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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通过对北京城区、近郊区和部分远郊区县共 2225 户入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

对北京公众的环境意识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 , 并对居民个体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作了初步识别

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 北京市公众的整体环境意识处于一般水平 , 人口特征、政治面貌、教

育程度、职业与职位、公共意识、健康关注度等因素均对北京公众环境意识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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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城市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城市建

设概念 , 不仅包括经济的生态化 , 还包括城

市居民思想的生态化 , 即公众环境意识的提

高。公众环境意识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

标志 , 是北京生态城市建设的社会思想基

础。为了解北京市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

以及影响因素 , 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市的

11 个区县对 2225 户居民作了入户问卷调查 ,

研究结果表明 , 北京市公众的整体环境意识

处于一般水平 , 人口特征、政治面貌、教育

程度、职业与职位、公共意识、健康关注度

等因素均对北京公众环境意识有重要影响。

这些基本结论可以为北京生态城市建设提供

相关的政策制定依据。

一、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的调查范围涉及北京市 11 个

区县 , 为了便于操作 , 规定在市区与实际抽

样框所涉及的城关镇中专抽居委会 (家委

会) 样本 ; 在样框所涉及的乡镇中专抽村委

会样本 , 两者均按以下的四阶抽样 :

市区与城关镇 : 街道 →居委会 →户 →个

人

一般乡镇 : 乡镇 →村委会 →户 →个人

具体抽取方法是前两阶抽样 , 即对街道

(乡、镇) 及居 (村) 委会的抽样均采用按

与人口成比例的不等概率系统抽样 ( PPS 系

统抽样) ; 每个样本居 (村) 委会中对户的

抽样采用等概率系统抽样 , 即等距抽样 ; 而

每个样本户中对具体调查对象的确定采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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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随机表进行简单随机抽样。采用入户访问

的调查方式 , 由访问员入户面访。本次调查

执行样本量为 2225 人次 , 推及人口为

7522946 人。

为考察环境意识的相关影响因素 , 本项

研究对被访者的性别、年龄、教育测度、职

业、政治面貌、收入、公共意识等背景信息

进行了调查 , 调查内容分类如下 :

一般人口特征 , 包括居住地、性别和年

龄层次 , 其中年龄段的划分为 18～35 岁为

青年、36～60 岁为中年、61 岁及以上为老

年 ; 政治面貌 ; 教育程度 ; 职业与职位 , 其

中职位用是否从事管理工作来反映 ; 公共意

识 (2008 年奥运会是北京现期最重要的事

件 , 因此 , 可通过是否关注北京 2008 奥运

和是否曾参与奥运志愿者活动两个变量来反

映公众的公共意识) ; 个人健康 , 包括对自

身健康情况的自述认可和是否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两项内容 ; 收入 , 包括家庭年收入和个

人年收入两个变量。

二、环境意识的综合评价

环境意识概念产生于西方 20 世纪 60 年

代 , 目前已逐渐被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 , 并

日渐成为一种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潮流指向。

但迄今为止 , 环境意识尚无一个公认的定

义。综合各方面专家的研究和讨论 , 可以认

为 , 环境意识主要包括“知”和“行”两个

方面 , 即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和与环境保护相

关的行为取向。环境知识和环境行为是两个

递进的层面 , 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 二者的统

一标志着较高的环境意识水平。[1 ] 具体而言 ,

环境知识和环境行为又包括不同层次 , 本研

究通过专家咨询和文献回顾 , 考虑实际入户

调查的可行性等因素 , 设计了如图 1 所示的

环境意识的测度框架 , 并据此形成了公众环

境意识部分的调查问卷。

环境
问题

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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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保护
法

国内环
境问题

环境知识 环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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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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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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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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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环境意识的层次

本文采用线性加权平均法进行环境意识

的综合测度 , 规定环境意识综合指数的阈值

为 0 至 100 分 , 根据专家咨询和多方文献检

索 , 初步确定评价级别如表 1 所示。

表 1 　环境意识的综合评价级别

综合指数分值 40 以下 40～60 60～80 80 以上

环境意识评价 较差 一般 较好 优良

　　北京市公众环境意识的综合评价结果如

表 2 所示。总体而言 , 北京市公众环境意识

处于一般水平 , 具体来看 , 大部分 (约 3Π5)

公众环境意识一般 ; 只有极少数 (014 %)

公众具有优良的环境意识。

表 2 　北京市公众环境意识的综合评价

环境意识评价 较差 一般 较好 优良 合计

综合指数分值 40 以下 40～60 60～80 80 以上 48165

人口比例 ( %) 2019 5917 1910 014 100

三、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 单因素分析

环境意识属于一种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

现象 , 因此可能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本项研

究首先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考察

被访者各种背景因素对环境意识的影响 , 数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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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采用 SPSS1210 统计软件包。

