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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标签情景模拟下的消费者低碳竹!木"地板支付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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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浙江省安吉县% 临安市% 杭州市及上海市等
$

个地区的消费者低碳竹"木&地板的情景模拟数据! 对不

同性别% 不同地区% 不同年龄% 不同月收入水平% 不同学历% 不同职业和不同认知度的消费者对低碳竹'木&地板

的支付意愿进行了统计描述( 在此基础上! 采用
H3:;2I

模型! 对影响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

表明$ 所在地区% 年龄% 月收入水平% 学历和对低碳产品的认知度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而性别%

职业对支付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最后提出了提高消费者支付意愿! 促进社会低碳发展的建议)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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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 已成为各国和国际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 碳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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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碳足迹的量化标识" 是用来量化产品和服务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以标签的形

式告知消费者产品的碳排放信息#

,

$

% 通过碳标签" 可以引导消费者选择低碳排放的商品" 监督生产者改

进生产技术" 从而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 目前" 英国& 美国& 日本& 法国& 中国台湾等相继推

出了碳标签或其他合适的碳含量标识方法% 中国环保部
!""-

年
,"

月宣布将实施产品碳足迹及碳标签计

划" 建立中国的低碳产品认证制度" 并于
!",.

年
/

月颁发了首批
,,

家企业的低碳产品认证证书% 竹

'木!地板是一类重要的木质林产品" 但目前竹木企业的进入门槛较低" 规模大小不一% 相比较标准化生

产的竹木规模企业" 一些作坊式小企业机器设备落后" 原材料利用率低" 污染严重"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较高#

!

$

% 在低碳发展的背景下" 各地均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强制地关& 停& 转一些小企业% 因此" 如何运

用低碳产品认证或碳标签的形式" 通过消费者低碳产品的选择迫使企业减排" 这将是更具市场效率的方

法% 但低碳产品的认证都不同程度地需要增加一定的成本" 如碳足迹的计测& 认证费用& 减排技术和工

艺的改进等" 使低碳产品的价格增加% 确切了解不同消费者的支付意愿" 将有利于低碳产品的推广 #

0

$

%

国内外关于碳标签或低碳产品的研究" 主要在国际贸易的影响方面" 如已有研究#

.!/

$发现( 碳标签体系

的提出& 试行& 建立的主体多是发达国家" 将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碳标

签产品的认知和支付意愿方面" 文献#

1

$对欧盟& 澳大利亚& 英国的调查发现( 消费者对碳标签的推行

持认可态度" 碳标签引领低碳消费非常有利" 会改变消费者的认知和行为)

23*4(35

等#

6

$

" 周应恒等#

-

$和

帅传敏等#

,"

$对低碳猪肉& 低碳农产品进行了调查" 提出消费者会选择低碳产品" 并视价格不同支付意愿

有所改变% 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及一次性消费& 支出比例较小的低碳产品上" 而竹'木!地板作为一

种生活耐用品" 使用寿命较长" 使用范围较广" 支出比例也较大% 这类低碳产品消费的影响因素有哪

些" 溢价支付的意愿和程度如何% 此类研究对推进中国低碳产品认证& 促进社会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研究方法

!"!

数据来源和调查方法

选取县级'安吉县& 临安市!" 地市级'杭州市!和直辖市'上海市!等
0

个不同等级地区进行消费者问

卷调查% 问卷的内容听取相关专家意见和课题小组讨论" 最后决定为性别& 所在地区& 年龄& 月收入&

学历& 职业& 认知度& 支付意愿等
6

个变量% 问卷涉及的产品是低碳产品的碳标签竹'木!地板" 以区别

于高排放生产的竹'木!地板"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最后共完成问卷
0""

份" 其中有效问卷
!16

份%

调查问卷采用在上述
.

个地区的社区& 公园的本地人群中进行" 以满足消费者 *不同地区+ 变量的

要求% 问卷采用情景模拟方法( 调查者首先询问消费者对气候变化& 低碳产品等的了解程度" 获取变量

*认知度+ 的信息) 对所有不了解低碳产品的消费者即时普及碳足迹& 碳标签的概念知识" 使他们对低

碳产品和高碳排放产品有一定的认知) 在此基础上" 手持中国台湾的碳标签标识为例" 情景假设面临低

碳排放和高碳排放的竹'木!地板购买选择" 并假定碳标签竹'木!地板和高排放竹'木!地板的价格同为

,""7%%

元,
8

!!时'具有相同质量& 使用寿命& 外观!" 确定消费者的选择) 假如消费者选择碳标签竹'木!

