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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孙　岩１　宋金波２　宋丹荣２

（１．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２．大连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摘要：在对现有国内外相关研究系统整理的基础上，界定了环境行为的概念，归纳出环境

态度、个性和情境因素这３类环境行为的影响变量；探讨了上述变量对我国居民环境行为的影

响差异，结果表明：环境态度因素中的环境敏感度、个性变量中的环境道德感以及情境因素中

的行为约束和公共规范是影响我国城市居民环境行为最为重要的变量。最后提出了改善我国

公民环境行为的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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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 纪 以 来，环 境 污 染、资 源 短 缺 等 现 象

已经成为威胁全球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环境问题产生的根 源，是 人 类 在 追 求 经 济 发 展

的过程 中，只 关 注 眼 前 利 益 而 忽 视 长 远 发 展。
随着环境保护运动 的 兴 起，公 众 环 境 行 为 研 究

迅速成为环境社会学领域关注的焦点。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 题

已经引起政府的高 度 重 视，但 对 于 我 国 这 样 人

口众多的发展中国 家 而 言，环 境 问 题 更 需 要 全

社会的参与，并落实到全体公民的日常生活中。
鉴于此，研究我国居民环境行为的特征，分析各

种社会和心理变量 对 环 境 行 为 的 影 响，寻 找 改

善居民环境行为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城市和农村居民在基础设施、生活方式 和

能源消耗等方面差 异 较 大，考 虑 到 我 国 城 市 化

进程的趋势以及城市居民能耗水平高于农村居

民的现 状，本 文 以 城 市 居 民 为 对 象 展 开 研 究，
系统整理和比较了 近２０年 来 国 内 外 的 有 关 文

献，探究了影响我 国 城 市 居 民 环 境 行 为 的 重 要

因素，希 望 能 够 引 起 更 多 学 者 的 关 注 与 深 入

研究。

１　文献回顾

１．１　关于环境行为的概念

在现有文献中，环境行为也被称为“保护行

为”［１］、“生态行为”［２］和“负责任的环境行为”［３］。

ＨＩＮＥＳ等［３］将这一概念定义为“一种基于个人

责任感和价值观的 有 意 识 行 为，这 种 行 为 旨 在

能够避免或者解决环境问题”，并将环境行为区

分为５类：①说服行为，指通过言辞促使人们采

取有益于环境 的 行 为，如 辩 论、演 说 等；②财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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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也称为消费行为），指 利 用 经 济 手 段 保 护

环境的行为，如拒买造成环境污染的物品、投资

环保事业等；③生态管理行为，指为维护或改善

现有生态系统所采取的实际行动，如植树造林、
回收垃圾等；④法律行动，指为完善环保相关的

法律法规，或为禁止 某 些 破 坏 环 境 的 行 为 而 采

取的 法 律 行 动，如 环 境 执 法、向 法 律 机 关 上 诉

等；⑤政治行 动，指 通 过 上 访、游 行 或 组 织 参 与

竞选等政治手段，促使政府行政部门采取行动，
以解决环境问题。

１．２　关于环境行为的影响变量

环境行为领域的研究涉及管理学、心理 学

和环境科学等多个学科，这为研究带来更丰富、
更全面的视角。环境行为的影响变量研究一直

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表１总结了目前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结论。
表１　主要研究结论比较

