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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全球公众气候变化认知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了解程度、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

担忧程度、以及个人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意愿。结果表明：我国公众自我报告对气候变化的了解程度较高，约

70%都声称不同程度地了解气候变化，但对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认知不一致；对气候变化的担忧程度较高，将气候变

化看作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或“非常担心”的占比近40%；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还需提高，但80%左右都声称愿意为

气候变化支付更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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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global surveys of public perception of climate change, analysis is performed in the terms of public 

levels of understanding, negative impact cognition, degree of concern, individual confidence and willingnes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hinese respondents are with high self-reported awareness of climate change and about 70% hear 

about or understand climate change to different degrees, but with various views of the causes for climate change. About 40% see 

climate change as a “very serious” problem or “very worried” issue. Even though the confidence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needs to be improved, about 80% are willing to pay higher cost for addressing the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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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

放国和能源消费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

重、生态系统退化，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等严峻形

势不但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影响公众的日

常生活，如近年席卷城市的大范围重度雾霾天

气。因此，广泛动员全社会,“自下而上”地推

动公众参与是将应对气候变化不断引向深入的关

键所在。科学家研究指出，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

风险感知，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他们对于既定环

境政策的态度。因此，通过民意调查这一系统

性、科学性、定量性的工具，迅速准确地收集公

众气候变化认知，在此基础上为政府制定或调整

气候变化政策提供参考。

文章试图基于权威的全球调查数据，结合

我国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和行为的特征，提出一些

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更好地推动我国气候变化

应对工作的开展。

1　数据来源

[1]Bord et al 等指出，关于全球变暖公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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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而到了中后期

大量调查开始涌现，调查内容主要关注公众意识

水平、公众气候变化知识、担忧程度、风险认知

以及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支付或行动意愿，但这

些调查大多局限于一个国家，很少有全球多国比

较研究。真正对全球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多国调

查到1990年之后才逐渐兴起。

对网络资源的搜索发现，除德国智库马歇

尔基金会( German Marshall Fund)等机构开展的专

门针对特定地区（如欧洲地区）的调查之外，几

乎所有外国机构进行的全球公众调查都将中国放

入比较视野。除了外国机构的调查外，国内机构

也进行了一些调查，见表1。

表1　国内机构对其进行调查的数据来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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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1可知，对中国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大

型调查中，有如下几个特点：

（1）最主要的调查机构都来自发达国家，并

且这些调查都具有较长的持续性。最具代表性的

是加拿大民意调查公司环球扫描（GlobeScan）、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美国

马里兰大学世界公共舆论(World public opinion)、美

国市场调查公司盖洛普（Gallup）、英国广播公

司（BBC）和汇丰银行（HSBC）。

（2）国外机构在样本选取地都有着地理上

的局限，绝大多数调查只关注城市而忽略了农村

样本，不属于全国随机抽样的调查，因此样本的

代表性受到一定的限制。

（3）基于国外调查者的背景都来自发达国

家，会发现其在问题的设置方面会较为倾向发达国

家，会潜在的诱导受访者，已得到调查者所希望得

到的答案。因此我国受访者可能会受到调查机构和

调查场景影响，需要客观看待这些调查结论。

（4）我国国内机构在这方面的调查还较

少，且缺乏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数据。正如学者评

价那样，国内学者关于公众气候变化认知和行为

的研究起步较晚，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基
[22]于小范围的调查研究 。

2　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状况

根据国内外调查数据，可以发现调查大都

围绕以下问题进行，总结归纳可以发现我国公众

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特征。

2.1　公众对气候变化及其形成原因的了解程度

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自我报告的了解程度

见表2。

表2　公众对气候变化的了解

2.2　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知

而在问及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时，环

球扫描/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公共舆论2007年调查

中，87%的中国受访者同意“人类活动是造成气

候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一说法；盖洛普

2007~2008年的调查中，58%的中国受访者认为

全球变暖是人类活动导致的结果，而2011年调查

中，这一占比下降为31%，另有13%的认为是自

然原因导致的结果，18%认为是两者共同作用的

结果，还有35%的受访者没意识到全球变暖；

2012年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的调查则发现，

55.3%的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

起，38.1%的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主要由环境自

发变化引起，4.9%的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是由

其他一些因素引起的；英国广播公司2013调查中

（多选），75%的受访者认为是“人口增长”，

72%“人类活动导致各种温室气体的排放”，

62%“树木减少”, 53%“包裹地球的臭氧保护

层 出 现 空 洞 ” , 44%“ 人 口 涌 入 城 市 ” 以 及

42%“自然力量”。

2006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与世界公共舆论

联合调查公众对全球变暖未来10年影响的评估，

其中47%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紧迫

的威胁，33%的人认为是一个重大但不紧迫的威

胁，还有12%不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世 界 银 行 2009年 的 调 查 数 据 显 示 ， 中 国