地板" 再依次提高碳标签竹'木!地板的价格为
##%7%%

"

#!%7%%

"

#0%7%%

元,
8

!!等时" 进一步询问消费者

的选择" 以获取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溢价%

!"#

样本基本特征

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
#

所示% 在性别上" 男性略多一些) 县级& 地级市和直辖市
0

个层次的样本基

本分布均匀) 年龄成正态分布" 集中在
0%9$%

岁) 个体月收入水平基本符合正态分布" 集中在
! %%%7%%

9/ %%%7%%

元) 样本职业呈均匀分布状态" 个体户略多%

!

消费者低碳产品的认知和支付意愿分析

把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认知度分为不了解& 了解& 非常了解等
0

个层次" 依次赋值为不了解为
#

"

了解为
!

" 非常了解为
0

) 依据情景模拟下消费者对低碳竹'木!地板的价格选择作统计分析) 并进一步

研究性别& 所在地区& 年龄& 月收入& 学历& 职业& 认知度等
1

个因素对支付意愿的差异影响%

#"!

全体样本平均认知度和支付意愿

由表
!

可知( 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认知度全体样本平均为
#7/6

" 低碳竹'木!地板的平均支付意愿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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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彭维亮等! 碳标签情景模拟下的消费者低碳竹"木#地板支付意愿

个人特征 认知度 支付意愿
$

"元$
%

!"

%

性别
男

&'(( &"&')*

女
&')* &""'+*

地区 地级市
&')( &&,'"*

!",

岁
&')( &"+'(*

!*-!,

岁
&'.# &"+'"*

年龄
+*-+,

岁
&'#( &"&'+*

#*-#,

岁
&'(* &&,'.*

"(*

岁
&'#* &&)'&*

县级
&'+) &"'.*

直辖市
&'.! &"#')*

表
!

不同个人特征的消费者低碳产品的认知和支

付意愿

/0123 ! 43563789:; 0;< =9229;>;3?? 8: 70@

"

A/4

%

:B 6:;?C%35? 9;

<9BB353;8 735?:;02 6D05068359?896? 8: 8D3 2:="6051:; 10%1::

"

=::<

%

B2::5

数据来源! 实地调研整理&

表
"

全体样本平均认知度和支付意愿情况

/0123 " 43563789:; 0;< =9229;>;3?? 8: 70@

"

A/4

%

:B "). ?0%723?

变量 类别 频数 平均值

认知度

不了解
&") &'(.

了解
&&+

非常了解
!)

支付意愿

&**'**

元
+*

&""'*#

元$
%

!"

"溢价比为
""'*#E

%

&&*'**

元
!)

&"*'**

元
,"

&!*'**

元
++

"&+*'**

元
(#

表
#

样本基本情况

/0123 & F0?96 9;B:5%089:; :B 8D3 ?0%723

不同职业人数
$

人 不同年龄人数
$

人

待业 个体工商户 技术工人 管理人员 教师
G

医生
G

科研人员 学生 其他
!", !*-!, +*-+, #*-#, "(*

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同月收入人数
$

人 不同性别人数
$

人 不同地区人数
$

人

!" *** " **&-+ *** + **&-( *** ( **&-. *** . **&-&* *** "&* ***

元 男 女
县级"安吉'

临安#

地级市

(杭州#

直辖市

(上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 括号内为百分比(

E

#&

&""'*#

元$
%

!"

(原价
&**'**

元$

%

!"

#) 溢价比例为

""'*#E

& 从调查结果看) 中国消费者对低碳产品

的认知度水平不高) 今后应加大宣传& 在支付意愿

方面) 相同价格下消费者普遍选择低碳竹(木#地

板 * 不同价格下 ) 对低碳产品的平均溢价比为

""'*#E

) 处于较高的水平) 说明消费者愿意为保

护环境承担一定的成本) 有很好的低碳产品推广的

基础&

"$"

不同个人特征的消费者低碳产品的认知和支

付意愿

消费者不同的个人特征如性别' 所在地区' 年

龄会对低碳产品的认知和支付意愿产生差异"表

!