文献 学科领域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主要影响因素

［３］ 环境教育
整 合 了１９７１～１９８６
年的１２８篇相关文献

元分析法

· 环境知识

· 个性：态度、控制观、个人责任感

· 情境因素：价格、渠道等

［４］ 环境社会学 无
总 结 过 去 研 究 结 果

及经验

· 态度变量：环境信念、规范等

· 个人能力：社会地位、经济水平、知识等

· 情境因素：成本与报酬、法律法规、科技手段、政策支持等

［５］ 环境管理 英国家庭（Ｎ＝４６０） 问卷调查和访谈

· 环境意识／环境态度

· 环境信息

· 外部的便利条件：政策、技术手段等

［６］ 环境心理学 瑞典家庭（Ｎ＝６００） 问卷调查和访谈

· 社会心理因素：环境态度、相关知识、生活习惯

· 外部手段：经济手段（如税收、定价、排放量交易、补贴、投

资和利率等）和管理手段（如罚款和法律监督等）

［７］ 环境心理学 无
总 结 过 去 研 究 结 果

及经验

· 激励因素：关注、情感、对成本和收益的考虑

· 情境因素：价格、渠道、技术手段等

· 习惯

　　通过对典型文献的整理和比较，本文对环境

行为主要影响变量的内涵和作用进行了总结。
（１）环境信念　绝 大 部 分 研 究 都 把 环 境 信

念视为预测环境行为最重要的心理变量。许多

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证明了积极的环境信念对环

境行为具 有 显 著 的 促 进 作 用［８，９］。环 境 信 念 与

现有研究中环境态 度、环 境 意 识 等 概 念 内 涵 较

为接近。ＤＵＮＬＡＰ［１０］在新环境范式（ＮＥＰ）中，
将环境信念理解为一种对生态环境普遍关注和

持有的态度，其主要观点如下：地球负荷能力有

限；生态系统需要维持平衡；人属于自然界的一

部分；经济发 展 不 能 牺 牲 生 态 环 境 等。学 者 们

认 为 ＮＥＰ 也 体 现 了 一 种 环 境 价 值 观［１０，１１］。

ＴＡＮＮＥＲ等［１２］的 研 究 采 用 ＮＥＰ量 表 证 明 了

环境信念与环境行为显著相关。洪大用［１３］采用

ＤＵＮＬＡＰ关于环 境 信 念 的 概 念 及 量 表 对 我 国

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进行了调查。
（２）环境敏感 度　环 境 敏 感 度 是 导 致 个 体

承认环境具有内在 价 值 的 情 感 特 质，即 对 环 境

的发现、欣赏和同情［１４］。ＳＴＥＧ等［７］和ＢＯＤＵＲ
等［１５］认为，环境敏感度是环境行为有效 的 预 测

变量，它反映 了 环 境 态 度 中 的 情 感 成 分。环 境

敏感度与现有研究 中 环 境 情 感、环 境 关 注 等 概

念内涵较为接近。

（３）控制观　所谓控制观是指个人对其行为

是否会改变现状的自我认知［３］。ＨＩＮＥＳ等［３］和

ＦＲＡＮＳＳＯＮ等［１６］的研究发现，持有内控观的人

相信自己可以影响环境，而持有外控观的人认为

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环境，持有内控观的人比持有

外控观的人更倾向于采取环境行为。
（４）环境道德 感　环 境 道 德 感 是 指 个 人 对

采取 某 种 环 境 行 为 的 责 任 和 道 德 的 感 知［４］。

ＨＩＮＥＳ等［３］和ＳＴＥＲＮ［４］的 研 究 指 出，环 境 道

德感是影响环境行为的重要因素；ＴＡＮＮＥＲ［１７］

更明确地提出，在 发 达 国 家 中 公 民 实 施 环 境 行

为很大程度源于公民自身的道德规范。
（５）情境因素　除 了 上 述 个 体 心 理 类 变 量

以外，很多研究 发 现 情 境 因 素 在 环 境 行 为 的 实

施过程中起到显著 作 用，尤 其 当 一 些 行 为 较 难

实施时，行为对心理变量的依赖就会减弱，而情

境因素的影响力就会增强［１８，１９］。现有研究涉及

的情境 因 素 主 要 包 括 角 色 影 响（如 说 服 和 示

范）、信息宣传、社会规范、政策法规、物质诱因、
行为代价等［４～７］。

２　理论架构与研究假设

２．１　相关概念的界定

基于文献回顾和总结，本文提出了影响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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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行 为 的３类 变 量：环 境 态 度、个 性 和 情 境 因