71%的受访者认为“现在”已经受到了气候变化

的影响，而认为严重危害在10年后、25年后、

50年后、100年后出现以及不会出现的比例分别

为9%、5%、5%、2%和3%。

中 国 气 候 传 播 项 目 中 心 2012年 调 查 中 ，

68.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受到气候变化的

危害”，认为10年内、25年内、50年内、100年

内和永远不会出现的比例分别为7.5%、7.8%、

注：空白处表明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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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1%和6.0%。

英国广播公司2013调查显示，20%的中国受

访者认为目前气候变化已经带来很大影响，而

1/3的人认为将来会造成很大影响。

2.3　担忧程度

汇丰银行2007~2010年实施的“气候信心指

数”调查中，中国对气候变化担忧受访者比例分

别为47%、52%、39%和57%。2009年零点研究
[20]咨询集团调查 ，69.8%公众表示自己“关注”

气候变化问题。2006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与世界

公共舆论调查中，80%的中国受访者认为未来

10年全球变暖可能是对该国“核心利益”的一个

重大的威胁。而在皮尤2013年调查中，39%的中

国受访者将“气候变化”列为3大主要威胁之

一，其他两个则是是“美国的实力与影响”和

“国际金融的不稳定”。此外，以“严重”或

“担忧”来描述关注程度的调查结果见表3。

表3　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担忧程度

2.4　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意愿

2006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与世界公共舆

论联合调查，中国83%的受访者认为应该采取措

施应对全球变暖，其中42%认为这是一个“严重

而紧迫的问题”需要立即行动即使付出高成本，

41%的认为全球变暖需要应对，但这是一个“逐

步”的过程，因此需要采取低成本的措施。

环 球 扫 描 /英 国 广 播 公 司 /世 界 公 共 舆 论

2007年调查中，中国59%的公众认为为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绝对有必要”改变生活方式和行为, 

28%认为“可能必要”。而2009年调查中，中国

89%受访者支持政府即使影响到经济也要投入资

金应对气候变化，只有8%的受访者反对这么做。

世界银行2009年调查中，38%的中国受访者

“非常赞同”应对气候变化应放在优先位置，即

使可能带来经济放缓和失业率增加，40%“部分

赞同”这个观点。而询问公众是否愿意接受为了

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而使得生活成本每年提高所在

国人均 GDP 的1%时,结果是中国 68%的受访者愿

意,只有29%受访者不愿意。

皮尤2009年调查显示，82%的中国公众赞同

保护环境即使带来经济减速和减少就业，88%的

中国受访者愿意为应对气候变化支付更高的价

格。而2010年调查中，91%的中国受访者愿意为

应对气候变化支付高价格。

汇丰2007~2010年“气候信心指数”调查

中，持有“气候变化将被阻止”乐观态度的中国

受访者占比分别是39%，47%，38%和29%，而

“承诺将转变个人生活方式以应对气候变化”的

占 比 分 别 为 44%、 56%、 61%和 64%。 2007、

2008和2010调查结果显示，对“相关各方都有各

尽其责”抱有信心的中国受访者占比分别是

46%、55%和58%， 

2009年零点实施的“气候变化公众意识调

注：空白处表明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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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当问及是否愿意为改善气候环境而付出实

