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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
!%#%

年中国综合性社会调查%

+CDD

&数据! 对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 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行为进行统计

分析和交叉统计分析! 并利用
E3:F2G

模型! 对气候变化认知对公众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行回归分

析( 统计分析发现$ 目前居民总体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水平不高! 同时环保支付意愿高于减排行为意愿! 说明为

了保护环境! 公众更愿意在经济上承受一定损失! 而不愿意采取给生活不便的环保行为) 通过回归分析发现$ 气

候变化认知对环保支付意愿和减排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气候变化认知对环保支付意愿的影响比对减排行为

的影响更显著) 此外! 收入+ 宗教信仰和地区特征显著影响公众环保支付意愿* 年龄' 受教育水平' 媒体使用程

度' 城乡居住地和东中西部的地区变量对公众减排行为有显著影响) 根据这些研究结论! 提出要通过利用现代信

息传递方式' 利用各种机会加强宣传来提高公众环境认知水平! 并通过财税' 信贷和补贴等方式调节公众的行为

选择等建议)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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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气候变化问题已受到各国政府与学者的高度关注% 大量研究表明& 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上

升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 而人类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又是温室气体浓度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

#

% 目

前$ 中国二氧化碳' 甲烷' 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排放量都位居世界前列"

A

#

( 普通大众家庭能源消费的碳

排放量占比越来越大(

>BBC!ADDC

年( 来自普通家庭生活的碳排放量占中国总碳排放量的
EA<>"FEB<A"

"

G

#

(

近年来更是有增无减( 社会公众已经成为碳排放的主要群体( 因此积极推动公众参与节能减排至关重

要% 环保支付意愿能够集中反映公众对低碳环保的态度( 衡量个人为了改善环境承受的相关代价的意

愿"

E

#

% 公众是否愿意为了保护环境而支付更高的价格( 蒙受一定的经济损失( 直接关系到气候变化问题

能否得到有效改善% 认知是人类产生一定心理意愿和行为的前提"

#

#

( 只有对气候和环境变化问题有了一

定的认知( 才有可能上升到改善相关问题的意愿和行为层面"

"

#

% 因此研究公众对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认

知对其采取环保行为的意愿和行为的影响( 是进一步研究如何使公众从个人行为角度( 在改善环境等相

关问题上发挥作用的前提% 李玉洁"

C

#基于全球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调查数据( 发现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

表现的现象了解程度较高( 但对导致气候变化原因的认知较低% 么相姝"

H

#研究发现& 对大气环境的认知

水平是影响天津市居民愿意支付数额的最主要因素% 一些学者对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认知对公众采取环

保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相关研究%

IJKJLMN

等"

B

#基于美国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 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

关注程度与减排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OP=QNOR

等"

>D

#认为让公众积极思考气候变化( 是鼓励群

众开展减排行为非常重要的环节% 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关于环保支付意愿的研究文献较少( 同时对环保支

付意愿的研究多数以某个小地区为研究对象( 利用全国性的大样本的研究较为缺乏% 环保支付意愿和环

保行为的影响因素多以社会经济因素为主( 从气候变化认知角度的研究较为缺乏% 本研究利用全国层面

的调查数据( 着重分析公众对气候变化认知程度对其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行为的影响%

>

公众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行为现状

本研究采用
AD>D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1-6050 S060)+3 I(4-+3 I%)/07

( 缩写为
=SII

*数据( 该数据

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 其调查点覆盖中国
G>

个省级行政区(

=SII AD>D

年的数据样本总量为

>> CHG

人% 本研究数据包含问卷中的
T

部分中的环境问题部分%

=SII

有些模块不需要全部调查( 只抽

取一部分调查者进行调查(

=SII AD>D

年回答了问卷中关于环境保护部分的公众有
G "CA

人% 在
G "CA

份数据中剔除缺失数据的样本后( 可以利用的有效样本共计
> GBD

份%

*+*

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

将气候变化认知分为原因认知与危害认知% 在气候变化原因认知方面( 用
=SII AD>D

年问卷中 +您

认为我们每次使用煤' 油或天然气的时候都在影响着气候变化吗, 这个问题来体现% 问卷中这个问题回

答的选项有& 完全不属实' 可能不属实' 可能属实' 完全属实% 这
U

个选项依次界定为公众对气候变化

原因的认知程度 +很低' 较低' 较高和很高,% 在气候变化危害认知方面( 用问卷中 +您认为气候变化

引起的全球气温升高对环境的危害程度是-, 这个问题来衡量( 问卷中关于这个问题回答的选项有& 完

全没有危害' 不是很有危害' 有些危害' 非常有害和极其有害( 这
V

个选项依次界定为公众对气候变化

原因的认知程度 +很低' 较低' 一般' 较高和很高,%

从对公众回答的统计.表
>

*可以看出& 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原因认知方面( 认为 +每次使用煤' 油或

天然气的时候都在影响着气候变化 / 是 +完全属实 , 的比例为
G><HDW

( +可能属实 , 的比例为

VA<AGW

%

>V<BCW

.