素，并将相关 概 念 界 定 如 下：①环 境 态 度 变 量，
包括环境信念和 环 境 敏 感 度２个 维 度；②个 性

变量，包括控制观和环境道德感２个维度；③情

境因素变量，包括公共规范、行为约束和奖惩机

制３个维度。其 中，公 共 规 范 是 指 社 会 的 群 体

意见和行为准则对 居 民 实 施 环 境 行 为 的 影 响，
主要来自于社会中 他 人 的 行 为 与 态 度，以 及 各

种公开的宣传教育；行 为 约 束 是 指 实 施 环 境 行

为的耗时性、便 捷 性、所 需 的 渠 道 等；奖 惩 机 制

是指政府利用法律、行 政 和 经 济 等 手 段 奖 惩 居

民的行为，目的是引 导 居 民 实 施 有 益 的 环 境 行

为。
对 于 因 变 量 环 境 行 为，本 文 采 用 ＨＩＮＥＳ

等［３］对环境行为的界定，不同的是，由于法律行

动和政治行动要求公民掌握一定的环境知识和

法律知识，具备主体性和参政意识，属于较难实

施的环境行 为。在 中 国 现 有 国 情 下，公 民 对 环

保方面的 参 与 和 素 养 普 遍 没 有 达 到 较 高 的 层

次，因此本文将法律行动和政治行动合并为“公

民行为”；将环境 行 为 划 分 为 生 态 管 理 行 为、财

务行为、说服行为和公民行为。

２．２　研究假设和理论架构

根据上述概念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　环境态度显著影响环境行为；
假设１ａ　环境信念越强，居民越有可能实

施环境行为；
假设１ｂ　环境敏感度越强，居民越有可能

实施环境行为。
假设２　个性变量显著影响环境行为；
假设２ａ　控制观越强，居民越有可能实施

环境行为；
假设２ｂ　环境道德感越强，居民越有可能

实施环境行为。
假设３　情境因素显著影响环境行为；
假设３ａ　公共规范影响越大，居民越有可

能实施环境行为；
假设３ｂ　行为约束越强，居民越有可能实

施环境行为；
假设３ｃ　奖惩机制越完善，居民越有可能

实施环境行为。
综上所 述，可 以 得 到 本 文 的 研 究 架 构（见

图１）。

３　量表设计和研究方法

研究量表的设计主要借鉴了文献［３，４，１０，

１４］所使用的量表，并进行了本土化修正。为确

图１　研究架构
　

保量表具有较好的 内 容 效 度，经 过 小 范 围 的 预

试，对题项及其表述进行了修改。
最终问卷一共有３个部分：第１部 分 是 环

境行为量表，共１９个题项；第２部分是环境行

为影响因素量表，其中包括环境信念、环境敏感

度、控制观、环境道德感和情境因素，共２５个题

项；第３部分 为 个 人 基 本 信 息 概 况。问 卷 的 第

１和第２部分题项都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级量表进行

测量。
正式调查以大连市某工业园区内居住的居

民为对象进 行 随 机 抽 样。共 发 放 问 卷５４０份，

回收４４０份，对 问 卷 进 行 甄 选 之 后 得 到 有 效 问

卷３９８份，占发放问卷总数的７３．７％。

在做因子分析之前，对量表进行抽样效 度

和信度检验。环境行为、环境态度、个性和情境

因素４个变量的ＫＭＯ值分别为０．８３８、０．７６０、

０．８０４、０．７０８，并 通 过 了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 形 检 验

（ｐ＜０．０００），因此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然后，对

４个变量 采 用 方 差 极 大 旋 转 法 进 行 因 子 分 析。
采用特征根大于１的 标 准，环 境 行 为 变 量 可 以

提取４个 主 因 子，分 别 是 公 民 行 为、财 务 行

为、说服行 为 和 生 态 管 理 行 为，累 积 贡 献 率

为５７．０６２％。各个因子α系数均大于０．５，表明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具体分析结果见表２。
同样，对环境行为的３类影响因素进 行 因

子分析。环境 态 度 变 量 可 以 提 取２个 因 子，分

别是环 境 信 念 和 环 境 敏 感 度，累 积 贡 献 率 为

５６．９２３％；个性变量可以提取２个因子，分别是

控制观和环境道德感，累积贡献率为５８．１９１％；
情境因素可以提取３个因子，分别是公共规范、

行为约束、奖 惩 机 制，累 积 贡 献 率 为５３．０６８％。

各个因子α系数均大于０．５，表明量表具有良好

的信度。具体分析结果见表３。

最后，检验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各个 量

表的区别效度。区别效度使用因子间的相关系

数与可靠性 系 数（α系 数）的 比 值。按 照 Ｇ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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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２０］提出的标准，如果每对因子之间的相关系

