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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能源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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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现有国内外相关研究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归纳出个人心理、社会条件和家庭特征三类城市居民能源

使用行为的影响变量，基于行为形成的过程视角探讨了上述变量对我国城市居民能源使用行为从意图到实

施两个阶段上的影响差异。对５８３位城市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个人心理和社会条件变量与
能源使用行为显著相关，而家庭特征变量中仅有月可支配收入与行为显著相关；在行为意图阶段，个人心理变

量的影响最大，而在行为实施阶段，社会条件变量的影响最大。最后，提出了改善我国城市居民能源使用行为

的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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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居民能源消费已经成为能源需求增

长和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来源，并引起了全球的广

泛关注。我国人口众多、城乡差异大，经济发展面

临着极为严峻的能源环境硬约束，但随着经济的

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居民能源消费量却呈

快速增加的趋势［１］。在此背景下，作为国内外理

论研究中的前沿领域，居民能源消费行为研究已

经成为资源与环境管理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有研究将居民能源消费行为分为三类，其

中受关注最多的是能源使用行为（ＥｎｅｒｇｙＵｓｅ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２］，Ｂｌａｃｋ等学者（１９８５）［３］也称其为能源
削减行为（Ｃｕｒｔａｉｌｍｅｎｔ），包括居民在日常生活中
对能源及耗能产品的使用行为，如开关电灯、使用

电器等。第二类是购买行为（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

ｔｉｅｓ），Ｓｔｅｒｎ（１９９２ａ）［４］、ＶａｎＲａａｉｊ和 Ｖｅｒｈａｌｌｅｎ
（１９８３）［５］等学者认为，这类能源消费行为是一种
对能源技术或者能源效率的选择行为，如购置家

庭房屋隔热材料、购买节能电器等。此外，居民交

通行为（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也被视为一类能
源消费行为［６，７］，主要包括在因娱乐、工作和生活

而发生的出行中，居民对交通工具的选择及使用。

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三类能源消费行为有着显著的

差异，因而影响因素也大不相同［４－６］。由于第一

类涉及到的内容最普遍，也是国内居民日常发生

频率最高的，因而本文选取能源使用行为展开研

究。

对于居民能源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现有研

究成果发现，最具预测力的变量主要包括三种：其

一是对能源环境的态度和责任感等心理变量；其

二是社会规范和政策法规等社会外部条件变量；

其三是性别、年龄和家庭人口等家庭特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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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变量对能源使用行为的影响一直是环境

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研究的焦点。Ｈａｎｓｌａ
等（２００８）［８］和王建明等（２０１１）［９］的研究表明，对
能源与环境的态度可以影响居民实施能源使用行

为等环保行为。黎建新等（２００７）［１０］和 Ｓｔｅｇ等
（２００９）［１１］认为，与针对普遍性环境问题的态度或
价值观导向相比，对某种具体的环保行为（如节

能行为）所持有的态度，其对行为的预测力更强。

除了环境态度之外，责任感也是一个重要的心理

变量。Ｐａｒｋｅｒ等（２００３）［１２］和陈利顺（２００９）［６］认
为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人会更主动的参与和

