱 纸 质 书 ，平 均 下 来 一 个 月 会 买

3～4 次 。”某 高 校 行 政 管 理 人 员 江 夜 说 ，

“每周三下午下班后 ，我都会去学校旁边

的书店转一转，周末闲暇时也会在书店坐

坐”。

本次调查中，43.8%的受访者每月至少

购买一次纸质图书，31.5%的受访者半年购

买 2～3 次，还有 24.7%的受访者一年购买 3
次以下。

“我一般通过几个方法来分辨盗版图

书：第一是出版社，有些图书只有固定的出

版社有版权；第二是购书地点，正规连锁书

店肯定比较靠谱；第三是书本质量，看纸质

是否干净、印刷是否清晰。”江夜说。

叶萱认为自己能够区分正版书和盗版

书，“我一般从正规书店或网上的旗舰店购

买图书，买书时会看出版社和出版商，还有

作者及译者的名字是否有误”。

调查显示，25.9%的受访者表示很清楚

正版书和盗版书的区别，61.9%的受访者表

示 能 粗 略 区 分 ，还 有 12.2%的 受 访 者 不 清

楚如何区分。

北京某高校大二学生章洛（化名）有时

在图书馆借不到需要的书，就会在网上搜

索盗版书或者买盗版书。“现在书的价格越

来越高，有些包装精美的书一本就要 60 多

元。虽然盗版书质量不够好，但是内容和正

版书一样，很划算”。

江夜则认为应该购买正版图书，“有些

盗版书的内容和正版书大相径庭，而且购

买盗版书会对作者造成侵权，进而有可能

影响作者的创作动力”。

调 查 显 示 ，32.9%受 访 者 会 购 买 盗 版

书 ，38.5%的 受 访 者 不 会 ，还 有 28.6%的 受

访者会看情况而定。

章洛通常在学校门口的书摊和二手市

场买盗版书。“小书摊上的书价格便宜，同

学们经常去那里买”。

当被问及自己或身边人购买盗版书的

地方时，66.2%的受访者表示是路边书摊。

其他还有：小书店（48.5%）、报刊亭（36.8%）

和二手市场（27.8%）等。

“我也能理解有些人会买盗版书，主要

就是价格便宜。”江夜说。

“有些盗版书做得比正版书还好，一些

人分不清，稀里糊涂也就买了。”此外，叶萱

表示有些课堂作业需要的书，看过一遍就

不会再看了，“这也导致很多同学选择盗版

图书”。

调查中，60.6%的受访者认为价格便宜

是人们购买盗版书的原因，46.3%的受访者

觉得人们会出于应急或短期需要购买盗版

书，41.6%的受访者表示对图书要求不高导

致人们购买盗版书，24.0%的受访者认为分

不清正版和盗版的区别是人们购买盗版书

的原因。

61.6%受访者认为盗版图
书影响阅读甚至会传播错误
知识

江夜认为，影响阅读、传播错误知识

是 盗 版 书 最 大 的 危 害 。“ 尤 其 是 儿 童 图

书，有些盗版书内容完全不正确，很容易

误导儿童”。

叶萱则觉得，盗版图书会扰乱图书市

场，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61.6% 的 受 访 者 认 为 盗 版 书 影 响 阅

读 甚 至 传 播 错 误 知 识 ，58.3%的 受 访 者

觉 得 盗 版 书 侵 犯 原 作 者 版 权 ，56.5%的

受 访 者 表 示 盗 版 书 损 害 出 版 社 利 益 ，

49.8%的 受 访 者 觉 得 盗 版 书 扰 乱 图 书 市

场。

对于盗版图书泛滥的原因，63.9%的

受 访 者 认 为 是 有 关 部 门 监 管 力 度 不 够 ，

59.0%的 受 访 者 认 为 是 消 费 者 贪 图 便 宜 ，

55.4%的受访者认为是商人不遵循市场秩

序，41.9%的受访者认为是出版社维权不

到位，28.6%的受访者认为是版权意识尚

未形成。

“ 我 觉 得 目 前 国 内 打 击 盗 版 图 书 的

力 度 还 不 够 ， 很 多 人 乃 至 出 版 社 都 没 有

维 权 意 识 。” 江 夜 认 为 ， 读 者 要 从 自 身

做 起 ， 不 购 买 盗 版 图 书 ，“ 此 外 也 要 加

强 版 权 观 念 ， 提 高 版 权 保 护 意 识 ， 同 时

加 大 对 制 造 、 传 播 盗 版 图 书 的 打 击 力

度。这样才能遏制盗版书的泛滥”。

调 查 中 ， 66.1% 的 受 访 者 建 议 加 大

对 制 造 传 播 盗 版 图 书 的 打 击 力 度 ，

60.8%的 受 访 者 认 为 要 突 出 正 版 图 书 的

防 伪 标 识 ，53.8%的 受 访 者 建 议 提 高 版

权 保 护 观 念 ，39.1%的 受 访 者 建 议 对 购

买 盗 版 图 书 的 人 予 以 处 罚 ，33.9%的 受

访 者 认 为 应 健 全 对 盗 版 图 书 的 监 督 举 报

渠道。

66.1%受访者建议加大对制造传播盗版图书的打击力度
61.6%受访者认为盗版图书影响阅读甚至会传播错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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