数小于其中任 何 一 个 因 子 的α系 数，那 么 可 以

认为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别有效性。

分析表４中的数据可知，因子之间的 相 关

系数均小于各自的α系数（见表２和表３），说明

量表满足了区别有效性的要求。

表２　环境行为的信度分析和因子分析

因子 指标 载荷 α 贡献率％

公民行为

Ｂ１ 参与或寻求他人一起签名支持环境政策或法规

Ｂ２ 参加与环境问题有关的公民会议（如党政会议、公听会等）
Ｂ３ 写信或去见人大代表或政府官员，表达对环境问题的意见

Ｂ４ 向有关单位检举破坏环境的人或单位

Ｂ５ 劝告他人不要违反环境法规或告知其行为已违反环境法规

Ｂ６ 主动与他人讨论如何解决环境问题

０．６７４
０．８３４
０．８６４
０．８２９
０．６４６
０．５９６

０．８５７ ２６．７９２

财务行为

Ｆ１ 购买标志为可再利用、回收或再生的产品

Ｆ２ 不购买对环境造成危害或者不环保的产品

Ｆ３ 购买节能的家电产品，如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

Ｆ４ 购买重视环保的厂商所生产的商品

Ｆ５ 购买标志为绿色产品的商品，即使价格比其他同类商品贵

０．４９９
０．６４７
０．７５１
０．８４１
０．７６８

０．７８２ １５．６３７

说服行为
Ｐ１ 鼓励他人实施环境行为（如节约能源和水、废物回收等）
Ｐ２ 劝告他人停止破坏环境的行为（如乱丢垃圾、排放污水等）
Ｐ３ 主动向他人说明环保的重要性

０．７３２
０．８２９
０．７４３

０．７８６ ７．８０８

生态管理行为

Ｍ１ 分类可回收的垃圾（如回收废纸、塑料瓶、废电池等）
Ｍ２ 节约能源（如随手关灯、以步代车、有节制地使用空调等）
Ｍ３ 节约用水（如随手关水、用洗菜水浇花、减少淋浴时间等）
Ｍ４ 不用一次性的个人物品（塑料袋、方便筷、纸巾纸杯等）

０．４７３
０．７２４
０．７９１
０．５００

０．５７６ ６．８２５

表３　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信度分析和因子分析

变量 因子 题项 载荷 α 贡献率％

环境态度

环境信念

Ａ１ 人类有权去改变自然环境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Ａ２ 动植物的存在是为了给人类享用

Ａ３ 大自然自我平衡能力足以应付现代工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Ａ４ 人类的智慧可确保地球不断提供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

