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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行为研究述评

彭远春

摘要 环境行为是环境社会学的研究重点之一。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环境行为研究现

状, 侧重从政策取向视角、环境态度 环境行为关系视角、社会结构视角等对国内环境行为相

关研究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研究发现, 既有研究普遍流于现状描述, 较为缺乏理论关怀与理

论解释, 尤为忽视环境行为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及其生成机制。进而提出应超越环境态度研究的

范畴, 将心理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加以结合, 直接对环境行为开展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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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尚无明确一致的界定, 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称呼, 如环境行为、亲环境行为、负责任的环境行为、具

有意义的环境行为、环境友好行为、环境保护行为、生态行为等。而国内使用较多的是环境行为与环境保护行为。

上述名称虽有着细微的区别, 但内涵基本一致, 强调日常生活的行为结果对改善环境状况与提升环境质量的正向

作用。本文亦是在这一意义上理解和使用 环境行为 这一概念。

2010年 9月下旬登陆 中国知识资源总库 , 在跨库高级检索中分别输入篇名 环境行为 或 环保行为 或

环境保护行为 、 环境意识 或 环境态度 或 环境关心 , 按照精确查询格式在相应的时间范围内查询。

设定检索的期刊范围包括了中国期刊全文、中国期刊全文 -世纪期刊、博士学位论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4个数

据库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类期刊。再根据文章标题判断, 相应排除与环境行为明显无关的文献。

作者简介 彭远春,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社会学所研究人员, 博士, 北京 100872。

与西方学界多学科、较深入地研究环境行

为 相对, 我国学者最初对环境行为缺乏关注,

研究成果较少, 且大多包含在政府部门以及部分

学者开展的环境意识调查及相关论述当中, 流于

描述且较为空泛。直到 2000年以后, 中国环境社

会学进入快速成长时期, 公众环境意识与环保行

为亦成为明显的研究重点 1 , 相关成果才较大幅

度增加。表 1较好地反映了这一点, 1990年以前

学界对环境行为缺乏直接探讨, 20世纪 90年代

仅有 5篇文章直接论述环境行为, 而 2000年以后

增速较快, 2005年以来增至 40篇。并且最初主

要探讨企业环境行为, 2000年以后才较多关注中

小学生、大学生以及公众的环境行为。

表 1 不同时期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研究概况

单位: 篇

1980-

1989年

1990-

1999年

2000-

2004年

2005年

至今
合计

环境意识 5 125 126 171 427

环境行为 0 5 11 40 56

合计 5 130 137 211 483

总体而言, 我国环境行为研究相当薄弱。当

然, 需要指出的是, 表 1只是较为直观地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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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行为研究的大致情形, 对环境行为进行

间接探讨与论述的研究并未包括在内。因此, 为

了更好地把握我国环境行为研究现状, 以及为未

来研究指引方向, 本研究着重从政策取向视角、

环境态度 环境行为关系视角、社会结构视角等

对与环境行为有关的研究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

一、政策取向视角

在国外早期的研究中, 一般将环境行为视为

环境意识或环境态度的重要维度, 而环境意识作

为舶来品, 正好与我国盛行的知行合一观念相契

合, 故将环境行为视为环境意识的重要方面也就

再自然不过了。2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 环境

理论工作者和环境管理工作者普遍认为, 环境意

识至少包括环境法律意识、环境道德意识、环境

科学意识和环境参与意识等四个方面, 环境意识

的高低, 往往通过环境态度、环境行为、环境知

识来体现。3加之认为公众环境意识对解决环境问

题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是有效开展环境宣

传教育工作的基础, 故从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我国开展了一系列公众环境意识调查, 旨在了解

其环境意识现状, 以更好地促进环境宣传与环境

保护工作。最具代表性的是全民环境意识调查

( 1995年 )、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 ( 1998年 )

