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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公众碳足迹的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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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发展低碳经济
%

建设低碳社会是气候变化背景下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
&

公众是低碳社会建设的重

要力量
!

公众
'

碳足迹
(

直接反映了公众低碳生活状况
&

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
!

选择杭州
%

嘉兴
%

慈溪
%

临安作

为调查地点
!

随机选择
-'&

名公众进行调查
!

获得有效问卷
-H(

份
&

通过统计描述和多元回归模型的分析方法
!

分

析案例点公众的年平均碳排放水平
&

结果显示
$

!

碳足迹与经济发展水平
%

人口规模密切相关
)

"

不同地区碳足

迹差异明显
!

在碳足迹结构中
!

交通碳足迹所占的比例较大
)

#

多元回归模型显示
!

影响公众碳足迹的主要因素

有性别
%

文化程度
%

月收入
%

家庭能源使用量和交通出行量
&

基于以上结果提出了结论和建议
!

以期公众实现低

碳生活
&

表
F

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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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
)

碳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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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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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随着气候变暖问题越来越突出! 低碳受到更多国家的关注! 低碳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展! 主要有

低碳经济机制"

&

#

$ 低碳消费"

!

#

$ 低碳交通"

'

#和低碳农业"

$

#等% 在低碳所涵盖的研究领域中! &碳足迹'是一

个衡量是否低碳的重要指标% &碳足迹'的概念缘起 &生态足迹'

"

( ! )

#

! 也称碳指纹(

*+,-./ 01/23,4,1/5

)和碳

排放(

*+,-./ 361771./7

)! 起始于英国"

8

#

% 碳足迹一方面为某一产品或服务系统在其全生命周期所排放的

二氧化碳总量! 另一方面为某一活动过程中所直接和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 活动的主体包括个人$

组织$ 政府以及工业部门"

9

#

% 碳足迹是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提出的! 主要有国家碳足迹$ 企业碳足

迹$ 产品碳足迹和个人碳足迹! 它是国内外普遍认可的用于应对气候变化$ 解决定量评价碳排放强度的

研究方法 "

:

#

% 目前! 较多学者偏向于研究国家$ 企业生产中的碳足迹% 研究公众碳足迹的相关文献较

少! 公众碳足迹是针对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衣$ 食$ 住$ 行所导致的碳排放量加以估算的过程"

&"

#

% 笔者

从这一实际出发! 抽取浙江省具有典型代表的
$

个研究点展开公众碳足迹调查! 以此来分析目前影响公

众碳足迹的主要因素以及差异产生的原因! 从而对公众减少碳足迹提出建议! 引导公众更快地实现低碳

生活%

&

研究点概况和样本特征

!"!

研究点概况

浙江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 东濒东海! 南接福建! 西与江西$ 安徽相连! 北与上海$ 江苏为邻! 陆

域面积为
&";#9

万
<6

!

% 据
!%%:

年数据统计! 浙江省现有总人口
$ 8#);#9

万人! 全省生产总值近
!;'

万

亿元*
+

=&

% 浙江省是一个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 森林覆盖率为
)%;(9>

! 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

浙江省高度重视生态省的建设! 坚持走生态立省之路! 大力发展生态经济! 不断优化生态环境! 积极打

造生态文化! 在全省上下努力建设生态文明! 推动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为了解浙江省公众对低碳的认知和每年的碳排放情况! 选择浙江省杭州$ 嘉兴$ 慈溪$ 临安作为研

究点% 表
&

为
$

个研究点的基本概况! 所得数据均为
$

个研究点
!%&%

年数据%

在所选的
$

个研究点中! 杭州$ 嘉兴属于地级市! 慈溪$ 临安属于县级市!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杭

州是浙江省省会城市(副省级)! 经济发达! 近年来正努力打造 &低碳城市'% 嘉兴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

国家园林城市! 第二$ 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能源和消费结构的变化! 对于研究公众碳排放结构具有

重要意义% 慈溪是浙江省民营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 第二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以此作为研究点! 有助于

研究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公众碳排放的影响% 临安是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森林城市! 全国首个毛竹碳汇林