０．６０７
０．７５１
０．７３５
０．７４６

０．６５９ ３２．４１６

环境敏感度
Ｓ１ 我非常喜爱自然，对自然很感兴趣

Ｓ２ 媒体报道的环境问题常常让我非常愤怒

Ｓ３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常对看到的环境问题感到忧虑和心痛

０．７７５
０．７７２
０．８４４

０．７０７ ２４．５０７

个性

控制观

Ｌ１ 只要我愿意尽力，就能改善或者解决部分环境问题

Ｌ２ 我们普通人所采取的行动，能影响环境问题的解决

Ｌ３ 对我们普通人而言，想改善或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

Ｌ４ 只有科学家或有权势的人才能对环境问题的改善有影响力

０．５８９
０．６６４
０．７８１
０．７７０

０．６８７ ３７．４８７

环境道德感
Ｅ１ 我有责任保护环境，愿意为此牺牲个人利益

Ｅ２ 我有责任保护环境，甚至为此不惜得罪一些人

Ｅ３ 保护环境、解决环境问题主要是政府和企业的责任

０．８８６
０．８８３
０．５４７

０．７８６ ２０．７０４

情境因素

公共规范

Ｎ１ 我的亲人、朋友和老师影响我，使我愿意从事环境行为

Ｎ２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共同参与环境行为

Ｎ３ 听取有关环境方面的讲座或培训使我愿意采取环境行为

Ｎ４ 从报纸、电视等媒体了解到的信息使我愿意采取环境行为

０．５３８
０．６０６
０．８３９
０．８４３

０．６１７ ２２．４９８

行为约束
Ｃ１ 我平日太忙，没有闲暇时间从事环境行为

Ｃ２ 我发现从事环境行为对我而言很不方便

Ｃ３ 我实在找不出合适的方式从事环境行为

０．７１８
０．７７１
０．７７０

０．６４５ ２０．６４３

奖惩机制

Ｇ１ 如果环保产品（绿色产品）价格便宜一些，我会更愿意购买

Ｇ２ 我愿意回收废弃物，因为这样可以得到一些收入

Ｇ３ 如果有奖励机制，我会更愿意从事环境行为

Ｇ４ 因为有环保规章制度的要求和限制，我必须采取环境行为

０．５１４
０．７８０
０．７４６
０．５０１

０．５５０ ９．９２７

４　数据分析与结果

首先，对环境行为及各种影响因素进行 描

述性统计 分 析（见 表４）。结 果 显 示，在４种 环

境行为中，生态管理行为得分最高，公民行为得

分最低，与４种行为实施的难易程度基本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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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我国居民环境行为的实施情况不好，
得分总体偏 低。在 各 种 影 响 因 素 中，环 境 敏 感

度最高，说明被调查 者 普 遍 对 环 境 持 有 积 极 的

环境情感。
表４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生态管理行为 ３．４１１４ ０．７６０８７

财务行为 ３．３８４７ ０．５７８８９

说服行为 ２．７９０４ ０．７９０８１

公民行为 １．６７９１ ０．６５９７６

环境信念 ３．４７７０ ０．７６５２８

环境敏感度 ４．０９３１ ０．５６７３３

环境道德感 ３．４９０７ ０．５８８５５

控制观 ３．５０６２ ０．６１６９１

公共规范 ３．７４０７ ０．５２６７８

行为约束 ２．９５３６ ０．７５９９３

奖惩机制 ３．４５５２ ０．５９８３５

　　其次，对各 主 要 影 响 因 素 与４类 环 境 行 为

进行相关 分 析（见 表５）。结 果 显 示，与 生 态 管

理行为显著相 关的 变 量 是 环 境 敏 感 度、环 境 道

德感以及３种情境因素，其中环境敏感度与之

相关性最高。与财务行为显著相关的变量是环

境敏感度、环 境 道 德 感、公 共 规 范 和 行 为 约 束，
其中环境敏感度与之相关性最高。与说服行为

显著相关的变量 是 环 境 敏 感 度、环 境 道 德 感、３
种情境因素，其中环境道德感与之相关性最高。
与公民行为显 著相 关 的 变 量 是 环 境 信 念、环 境

道德感和行为约束，其 中 环 境 信 念 与 之 相 关 性

最高。总地来 说，与４类 环 境 行 为 都 显 著 相 关

的变量是环境道德感和行为约束。

表５　环境行为与各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矩阵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生态管理行为 １