以及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调查 ( 2005年以来 )。

全民环境意识调查 基于 环境意识是指

人们在认知环境状况和了解环保规则的基础上,

根据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而发生的参与环境保护

的自觉性, 它最终体现为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

上 4 的理解, 将其分解成 环境知识 、 基本

价值观念 、 环境保护态度 、 环境保护行为

四个方面, 并进行相应的操作化, 环境行为被赋

予最高的权重。调查结果发现: 我国公众环境意

识水平偏低, 且隐含着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

与保护环境、个人环保意识觉醒与群体环保意识

薄弱、个人投入与国家投入、主张依法保护环境

与法律知识缺乏等四对矛盾, 进而导致人们行为

与意识在某种程度的脱节, 以至从日常社会生活

中看, 城乡居民实际表现出来的行为, 对于环境

保护来说, 往往是消极的、被动的。5

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旨在全面、准确地描

述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现状, 探讨影响公众环保意

识的相关因素以及进一步加强公众环保意识, 推

动公众自觉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科学途径。调查

结果发现, 公众的环境意识明显呈 政府依赖

型 , 环境意识、环境知识的总水平不高, 公众

的环境道德较弱, 参与环保活动的总体水平较低。

文化程度是影响人们环境意识与环保知识的最关

键因素, 而环境知识水平、文化程度、对当地环

境状况的感受、遇到环境问题时如何解决以及城

乡差异依次对环保行为有着从大到小的影响。6

2005年度的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调查则将

公众环保指数分解为环境意识、环保行为以及环

境反思三个大的方面, 分别由环境认知与环境知

识掌握度、个人与私密、社区、公共空间的环保

行为、环境问题处理与环境创新水平等指标组

成。7 2006年度的调查对上年度的指标体系进行

了调整, 确定 环保民生指数 由环保意识、环

保行为、环保满意度三个一级指标构成。 2007年

在坚持将 环保民生指数 分解为环保意识、环

保行为、环保满意度三个方面的基础上, 将其相

应分为环保知识与环保态度、环境宣传行为与环

境参与行为、对环境的满意度与对环保行为满意

度等二级指标。8 2008年在环保意识、环保行为、

环保满意度 3个一级指标保持不变的框架下, 调

整了指标体系, 更注重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同时依据年度热点和重大环境问题更新了调查内

容。9虽然上述年份的指标体系与问卷内容有着一

定的调整, 但研究发现存在一致性: 公众的环保

意识总体水平不高, 环境参与度较低, 环境满意

度令人担忧; 环境意识与环境满意度影响着环境

行为, 且环保意识对于环保行为的影响表现得更

为明显。

由此可见, 环境行为的政策取向研究视角具

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 环境管理者和研究者对环境行为的研

究经历了 忽视环境行为 将环境行为涵括在

环境意识之中 将环境行为从环境意识中剥离

出来, 单独探讨环境行为 的历程。政府和社会

各界最初侧重关注工业污染, 寻求采用科学技术

手段、加强环境监控与管理等举措去治理环境,

而影响相对隐蔽的生活污染常被忽略, 与之密切

相连的环境行为在较长时间内亦被排除在关注范

围之外; 随后在政策探讨与学术研究中, 直接移

植了西方的环境意识, 由于西方环境意识概念内

涵丰富, 包括认知、情感、意向以及行为维度在

内, 故我国环境意识概念外延与内涵亦较为宽泛

与模糊, 涵括环境认知、环境情感、环境行为意

向以及环境行为等在内, 进而环境意识研究难以

达成共识, 阻碍了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深入探

讨。直到 2000年左右, 环境管理者和研究者才认

识到, 环境意识的提升最终落脚点在于环境行为

的改进, 将环境行为逐渐从环境意识中剥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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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独立变项单独加以探讨。