项目也落户临安! 并且以浙江农林大学为依托! 编制了 &临安市碳汇林业发展规划'! 在碳汇林业方面

走在全国前列! 公众对于低碳环保具有较强的意识%

!"#

样本分布特征

笔者在上述地区共对
$9&

名公众进行了调查! 发放问卷
$9&

份! 收回有效问卷
$8'

份! 样本有效率

达
:9;'>

% 在所选的
$

个研究点中! 通过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小城镇$ 街道$ 农村展开调查! 小城镇

和街道的抽样主要集中在商场$ 学校$ 汽车站$ 广场等公众聚集量较大的场所! 在农村采取入户的方式

展开调查% 所调查数据以家庭为单位! 从饮食排碳量$ 家庭能源排碳量(家庭能源排碳量根据家庭人数折

算成个人排碳量)$ 交通排碳量
'

个方面展开调查! 采用统计描述和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

样本分布 本次调查中! 被调查者的工作地点主要分布在杭州$ 嘉兴$ 慈溪和临安! 样本量分别

研究点 人口
?

万人 面积
?<6

!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元*人!&

*

+

!&

) 第一产业总值
?

亿元 第二产业总值
?

亿元 第三产业总值
?

亿元

杭州
)9';'9 &) (:) 8$ 8)& &:%;(& ! '98;&! ! (%:;:!

嘉兴
'':;)% ' :&( () )%8 &%8;(& & &&!;(& ):9;%&

慈溪
&%';(! & ')& )% '): '&;'8 '8&;&% !!!;$)

临安
(!;(9 ' &!$ $$ )): !$;8: &'%;98 8:;'9

表
!

杭州
!

嘉兴
!

慈溪
!

临安基本概况

@+-A3 & B+71* 1/0.,6+51./ .0 C+/2DE.F

!

G1+H1/2

!

I1H1 +/J K1/

+

+/

说明, 资料来源于杭州$ 嘉兴$ 慈溪$ 临安
!%&%

年统计年鉴%

!))



第
!"

卷第
!

期

为
#$$

份!

!$%&'

"#

#$$

份!

!$%&'

"#

#$$

份!

!$%&'

"和
#&#

份!

()%*'

"$ 在杭州市# 主要针对市区的市民

展开了问卷调查# 选择了上城区% 下城区% 西湖区% 拱墅区和江干区作为样本点& 嘉兴市的调查主要集

中在南湖区和秀洲区& 慈溪市的调查主要在逍林镇的破山村% 坎墩街道和横河镇的秦堰村& 临安市调查

地点为清凉峰镇新峰村% 昌化镇街道% 锦城街道$

#%!%!

样本特征 表
!

是各地区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 从性别比例来看# 男女所占的比例比较均衡# 男

性占了
+,%#'

# 女性占了
,+%"'

& 从文化程度来看# 大学及以上文化人数较多& 从月收入情况来看#

&$#-! $$$

元'月!#和
! $$#-+ $$$

元'月!#的比例比较均衡# 分别为
(#%+'

和
($%"'

& 被调查者主要以本

地人为主& 从年龄分布来看# 分布为
#"-,$

岁的居多& 被调查者中各种职业类型的公众均有涉及# 分布

都比较均衡$

!

公众碳足迹水平

笔者采用北京碳汇网上提供的 (零碳居家计算器)$ 在计算器的指标中# 电% 水% 煤气以调查对象

提供的收费单据为主# 对调查对象提供单据有困难的情况# 采取消费额转化为相关折算指标的方式予以

解决# 其折算的标准依据当地官网提供的收费标准# 基于自下而上的方法来评估碳足迹# 选择一定的指

标来计算公众每年的碳排放$ 考虑到不同地区碳排放有不同的特点# 又分别选择了碳足迹计算器以外的

一些指标* 薪柴和电动车$ 根据文献资料获知# 电动车耗能量为
##%+! .

'

/

0#

'

12

!#

+

##

,

$ 统计结果如表
(

所

示*

!