２．财务行为 ０．４５２ １

３．说服行为 ０．３９８ ０．３８０ １

４．公民行为 ０．２２１ ０．２４２ ０．４９９ １

５．环境信念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８ ０．１２３ １

６．环境敏感度 ０．２５２ ０．２４０ ０．２３５ ０．０５９ ０．１３４ １

７．环境道德感 ０．１９４ ０．２０４ ０．２５４ ０．１１８ ０．２４８ ０．３１７ １

８．控制观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１ ０．３２８ ０．１０６ ０．４２１ １

９．公共规范 ０．１８９ ０．２３０ ０．２０４ ０．０６２ ０．０２５ ０．３３７ ０．３４０ ０．１６３ １

１０．行为约束 －０．１３０ －０．２２７ －０．１７６ －０．１０５ －０．０７８ －０．０３６ －０．３３８ －０．１５９ －０．１１８ １

１１．奖惩机制 ０．１７３ ０．０４７ ０．１１１ ０．００７ －０．１８７ ０．２０５ －０．１３１ －０．１８６ ０．２１８ ０．２２４　１

注： 、分别表示ｐ≤０．０１、ｐ≤０．０５水平下显著（双尾检验）。

　　最后，运用分 步 多 元 回 归 对４类 环 境 行 为

加以分析，依据标准化系数β值分别筛选 出 最

有影响力和 解 释 力 的 变 量。其 中，生 态 管 理 行

为的主要影响变量 依 次 为 环 境 敏 感 度、奖 惩 机

制、行为约束和环境道德感（Ｐ≤０．０５）；财务行

为的主要影响变量 依 次 为 行 为 约 束、环 境 敏 感

度和公共规 范（Ｐ≤０．０１）；说 服 行 为 的 主 要 影

响变量依次为环境道德感、环境敏感度、公共规

范和行为约 束（Ｐ≤０．０１）；公 民 行 为 的 主 要 影

响变量依次 为 环 境 信 念 和 环 境 道 德 感（Ｐ≤０．
０１）。具体结果见表６～表９。

表６　生态管理行为作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β ｔ值 显著性水平

常数 ６．５４５ ０．０００

环境敏感度 ０．１７６ ３．３９８ ０．００１

行为约束 －０．１３１ －２．５５３ ０．０１１

奖惩机制 ０．１７６ ３．５０５ ０．００１

环境道德感 ０．１１３ ２．０９１ ０．０３７

ＡｄｊＲ２ ２０．３３７

表７　财务行为作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β ｔ值 显著性水平

常数 ６．２６９ ０．０００
环境敏感度 ０．１８５ ３．７１３ ０．０００

行为约束 －０．２０８ －４．３９４ ０．０００
公共规范 ０．１４２ ２．８３４ ０．００５

ＡｄｊＲ２ ０．３５４

表８　说服行为作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β ｔ值 显著性水平

常数 ２．１２０ ０．０３５
环境道德感 ０．１８８ ３．５０２ ０．００１
环境敏感度 ０．１４２ ２．７５４ ０．００６

公共规范 ０．１４２ ２．８２９ ０．００５
行为约束 －０．１３４ －２．６２５ ０．００９
ＡｄｊＲ２ ０．２１８

表９　公民行为作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β ｔ值 显著性水平

常数 ７．０１１ ０．０００
环境信念 ０．１６５ ３．２５１ ０．００１

环境道德感 ０．１６１ ３．１７１ ０．００２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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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可得，假设１ａ仅对公民行 为 成 立，假

