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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环境认知、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环境自我认同及关系流动性之间的关系，选取260名呼和浩特

市城市居民为被试，采用环境认知量表、环境自我认同量表、关系移动量表及生态文明意识问卷进行测试。

结果表明：(1) 环境认知对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间接地通过环境自我认同对城市

居民生态文明意识产生作用；(2) 关系流动性在环境自我认同对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影响中起显著的

调节作用，即低关系流动水平下，环境自我认同能显著地正向预测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高关系流动水

平下，环境自我认同对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的预测作用更加显著，表现出更强的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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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urban residents’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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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nvironmental self-identification and relationship mobility, 260 urban 
residents in Hohhot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and tested with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scale, en-
vironmental self-identification scale, relationship mobility scale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ware- 
ness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Environmental cogni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urban residents’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indirectly exerts an effect on 
urban residents’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self-identification; 
(2) Relationship mobility play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role i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self- 
identification on urban residents’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at is, at low relationship 
flow level, environmental self-identification can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urban residents’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le at high relationship flow level, environmental self-iden- 
tification has a more significant predictive role on urban residents’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civili-
zation showing a stronger upward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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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文明意识(Ecology Civilized Consciousness)是指人类为谋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形成的一种思想

观念，是人们正确对待生态问题的一种进步的观念形态，体现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价值取向(董维维，

2021)。研究表明，生态文明意识与环境知识、环境关心、环境认同和关系流动性显著相关(张斐男，2018；
徐洪，涂红伟，2023；郭利京，林云志，周正圆，2020)。此外，随着城市的扩张和发展，人口集聚问题

不断加重，人和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平衡被打破，环境污染问题和生态破坏问题层出不穷。人和生态环

境之间平衡的打破也给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生产生活造成不利的影响。这些城市环境问题得到了政府

的关注并且投入了大量的心力进行治理。然而，我国各个城市差异很大，难免有顾及不到的情况。因此，

如果想要有效解决城市环境问题，发挥城市居民的主动性无疑是很好的选择(师硕，郑逸芳，黄森慰，2017)。
促进居民生态文明意识的提升，提高城市居民的环境保护自觉，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共同绘就环境美

好的城市画卷。 
因此，研究者有必要对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从而为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

的建设与提升提供理论支持，促进城市居民形成正确的生态理性认知，推动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1. 环境认知与生态文明意识的关系 

环境认知(Environmental Cognition)是指行为人对于环境状况、环境知识的储存、加工、重组以认识

并了解环境的过程(周志家，2008)。环境认知反映个体对于环保知识和周围环境问题的认识(黄蕊等，

2018)，是环境意识和环境友好行为有力的预测因子(王建华，钭露露，2021)。可见，与环境认知相关的

行为和态度，以及主观评价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已有研究表明，环境认知能预测居民的环境保护责任意

识、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程度(聂伟，2016；Whitmarsh，2009)，并且与社会认同、环境行为有显著相

关(胡伦，曹琪瑶，2023；顿珠罗布等，2021)。但是，以往研究较多关注了环境认知对环境意识和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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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影响(Manjit et al., 2022; Liu et al., 2020)，对其是否能够显著预测生态文明意识这种内涵更为为丰富

的思想观念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有关环境认知的内涵表述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认为环境认知包括环境意识和环境知识两

部分(张萍，晋英杰，2015)。根据已有研究，环境保护知识，环境认知等心理性因素变量是促进环境保护

意识、低碳生活观念形成的重要变量(聂伟，2016)。而生态文明意识是促进环境保护和环境质量改善的一

种思想观念，而心理性因素变量会对生态文明意识的形成产生重要促进或推动作用。环境保护知识的丰

富程度，对于环境认知等心理性因素会产生促进或阻碍作用。公众了解的环境保护知识越丰富，其对环

境问题的认知和感受就会更深入和全面，可能会直接促进生态文明意识的提升。 
换言之，环境认知将作为一种重要的促进因素，对生态文明意识的发展产生促进或阻碍影响。由此，

我们可以认为，环境认知是促进生态文明意识提升的主要前因变量，而进一步揭示生态文明意识与环境

认知的关系，可以促进我们对环境认知与生态文明意识关系的理解，找到提升和培养生态文明意识的方

法。故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 H1：环境认知对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1.2. 环境自我认同在环境认知与生态文明意识之间的中介作用 

环境自我认同(environmental self-identity)是指个体认为自己是一个对环境友好的人(van der Werff, 
Steg, & Keizer, 2013a)。研究表明，环境自我认同的形成是一种情感的移入过程，个体在对环境客观表征

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有关保护环境、关心环境的思想、情感和态度(van der Werff & Steg, 2016)。这种对环

境的客观表征即为环境认知。即环境认知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形成环境自我认同(van der Werff et al., 
2014)，而高度的环境自我认同是促进生态文明意识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Garaika & Sugandini, 2021)。因