从总体来看# 交通碳排放是碳足迹的主要来源$ 公众年平均碳排放量为
*$&%" 13

# 交通碳足迹在

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为
)(%!'

# 其中以私家车排放的二氧化碳最显著!

*#%&'

"& 饮食排碳量和家庭能源排碳

量均较小$

"

各地区碳排放总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按行政区划比较# 杭州的碳排放量!

&*&%" 13

"显著高

于嘉兴!

+"(%" 13

"# 慈溪!

+,"%$ 13

" 碳排放量略高于临安!

+$!%$ 13

"$ 杭州与嘉兴相比# 各项指标都高于

嘉兴# 其中出差!包括在外求学的学生% 在外打工工人回家# 出行旅游# 个人或代表组织出行办理公事$

本设计问卷中出差方式主要有
,

种* 飞机% 火车% 私家车% 公交车"是
!

个研究点差异的主要方面$ 杭

州是浙江省的省会城市# 经济发达# 人口密度大% 流动性强# 公众外出旅游% 办公要多于嘉兴& 慈溪与

临安相比# 主要差异在薪柴和出差
!

个方面* 临安农村地区多采用薪柴作为能源# 每年的薪柴消耗量

大# 会产生较多的二氧化碳& 慈溪整体经济水平要高于临安# 每年外出旅行人数也较多# 同时第二产业

的发展促进了公众对外交流# 公众出差次数较多$

#

各地区家庭能源排碳结构差异显著$ 杭州地区家庭

变量 频数 比例
4'

频数 比例
4'

性别 男
!+* +,%#

年龄
#&

岁以下
(# *%*

女
!#) ,+%" #"-,$

岁
!+# +(%#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 (#%( ,#-+$

岁
#!, !*%!

高中或中专
##& !,%" +#-*$

岁
,( "

大学及以上
!$) ,( *$

岁以上
!, +%#

月收入
&$$

元'月!#以下
#!# !+%*

职业类型 公务员
& #%)

&$#-! $$$

元'月!#

#," (#%+

事业单位
)# #+

! $$#-+ $$$

元'月!#

#,* ($%"

工业企业
(# *%*

+ $$#-#$ $$$

元'月!#

(" &%!

商业企业
*) #,%!

#$ $$$

元'月!#以上
#& (%&

务农
+) #!

户籍 本地人
(&+ &#%,

个体工商户
)# #+

非本地人
&& #&%*

学生
#(# !)%)

其他
() )%&

变量

表
!

样本特征分布

56789 ! :;<=>;7?=;@A @B <62C89 D/6>6D=9>;<=;D<

资料来源* 问卷调查整理$

翁智雄等* 浙江省公众碳足迹的调查与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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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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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能源各项排碳量都较高! 除了薪柴排碳量较少外! 电" 煤气" 煤炭排碳量都较大# 嘉兴家庭能源排碳量

比较单一! 以电为主! 水的排碳量也较大# 在慈溪! 水和电的排碳量都非常大! 但几乎没有薪柴排碳

量# 临安家庭能源排碳量以薪柴为主! 煤炭" 电的排碳量也较大$

!

各地的交通碳足迹结构差异明显$

杭州各项指标要略高于其他研究点! 慈溪的出差排碳量较高! 嘉兴出租车排碳量
$

个研究点中最高! 临

安电动车排碳量高于其他研究点$ 杭州私家车数量多是导致排碳量显著的主要原因! 慈溪民营经济的发

展也 %推动& 了出差碳排量的增加! 嘉兴作为地级市和全国优秀旅游城市! 人流量较大! 选择出租车的

公众也就越多! 临安市区以及农村地区电动车推广迅速! 公众使用量大'

&

公众碳足迹的影响因素分析

!"#

影响公众碳足迹的交叉列联表分析

从理论上来说! 影响公众碳足迹水平的因素主要有性别" 文化程度" 月收入" 户籍" 年龄" 职业类

型" 饮食" 低碳含义认知" 交通能源量" 家庭能源量' 根据影响公众碳足迹的交叉列联表可以得出以下

结论(

"

性别对碳足迹水平有显著的影响! 男性的碳足迹要明显高于女性#

#

文化程度越高! 碳足迹水

平越低#

$

收入水平在
' %%#(#% %%%

元)月!#的公众碳足迹水平最高! 为
# &)#*& +,

)人!#

)

-

!#

' 收入从
%(

#% %%%

元)月!#

! 公众的碳足迹水平呈明显的递增趋势!