第二, 政策取向研究重在描述公众环境意识

与环境行为, 对其背后根源与生成机制缺乏深入

探讨。环境管理部门推崇通过环境宣传教育活动

的开展, 拓宽公众环境知识面, 增强其信息获取

能力, 从而提升公众环境意识, 推动公众自觉参

与环境保护活动, 最终促进环境治理与改善环境

质量。由此组织实施了一系列调查, 关注点自然

落在公众对环境状况的认知、环境知识水平、环

境信息获取方式、对环境管理工作的评价等, 对

社会制度、文化观念等结构性因素缺乏关注。与

此同时, 虽然对环境意识、环境行为与性别、年

龄、文化程度、收入、职业、地域等社会人口特

征的相关关系加以考察, 但旨在识别不同人群在

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方面的差异, 以采取因应之

策。此外, 由于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界定不一

致, 具体指标多种多样, 加之无论是调查内容还

是调查本身, 稳定性与连续性较弱, 从而不利于

研究成果间的对话与交流。

二、环境态度 环境行为关系视角

与国外早期研究类似, 我国环境教育学与环

境心理学研究者往往认为环境态度决定环境行为

以及环境知识 环境态度 环境行为之间有着递

进关系, 即通过环境教育与环境宣传活动的开展,

以提升学生或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 促使其形成

适当的环境态度, 进而产生有利于环境的行为。

基于这一认识, 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

已成为环境教育学与环境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议题。

王民根据中小学生的特点, 将其环境意识分

解为环境知识、环境态度、对环境的观察与评价、

环境预期行为、对环境教育及活动的参与态度和

程度五个方面, 并着重探究彼此间的关系。10 研

究发现: 环境态度是环境意识整体中的关键连结

要素; 对小学生而言, 增加环境知识, 就可以形

成环境态度, 并影响到环境教育的参与程度, 进

而产生预期的环境行为, 即小学生较为符合 环

境知识 环境态度 环境行为 模式; 中学生的

环境知识与其预期行为关系不大, 而对环境教育

的参与态度与环境预期行为密切相关, 即中学生

较为符合 环境态度 环境行为 模式。

钟毅平等研究表明: 大学生的环境意识与环

境行为之间相互影响, 二者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

正向相关, 即环境意识越强, 环境行为越积极,

而环境行为越积极, 则可以进一步强化原有的环

境意识。11沈立军对山西五所大学的 816名学生

的调查发现: 环境价值观 ( NEP) 对环境行为产

生直接影响, 也通过环境态度对环境行为产生间

接影响, 即环境态度直接影响环境行为的同时,

亦在环境价值观与环境行为之间起着中介的

作用。12

孙岩通过选取大连市企业职工作为城市居民

代表进行问卷调查, 研究结果表明: 城市居民实

施环境行为的总体水平较低, 多停留在浅层次上;

环境知识和生活经验变量 (社会参与、自然接

触、信息接受、角色影响 ) 直接影响环境行为的

同时, 还通过环境态度 ( NEP与环境敏感度 ) 的

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环境行为; 相对环境知识与生

活经验变量而言, 环境态度以及控制观、环境责

任感等个性变量对环境行为的直接作用较小; 环

境价值观与环境态度并不相关, 而与环境行为直

接相关, 即 环境价值观 环境态度 环境

行为 这一假说并未得到验证; 情境因素直接影

响环境行为的同时, 对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二者

间关系起着调节作用。13

刘建国对兰州市 200位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

显示: 不能简单地认为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呈现

相关或不相关关系, 应更为具体地探讨不同类型

的环境意识与不同类型的环境行为之间是否相关

以及怎样相关。14 唐明皓等对长沙、株洲、湘潭 3

个地区 578位城镇居民的调查发现, 环境态度及

其各维度 (环境知识、环境价值观、环境行为意

向 ) 与环境行为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15 祁秋

寅等以九寨沟为案例地, 探究了游客环境态度与

环境行为倾向的关系: 游客的环境情感、环境知

识对其环境行为有着显著、正向的影响; 游客的

环境道德观对环境行为倾向影响较小, 说明其对

游客环境行为只具一定的约束力; 游客的环境责

任态度与行为倾向没有显著关系。16

概而言之, 从环境态度 环境行为关系视角

对环境行为进行的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 对环境

意识、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理解与界定不统一,

如将环境意识看作是一个综合体, 由环境知识、

环境态度、环境评价、环境预期行为与环境参与

等构成, 或将环境意识等同于环境认知或环境态

度等; 而在环境态度的区分上也存在不一致, 如

等同于新环境范式, 或由环境信念与环境敏感度

构成, 或分解为环境知识、环境价值观、环境行

为意向等; 而环境行为又有着一般环境行为与具

体环境行为、私人领域环境行为与公共领域环境

行为、直接环境行为与间接环境行为等区分。概

念模糊不清、界定不一以及彼此交织, 使得研究

本身具有较大局限, 由此增加了彼此交流与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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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的难度, 从而在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关系的

探讨上难以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以及取得较大的

进展。

现有研究多局限于某一城市或某一地区, 另

外在样本大小的确定、对象的选取等方面也存在

诸多不足, 从而影响调查发现与相关的研究结果;