G<AUWX>A<CGW

*的公众认为 +完全不属实或者可能不属实,% 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危害认

知方面( 认为 +气候变化引起的全球气温升高对环境的危害程度, 是 +非常有害和极其有害, 的比例为

#H<G#W

.

EA<E#WX>#<BDW

*( +有些危害, 的比例为
GE<>DW

%

C<#"W

.

><GCWX"<>BW

* 的公众认为 +完全没

邵慧婷等& 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对环保支付意愿及减排行为的影响 >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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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危害或者不是很有危害!" 统计数据显示# 公众对气候变化具有一定程度的认知$ 但距离全民达成认

知和共识的目标仍有一定差距"

表
!

公众气候变化认知

&'()* + ,-()./ /).0'1* /2'34* 5*6/*51.73

原因认知 人数
8

人 比例
89

危害认知 人数
8

人 比例
89

完全不属实%很低&

:; <=!:

完全没有危害%很低&

+$ +=<>

可能不属实%较低&

+>> +!=><

不是很有危害%较低&

?@ @=+$

可能属实%较高&

>!@ ;!=!<

有些危害%一般&

:>: <:=+%

完全属实%很高&

::! <+=?%

非常有害%较高&

;$% :!=:;

极其有害%很高&

!!+ +;=$%

!"#

公众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行为现状

从公众的认知到环保支付意愿再到减排行为$ 从人的思维和行为特点来看$ 是一个递进的过程"

ABCC !%+%

年问卷中$ 可以衡量公众环保支付意愿的问题有
<

个$ 分别为 '为了保护环境$ 您在多大程

度上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 (为了保护环境$ 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缴纳更高的税! 和 (为了保护环境$

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降低生活水平!" 每个问题的回答都有
;

个选项$ 分别为# 非常不愿意) 不太愿意)

既非不太愿意也非不愿意) 比较愿意和非常愿意$ 分别对每个选项进行赋值%非常不愿意为
+

$ 不太愿

意为
!

$ 既非不太愿意也非不愿意为
<

$ 比较愿意为
:

$ 非常愿意为
;

&* 根据公众的回答按照赋值的分

数相加后即得到受访者的环保支付意愿得分$ 再将得分从低到高分为 '很低%

<D@

分&+ 较低%

>D$

分&)

较高%

+%D+!

分&和很高%

+<D+;

分&!

:

个阶段, 用问卷中 (您经常会特意为了保护环境而减少居家的油)

气) 电等能源或燃料的消耗量吗! 这一问题来表示公众的减排行为$ 问题的回答分为 (从不) 偶尔) 经

常和总是!

:

个选项$ 因为只有
+

个问题$ 所以没有赋值,

从统计结果%表
!

&看出# 环保支付意愿偏低%很低
E

较低&的比例为
;#=;$9

%

!;=$>9F !@=@!9

&$ 偏高

%较高和很高&的比例为
:>=:#9

%

<$=>#9F>=>%9

&, 对公众减排行为的统计中发现$ 减排行为偏低%从不和

偶尔&的比例为
@;=@?9

%

!!=!<9F:<=:;9

&$ 减排行为偏高的比例为
<:=<!9

%

!:=#%9F#%=!!9

&, 同时$ 环

保支付意愿 (很高! 和减排行为 (总是! 的比例分别为
>=>%9

和
#%=!!9

$ 远远低于其他
<

个选项, 从

统计结果来看# 说明部分公众愿意和已经采取了对环保有利的行为$ 但是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同时环

保支付意愿 (偏高! 的比例高于环保行为 (偏高! 的比例$ 产生这一差距的可能原因之一是 (环保支

付! 问的只是意愿$ 而 (减排行为! 问的是已经采取的行动$ 从意愿到实际行动是有差距的, 另一个可

能原因是随着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要求公众为环保支付一定货币或者承受一定经济损失的难度

较小$ 但是如果要求公众实施给自己生活带来不方便的具体行为$ 对公众来说难度可能更大,

表
#

公众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行为现状

&'()* ! C1'1-G 7H 5-()./ *3I.6730*31') J.)).343*GG 17 5'K '3L *0.GG.73 6*L-/1.73 (*2'I.76

环保支付意愿 人数
8

人 比例
89

减排行为 人数
8

人 比例
89

很低
<@+ !;=$>

从不
<"$ !!=!<

较低
<>" !@=@!