此，环境认知程度越高，个体的环境自我认同程度越高。除此之外，根据环境自我认同的内涵，当个体

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环保型人士时，会促进其一般性的亲环境行为(Garaika & Sugandini, 2021)。环保实践

活动的增加会促进个体与自然的联结，有助于生态文明意识的提升。针对生态文明意识的研究表明，环

境知识以及环境关心对于低碳行为或环保意识的影响机制均受到环境自我认同的中介效应影响(Danilo et 
al., 2014)。由此，我们认为环境自我认同不仅受到环境认知的影响，也是生态文明意识影响机制中重要

的中介变量，它对于促进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的提升有重要作用。 
现如今，环境自我认同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已引起关注，但环境自我认同对生态文明意识的影响的实

证研究还很少。生态文明意识作为当今人类社会最高形式的一种文明意识，综合体现了人类意识对于生

态环境的保护。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环境自我认同在城市居民环境认知与生态文明意识之间起中

介作用。 

1.3. 关系流动性在环境自我认同与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之间的调节作用 

关系流动性(Relational Mobility)是指个体对其所属群体中群体成员寻找新伙伴或建立新伙伴关系

机会的看法，它是个体对于周围建立新人际关系或摆脱旧人际关系难易程度的感知(陈满琪，2022)。研

究表明，关系流动性强调个体所处的周围环境的状况，与低关系流动的情况相比，高关系流动情况下

的被试的自我提升水平更高(Falk et al., 2010)、一般信任水平更高(Thomson, Yuki & Ito, 2015)以及更多

保持独特性的愿望(Schug et al., 2010)。更高的自我提升水平、一般信任水平等积极因素对于促进个体

形成对周围环境的保护意识、激发个体对自身在环保方面更多的积极评价，产生环境自我认同具有重

要作用(陈满琪，2018)。此外，关系流动性作为一种社会生态因素会诱发生态压力，因此催生了不同的

环境适应规则(陈伟嘉，吴寒斌，2022)。例如，当个体处于高关系流动性之中，为了与周围环境保持密

切联系，个体在心理和行为上都会倾向于对周围的社会环境投入更多(BoKyung et al., 2022)。这种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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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行为上的积极主动状态会促进个体更易接受或学习一些新的有关自己居住地的环境知识。反之，

如果个体处于低关系流动性之中，与周围环境的联系比较松散且对周围的社会环境投入较少时，对周

遭环境的变化感知较弱时，很难积极主动的去了解居住地的生态现状、环保知识等问题(Kosuke & 
Satoko, 2017)。在情感方面，低关系流动性的个体由于与周围环境建立的联系较少，对居住地的情感投

入较少，形成对居住地的环境保护、关心环境的思想、情感和态度也会比较薄弱，不利于生态文明意

识的提升(陈满琪，2022)。 
故基于文献回顾，提出研究假设 H3：关系流动性在环境自我认同对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影响中

起显著的调节作用，即环境自我认同对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影响会随着关系流动性水平的不同而不

同。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过往研究，拟探讨环境认知对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影响，及环境自我认

同起到的中介作用和关系流动性起到的调节作用(假设模型见图 1)，以期为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建设

与提升提供理论支持。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图 1. 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城市居民，采用问卷星网络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本研究共收到问卷 260 份，

经筛选后保留 237 份有效样本，有效样本率达 91.15%。其中，男性人数占 31.2%，女性人数占 68.8%，

年龄范围为 14~60 岁。就收入状况而言，2000 元以下占 52.6%，2001~4000 占 22.2%，4001~6000 占 16.8%，

6001~8000 占 3.4%，8001~10000 占 1.7%，10000 以上占 3.4%。 

2.2. 研究工具 

2.2.1. 环境认知量表(Environmental Cognition Scale) 
选取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的有关题目测度环境认知(洪大用，范叶超，2016)，采用 1 (完全不

同意)~5 (完全同意) 5 点计分，共 8 个题目。问卷由环境知识和环境意识的四个中心观念组成，分别是对

增长极限的看法、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看法、对自然平衡的看法及对生态环境危机的看法。本研究通过信

度检验发现，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8。 

2.2.2. 环境自我认同量表(Environmental Self-Identification Scale) 
采用 van der Werff 等人(2013b)开发的《环境自我认同量表》，中文版由杨冠宇和李淑敏(2021)修订。

采用 1 (非常不同意)~5 (非常同意) 5 点计分，共 3 个条目。通过信度检验发现，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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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0.91。 

2.2.3. 关系流动性量表(Relational Movement Scale, RMS) 
采用 Yuki 等人编制的《关系移动量表》(Yuki et al., 2007)来衡量参与者感知的关系流动性。采用 1 (完