际行动时，83%的公众表示“愿意”，表现出了

较高的意愿。

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信2012年调查发现，

有近53.7%的受访者同意“人类能够应对气候变

化带来的挑战”,20.3%的受访者比较同意这种说

法。有77.0%的受访者同意“人们如果不改变自

己的行为,将很难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 战”。 

45.9%的受访者同意“单个人的行为能对解决气

候变化问题发生作用”,  15.4%的受访者比较同

意。而在支付意愿方面，83.0%的受访者愿意为

购买环保产品花更多的钱,其中约有26.2%愿意多

支付一成的成本购买环保产品；其次是多支付二

成的成本,约有26.6%；不愿多支付价格购买环保

产品的受访者为17.0%。

3　基于我国公众气候变化认知调查的政

策启示

3.1　加强对气候变化科学知识的宣传普及

从上面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公众自

我报告对气候变化的了解程度较高，七成左右的

受访者都声称自己“听说过”或不同程度地“了

解”气候变化或全球变暖，但对气候变化的成因

是否人为活动导致还未达成一致。这说明我国公

众关于气候变化的“元认知知识”较高，也就是

个体对自己气候知识水平的信心较高，但实际上

与实际知识有显著差异，可以说我国公众对气候

变化的专业科学知识还不够清楚 。英国广播公[23]

司2013调查中，问及我国公众是否知道如何应对

气候变化带来的如粮食、水和能源等资源困境，

结果表明，我国公众掌握的应对知识远远少于其

他国家，只有12%的受访者知道如何获取水资

源，8%的受访者知道如何获取电和煤，2%的知

道如何应对粮食缺乏或者粮价上涨。但在为受访

者提供可能的应对方案及案例后，我国公众的行

动比例大幅上升。

　　这说明我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还比

较有限，公众的气候变化素养和适应能力还需提

高，因此政府需要加强对公众气候变化知识的培

训和教育工作，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科学知识的宣

传和普及，加强对于气候变化科学家、科技人员

和相关从业人员的传播和沟通技能培训，从而引

导全民广泛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3.2　重视气候变化信息公开制度建设

国内外调查数据尽管显示出我国公众对气

候变化的担忧程度不一，但经过大致计算，将气

候变化看为“非常严重”的问题或“非常担心”

的中国受访者将近四成，如果再加上“有些担

心”的受访者，可知我国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担忧

程度较高。此外，从我国公众对气候变化影响的

认知来看，也表明大多数公众已经意识到气候变

化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

因此，这两方面可以给政府国内政策的制定

提供一些启示：①我国公众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

的风险，而为了消除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政府

应该加强气候变化信息公开的制度建设，将公众

的切身利益和气候变化紧密结合起来，丰富公众

参与气候变化应对传播的实现途径，使公众成为

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力量； 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担②

忧，表明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急需应对的社会公

共问题，如果不加强应对，可能会引发公共危机，

特别是在出现极端天气事件或雾霾这一类大气污染

事件之时，会对政府形成一定的压力，推动政府加

大力度应对气候变化。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公众

气候变化风险的评估和舆情监控，防重于控，加

强气候变化危机的前端研究； 公众较高的担忧③

程度，也表明我国已经具备开展气候变化工作的

良好社会基础，可以大力号召公众通过节能和改

变生活方式等途径减少温室气候排放。

3.3　分析研究公众节能减排意愿特征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方面，我国公众也

表现出了较乐观积极的态度，但还有一部分公众

的信心需要提高。在实际的行动意愿特别是为应

对气候变化花费更高的成本方面，八成左右的受

访者都声称愿意为应对气候变化支付更高价格。

但涉及愿意用何种行为来应对气候变化时，多数

公众选择的是成本较小的生活习惯改变或者为个

人节省钱的行动，如，2009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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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55.1%的愿意尽量少用一次性生活用

品 、 34.0%愿 意 多 乘 坐 公 共 交 通 或 走 路 以 及

32.3%愿意尽量开窗减少使用空调，而对于需要

付出较高金钱成本或时间成本的选择，公众则表

现得较为保守，如选择多花钱购买环保车辆或参

加环保组织的公众不足一成。汇丰2010调查也显

示了类似的结论。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公众尽管个

人节能减排的意愿程度较高，政府要鼓励和保护

这种较高的积极性，多方面创造条件将公众的

高意愿转化为实际低碳行动，但要注意公众大

多愿意从事便利且成本低的减少碳排放的行

为，并且在现阶段不愿意为了节能减排而降低

自我生活水平。因此在政策制定时，需要研究

公众在支付意愿上的显著特征，如可以强化经

济激励因素对个人减排的引导作用，可以优先

考虑不提高公众经济成本的政策选项，从而消除

公众减排意愿到减排行动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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