偶尔
@": :<=:;

较高
;;! <$=>+

经常
<<; !:=+"

很高
+"> >=>"

总是
+:! +"=!!

!

气候变化认知与公众环保支付意愿及减排行为状况的交叉统计分析

#"!

气候变化认知与公众环保支付意愿

对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与环保支付意愿做交叉统计分析%表
<

&, 以环保支付意愿为 (很低和很高!$

因而应该具有明显特征的这
!

类回答为例进行分析, 环保支付意愿 (很低! 的比例$ 随着公众对气候变

化原因认知和危害认知水平的从低到高$ 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递减趋势, 环保支付意愿 (很高! 的比例$

随着公众对气候变化原因认知和危害认知水平的从低到高$ 呈现的是递增的趋势, 尤其是环保支付意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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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 对应的气候变化原因认知和危害认知水平也是 !很高" 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同列统计数据#

表
!

气候变化认知与公众环保支付意愿

$%&'( ! )*+,-.-*, */ 0'-1%.( 02%,+( %,3 45&'-0 6-''-,+,(77 .* 4%8 /*9 (,:-9*,1(,.%' 49*.(0.-*,

气候变化认知

环保支付意愿

很低 较低 较高 很高

人数
;

人 比例
;<

人数
;

人 比例
;<

人数
;

人 比例
;<

人数
;

人 比例
;<

原因认知 很低
=> >"?"@ A >BCBB >= D"C"@ ! "C"@

较低
EF G>C@@ DA >@C"F "= !DCD" A ECBF

较高
>BD >FC=B >=B >FCA! >@F !FC>A !D DC"F

危害认知 很低
F D>C== E >"C!> E >"C!> = EC>"

较低
!! !FC!@ =@ =AC@@ != !"CBE E ECF=

一般
=>E >"CDF =>" >"C"A =A! DBCFA >F ECA!

较高
=DB >AC"" ="D !DC@E >!D DACEF E> ==CB>

很高
EE >DCFA E@ >EC@A FF !ACF> >= ACEB

很高
F@ =AC"F =B> >!CBF =A> D!CDD "= =!CFB

"#"

气候变化认知与公众减排行为

对气候变化认知与公众减排行为
>

个指标做交叉统计分析$表
D

%# 仍然以减排行为为 !从不" 和

!总是" 为例进行分析& 反映的情况与上文 !气候变化认知与公众环保支付行为交叉分析" 反映的情况

相似# 随着公众对气候变化原因认知和危害认知水平的提高& !从不" 实施减排行为的公众比例明显下

降# !总是" 实施减排行为的公众在提高# 尤其是减排行为 !很高" 对应的气候变化原因认知和危害认

知水平也是 !很高" 的比例$

="CEB<

和
=ACBB<

%显著高于其他同列统计数据#

表
$

气候变化认知与公众减排行为

$%&'( D )'-1%.( 02%,+( 0*+,-.-*, %,3 45&'-0 (1-77-*, 9(350.-*, &(2%:-*9

气候变化认知

减排行为

从不 偶尔 经常 总是

人数
;

人 比例
;<

人数
;

人 比例
;<

人数
;

人 比例
;<

人数
;

人 比例
;<

原因认知 很低
=D !=C=B =E !!C!B =D !=C=B > DCDB

较低
D" >"CBB @D D=CFB DD >DCAB =! @C!B

一般
=E" >=CEB !E> DFCEB ="D >>C"B ED @CDB

危害认知 很低
E >"C!B D >=C=B @ !"CFB ! =ECFB

较低
>" !BC>B !" D=CAB =" =FC"B F ACBB

一般
==F >DCAB >=@ DECFB =B! >=C@B !" @C"B

较高
=>A >=CAB >DA D>C>B =EA >"CAB EE AC!B

很高
!= =DCBB AF DDC!B EB >>C"B D> =ACBB

较高
A! >=CBB ="! !"CAB ==! >EC"B @! ="CEB

!