设１ｂ对生态管理行为、财务行为和说服行为成

立；假设２ａ不成立，假设２ｂ对 生 态 管 理 行 为、

说服行为和公民行为成立；假设３ａ对财务行为

和说服行为成 立，假 设３ｂ对 生 态 管 理 行 为、财

务行为和说服行为成立，假设３ｃ仅对生态管理

行为成立。

５　结果与分析

研究结论部分验证了３类变量与环境行为

显著相关的假设。分析表６～表９可知，随着４
类环境行为实施难 度 的 增 加，各 种 影 响 因 素 对

环境行为的解释力也在下降。由于４类环境行

为差异较大，因而不 同 环 境 行 为 的 主 要 影 响 因

素有所不同，影响大小也存在差异。

环境道德感与４类环境行为都显著 相 关，

而且对生态管理行 为、说 服 行 为 和 公 民 行 为 有

预测力，这说明环境 行 为 在 我 国 是 一 种 与 道 德

规范紧密相关的行为。这一结论具有鲜明的中

国特色。

环境敏感度是各类变量中得分最高的，且

对生态管理行为、财 务 行 为 和 说 服 行 为 都 有 显

著影响力，这表明被 调 查 者 普 遍 对 环 境 持 有 欣

赏和同情等积极的情感。通过与ＢＯＤＵＲ等［１５］

国外同类研究的比 较 发 现，我 国 居 民 对 生 态 问

题的情感关注要高于西方国家居民。这种积极

的情感因素是良好 的 基 础，在 正 确 的 教 育 和 宣

传下必定会促发积极的环境行为。

在对情境因素的分析发现，行为约束和 公

共规范是环境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环境行为

是一种利他性行为，人 们 渴 望 得 到 更 多 人 的 支

持与合作，然而目前 我 国 缺 乏 让 居 民 实 施 环 境

行为的合适渠道和必要条件。

研究结论对改善我国公民的环境行为具有

如下启示：

（１）公民应将 实 施 环 境 行 为 转 变 为 生 活 习

惯　在本研究的访 谈 和 问 卷 调 研 中，许 多 被 调

查的居民表示，通过 填 答 问 卷 才 发 现 平 常 忽 视

了自身 行 为 对 环 境 的 影 响，虽 然 认 识 到 应 该

保护环境，但是 并 没 有 落 实 到 日 常 行 为 中。问

卷的 统 计 结 果 也 证 明 了 这 一 观 点。鉴 于 此，

需要政府、企 业 和 社 会 等 多 方 合 力 推 动，唤 醒

公民的低碳环保意识，有效改善公民的环境 行

为。　
（２）政府部门 应 建 立 促 进 公 民 实 施 环 境 行

为的保障体系　目 前，在 全 社 会 范 围 内 还 没 有

为公民实施环 境行 为 搭 建 起 有 效 的、成 体 系 的

支撑平台，这就 需 要 政 府 有 关 部 门 采 取 措 施 改

善相应的基础设施、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以促

进公民实施环境行为。例如，建设节约资源、减

少污染以及生 活垃 圾 分 类 的 基 础 设 施；制 定 严

格的惩罚制度 和有 效 的 奖 励 制 度；建 立 公 民 监

督制度和听证会制度等。

（３）教育部门 应 改 善 环 境 教 育 现 状　通 过

数据分 析 和 调 查 访 谈 可 以 发 现，环 境 行 为 在

我国的普及程度很低，在学校教育中开展的 环

境教育工作 也 很 欠 缺。鉴 于 此，需 要 在 全 社 会

广泛 开 展 有 效 的 环 境 教 育，普 及 环 保 知 识，形

成环境友好 的 社 会 风 尚，树 立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环境价值观，这对建设低碳环保型社会至关 重

要。

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环境道德感和公共

宣传对我国公 民实 施 环 境 行 为 的 重 要 影 响，这

为我 国 环 境 教 育 体 系 和 内 容 的 设 计 提 供 了

思路。

６　结语

本文通过构建适用于我国居民环境行为的

一般研究框架，揭 示 了 对 居 民 环 境 行 为 具 有 重

要影响的３类变 量，研 究 结 果 对 政 府 相 关 管 理

部门和环境教育部门都有一定的启示。

本文存在的局限：首先，环境行为作为一种

特殊的人类行为，其 实 施 过 程 必 然 会 受 到 诸 多

因素的影响。本研究探讨的只是环境行为的一

般影响因素，对 于 人 口 统 计 变 量、文 化、价 值 观

等因素并未加以 分 析，这 也 造 成 了４类 环 境 行

为的回归模型解释能力不高。未来研究可以纳

入更多的影响因素，或 选 取 某 种 特 定 的 环 境 行

为（如能源使用行为、垃圾 分 类 行 为 等）进 行 深

入分析。其次，本 文 的 研 究 重 点 是 开 发 环 境 行

为及其影响因素 的 量 表，并 探 讨３类 影 响 因 素

对环境行为的作用，未 来 研 究 可 以 深 入 探 讨 各

类变量间的关系以及环境行为的形成机理。此

外，对该领域研究 应 该 是 一 种 长 期 的 跟 踪 式 研

究，一 方 面，本 土 化 的 量 表 开 发 还 处 于 探 索 阶

段，本文开发的环 境 行 为 及 其 影 响 因 素 的 量 表

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采用的数据都是

在同一时点上的截 面 数 据，后 续 研 究 可 以 对 同

一居民样本进行跟 踪 调 查，准 确 把 握 我 国 居 民

环境行为的特点，深 入 研 究 各 种 重 要 的 影 响 因

素和作用机理，从 而 有 针 对 性 地 调 控 这 些 因 素

以唤醒全民的环境意识、改善环境行为，为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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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孙　岩　宋金波　宋丹荣



居民积极主动地实施环境行为提供有力的支持

和有效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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