响应环保行动，而且这种责任感往往受到公认的

社会价值观的影响［１３］。

除了心理变量之外，社会外部条件也是能源

使用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欧美等发达国家较早

的采用了税收和补贴等经济政策引导居民的能源

消 费。 Ｓａｒｄｉａｎｏｕ（２００５）［１４］ 和 Ｗａｔｓｏｎ 等

（２００８）［１５］的研究表明，税收和补贴等财税政策会
促进居民购买和使用清洁能源或节能产品。除了

经济手段，在很多环保先行国家中，信息宣传工具

通过多年的实践在居民日常能源使用中发挥着显

著的作用。现有国外研究普遍认可宣传教育和信

息指导对居民能源使用行为的有益影响［１２，１４，１６］。

国内的郭琪和樊丽明（２００７）［１７］通过对济南市居
民能源使用行为的调查发现，政策与宣传教育对

居民 能 源 使 用 行 为 的 影 响 很 小。陈 利 顺

（２００９）［６］的研究验证了政策对居民能源使用行
为影响不显著的结论，但发现宣传教育的影响显

著。Ｐａｒｋｅｒ等（２００３）［１２］和 Ｇａｒｌｉｎｇ等（２００３）［１８］

在对加拿大和欧洲居民能源使用行为的研究中发

现，个人日常接触的家人、朋友、同事，即其所受到

的社会规范对于居民的能源使用行为具有重要的

影响。此外，能源产品的价格、提高能源效率带来

的收益也是影响居民能源使用行为的外部因素。

Ｓｔｅｇ等（２００９）［１１］和 Ｄａｒｂｙ（２００６）［１６］的研究证实
了成本的节约是影响居民改善能源使用行为的主

要动机。

由于居民能源使用行为是一种与家庭日常生

活关系密切的行为，因而家庭特征变量也会对能

源使用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现有研究普遍发现，

居民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变量会

影响能源使用行为，但这种影响力因样本的不同

而存在差异［６，１４］。Ｌｅｎｚｅｎ（２００９）［１９］发现家庭收
入与家庭能源使用行为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收

入较高的家庭一般会选择那些节能效果好、节能

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从而降低家庭能源消耗量。

此外，由于家庭成员共享照明、餐饮等生活资源，

因而规模较大的家庭的人均能源消耗量相对比较

小［１２］。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有价值

的理论成果，然而，从产生能源使用行为的意图到

付诸行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现有研究对能

源使用行为的解释大多集中在实施阶段，缺乏对

行为发展过程驱动因素的分析。为此，本文从行

为的过程视角展开研究，考虑到城乡居民能源使

用的差异化，以城市居民为具体研究对象，分析城

市居民能源使用行为在行为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主

要影响因素的变化，从而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

２ 研究设计

２１ 研究架构与研究假设

根据文献回顾，本研究将居民能源使用行为

划分为行为的意图和行为的实施两个阶段，探讨

个人心理、社会条件和家庭特征三类变量对我国

居民能源使用行为是否有影响？哪类变量的影响

作用更大？在行为的意图和实施两个阶段，这三

类变量的作用是否有变化和差异？为了解释这些

问题，本文建立了我国城市居民能源使用行为的

研究架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研究架构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Ｓｔｕｄ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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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架构中，能源使用行为分为行为的意
图和行为的实施两个阶段。个人心理变量包括环

境态度和责任感两个维度；社会条件变量包括政

策法规、信息宣传、社会规范和资金节约四个维

度；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

庭人口数和家庭月可支配收入五个维度。根据研

究架构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１ａ、１ｂ：环境态度分别与能源使用行为
的意图和能源使用行为的实施显著正相关；