气候变化认知影响公众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行为的回归分析

!#%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公众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行为&

>

个因

变量都为定序变量$赋值见表
E

%& 因此& 采用
H'*+-.

模型$

H93(9(3 I*+-. J*3('

%进行分析# 自变量中主要

观测变量为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原因认知与危害认知& 因为除了认知因素会对公众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行

为产生影响& 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对因变量产生影响& 有必要对这些因素进行控制#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

果& 个体因素'

==

(

) 宗教信仰和收入'

=>K=!

(

) 媒体使用频率和地区差异'

=D

(以及城乡差异'

=E

(等因素都会对因变

量产生影响# 因此& 本研究把上述因素均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模型中#

H'*+-.

模型累积概率表示为*

邵慧婷等* 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对环保支付意愿及减排行为的影响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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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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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令
'

%

!

(

$

"表示
#!%

相对于
#＞%

的累积
+,-./

$ 则%

'

%

!

(

$

"

&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

"

为
#

$

落入某一分类的概率#

#

$

表示因变量$ 表示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行为#

&

$

示自变量$ 包括

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原因认知与危害认知水平'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工作类型' 收入' 宗教信仰'

媒体使用' 城乡居住地和所在地区!东部' 中部和西部"等$ 其中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危害认知是本

研究的主要观测变量$ 其余为控制变量&

!

$

为模型的截距#

"

$

为各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表
!

变量赋值和主要统计特征

2340' 5 637.340' 388.-19'1/ 31: 93.1 8/3/.8/.;30 ;<373;/'7.8/.;8

变量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环保支付意愿 很低为
#

# 较低为
!

# 较高为
=

# 很高为
> !?!$# %@AB>

减排行为 从不为
C

# 有时为
!

# 经常为
=

# 总是为
> !@!!= %@$%D

气候变化原因认知 很低为
C

# 较低为
!

# 较高为
=

# 很高为
> =@C!B %@D>A

气候变化危害认知 很低为
C

# 较低为
!

# 一般为
=

# 较高为
>

# 很高为
5 =@B5= %@ABB

性别 女为
%

# 男为
C %@5B> %@>$B

年龄 (调查年份) 减去 (出生年份)

>!@DBA CC@AAD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为
C

# 初中为
!

# 高中为
=

# 大学为
>

# 大学以上为
5 !@>B5 C@C!5

工作类型 农业农村工作为
C

# 其他为
% %@=%A %@>DC

收入
C$$$

年年收入$ 设置为家庭收入的自然对数
C%@=C5 C@%%>

宗教信仰 不信仰宗教为
%

# 信仰宗教为
C %@CC> %@=CA

媒体使用程度 很低为
C

# 较低为
!

# 较高为
=

# 很高为
> C@A>C %@D$>

城乡居住地 城市为
C

# 农村为
% %@BC$ %@>AB

所在地区 东部为
C

# 其他为
% %@!DA %@=AB

所在地区 中部为
C

# 其他为
% %@>%= %@=A>

"#$

回归分析

=@!@C

模型回归结果 在回归之前对解释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的检验$ 方差膨胀因子
6EF

和容忍度可

以用来分析影响公众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行为的因素

!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 模型的
6EF

值

均小于
#%

$ 且容差!

/,0'731;'

"均大于
%@#

$ 可知解释变

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很弱$ 可以建立模型!限于篇幅$

具体结果未列出"& 本研究利用
G/3/3 #>

软件$ 对公众

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
H0,-./

模

型估计$ 回归结果见表
B

&

=@!@!

公众环保支付意愿的回归结果分析 第一$ 气

候变化认知对公众的环保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 公众

对气候变化的原因认知与危害认知水平均与公众环保

支付意愿极显著正相关!

)＜%@%#

"& 随着公众的气候变

化原因认知水平的提高$ 以及公众的气候变化危害认

知程度加深$ 其环保支付意愿程度不断提升& 表明公

众的气候变化原因和危害认知程度越高$ 其环保支付

意愿越强& 第二$ 从各控制变量来看$ 家庭收入与公

众环保支付意愿显著正相关!

)＜%@%5

"$ 收入越多$ 其

环保支付意愿也越强& 宗教信仰与公众环保支付意愿

极显著正相关!

)＜%@%#

"$ 信仰宗教的居民相对于不信

表
%

回归结果

2340' B I'-7'88.,1 7'8J0/8

变量 环保支付意愿 减排行为

原因认知
%@5=! %KKK

!

%?%=5 5

"

%?!$A %KK

!