其次, 大多数研究对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间的关

系只是基于统计意义上的发现并加以描绘, 缺乏

理论关怀与理论解释, 较易陷入数据流与统计谬

误; 此外, 侧重关注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

价值观等心理性变量, 忽视了社会经济地位、社

会制度、文化规范等结构性影响因素。

三、社会结构视角

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 其行为嵌入社会体系

与社会结构当中, 即社会经济地位、物质生活条

件、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等对社会行

为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环境行为亦具有鲜明

的社会性, 故部分学者从文化传统、社会规范、

社会制度与环境政策实施等方面对环境行为加以

直接或间接的探讨。

(一 ) 文化因素对环境行为的影响: 强调民

间环境知识、文化传统、社区规范、价值观念变

迁对环境行为的影响。

早在 1993年, 麻国庆就提出应将环境研究置

于社会整体中予以把握, 重视社会结构、文化传

统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并以游牧民、山地民、农

耕民为例, 揭示了不同文化群体所拥有的民间环

境知识对其生存、发展以及社区环境管理的作

用。17马戎则进一步强调传统文化信仰、传统生

产与生活习俗、社区规范、生产与生活方式、自

然资源观念变化对环境以及环境行为的影响。18

另有学者指出宗族身份认同、生育文化、民间信

仰、风水观念等地方性文化对环境意识与环境行

为有着相应的影响与塑造作用。19

而传统生态规范与社区伦理的衰退, 加之基

于污染事实之 新 环境价值观的型塑, 削弱甚

至瓦解了原有环境友好行为, 进而催生与固化了

环境破坏行为。如陈阿江着重对水污染展开研究,

认为农业社会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村落社会

规范以及村民道德意识有效约束着人们的日常生

活行为, 使得传统社会水域得以保持清洁, 而社

区传统伦理规范的丧失等则是 1990年代以来水污

染加剧的主要原因。20 面对太湖流域水污染愈演

愈烈的局面, 他进一步揭示了从外源污染转向内

生污染的社会文化逻辑: 外源污染持续污染水体

的同时, 逐渐摧毁了村民传统的生态规范与伦理,

并影响着村民的日常行为, 最终使得村民被动地

适应着改变了的环境, 并在无意识中使用与开发

了水体的纳污功能, 由此从传统的保护者变为现

代的污染者。21 陈涛则以一个没有现代工业的自

然村落为个案, 揭示了传统道德衰落、乡土规则

失效、社区归属感与组织程度弱化等改变村民原

有环境行为, 致使非工业污染日益加重。22

(二 ) 社会制度对环境行为的影响: 强调政

府主导的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制度、环境政策的

制定与实施等对公众环境行为的影响。

一直以来, 我国政府在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

方面起着主导作用, 在取得较大成就的同时, 也

产生不少负面后果。如公众在环境保护方面对政

府产生依赖心理, 自身的环境责任感和环境意识

较难提升, 进而影响到公众环境行为的实施; 在

地方政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以及政企分开尚未得

到全面落实的情形下, 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常常

构成利益共同体, 这种 政治经济一体化权力格

局 使得污染持续扩散, 受害者将继续受害, 23

最终在地区生态环境危机和灾难面前, 居于上层

的、负有直接和间接责任的精英群体选择逃离,

而绝大多数的受害者则只能被动忍耐与适应。24

实际上, 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环境行为非孤立存

在, 三者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

构成了整个社会环境行为的综合性的结果。25 故

我们在理解与考察公众环境行为时, 应看到社会

制度对不同主体环境行为的影响以及彼此间的相

互作用。

由于政策制定的不完全性、人们对政策与环

境的认知差异、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互补与

摩擦、组织借助中的规范多重性以及政策实施中

监控问题的存在 26 , 致使环境政策的实施往往带

来意料之外的后果, 进而对环境政策相关者的环

境行为产生影响。王晓毅则基于内蒙古草原社区

的调查认为, 我国环境政策往往忽视了环境问题

的复杂性, 单纯从减少人口以降低资源消耗, 从

而达到恢复和保护环境的目的出发, 简单采取生

态移民以及休牧、禁牧政策等以试图改善草原生

态; 加之这些环境政策经常是城市导向的, 把当

地居民从生态保护中剥离出来, 既忽视了他们的

利益诉求, 也忽视传统知识的作用。最终导致地

方政府的行为变异, 如生态建设沦为 跑项目

的工具, 生态罚款成为 创收 的手段; 以及当

地居民的普遍违规, 如被迫 偷牧 、 夜牧 、

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利用等。27

(三 ) 环境行为的社会基础: 强调性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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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等社会人口特征以及