假设２ａ、２ｂ：责任感分别与能源使用行为的
意图和能源使用行为的实施显著正相关；

假设３ａ、３ｂ：政策法规分别与能源使用行为
的意图和能源使用行为的实施显著正相关；

假设４ａ、４ｂ：信息宣传分别与能源使用行为
的意图和能源使用行为的实施显著正相关；

假设５ａ、５ｂ：社会规范分别与能源使用行为
的意图和能源使用行为的实施显著正相关；

假设６ａ、６ｂ：资金节约分别与能源使用行为
的意图和能源使用行为的实施显著正相关；

假设７ａ、７ｂ：能源使用行为的意图和能源使
用行为的实施分别因居民性别不同而有显著差

异；

假设８ａ、８ｂ：能源使用行为的意图和能源使
用行为的实施分别因居民年龄不同而有显著差

异；

假设９ａ、９ｂ：能源使用行为的意图和能源使
用行为的实施分别因居民受教育程度不同而有显

著差异；

假设１０ａ、１０ｂ：能源使用行为的意图和能源
使用行为的实施分别因家庭人口数不同而有显著

差异；

假设１１ａ、１１ｂ：能源使用行为的意图和能源
使用行为的实施分别因家庭月可支配收入不同而

有显著差异。

２２ 量表设计

采用问卷调查和居民访谈两种方法获取研究

数据和信息。为确保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在借鉴

以往的研究基础上设计了研究量表，同时通过与

居民的访谈和小样本预试，对题项进行修订，最终

得到正式的量表。

城市居民能源使用行为包括能源使用行为的

意图和能源使用行为的实施两个维度，在题项设

计上参考了陈利顺（２００９）［６］的问卷设计，共 １２
个题项，如“家用电器用完会切断电源减少待机

耗电”等。请被试者对相关描述的同意程度作出

评价：在行为意图阶段，１表示完全不愿意，５表示
完全愿意；在行为实施阶段，１表示完全做不到，５
表示完全做到。个人心理和社会条件两类影响因

素量表主要参考了陈利顺（２００９）［６］、王建明
（２０１１）［９］和 Ｓａｒｄｉａｎｏｕ（２００５）［１４］等相关文献，设
计了２１个选项，如“合理的居民能源使用行为有
利于保护环境”、“为实施合理的能源使用行为，

我愿意放弃个人生活的舒适性”、“政策法规对我

的能源使用行为起到约束或促进作用”等。请被

试者对相关描述的同意程度作出评价，１表示完
全不同意，５表示完全同意。家庭特征变量包括
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和家庭月

可支配收入５个题项。能源使用行为、个人心理
和社会条件量表均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点记分法。
２３ 样本与数据获取

本研究选取大连城市居民为被访对象展开了

问卷调查。２０１１年９月至１０月采用方便抽样的
方式选择了６所中学和４所小学，向部分家长及
教师派发了问卷。

问卷累计发放了 ６５０份，回收 ６０４份，其中
２１份信息缺失的问卷，有效问卷为５８３份，有效
回收率８９７％。其中，男性２８７名（４９２％），女
性２９６名（５０８％）；年龄分布为３０岁及以下５０
名（８６％），３１～４５岁 ４１４名（７１０％），４６～６０
岁１０９名（１８７％），６０岁以上１０名（１７％）；教
育水平为中专及以下９０名（１５４％），专科１９２名
（３２９％），本科２６２名（４４９％），本科以上３９名
（６７％）。

３ 实证分析

本研究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统计分析。首先，
采用信度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考察所使用问卷

的信度和效度。然后，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

方差分析等方法考察能源使用行为在意图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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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阶段与各类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３１ 信度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

在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前，首先进行

ＫＭＯ测度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体检验。通过统计分析得
出，三个量表的 ＫＭＯ的数值均大于 ０８、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体检验结果拒绝了原假设，表明数据适合因子

分析。对三个变量采用方差极大旋转法进行因子

分析，表１～表３展示了能源使用行为量表、个人
心理因素量表和社会条件因素量表的探索性因子

分析结果。其中，采用特征根大于１的标准，能源
使用行为提取了两个因子，分别为行为的意图和

行为的实施，累积贡献率为 ５１０９６％；个人心理
因素提取了２个因子，分别为责任感和环境态度，
累积贡献率为５５１６７％；社会条件因素提取了４
个因子，分别为信息宣传、社会规范、资金节约和

政策法规，累积贡献率为６６１５７％。三类变量提
取的各个因子α系数均在０６４８～０８０２之间，表
明三个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表１ 能源使用行为的信度分析和因子分析（Ｎ＝５８３）

Ｔａｂｌｅ１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ｕｓ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ＥＵＢ）（Ｎ＝５８３）

因子 指标 载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 贡献率％

因子１

行为的

意图

洗衣时积累到足够的量才使用洗衣机 ０．７１５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灯 ０．７１４

