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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威胁，中国提出了“双碳”目标，教育部也于2022年提出低碳校

园建设方案。本研究通过访谈法和问卷法对在校大学生的碳足迹认知及减排意愿展开调查，结果显示，

虽然大学生具有较高的低碳意识，但现有的校园绿色环保机制并未充分有效地将低碳环保意识转化为行

动。因此本研究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框架，计划行为理论为实施路径，设计了一款低碳校园APP——

心青原，通过开展高校交流活动和线下低碳活动，能够有效地整合、共享、利用高校资源，帮助大学生

将低碳意识外化为实际行动，从而促进大学校园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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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threat posed by global climate warming to human society, China has proposed a 
“double carbon” goal,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also proposed a low-carbon campus con-
struction plan in 2022.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arbon footprint awareness and emission re-
duction willing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high awareness of low-carbon, the existing campus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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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chanism has not been fully and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Transform 
low-carbon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nto action.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uses Maslow’s hie-
rarchy of needs theory as the framework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s the implementa-
tion path, and designs a low-carbon campus App—Xinqingyuan. The APP shares and uses universi-
ty resources to help college students externalize low-carbon awareness in to practical actions, the-
reby promotingenergyconservationandemissionreductiononuniversity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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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教育部印发《绿色低碳发展国民教育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要求把低碳发展理念融入国民

教育体系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并强调将绿色低碳发展融入校园建设[1]。而达成“双碳”目标和更好的

落实教育部政策的关键在于培养大学生低碳意识，引导大学生践行低碳行为，即从学生层面促进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高校的建设。 
根据已有研究调查，国内外高校积极推进低碳校园建设，我国有近 300 所高校列入国家节约型校园

示范行列，英国先后有 55 所院校加盟“人与地球”环保节能运动[2]，美国有 400 所高校签署协议保证所

在学校达到碳平衡[3]。积极开展低碳校园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方面，高校蕴含着巨大的节能潜

力。据统计，“全国高校的能源消耗占社会总能耗的 10%，大学生人均能耗是居民人均能耗的 4 倍”[4]。

另一方面，大学生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是未来“双碳”目标实现的关键群体，培养大学生绿色环保

理念有利于带动全社会公民养成低碳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意识[5]。目前低碳校园建设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大学生的低碳观念认知不足[6]；第二，大学生倾向于被动地接受低碳行为，主动参加线下低碳活

动的积极性不高；第三，高校没有将低碳行动从关注实施立即见效的短期项目向培育和巩固大学生低碳

理念的长远机制推进[3]；第四，高效低碳资源利用率不足等。 
因此，本研究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框架，计划行为理论为实施路径，通过设计校园低碳 App 将

心理学理论与碳普惠机制相结合，增强大学生的低碳环保意识，促进低碳意识向低碳行为的转化，从而

打造一个全员参与、长远发展的低碳校园。 

2. 产品设计基础 

2.1. 产品需求调查 

经过先前研究可以得出，现代社会目前普遍存在高校资源利用率不足，大学生参加线下低碳活动的

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因此，本团队在 2023 年 1 月 10 日至 1 月 14 日分别对武汉 11 所高校的部分本科生

进行了线上访谈和问卷调查，就受访者“衣、食、住、行、用”的碳足迹认知及减排意愿展开调查，了

解目前大学生对低碳的态度。本团队访谈了大一至大四的 23 名本科生，其男女比例基本持平。为了进一

步验证访谈结果的准确性，本团队以问卷形式调查了 52 名本科生，有效问卷率为 100%，其男女比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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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2，被试平均年龄为 18 岁。调查结果如下： 
1) 大学生的低碳认知度较低。如图 1 所示，33%的受访者对“碳足迹”知识有较多的了解，28%的

受访者对于“碳足迹”知识了解较少。如图 2 所示，问卷调查中，31%的被试对“碳足迹”知识有较多

的了解，46%的被试对于“碳足迹”知识了解较少。 
 

 
Figure 1. Low-carbon awareness level 
图 1. 低碳认知程度比例 

 

 
Figure 2. Low-carbon understanding level 
图 2. 低碳了解程度比例 

 
2) 大学生具有较高的低碳环保意识，但低碳行动的践行频次不多。根据访谈结果，大部分受访者有

较强的环保意识，在访谈过程中也表明会主动或积极为减排做出行为改变。问卷调查显示，大学生在“住”