#% %%%

元)月!#以上有下降趋势#

!

本地人的碳

足迹水平高于非本地人#

%

碳足迹水平较高的公众年龄主要集中在
$#(."

岁! 碳足迹超过
)"" +,

)人!/

)

-

!/

'

这一部分公众基本上处于事业的顶峰时期! 社会交际面广泛! 因此碳足迹水平要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的

群体#

&

饮食中! 不吸烟的公众碳足迹水平要略高于吸烟的公众#

'

对低碳含义认知越高! 碳足迹水平

越低' 对低碳含义认知越高的公众! 在生活中更加注重低碳环保! 低碳意识更强#

(

交通能源量越大!

家庭能源量越大! 碳足迹水平越高' 详细数据见表
$

'

!"$

多元回归模型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模型! 具体为(

01 ! 2 !

%

3 !

/

"

/

3 !

!

"

!

3 !

&

41 "

&

3 !

$

41 "

$

3 !

'

"

'

3 !

.

"

.

3 !

5

"

5

3 )

'

其中(

!

"

为常数项!

!

/

!

!

!

!

!

&

!

!

$

!

!

'

!

!

.

!

!

5

分别为待估计参数!

)

为扰动干扰项'

在上述
6

个变量中! 户籍变量中本地人有
&)'

人! 非本地人只有
))

人! 变量不具有代表性! 因此

模型中不予分析' 饮食变量中! 吸烟的公众和不吸烟的公众碳足迹水平相近! 故此处在模型中也不予分

析' 由于调查的局限性以及相关因素的难以计量! 本研究只选取了以上
5

个变量'

!%!

多元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本研究主要借助
789:;< &*%

统计分析软件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模型分析' 由于调查的对象

涉及各种职业类型的公众! 公众的文化程度和收入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自相关关系! 因此笔者在此处不予

重点分析' 根据回归模型的分析! 得出的具体结论见表
.

' 从模型拟合程度来看! 回归模型相关系数

#

!

2%*.)&

! 说明在现行条件下! 碳足迹变化有
.)*&=

的部分可以由月收入" 低碳含义认知" 家庭能源使

用量" 交通出行量" 年龄" 性别" 文化程度
5

个变量来说明' 由表
.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月收入水平

数据来源( 问卷调查整理'

表
! &

个研究点公众碳足迹情况

>-?0: & @A1B9C9A1 AD E-F?A1 DAACGF91C 91 <-HG0: -F:-<

研究点
饮食碳排放

I

*

+,

)人J/

)

-

J/

+

家庭能源碳排放
I

*

+,

)人J/

)

-

J/

+ 交通碳排放
I

*

+,

)人J/

)

-

J/

+

电 煤气 煤炭 薪柴 水 私家车
公共交通

工具
出差 出租车

电动车或电

动自行车

杭州
/*& &5*. $"*5 &'*/ /!*. $5*6 $&5*" ./*& /$.*& !'*/ '*5

嘉兴
"*. &"*. 5*) /"*) &*! !&*. $&"*! 5*) /.*$ '/*& $*5

慈溪
!*" &5*/ /.*) /5*) "*/ &6*) /5'*6 '*$ !!6*" &5*" $*!

临安
!*! $"*5 /!*/ $!*/ //&*) !&*5 /'"*$ )*" '$*& /'*& !"*)

平均
/*$ &5*! /)*! !)*) $'*" &!*/ !5'*' /)*5 6)*& !6*. /"*5

其他
合计

I

*

+,

)人J/

)

-

J/

+

/)*& ).)*6

5*' '6&*6

$*5 '$6*"

/)*$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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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碳足迹水平显著相关! 通过了
#$

的显著性检验" 回归系数为
%&'()

!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月

收入水平越高! 碳足迹水平也越高" 主要原因是月收入水平越高! 消费开支# 交通出行# 家电能源一般

也越高! 因而会提高其碳足迹水平"

!