使用空调时夏季温度设定在２６°～２８°，冬季设定在１６°～１８° ０．６７２

家用电器用完会切断电源减少待机耗电 ０．６６４

存取冰箱中的食物时，尽量减少开门次数和开门时间 ０．６５６

看电视时将电视调到合理的音量和合适的亮度 ０．６５０

０．８００ ２５．８３１％

因子２

行为的

实施

家用电器用完会切断电源减少待机耗电 ０．７２８

使用空调时夏季温度设定在２６°～２８°，冬季设定在１６°～１８° ０．７０４

存取冰箱中的食物时，尽量减少开门次数和开门时间 ０．６７６

积累到足够量的衣服才使用洗衣机 ０．６５４

看电视时将电视调到合理的音量和合适的亮度 ０．６４０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灯 ０．６２５

０．８０２ ２５．２５６％

表２ 个人心理因素的信度分析和因子分析（Ｎ＝５８３）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Ｎ＝５８３）

因子 题项 载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 贡献率％

因子１

环境

态度

合理的居民能源使用行为有利于保护环境 ０．８１７

合理的居民能源使用行为有利于节约能源 ０．８１６

合理的居民能源使用行为是一件正确的事 ０．６７７

我一直非常关注能源问题 ０．６１４

我认为当前城市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已经非常严重 ０．５８９

０．７５１ ２９．０９４％

因子２

责任感

为实施合理的能源使用行为，我愿意牺牲个人利益 ０．７８５

为实施合理的能源使用行为，我愿意放弃个人生活的便利性 ０．７３８

为实施合理的能源使用行为，我愿意放弃个人生活的舒适性 ０．７３５

为实施合理的能源使用行为，我不惜得罪一些人 ０．７１９

０．７６６ ２６．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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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社会条件因素的信度分析和因子分析（Ｎ＝５８３）

Ｔａｂｌｅ３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Ｎ＝５８３）

因子 题项 载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 贡献率％

因子１

信息

宣传

相关的信息和宣传对我合理实施能源使用行为有促进作用 ０．７７４

公共宣传可以帮助我了解如何合理的使用能源 ０．７６１

公共宣传可以让我关注能源使用问题 ０．７５６

０．７７２ １７．６３２％

因子２

社会

规范

我的家人、朋友和老师的言行态度会影响我的能源使用行为 ０．７７９

周围关注生活节能的人很多，带动我也付诸行动 ０．７６９

周围的人都实施合理的能源使用行为，带动我也付诸行动 ０．７６２

０．７６９ １６．６１０％

因子３

资金

节约

实施能源使用行为是否能省钱是决定我这么做的重要因素 ０．８５６

为了降低生活成本，我会实施合理的能源使用行为 ０．７８６

实施合理的能源使用行为可以省钱 ０．６８２

０．７３１ １６．５５２％

因子４

政策

法规

政府要求居民实施合理的能源使用行为，我会参加 ０．８３４

引导居民实施合理的能源使用行为的法律法规，我会遵守 ０．７７８

政策法规对我的能源使用行为起到约束或促进作用 ０．５９６

０．６４８ １５．３６２％

表４　相关系数矩阵（Ｎ＝５８３）

Ｔａｂｌｅ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Ｎ＝５８３）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行为的意图 ４．３７５ ０．５１５ １

２．行为的实施 ３．６８８ ０．５７４ ０．５８２ １

３．环境态度 ４．４３６ ０．４５６ ０．５９４ ０．４００ １

４．责任感 ３．５４７ ０．５７２ ０．４３２ ０．３２１ ０．３４８ １

５．信息宣传 ４．２９１ ０．６１９ ０．３２８ ０．３７１ ０．３１５ ０．２９５ １

６．社会规范 ４．２４２ ０．６９７ ０．２９３ ０．３６８ ０．２０８ ０．２４１ ０．４０８ １

７．资金节约 ４．１５１ ０．６６２ ０．３１７ ０．４６９ ０．３０８ ０．２１７ ０．４７３ ０．３９２ １

８．政策法规 ４．２９７ ０．５１４ ０．３３９ ０．２８３ ０．４１７ ０．３５２ ０．４３４ ０．３３３ ０．２７２ １

　注：在０１水平上显著相关，括号中的数值是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３２ 相关分析结果