%& 男性对低碳产品的平均认知度为
&'((

) 低于女

性的
&')*

* 男性对低碳竹"木%地板的平均支付意愿

为
&"&')*

元$

%

!"

) 低于女性的
&""'+*

元$

%

!"

& 县

级' 地级市和直辖市等
!

个层次的调查数据表明)

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 随着所居住地区等级的

增大) 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认知度和支付意愿呈现

逐步提高的趋势) 表明大城市对低碳发展的宣传和

信息传播都优于小城市& 把年龄从低到高分
#

个层

次研究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长) 消费者对低碳产品

的认知度和支付意愿都呈现减少的趋势) 表明年轻

人对新鲜事物的感知和接受能力高于老年人&

"$!

不同社会特征的消费者低碳产品的认知度和

支付意愿

消费者的不同社会特征如学历' 收入和职业等

也会对认知度和支付意愿产生影响"表
+

%& 将学历

从低到高分
+

个层次分析) 随着学历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认知度和支付意愿呈缓慢增长的

趋势& 将月收入水平从低到高分为
(

个层次) 随着月收入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认知度和支

付意愿总体呈增大的趋势& 表明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 越有意识和愿望为保护环境支付成本& 在职业方

面) 管理人员' 专门技术人员"教师' 医生' 科研人员%和学生对低碳产品的认知度较高) 支付意愿较

大& 管理人员和专门技术人员的收入较高) 工作中接触环保宣传的机会较大) 学生是一个理想化的群

体) 因此他们的认知度和支付意愿较其他职业更高& 此外) 消费者对低碳产品不同的认知度) 支付意愿

同样会有差异& 数据显示) 对低碳产品不了解的消费者对低碳竹"木%地板平均支付意愿为
&&.'#*

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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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度为了解的消费者平均支付意愿为
&!$'(%

元!
)

!!

" 认知度为非常了解的消费者平均支付意愿为

&!('&%

元!
)

!!

" 表明随着对低碳产品认知度的提高" 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总体上呈现增长的趋势#

*

消费者低碳产品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消费者性别$ 所在地区$ 年龄$ 月收入$ 学历$ 职业$ 认知度等
+

个因素多大程度上影响最终的支

付意愿" 影响方向如何" 需要进一步进行计量分析#

!"#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为了准确了解上述不同因素对低碳竹%木&地板支付意愿差异的影响" 设定被解释变量
!

为消费者

碳标签竹%木&地板的支付意愿" 从
#%%'%%

元!
)

!! 起" 并依次提高为
##%'%%

"

#!%'%%

"

#*%'%%

"

#(%'%%

元!
)

!!及以上共
$

个选项' 依此赋值( 最高支付意愿为
#%%'%%

元!
)

!!为
#

" 最高支付意愿为
##%'%%

元!

)

!! 为
!

" 最高支付意愿为
#!%'%%

元!
)

!! 为
*

" 最高支付意愿为
#*%'%%

元!
)

!! 为
(

" 最高支付意愿为

#(%'%%

元!
)

!!及以上为
$

# 该问题属于有序离散选择" 因此" 构建多元有序的
,-./-/. 01234

%

,51234

&模型

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

&&

*

#

,51234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
!

%以
"

为解释变量&可以从潜变量
#

$

6模型中推导出

来" 设
!

&

7!

(

是未知的割点" 且
!

&

＜!

!

＜!

*

＜!

(

" 则公式推导如下(

#

$

6

8""9%

# %

&

&

!8&

" 若
#

$

6

!!

&

'

!8!

" 若
!

&

＜#

$

6

!!

!

'

!8*

" 若
!

!

＜#

$

6

!!

*

' %

!

&

!8(

" 若
!

*

＜#

$

6

!!

(

'

!8$

" 若
#

$

6＞!

(

#

:-1

%

!8&""

&

8#

%

!

&

!""

&'

:-1

%

!8!""

&

8#

%

!

!

!""

&

!#

%

!

&

!""

&'

:-1

%

!8*""

&

8#

%

!

*

!""

&

!#

%

!

!

!""

&' %

*

&

:-1

%

!8(""

&

8#

%

!

(

!""

&

!#

%

!

*

!""

&'

:-1

%

!8$""

&

8&!#

%

!

(

!""

&#

公式%

&

&中( 表示
&"&

向量" 残差
%

服从
0123;43<;

分布# 公式%

!

&中( 若
#

$

6

!!