和“行”两方面较好落实了低碳理念：85%以上的被试有节约水电的习惯，54%以上的被试倾向于绿色出

行。但是，在“衣”、“食”、“用”方面，大多数大学生缺乏低碳环保的生活习惯：58%的被试在衣

物储备充足后还会购买衣物，44%的被试经常使用洗衣机；79%的被试在食堂就餐时会选择打包，67%的

被试选择外卖点餐；67%的被试经常使用一次性产品，81%的被试较少进行垃圾分类。 
 

 
Figure 3. Willingness to reduce emissions through “clothing, food, housing, transportation” 
图 3. “衣食住行用”的减排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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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omprehensive score of willingness to reduce emis-
sions through “clothing, food, housing, transportation” 
图 4. “衣食住行用”的减排意愿综合得分 

 
3) 大学生更愿意在低碳“出行”方面做出改变。如图 3，访谈结果显示，72%受访者表示将主动或

积极在低碳“出行”方面做出改变。在低碳住宿上表示主动或积极改变的受访者比例，与低碳使用的比

例接近。愿意在低碳穿衣改变的受访者比例，与低碳饮食的比例接近。如图 4，在问卷“衣食住行用”

改变意愿的排序题中，我们按照意愿从低到高分别赋分为 1~5 分，根据所有填写者的排序情况和计算公

式[选项平均综合得分 = ( ×∑频数 分值 )/本题填写人次]，最后算出“衣食住行用”的平均综合得分(分别

为 2.77、3.04、2.88、3.17、3.13)，其中在“出行”方面的平均综合得分最高。 

2.2. 产品需求分析 

本研究总结了现有低碳 App 在满足用户需求方面的优点和不足，通过焦点小组，就访谈和问卷结果

展开研讨。根据讨论结果，本团队整理出以下大学生对低碳 App 的使用需求。 
1) 对象需求 
好友动态、评论、私信、碳足迹地图、个人碳足迹年度总结、小游戏。 
2) 功能需求 
个性推荐、排行榜、碳足迹记录、碳排放量计算、智能分析、碳积分兑换。 
3) 情境需求 
包括交互性、真实性和实用性。交互性体现在用户查看个人碳足迹时，出现可视化的界面与用户产

生互动；真实性体现在利用碳积分兑换树苗，能在学校真实种植并参与；实用性体现在积分兑换的物品

实用性强，如出行优惠券、日常生活用品等。 
4) 其他需求 
与学校达成合作，多平台互通，获得学校后台用户水电数据；积分兑换，兼顾校内商户的利益及需

求。 

2.3. 产品设计理论分析 

本产品计划通过碳积分的线下流转来实现大学生基本需要的满足，如在心青原商城或者学校认定的

线下商店兑换生活用品和食品等。为满足用户安全需求，本产品注重隐私保护，营造安全的运营环境，

防止用户信息泄露；鉴于大学生是高校社交圈中的主要活跃群体，本产品计划提供大学生社交的平台，

如设置排行榜与动态等，增强大学生之间的互动性和情感联结，使大学生感到爱与温暖。此外，本产品

计划及时给予用户反馈，如给用户颁发荣誉勋章，设置排行榜并给予奖励。旨在增强用户践行低碳行动

的自我效能感，满足其尊重需要。最后，本产品分享用户每日碳减排实时数据，用户依据个人的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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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数据，了解自己为低碳环保事业做出的贡献，利于实现自我价值。见图 5。 
 

 
Figure 5. Diagram of the demand for low-carbon construction in campus based on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framework 
图 5. 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框架的校园低碳建设需求 

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实施路径 
本产品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将影响大学生践行低碳行为意愿的因素分为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

行为态度三个维度。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促进大学生参与低碳行动，不仅需要发挥各维度对行为意愿的有

效促进作用，而且应积极利用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对低碳行为态度的引导作用，强化用户参加线下