表４列出了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
和相关系数。结果表明，行为的意图和行为的实

施分别与个人心理和社会条件两个变量各维度之

间的相关性均达到了显著水平。这验证了本研究

提出的假设１至假设６。
３３ 回归分析结果

运用分步多元回归（Ｓｔｅｐｗｉｓｅ）对能源使用行
为的两个阶段加以分析，分别筛选出最有影响力

的变量。其中，能源使用行为意图阶段的主要影

响变量依次为环境态度、责任感、社会规范和资金

节约（Ｐ≤００５）；能源使用行为实施阶段主要影
响变量依次为资金节约、环境态度、社会规范和责

任感（Ｐ≤００１）。具体结果如表５和表６所示。

表５ 能源使用行为的意图作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５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ＥＵＢａｓ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

自变量
标准化回归

系数Ｂｅｔａ
ｔ值 显著性水平

常数 ３．９３０ ０．０００

环境态度 ０．４６８ １３．５４２ ０．０００

责任感 ０．２２５ ６．６０５ ０．０００

社会规范 ０．１１０ ３．１６４ ０．００２

资金节约 ０．０８１ ２．３０８ ０．０２１

因变量：能源使用行为的意图　　调整后的Ｒ２：０．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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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能源使用行为的实施作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６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ＥＵＢａｓ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

自变量
标准化回归

系数Ｂｅｔａ
ｔ值 显著性水平

常数 １．２３３ ０．２１８

资金节约 ０．３０４ ７．９７７ ０．０００

环境态度 ０．２２４ ５．９８８ ０．０００

社会规范 ０．１７０ ４．５３５ ０．０００

责任感 ０．１３７ ３．７３０ ０．０００

因变量：能源使用行为的实施　　调整后的Ｒ２：０．３３９

３４ 方差分析结果

对于家庭特征变量与能源使用行为的关系分

析，主要采用了方差分析的方法。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讨论居民性别在能源使用行为两个阶段上
的差异。针对居民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

和家庭月可支配收入四个变量，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讨论其在能源使用行为两个阶段上的差异。

结果发现，五个家庭特征变量中仅有家庭月可支

配收入在能源使用行为的两个阶段上有显著差

异，具体结果如表７所示。进一步通过多重比较
发现，家庭月可支配收入在一万元以上的比其他

收入层次的家庭更缺少实施能源使用行为的意图

以及更不易实施能源使用行为，具体结果如表８
所示。这一结论验证了假设１１，而假设７至假设
１０没有得到支持。

表７　单因素方差分析

Ｔａｂｌｅ７　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检验 显著性

Ｂ１

组间 ２１．３５３ ３ ７．１１８ ３０．９０４ ．０００

组内 １３３．３５３ ５７９ ０．２３０

总和 １５４．７０７ ５８２

Ｂ２

组间 ９．６７５ ３ ３．２２５ １０．２５１ ．０００

组内 １８２．１４１ ５７９ ０．３１５

总和 １９１．８１５ ５８２

　注：Ｂ１代表能源使用行为的意图；Ｂ２代表能源使用行为的实施。

表８　多重比较表

Ｔａｂｌｅ８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因变量 算法 （Ｉ）家庭月可支配收入 （Ｊ）家庭月可支配收入 均值差异（Ｉ－Ｊ） 标准误 显著性

Ｂ１ Ｓｃｈｅｆｆｅ １万元以上

２千元以下 －０．８０４ ０．１３４ ０．０００

２千元－５千元 －０．５３８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０

５千元－１万元 －０．６２２ ０．０７７ ０．０００

Ｂ２ Ｓｃｈｅｆｆｅ １万元以上

２千元以下 －０．６２０ ０．１５７ ０．００１

２千元－５千元 －０．２９８ ０．０７９ ０．００３

５千元－１万元 －０．３９８ ０．０７８ ０．０００

　注：Ｂ１代表能源使用行为的意图；Ｂ２代表能源使用行为的实施；Ｐ＜００５。

４ 研究结论与启示

实证结果部分验证了三类变量与能源使用行

为两个阶段的假设：个人心理和社会条件变量与

能源使用行为显著相关，而家庭特征变量中仅有

月可支配收入与行为显著相关。

从均值来看，居民普遍有较好的能源使用行

为意图，但是却难以落实到实际行为上。从回归

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对于能源使用行为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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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施两个阶段，主要影响因素的预测力大小存