低碳含义认知对碳足迹水平通过了
#%$

的显著性检验" 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 低碳认知水平越高的人! 碳足迹水平越低" 主要是低碳认知高的人! 在生活中注重保

持低碳的行为! 能够做到绿色消费# 节能使用电器# 低碳出行! 因而碳足迹水平会比较低"

"

家庭能源

使用量与碳足迹水平显著相关! 通过了
#$

的显著性检验" 回归系数为
%&(*+

!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 家庭能源使用量越大! 碳足迹水平越高" 家庭能源包含许多方面! 如$ 煤气# 电# 薪柴# 煤炭等!

这些都是家庭碳排放中产生二氧化碳的主要方面! 使用量越大! 碳足迹水平越高"

#

交通出行量与碳足

迹水平显著相关! 通过了
#$

的显著性检验" 回归系数为
%&!"*

!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交通出行

量越大! 碳足迹水平越高" 交通出行量是碳排放量的重要方面! 私家车# 飞机# 出租车排碳量都较高!

因而交通出行量越大! 交通碳足迹水平就越高"

$

年龄对碳足迹没有显著相关性" 随着交通线网的广泛

覆盖! 各地的出行便利性得到显著提高! 方便了不同年龄段公众的出行% 随着生活质量的改善! 学生出

游和老年人出游的情况显著增加!

#*

岁以下和
,%

岁以上公众的交通排碳量明显增加! 但
#"-+%

岁年龄

段的公众出差情况较多! 其出差排碳量也较大" 同时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自助游在浙江省各地区十分普

遍! 以家庭为单位的交通排碳量比较明显! 因此综合考虑! 不同年龄段公众的交通排碳量都比较均衡!

变量名 变量定义 预期符号

!

#

月收入&

#

为
*%%

元及以下!

!

为
*%#-! %%%

元!

'

为
! %%#-( %%%

元!

+

为
( %%#-#% %%%

元!

+

为
#% %%%

元以上'

.

!

!

低碳认知&

#

为非常了解!

!

为比较关注!

'

为只是听说过!

+

为根本不了解'

.

!

'

家庭能源使用量&吨标准煤'

.

!

+

交通出行量&

/0

(

1

!#

'

.

!

(

年龄&

#

为
#*

岁以下!

!

为
#"-+%

岁!

'

为
+#-(%

岁!

(

为
(#-,%

岁!

,

为
,%

岁以上'

.

!

2

!

,

性别&

%

表示男!

#

表示女'

2

!

)

文化程度&

#

为初中及以下!

!

为高中或中专!

'

为大学及以上'

2

表
!

公众碳足迹影响因素定义及预期符号

31456 ( 78459: :1;4<= ><<?@;9=? A6>9=9?9<= 1=A 1=?9:9@1?6A BC04<5B

变量
碳足迹水平

D

&

/E

(人!#

(

1

!#

'

变量 项目
碳足迹水平

D

&

/E

(人!#

(

1

!#

'

变量 项目
碳足迹水平

D

&

/E

(人!#

(

1

!#

'

性别 男
)''&"

户籍 本地人
,,(&,

吸烟
(**&,

女
+,#&(

非本地人
',#&%

不吸烟
,#)&+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

年龄
#*

岁以下
+"!&"

非常了解
()!&%

高中或中专
,,#&+ #"-+%

岁
+,+&(

比较了解
()"&#

大学及以上
(')&+ +#-(%

岁
**%&'

听说过
,'!&'

月收入
D

&元(月!#

'

*%%

以下
'*(&( (#-,%

岁
**%&"

不知道
)%)&#

*%#-! %%% +!!&* ,%

岁以上
(!'&! %-!(% ? (++&+

! %%#-( %%% )+%&+ 交通出

行量
D

&

/0

(

1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上
# ,))&*

#% %%%

以上
"#!&* #% %%#-#( %%% # +!!&'

#( %%#-!% %%% # *,)&%

!% %%%

以上
' )#%&*

饮食

表
"

各变量与公众碳足迹水平的关系

31456 + F651?9<=BG9@ <> 61:G H1;91456 I9?G @8459: :1;4<= ><<?@;9=?