社会阶层、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等社会结构

变量对环境行为的影响。

如前所述, 大部分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调

查都涉及到社会人口特征与环境意识及环境行为

的相关关系, 但多局限于二者关系初步描述及简

单的相关关系考察, 加之概念界定与变量测量不

统一, 故呈现出诸多互为矛盾的结果。在为数不

多的着重探讨环境行为社会基础的研究中, 龚文

娟的研究较具代表性, 她结合社会化、性别角色

以及低成本理论等, 基于 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数据, 分析了我国城市居民环境友好行为的性

别差异: 女性的环境友好行为多于男性, 且更倾

向于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行为; 但在公共领域内,

环境友好行为并没有体现出性别差异, 参与比例

都很低 28。

另有学者尝试将心理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结

合在一起, 对环境行为展开研究。任莉颖将年龄、

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特点和居住

地等社会经济基础变量与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

污染后果认知、环境主义观念、环境代价意识、

朴素自然观等环境意识变量以及环境知识水平变

项加以结合, 探讨其对公众环境保护参与水平的

影响, 研究发现: 社会经济基础、环境意识与环

境知识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其中受教育程度、环

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和环境知识水平相互关联、作

用显著。29而李文娟将个人环境保护行为区分为

日常性环境保护行为和参与性环境保护行为两个

层次, 并基于武夷山市居民环境保护行为的调查

发现: 两者均具被动性特征; 日常性环境保护行

为只受群体 /他人压力变量的影响, 而群体 /他人

压力、性别、受教育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环境

知识、环境态度等因素则对参与性环境保护行为

起作用。30王凤则依据社会背景与环境意识对环

保行为的交互作用机理, 通过对陕西省城乡居民

的环境意识调查发现: 环保知识、环保重要性、

受教育程度对个人环保习惯与公众环保行为有着

正向的影响, 年龄、收入与环境意义对二者则不

起作用; 环境知识、受教育程度以及性别等都是

借助环保重要性这一中介变量对个人环保习惯产

生影响。31

整体而言, 伴随着学界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原

因及其社会影响的逐步关注, 环境行为的社会性

愈发鲜明,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文化传

统、社会制度、社会人口特征等结构性因素对环

境行为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 当前对环境行为

的结构性因素进行直接、系统的探讨并不多见,

多夹杂在对环境问题的成因分析、环境恶化的根

源以及环境状况恶化的社会影响与应对等论述之

中。其次, 文化人类学者与社会学者往往基于个

案研究, 发现民间环境知识、文化传统、社区规

范、价值观念变迁、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对

环境行为的影响, 对拓展与深化环境行为研究有

着重要的意义。但相关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涵,

还需纳入相关的定量研究中加以检验。此外, 对

环境行为社会基础的定量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部分学者只是初步尝试将心理性因素与结构性因

素予以结合, 理论推导与理论解释较为薄弱, 加

之调查往往局限于某一地区, 从而影响到研究结

论的推广价值。

四、结语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 我们可以发现, 国

内相关成果对我们进一步深化环境行为研究有着

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 我国学者最初将环境行为视为环境意

识的一部分, 重在描述公众对环境状况的认知、

环境知识水平、环境信息获取方式、对环境管理

工作的评价、环境行为概况等, 忽视了环境行为

的背后根源及生成机制; 后来逐渐将其从环境意

识中剥离出来, 但着重从环境态度 环境行为关

系视角对环境行为进行研究, 由于对环境意识、

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理解与界定不统一、核心

概念模糊不清与彼此交织以及具体指标多种多样,

加之大多数研究对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间的关系

只是基于统计意义上的发现并加以描述, 缺乏理

论关怀与理论解释, 以及对结构性因素的忽视,

使得研究本身具有较大局限, 难以取得较大进展。

实际上, 希望通过环境意识研究来为环境

行为研究找到捷径的想法, 被实践证明是无法实

现的。当然, 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环境意识的

研究, 应该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直接对环境行为

进行没有太多预设的研究上面 32。故我们应超

越态度研究的范畴, 直接对环境行为展开研究,

且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时, 得对相关概念有着准

确的把握, 并正视其内在局限性。

其次, 伴随着学界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及

其社会影响的逐步关注, 环境行为的社会性愈发

鲜明,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文化传统、

社会制度等结构性因素对环境行为的影响, 但较

为缺乏直接、系统的探讨, 多夹杂在文化人类学

者与社会学者对环境问题的成因分析、环境恶化

的根源以及环境状况恶化的社会影响与应对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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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之中, 故还需将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操作化,