11 环境意识的人口特征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公众人口特

征均对环境意识有显著影响。调查所涉及各

区县的环境意识均处于一般水平 , 其中石景

山区公众的环境意识最高 , 其次是东城区、

海淀区、西城区和丰台区 , 这 5 个区的环境

意识均高于平均水平 ; 环境意识最低的 3 个

区县是怀柔县、宣武区和密云县。性别也是

环境意识的显著影响因素 , 男性公众的平均

环境意识要高于女性。不同年龄段的公众环

境意识也有显著差异 , 青年公众的环境意识

显著高于中年和老年公众 , 其中 , 青年公众

的环境意识高于总体平均水平 , 而中老年公

众的环境意识则低于平均水平。

21 环境意识与政治面貌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 不同政治面貌的公

众环境意识有显著差异 , 普通公众的环境意

识显著低于中共党员、民主党派和共青团

员 , 其中 , 共青团员的平均环境意识最高。

31 环境意识与教育程度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 不同教育

程度的市民环境意识有显著差异。一般而

言 , 教育程度越高 , 环境意识也越强。

41 环境意识与职业职位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 , 不同职业与职位

的公众的环境意识亦有显著差异。国家机关、

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在校学生、

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环境

意识均高于平均水平 ; 而商业服务业人员、

失业Π下岗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离退休人员等的环境意识低于平均水平 ; 农

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环境意识最低 , 不

同职位公众也存在环境意识差异 , 可以看到 ,

管理阶层越高 , 环境意识相应也较高。

　　51 环境意识与公共意识

环境意识也是公共意识的一个表现方

面 ,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证实 , 公共意识

的强弱的确对环境意识有显著影响。是否关

注奥运可以从一个侧面体现公众的公共意

识。调查结果显示 , 关注奥运的公众其环境

意识均高于平均水平 ; 而对奥运关注度较低

的公众其环境意识也低于平均水平 ; 对奥运

毫不关注的公众 , 其环境意识平均得分只有

3916 , 属于环境意识较差的级别。是否曾参

加过志愿者活动则是公众公共意识的更好体

现 , 曾参加过志愿者活动的公众平均环境意

识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公众 , 为 5619 , 而未

曾参加过志愿者活动的公众环境意识略低于

总体平均水平。

61 环境意识与个体健康

环境品质对人类健康和福利有重要影

响 , 那么 , 反过来 , 是否公众个体的健康情

况以及对健康的关注会影响其环境意识呢 ?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 , 公众健康状况并非环

境意识的显著影响因素 , 但是否关注健康则

会对环境意识有显著影响。不同健康状况的

公众其环境意识的差别不甚明显 , 但值得关

注的是 , 身体非常不好的公众环境意识相对

较低。本项研究通过是否经常参加锻炼来反

映公众对健康的关注度 , 认为经常参加锻炼

的公众相对而言也更关注健康。而且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的公众其环境意识也较高 , 而不

经常参加锻炼的公众其环境意识则低于总体

平均水平。

71 环境意识与收入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 , 环境意识与家庭

年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而与个

人年收入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 , 但并不显

著。对家庭年收入作进一步分组之后的方差

分析结果也表明 , 家庭年收入越高 , 其成员

(被访者) 也倾向于有越高的环境意识 , 而

对个人年收入分组后的方差分析结果则表

明 , 不同收入组的公众其环境意识也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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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 但环境意识的变动与个人收入的变动