%?%AD !

"

危害认知
%?C5B %KKK

!

%?%!> D

"

%?C!C %KK

!

%?%5$ C

"

性别
%?%=5 C

!

%?C=! 5

"

!%?%C5 C

!

%?!C= %

"

年龄
%?%%= C

!

%?%C5 >

"

%?%!5 DKKK

!

%?%%C !

"

受教育程度
%?%=$ B

!

%?C!D =

"

%?C>! %KKK

!

%?%=$ !

"

收入
%?C5$ %KK

!

%?%DC !

"

!%?%!= D

!

%?C!5 B

"

宗教信仰
%?A5$ %KKK

!

%?=%C =

"

%?%C! =

!

%?!>= D

"

工作类型
%?!C! %

!

%?!!= D

"

%?C!= $

!

%?5D= C

"

媒体使用
%?%>5 !

!

%?C$> !

"

%?CBA %KK

!

%?%DD >

"

城乡居住地
!%?%=> A

!

%?!>C %

"

%?!5B %KK

!

%?C=% %

"

中部
!%?>5! %KKK

!

%?!=C C

"

!%?>!= %KKK

!

%?C55 B

"

东部
!%?5D5 %KKK

!

%?!%C $

"

%?!!> B

!

%?CAD =

"

卡方检验
B$?=C A$?!=

* C=$ % C=$ %

+

!

%?!B$ %?=C!

说明%

KKK

$

KK

$

K

分别代表系数的估计值在
CL

$

5L

$

C"L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C"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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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宗教的居民环保支付意愿更高! 地区因素对公众环保支付意愿的影响极显著"

!＜$%$&

#$ 说明东% 中

部地区居民与西部地区相比较$ 环保支付意愿较低$ 可能原因是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劣$ 居民深受

气候变化等环境因素的危害$ 其环保支付意愿也较高!

'%(%'

公众减排行为的回归结果分析 第一$ 气候变化认知对公众的减排行为有显著影响! 气候变化原

因认知及气候变化危害认知均与公众减排行为显著正相关"

!＜$%$)

#! 随着公众对气候变化原因认知水

平的提高$ 以及随着公众对气候变化危害认知程度的深入$ 公众参与减排行为的程度会不断提升! 从影

响系数的大小以及影响的显著性程度上判断$ 气候变化认知对公众环保支付意愿的影响$ 相比较于对减

排行为的影响程度要高$ 具体原因可参见前文的
(%(

的相关解释! 从各控制变量来看$ 年龄与公众减排

行为极显著正相关"

!＜$%$&

#& 居民受教育程度和媒体使用频率与公众减排行为均显著正相关"

!＜$%$)

#&

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具有更高程度的减排行为& 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比$ 公众从事减排行为表现更

强$ 但是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相比较没有差异!

*

结论

公众对气候变化相关知识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认知$ 但是仍有提升空间! 公众总体的环保支付意愿

与减排行为水平不高$ 且前者高于后者! 气候变化认知显著正向影响公众的环保支付意愿与减排行为$

公众的气候变化原因认知和危害认知水平越高$ 其环保支付意愿越高$ 越容易实施减排行为! 气候变化

认知对环保支付意愿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对减排行为的影响程度! 控制变量中$ 收入% 宗教信仰显著影响

公众环保支付意愿$ 同时$ 公众环保支付意愿存在明显的东% 中% 西部地区差异! 年龄% 受教育水平%

媒体使用频率对公众减排行为有显著影响$ 城市居民减排行为高于农村地区$ 西部地区居民减排行为显

著高于中部地区!

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原因和危害等相关环境问题的认知水平$ 能有效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支付意愿

和环保行为! 利用现代信息传递方式加强宣传教育$ 使公众充分了解相关科学知识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的政策与行动$ 宣传能源节约使用% 推广清洁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等低碳发展的理念! 利用全国低碳日%

世界环境日% 全国节能宣传周等机会进行宣传$ 同时要注意对公众的价值观的引导和教化! 公众的环保

支付意愿要高于实施减排行为的意愿$ 说明与给自己生活带来实际不方便的减排行为相比$ 公众更愿意

在经济上承受一定的损失! 针对这一特点$ 可以通过财税% 信贷和补贴等政策$ 发挥生态环保市场的调

节作用$ 形成有利于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 同时$ 随着收入水平% 受教育程度以及媒体使用

率的提高$ 公众参与环保支付和减排等环保行为情况自然会得到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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