&

"

!8&

" 表示消费者最高

支付意愿为
&%%'%%

元!
)

!!

' 若
!

&

＜#

$

6

!!

!

"

!8!

" 表示消费者最高支付意愿为
&&%'%%

元!
)

!!

' 依此类推"

可以表示 +最高支付意愿为
&!%'%%

"

&*%'%%

"

&(%'%%

元!
)

!!及以上,# 公式%

*

&分别表示消费者各类选择

意愿的概率大小# 最后根据
01234

变换的公式进行反推" 上述模型中"

#

%

!

&

!""

&

8/=:#

%

!

&

!""

&

>

)

&9/=:#

%

!

&

!""

&*#

上述
,51234

模型中以性别$ 所在地区$ 年龄$ 月收入$ 学历$ 职业$ 认知度为解释变量# 其中性

别$ 年龄$ 月收入$ 学历$ 职业等
$

个为常规变量" 按照变量的属性进行层次划分' 变量所在地区按县

级$ 地级市$ 直辖市
*

个层次划分' 变量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认知度" 依次赋值为( 不了解为
&

" 了解

表
$

不同社会特征的消费者低碳产品的认知和支付意愿

?@A5/ ( B/-</:431C @C. D3553C2C/;; 41 :@E

%

F?B

&

1G <1C;H)/-; 3C .3GG/-/C4 /<1C1)3< G@<41-; 41 4I/ 51D#<@-A1C A@)A11

%

D11.

&

G511-

社会特征 认知度 支付意愿
>

%元!
)

!!

& 社会特征 认知度 支付意愿
>

%元!
)

!!

&

初中及以下
&'*! &!%'*%

待业
&'$% &&J'%%

中专或高中
&'K& &!!'(%

个体工商户
&'$J &!%'J%

学历 大专或大学
&'LJ &!!'+%

职业 技术人员
&'(+ &!&'%%

研究生及以上
!'&J &!*'L%

管理人员
&'L& &!K'K%

月收入
!! %%%

元
&'$J &!%'L%

教师$ 医生$ 科研人员
!'%K &!!'%%

! %%&7( %%%

元
&'$J &!&'%%

学生
&'J$ &!('*%

( %%&7K %%%

元
&'KJ &!&'L%

其他
&'$! &!!'(%

K %%&7L %%%

元
&'L$ &!('K%

L %%&7&% %%%

元
!'%+ &!$'+%

#&% %%%

元
&'+J &!K'&%

K$L



第
!"

卷第
#

期

为
"

! 非常了解为
!

" 预计所在地区# 月收入# 学历和认知度会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 模型中各解

释变量及其赋值如表
#

所示"

表
!

模型变量定义及预期影响方向

$%&'( # )%*+%&'(, %-. %,,+/-0(-1

未知数 变量 变量赋值 预测方向

!2

性别 男为
2

! 女为
3

! 用虚拟变量$女为参照%

! "4

!"

地区 分县级! 地级市! 直辖市处理为虚拟变量$直辖市为参照%

4

!!

年龄 按从小到大
25#

赋值
!

!6

收入 按从低到高
257

赋值
4

!#

学历 按从低到高
256

赋值
4

!7

职业 分
8

个类型处理为虚拟变量$待业类型为参照%

! "4

!8

认知度 不了解为
2

! 了解为
"

! 非常了解为
! 4

"

支付意愿
233933

元&
0

!"为
2

!

223933

元&
0

!"为
"

!

2"3933

元&
0

!"为
!

!

2!3933

元&
0

!"为
6

!

263933

元&
0

!"及

以上为
#

"

"#$

结果及分析

运用
:$;$; 23

统计软件进行
<'=/+1

回归! 回归结果

如表
7

所示" 根据模型计量结果! 影响消费者对低碳竹

$木%地板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如下' 第一! 所在地区对消

费者低碳竹$木%地板的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 与预期一

致" 大城市的消费者支付意愿明显高于小城市消费者! 源

于大城市对环保意识的更广泛的宣传! 让消费者更多地关

注环保对自身健康的影响! 了解低碳生活# 低碳发展的重

要性" 第二! 年龄对消费者低碳竹$木%地板的支付意愿在

2>

的水平上负向显著" 年龄越大的消费者越保守! 对于

低碳产品这种新生事物的信任度也更低! 相比年轻人更容

易接受这些! 支付意愿要明显高与年长者" 第三! 从消费

者经济条件来看! 月收入水平对消费者低碳竹$木%地板的

支付意愿在
23>

水平上正向显著! 与预期一致" 收入越高

的群体! 对环境的重视程度较高! 保护环境# 低碳发展的

意识也越强! 越愿意为环境付出成本" 第四! 学历对消费

者低碳竹$木%地板的支付意愿在
23>

的水平上负向显著! 与预期相反" 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 学历越高

的消费者群体! 他们更多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思考问题! 更趋向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 这也表明中