进而纳入相关的定量研究中予以检验。

虽然诸多研究对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

入、职业、地域等社会人口特征与环境意识、环

境行为的相关关系加以考察, 但多局限于二者关

系初步描述。也就是说, 我国针对环境行为社会

基础的定量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另外, 虽然部

分学者开始尝试将心理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予以

结合, 但理论推导与理论解释较为薄弱, 加之调

查多局限于某一城市或某一地区, 且在样本大小

的确定、对象的选取、抽样方法等方面也存在诸

多不足, 从而影响调查发现以及研究结论的推广。

故应从心理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相结合的视角,

进一步推动对环境行为开展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 洪大用. 环境社会学 A . 郑杭生主编. 中国社会学 30年 ( 1978 - 2008) M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364- 365.

2 庄国泰. 论环境意识的基本内涵 A . 国家环境保护局宣传教育司编. 中国的环境宣传 M . 北京: 中国环境科

学出版社, 1992; 杨朝飞. 环境保护与环境文化 M .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中国公众环境意识初探 M .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8.

3 吴报中. 提高环保工作者和有关部门高层决策者的环境意识至关重要 A . 郗小林, 徐庆华主编. 中国公众环境

意识调查 M .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8. 7.

4 5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1998. 27, 153.

6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教育部编. 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 M .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9.

7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 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绿皮书 ( 2005) J . 绿叶, 2006, 增刊.

8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 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绿皮书 ( 2007) J . 内部资料, 2008.

9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章少民秘书长发布 2008中国公众环保指数 EB . http: / /www. tt65. ne t/zhuanti/zh ishu /

2008gong zhong zh ishu /mydoc003. htm.

10 王民. 环境意识及测评方法研究 M .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9.

11 钟毅平, 谭千保, 张英. 大学生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调查研究 J . 心理科学, 2003, ( 3) .

12 沈立军. 大学生环境价值观、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的特点及关系研究 D . 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13 孙岩. 居民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D .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论文, 2006.

14 刘建国. 城市居民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关系研究 以兰州市为例 D . 兰州大学硕士论文, 2007.

15 唐明皓, 周庆, 匡海敏. 城镇居民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的调查 J .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09, ( 1).

16 祁秋寅, 等. 自然遗产地游客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倾向研究 以九寨沟为例 J . 旅游学刊, 2009, ( 11).

17 麻国庆. 环境研究的社会文化观 J . 社会学研究, 1993, ( 5) .

18 马戎. 必须重视环境社会学 谈社会学在环境科学中的作用 J .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8, ( 4).

19 景军. 认知与自觉: 一个西北乡村的环境抗争 J .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09, ( 4) .

20 陈阿江. 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 东村个案研究 J .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0, ( 1) .

21 陈阿江. 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 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 J . 学海, 2007, ( 1).

22 陈涛. 非工业污染的环境社会学阐释 以淮河流域徐村个案研究 J . 天府新论, 2008, ( 5).

23 张玉林, 顾金土. 环境污染背景下的 三农问题 J . 战略与管理, 2003, ( 3).

24 张玉林. 另一种不平等: 环境战争与 灾难 分配 J . 绿叶, 2009, ( 4).

25 王芳. 理性的困境: 转型期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探析 环境行为的一种视角 J .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2007, ( 1).

26 林梅. 环境政策实施机制研究 一个制度分析框架 J . 社会学研究, 2003, ( 1).

27 王晓毅. 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 内蒙古六个嘎查村的调查 M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28 龚文娟. 中国城市居民环境友好行为之性别差异分析 J . 妇女研究论丛, 2008, ( 6).

29 任莉颖. 环境保护中的公共参与 A . 杨明主编. 环境问题与环境意识 M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30 李文娟. 影响个人环境保护行为的多因素分析 来自武夷山市的调查研究 D . 厦门大学硕士论文, 2006.

31 王凤. 公众参与环保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J . 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 2008, ( 6).

32 周志家. 环境意识研究: 现状、困境与出路 J . 厦门大学学报 (哲社版 ), 2008, ( 4).

(责任编辑 : 何 频 )

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