在差异。在行为意图阶段，环境态度和责任感这

两类个人心理因素的影响最大，而在行为实施阶

段，资金的节约和社会规范这两类社会条件因素

的影响最大。环境态度对能源使用行为的两个阶

段都有较强的影响，这体现了居民持有低碳环保

的态度对有意识的实施能源使用行为具有重要意

义。政策法规和信息宣传变量没有进入到能源使

用行为两个阶段的回归方程中，反映出我国民用

领域的节能政策法规及其效力的缺失，相关的信

息宣传也缺乏效力。这一结果验证了以往的研

究［７，１９］。

研究还发现，家庭月可支配收入１万元以上、
也就是调查样本中家庭收入最高的居民，其能源

使用行为的意图和实施都显著低于其他收入水平

的家庭，这说明高收入家庭在日常生活中更缺乏

节能意识和做法。

研究结论对引导我国居民合理的能源消费具

有如下启示：

（１）从产生能源使用行为的意图到真正实施
的过程中，经济诱因和社会规范等外部条件起到

关键作用。这说明，通过有力的外部支持才能促

进居民把低碳的想法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实际中。

例如，开展家庭能源审计等有针对性的家庭节能

指导活动可以有效的降低家庭能耗、节约能源消

费的开支，有利于激发居民节能的热情；另外，能

源使用行为作为一种具有利他性质的行为，尤其

在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规范的力量尤为重

要。当低碳环保成为一种社会规范时，就会带动

和影响更多人从自身做起。

（２）目前我国在节能减排领域的政策内容主
要集中在产业模式、结构和技术升级等方面，忽略

了消费领域。为数不多的有关民用能源消费领域

的政策主要是间接的、鼓励性的，缺少直接的、强

制性的政策措施。政策的缺位导致了能源管理的

失衡和顾此失彼。因此，研究与制定科学有效的

居民能源消费引导政策是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重要

问题。

（３）实证研究的结果证明了居民个体心理因
素和社会规范等外部社会条件的重要作用，也发

现了目前信息宣传工作的不到位。这给管理者的

启示是，应当发扬中国文化对环境友好的一贯传

统，培养公民对能源环境的关注和责任感、指导公

民高效合理的使用能源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形

成正确的社会规范。而这些离不开有效的信息指

导和宣传教育。虽然随着两型社会建设的推进，

各种媒体和教育机构对低碳环保理念和做法的宣

传逐渐增多，但是更要注重宣传的实用性和针对

性。

（４）我国经济发展带动了居民能源消费量的
快速增长。但是，中国经济只能承受“有限目标”

的能源需求，绝不能走发达国家能源“无限消费”

的老路［２０］。本研究中，高收入家庭的“低”能源使

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目前社会中出现的

“超前消费”、“奢侈消费”等不良现象。唤醒居民

的低碳意识、建立起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居民理性

能源消费模式，这个过程需要有相关配套的政策

机制和环境教育体系。

由于时间、精力和资源的限制，本文也存在局

限。首先，家庭特征变量在本研究中并未对能源

使用行为发挥出预期的影响力，很有可能是样本

选取造成的。研究样本的年龄集中在３１～４５岁
年龄段、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大专和本科这个水平

上，因此今后应当扩大样本的抽取范围，进一步考

察家庭特征变量的作用。其次，本研究设计的能

源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量表有待于进一步完

善。此外，有关能源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作用研

究是一个探索性研究，未来可以深入探讨变量之

间的关系、总结行为形成的机理，为引导居民合理

使用能源提供有力的政策制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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