国的教育对于人文情怀# 环保意识的传输较少! 学历高仅仅代表他的专业知识! 与他们是否愿意为保护

环境支付成本没有必然的关联" 第五! 对低碳产品的认知度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在
2>

水平上正向显著!

与预期一致" 表明消费者对环境保护知识的更多关注和了解! 会逐渐改变他们的意识和偏好! 最后改变

他们的低碳支付行为" 另外! 性别和职业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符合预期"

6

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结果表明'

!

消费者对低碳竹$木%地板的平均支付意愿为
2""93#

元&
0

!"

$初始价格为
233933

元&
0

!"

%! 额外支付价格为
""93#

元&
0

!"

! 溢价比为
""93#>

" 由此可见! 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支付意愿处

于较高水平! 中国低碳产品认证的推进具有较大的市场空间"

"

所在地区# 年龄# 月收入# 学历和对低

碳产品的认知度对消费者的低碳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 其中! 月收入水平和对低碳产品的认知度正

向影响支付意愿! 表明消费者的月收入水平越高! 认知度越高! 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支付意愿就越强

表
% &'()*+

模型回归结果

$%&'( 7 ?(,@'1, =A <'=/+1 0=.('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BCB

性别
!39272 D 39 "!2 7 396E#

县级
!293!8 D 39 "E" 8 393!8FG

地级市
!39#ED # 39 "ED 2 39333GGG

年龄
!39!#" ! 39 237 E 39332GGG

收入
39282 E 39 23! E 393DEG

学历
!39!88 2 39 28# 2 393#2G

职业
!39#67 D 39 #E3 ! 39!67

认知
396E6 " 39 28# 8 39337GGG

说明 '

:$;$;

统计软件分析 ! 观测次数
H "8E

!

对数似然函数值
H !6389#D" 8

! 卡方检验

统计量
H 6!988

!

I*=&＞JK+" H 39333 3

"

G

!

GG

和
GGG

分别表示
23>

!

#>

和
2>

水

平上显著"

7

个类型的职业回归结果都不

显著"

彭维亮等' 碳标签情景模拟下的消费者低碳竹$木%地板支付意愿
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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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 年龄和学历负向影响支付意愿" 表明消费者的年龄越大" 学历越高" 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支付意愿

就越弱! 消费者居住的所在地区" 按县级# 地级市# 直辖市" 对低碳产品的支付意愿依次提高$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 提出如下建议%

!

加大碳足迹& 碳标签和低碳产品认证的宣传力度" 提高消费

者的低碳环保意识$ 良好的宣传教育" 可以提高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支付意愿$ 通过网络& 电视& 报

纸& 社区板报等方式" 传递碳足迹和碳标签的知识" 让消费者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低碳信息" 了解环保

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

"

控制低碳产品成本" 合理定价$ 消费者对低碳竹'木(地板的价格接受程度为

原价涨幅
!!&"$'

$ 因此" 企业在改进加工流程&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时" 严格控制成本的增长" 考

虑消费者的消费能力" 合理定价" 让低碳产品在最大意愿的范围内被更多的消费者购买$

#

明确低碳认

证产品的目标消费群体$ 从大城市& 高收入& 年轻白领群体入手" 逐步打开低碳产品的消费市场" 推动

低碳产品市场的建立" 逐步形成社会共识$ 由于低碳产品的销售价格比普通产品高" 因此" 在产品的宣

传推广上" 突出产品的环保效益" 找准目标消费群体" 通过购买意愿较高的群体带动整个市场的发展$

由于本研究在进行调查问卷时采用情景模拟的方法" 这与消费者在实际发生时的支付结果会存在一

定的偏差! 同时所选调查区域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地区地区" 经济较发达" 文化和习惯也有一定的相似

性" 对研究结果的普遍性会有一定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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