全不同意)~6 (完全同意) 6 点计分，共 12 项题目，题目是关于周围人结识新朋友有多困难的陈述(例如，

“通常情况下，他们不能自由地选择与他们联系的人”；“这些人几乎没有机会交新朋友。”)。本研究

通过信度检验发现，该问卷的结构效度指标良好，Cronbach’s α系数是 0.86。 

2.2.4. 生态文明意识问卷(Questionnaire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wareness) 
采用了“全国生态文明意识评价”项目(2013)编制的《“生态文明携手共建，绿色生活你我同行全国

生态文明意识”调查问卷》(环境保护部，2015)，问卷共 30 个题目，单选题 26 个，多选题 4 个，涵盖生

态忧患意识、生态价值意识、生态道德意识、理性消费意识和环境法治意识五大内容的生态文明意识。

通过信度检验发现，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是 0.76。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4.0 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使用 PROCESS 3.3 插件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环境认知、关系流动性、与环境自我认同的关系(汤丹

丹，温忠麟，2020)。结果显示，在未旋转情况下，一共有 6 个因子的特征值不小于 1，且第一个因子能

解释 29.32%的变异量，小于临界标准 40%。这表明共同方法偏差效应在本研究中并不明显。 

3.2. 描述统计及相关关系 

对环境认知、生态文明意识、环境自我认同以及关系流动性等变量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如表 1
结果表明，环境自我认同与环境认知、生态文明意识和关系流动性呈显著正相关(p < 0.01)；生态文明意

识与环境认知、学历(均 p < 0.01)、性别(p < 0.05)呈显著的正相关。环境认知与学历有显著的正相关(p < 
0.01)。关系流动性与职业有显著的正相关(p < 0.05)。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n = 237) 
表 1.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n = 237) 

 M ± SD 1 2 3 4 
1. 环境自我认同 4.15 ± 0.72 1    
2. 生态文明意识 5.60 ± 1.03 0.32** 1   

3. 环境认知 3.71 ± 0.53 0.28** 0.74** 1  
4. 关系流动性 4.14 ± 0.72 0.43** 0.07 0.09 1 

注：*p < 0.05，**p < 0.01。 

3.3. 环境自我认同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检验环境认知对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影响(即 H1)，以及环境自我认同所起的中介作用(即 H2)，
本研究运用 SPSS 中的 PROCESS 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在控制学历、性别和职业的情况下，以环境自

我认同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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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出，环境认知对生态文明意识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70, p < 0.01)，假设 1 得

到验证；环境认知对环境自我认同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29, p < 0.01)；环境自我认同对生态文

明意识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 = 0.12, p < 0.05)。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比 bootstrap 法估计中介

效应的显著性(Bootstrap = 5000)。由表 3 可知，环境认知通过环境自我认同影响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的

间接效应值为 0.03，95% CI = [0.00, 0.08]，不包括 0，因此，假设 2 得到验证，即环境自我认同在环境认

知与生态文明意识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4.6%。 
 

Table 2. Results of mediation model analysis 
表 2. 中介模型分析结果 

预测变量 
环境自我认同 生态文明意识 

β SE t 95% CI β SE t 95% CI 
学历 −0.10 0.10 −1.55 [−0.27, 0.03] 0.04 0.07 0.83 [−0.09, 0.21] 
性别 0.14 0.10 2.22* [0.03, 0.41] 0.10 0.10 2.28* [0.03, 0.42] 
职业 −0.14 0.03 −2.24* [−0.14, −0.01] 0.08 0.03 1.74 [−0.01, 0.13] 

环境认知 0.29 0.05 4.58** [0.12, 0.30] 0.70 0.09 15.43** [1.20, 1.55] 
环境自我认同     0.12 0.07 2.59* [0.04, 0.30] 

R2 0.11 0.58 

注：n = 237，*p < 0.05，**p < 0.01。 

 
Table 3. Analysis of mediating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self-identification 
表 3. 环境自我认同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类型 Effect SE t LLCI ULCI 
总效应 0.74 0.04 16.69** 0.65 0.83 

直接效应 0.70 0.05 15.43** 0.61 0.79 
间接效应 0.03 0.02  0.00 0.08 

注：n = 237，**p < 0.01。 

3.4. 关系流动性的调节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建议，将所有变量标准化，考察环境自我认同在环境认知与生态文明意

识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关系流动性在后半路径的调节效应(即 H3)。 
首先，检验环境认知对生态文明意识的影响及直接效应是否受关系流动性的调节。结果表明，环境

认知显著正向预测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β = 0.54, t = 18.95, p < 0.01)，环境认知与关系流动性的交互项

对生态文明意识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2, t = −0.83, p > 0.05)。然后，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环