之间呈现曲线模式。随着个人收入的提高 ,

环境意识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 而到达一定阶

段 , 趋势逆转 , 环境意识随着收入提高而提

高。总体而言 , 高收入公众比低收入公众有

更强的环境意识。

(二) 多元计量分析

单因素分析帮助我们了解不同公众群体

的环境意识是否具有显著差异 , 进一步的多

元回归分析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分离各种影

响因素对环境意识的作用。本项研究采用多

元线性回归模型 ,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进行模型估计。被解释变量包括环

境意识 , 解释变量包括人口特征变量、政治

面貌变量、教育程度变量、职业与职位变

量、公共意识变量和个体健康变量等。得到

如表 3 (下页) 所示的模型估计结果 , 经回

归诊断 , 该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异方差

和自回归问题。

多元计量分析估计结果显示 , 在控制其

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 远郊区公众的环境意

识显著高于城区 ; 女性环境意识水平显著低

于男性 ; 青年公众的环境意识显著高于中年

公众 ; 中共党员与共青团员的环境意识显著

高于普通群众 ; 教育程度对环境意识具有显

著效应 ,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具有越高的

环境意识 ; 在部分职业上 , 环境意识也表现

出显著差异 , 与其他未从业人员相比 , 国家

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环境

意识要高 , 而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环

境意识则比其他未从业人员还要低 ; 从职位

上看 , 一般管理人员比非管理人员的环境意

识平均高 ; 公共意识对环境意识有非常显著

的效应 , 关注奥运的公众比毫不关注奥运的

公众的环境意识高 , 而参加过志愿者活动的

公众 , 其环境意识比未参加过该活动的公众

高 ; 对健康的关注是环境意识的显著影响因

素 ,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比其他人的环境

意识高 ; 身体健康状况不太好的公众要比健

康状况很差的公众的环境意识高 , 而健康状

况良好的公众的环境意识的强弱表现并不显

著。

四、讨论与建议

生态城市的建设、绿色奥运的实现不仅

是城市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的环保和绿化 ,

更应是城市思想和城市行为的环保和绿化 ,

而公众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是城市思想和

行为的内核和最直接体现。从上述北京市公

众环境意识的综合评价以及对其相关影响因

素的单因素分析和多元计量分析中 , 可以形

成以下基本结论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 希望

有助于决策者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提高公

众的环境意识。

11 首先值得决策者注意的一个基本事

实是 , 就整体水平看 , 北京的公众环境意识

还仅是一般水平 , 这与生态城市建设所要求

的思想基础以及 2008 年“绿色奥运”的承

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虽然我们能够看到一

些值得欣喜的现象 , 如年轻人、中共党员、

共青团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

位负责人、管理阶层人士等群体的环境意识

显著高于其他公众 , 而他们或者是拥有较大

社会发言权和决策权的人 , 或者是社会未来

的中坚力量 , 其相对较高的环境意识对北京

生态城市建设将起到更有力的促进作用。但

是 , 我们也看到一些重要社会群体的环境意

识整体偏低 , 如 , 女性的环境意识显著低于

男性。女性是家庭教育的主要源泉 , 个体环

境意识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不是来源于公共教

育 , 而是家庭教育 , 因此女性的环境意识较

低对北京未来世代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是一

个潜在的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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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多元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常数项 51910333

人口变量

政治面貌

教育程度

职业与职位

公共意识

个人健康

收入

地区 城区 (对照组)
近郊区 01515
远郊区 51886333

性别 男 (对照组)
女 - 11796333

年龄 青年 (对照组)
中年 - 11494 3

老年 - 11122
政治面貌 普通群众 (对照组)

中共党员 2111 3

民主党派 - 21047
共青团员 31062333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对照组)
初中 51568333

高中、职高、技校、中专 81261333

大专 101008333

大学及以上 121409333

职业 其他未从业人员 (对照组)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3185933

专业技术人员 11954
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 11483
商业、服务业人员 01844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 71189333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 11243
其他从业人员 31201
在校学生 21413
失业Π下岗 11477
离退休 01799

管理层次 非管理工作 (对照组)
一般管理人员 21809333

中层管理人员 11189
高层管理人员 31917

关注奥运 毫不关注 (对照组)
非常关注 51684333

比较关注 41625333

不太关注 01459
志愿参与 否 (对照组)

是 51985333

体育锻炼 否 (对照组)
是 21323333

健康状况 非常不好 (对照组)
非常好 5157
比较好 81729
不太好 91874333

家庭年收入 010000003
个人年收入 0100005

R2 01218

调整后的 R2 01204

F检验值 151726333

　　注 :“3 ”、“3 3 ”、“3 3 3 ”分别表示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 10 %、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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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提高北京公众环境意识的决策着眼

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 教育、健康和公共意

识。首先 , 教育程度对环境意识的影响非常

显著 , 因此提高公众教育素质是提高环境意

识的最重要途径。其次 , 关注健康的公众环

境意识较高 , 表明已有部分公众注意到环境

对健康的影响 , 但是 , 仍有相当一部分公众

(主要是身体状况良好和身体状况很差的公

众) 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 因此 , 决策者可以

从促进公众关注健康以及关注环境的健康效

应的角度来提高环境意识。第三 , 环境意识

与公共参与意识之间表现出的密切关联体现

了环境意识的本质特征 , 更说明了环境意识

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表现 , 因此 , 提高

公众对公共事物 (如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应成为提高公众环境意识

的根本途径。

31 一个值得决策者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的现象是 , 尽管多元计量分析表明 , 收入并

非环境意识的显著影响因素 , 但在单因素分

析的过程中 , 我们发现 , 随着个人收入水平

的提高 , 环境意识表现出先降后升的类似于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这可能意味

着公众在改善个人经济收入的过程中 , 可能

会存在着一个忽视公共利益的时段。北京城

市经济建设正处于快速增长时期 , 公众经济

收入的提高是必然之势 , 因此需要决策者通

过进一步的社会道德建设来避免或减少环境

意识在个人收入提高过程中的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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