标准煤

家庭能

源量
D?

翁智雄等$ 浙江省公众碳足迹的调查与分析

低碳含

义认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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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而交通碳排放对公众碳足迹产生主

要影响! 因此年龄对碳足迹没有显

著相关性"

!

性别对碳足迹水平显

著相关! 通过了
&'

的显著性检验"

回归系数为
!!(!!$)

即在其他因素不

变的情况下! 女性比男性的碳足迹

水平低" 原因主要是与男性相比!

女性在吸烟# 交通出行方面碳排放

量都较少! 因而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也较少"

"

文化程度对碳足迹水平

显著相关! 通过了
#'

的显著性检

验" 回归系数为
!%*+,"

! 即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随着文化程度

的提高! 碳足迹水平不断下降" 主

要原因是文化程度越高! 对环境问

题的认识能力越强! 对低碳相关知识的理解能力也越强! 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会受到低碳理念的影响"

$

结论和建议

从对浙江省杭州# 嘉兴# 慈溪# 临安
$

个研究点公众碳足迹调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碳足迹与经

济发展水平# 人口规模有密切的联系" 从
$

个研究点调查的结果来看! 人口规模越大! 经济越发达! 对

碳足迹的拉动作用也越大%

$

交通碳足迹比例较大" 在调查的
$

个研究点中! 碳足迹均集中在交通出行

方面! 尤其是私家车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最多! 减少公众交通碳足迹是当前减少公众碳足迹的主要途径%

%

根据多元回归模型可以得出! 影响碳足迹的主要因素是$ 女性排碳量低于男性! 文化程度越高碳排量

越低! 月收入水平高的公众碳排量高于月收入低的公众! 家庭能源使用量# 交通出行量大的公众碳排量

较大"

综上所述! 为进一步提高公众低碳环保意识! 减少公众的个人碳足迹! 提出以下建议$

&

普及低碳

知识! 提高公众低碳环保认知" 提高公众居家节能意识! 在空调# 冰箱等家用电器使用方面加强低碳知

识的普及! 减少家电能源方面的资源浪费% 加强对一次性物品使用的监管! 进一步推动 &限塑令' 政策

的落实! 减少公众一次性物品的使用% 建设低碳教育平台! 向行政机关# 学校# 社区逐步推广低碳知

识% 积极搭建低碳学术和成果交流平台! 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和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支持! 邀请相

关专家为公众进行科普讲座和学术报告"

$

制定低碳环保方面的相关政策! 引导公众绿色消费" 制定低

碳消费方面的政策! 鼓励公众购买有低碳标志的产品% 为减少产品运输过程中碳排量的增加! 鼓励公众

购买本地产品% 建立碳补偿车贴项目! 设立不同等级的碳车贴! 为公众开设碳车贴网上账户! 推动公众

出行消费的低碳化" 在城市社区开展 &节能低碳模范户' 活动! 以社区为单位推进家庭能源的低碳化建

设% 在农村等地区加大对太阳能# 沼气等节能方式的推广! &家电下乡' 政策中进一步引入节能电器"

%

加强交通需求管理! 制定低碳交通系统! 推行低碳环保交通工具" 将杭州市区免费自行车为特色的绿

色交通体系进一步推广至嘉兴市等其他地区" 推进 &步行交通# 自行车交通# 水上交通# 常规公共交通

和轨道交通' 在内的 &五位一体' 的绿色交通体系建设" 以公交导向发展和公交优先发展构建低碳交通

骨架" 加快各地区的轨道交通建设! 完善交通主干网络! 提高公交线网密度和站点覆盖率" 将发展城市

林业和构建低碳交通系统相结合! 建设城市的 &绿肺' 重点工程和森林公园! 通过无线传感网技术对城

市森林加强监测! 从而发挥城市森林对低碳交通建设的主要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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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J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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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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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

的显著性水平!

JJJ

表示
#'

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 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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