境自我认同的中介效应是否受关系流动性的调节。结果表明：环境认知显著正向预测环境自我认同(β = 
0.21, t = 3.33, p < 0.05)，环境认知与关系流动性的交互项对环境自我认同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4, t = 
0.07, p > 0.05)。环境自我认同显著正向预测生态文明意识(β = 0.47, t = 12.40, p < 0.01)，环境自我认同与

关系流动性的交互项显著正向预测生态文明意识(β = 0.10, t = 2.09, p < 0.05)。模型估计结果验证了环境自

我认同在环境认知与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之间的中介作用，且这一中介作用的后半路径受到关系流动

性的调节。为了进一步理解关系流动性调节作用的实质，按照平均数上下一个标准差将关系流动性进行

高低分组并绘制简单效应分析图(见图 2)。结果发现，随着环境自我认同的提升，对于低关系流动性的城

市居民，其生态文明意识呈显著上升趋势(β = 0.11, t = 2.24, p < 0.05)；对于高关系流动的城市居民，随着

环境自我认同的提升，其生态文明意识表现出更强的上升趋势(β = 0.23, t = 3.50,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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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Relational liquidity as a simple slope test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图 2. 关系流动性作为调节效应的简单斜率检验 

4. 讨论 

4.1. 环境认知对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的直接效应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认知可以正向预测生态文明意识，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1。现有关于生态文

明意识的研究多关注在性别、教育状况、地域等基本特征对生态文明意识的影响(帅庆，平欲晓，2014；
石玥，方章东，2013)，虽少量学者开始关注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但鲜有文献关注环境认知、环境自

我认同等心理性因素。其次，生态文明意识是多种有关生态的思想观念的集成，现有研究大多以某类具

体的环保意识或者环保行为为例进行研究，忽视了生态文明意识的综合性。为此，文中从生态忧患意识、

生态价值意识、生态道德意识、理性消费意识和环境法治意识五大方面综合衡量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环境认知对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的作用。丰富了我国对生态文明意识的研究，

为缓解城市污染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4.2. 环境自我认同的中介机制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认知显著积极预测环境自我认同，并通过环境自我认同间接影响城市居民生

态文明意识，即环境自我认同在环境认知对于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验证

了本研究的研究假设 H2。 
首先，从环境自我认同研究来看，西方的研究成果已经很丰富，而我国情境下的研究仍比较少。本

研究探索环境自我认同在环境认知与生态文明意识间的中介作用，完善了环境自我认同对生态文明意识

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其次，过去关于环境自我认同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排斥(Hui & Khan, 
2022)、刻板印象(Zheng et al., 2021)等因素对环境自我认同的影响，以及环境自我认同对环保行为

(Grbosz-Krawczyk et al., 2021)、消费行为(Gil-Giménez et al., 2021)的直接作用。但本研究发现，影响环境

自我认同的因素除了过往研究当中的一些负性心理因素，还包括正向的环境认知因素，并且环境自我认

同不仅可以预测一些比较具体的亲环境行为，也可以预测更为综合，内涵更为广泛的生态文明意识。 

4.3. 关系流动性的调节机制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关系流动性显著的调节环境自我认同与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间的关系，即低关

系流动水平下，环境自我认同能显著地正向预测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高关系流动水平下，环境自我

认同对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的预测作用更加显著，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H3。 
关系流动性可在环境自我认同与城市居民生态文明意识中起调节作用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首先，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5289


曹悦 
 

 

DOI: 10.12677/ap.2024.145289 94 心理学进展 
 

关系流动性是城市特性的反映，是一种生态水平的建构，反映了社会环境中关系选择的可获得性程度(陈
伟嘉，吴寒斌，2022)。关系流动性的高低归根结底是来自其市民的开放性和接纳度，是城市市民整体素

养的一种反映(陈满琪，2018)。由此可见，关系流动性体现了城市居民接受知识的开放性和接纳度，以及

对有关生态文明教育或宣传的接受度或感知。 
其次是环境自我认同与生态文明意识密切相关。研究发现，在购买二手产品的意愿上，排除经济因

素，那些环境自我认同更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出于环保或保护环境的角度购买二手物品 (Arman & 
Mark-Herbert, 2022)。城市居民长时间的经历了社会融入和文化融入，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人群实现了心理

层面的融入(崔岩，2012)。人们通过关系流动性的知觉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做出评价判断(文植，张笑

笑，赵显，2019)。不论关系流动性的高低，稳定的关系流动性一旦形成，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居

民建构该城市的环境自我认同，进而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态文明意识。 

5. 结论 

(1) 环境认知显著正向预测城市居民的生态文明意识；(2) 环境自我认同在环境认知和城市居民的生

态文明意识之间起中介作用；(3) 关系流动性调节了环境自我认同中介效应的后半路径。随着关系流动水

平的提升，环境自我认同对城市居民的生态文明意识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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