活动的行为意愿，促进用户线下活动实践，同时采用用户反馈等机制，使其在实践之后对于低碳活动的

感知行为控制愈正向，再次参与低碳活动的行为意向也愈强，从而形成一个行为促进循环。促进大学生

积极参与低碳行动的循环路径图见图 6。 
行为态度是指个体对某一行为的积极或消极评价的程度[7]。大学生低碳行为态度可视为其在低碳环

保实践行为结果预期的正面或负面评价的程度。本产品将大学生低碳实践行为态度划分为经济理性和生

态理性两种类型[8]：经济理性态度主要是指大学生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其所感知到的低碳行为可能获

取的利益对其实施低碳行为具有较大的作用，本产品计划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碳积分运用场景，让碳

积分与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生态理性态度主要是指用户对生态环境以及低碳环保的

认知，本产品计划设置生态环境科普功能板块，利用大量的实证数据说明当今生态现状、低碳行为对环

境的贡献度以及具体实践方法等，增强大学生的生态理性态度。 
主观规范是指个体采纳或不采纳特定行为时所感知到的周边社会压力[7]。大学生低碳行为的主观规

范可看作是大众对低碳行动的肯定和支持对大学生造成的压力，在监督和激励大学生参与低碳减排行为

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本产品采取的低碳环保政策宣传和低碳行为进社交圈等措施能够营造全民低碳的

社会氛围，促进大学生积极参与低碳实践活动。 
感知行为控制是指个体在实施某种行为时所感受到的难易程度，并被认为反映了过去的经验和预期的

困难[7]。大学生低碳行为的知觉控制可看作是大学生低碳减排实践的自我控制能力，即对行为难易程度

的认识。大学生的感知行为控制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本产品将大学生行为能力控制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

内部控制能力(大学生具有的实施某种低碳行为的能力)和外部控制能力(学校和政府对低碳行为的支持)。 
前期调查结果显示，当代大学生低碳行为意愿较强，但参加线下低碳活动的积极性不高的现状普遍

存在。通过与市面上相关低碳产品的比较，我们发现此类现状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大部分产品都在线上情

景做文章，很少将碳积分运用到线下活动场景中。因此，本产品计划将碳积分迁移到线下活动(获取渠道

与回报机制)中，将低碳行为意愿有效外化为实际行动。 
反馈作为一种权威的支持鼓励系统，我们将其纳入外部控制能力之一，与学校和政府的支持共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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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外，反馈以直观的数据等易于理解的形式呈现，更易促使大学生对自己低碳行为结果的积极评价，

从而改变大学生对自身低碳行为能力的认知，加强其内部控制能力，实现从外部因素到内部因素的转化。

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再一次提高了行为态度，最后形成一个循环的理论路径，这条路径不断强化大学生

参与低碳行动的积极性，使低碳行动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Figure 6. Diagram of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图 6. 计划行为理论实施路径 

3. 产品设计 

3.1. 功能介绍 

本研究将大学生作为目标用户，运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问卷和访谈的结果进行分析，并以计划

行为理论为实施路径设计了校园低碳 App——“心青原”。它包括碳足迹计算器、科普推送、社交、活

动等板块，本研究在这些板块的基础上确定了 App 的功能，以帮助用户将低碳意识转化为行动。 
 

 
Figure 7. Diagram of “Home” (self-drawn) 
图 7. “首页”界面(自绘) 
 

第一，如图 7 所示，在“首页”界面，用户可查看当日的碳排量和碳足迹地图，通过智能分析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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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碳排量的具体方案。第二，如图 8 所示，在“活动”界面，学分申请、活动日历、积分商城以及低

碳活动等功能能够辅助、激励用户参与低碳活动。第三，如图 9 所示，在“小树”界面，用户通过参与

低碳活动获取碳积分，利用碳积分兑换小树成长所需的能量，吸引更多的用户践行低碳行为。第四，如

图 10 所示，“社区”界面分为科普、动态、消息三个板块。其中“科普”界面推送低碳知识，丰富用户

的低碳知识，“动态”及“消息”界面为用户提供发帖、交流、分享等服务，提高用户积极性。第五，

如图 11 所示，在“我的”界面，用户可自由查询碳积分、我的活动等信息，也可通过“用户反馈”对

App 提出问题和建议。 
 

 
Figure 8. Diagram of “Activity” (self-drawn) 
图 8. “活动”界面(自绘) 

 

 
Figure 9. Diagram of “Tree” (self-drawn) 
图 9. “小树”界面(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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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Diagram of “Popular Science” (self-drawn) 
图 10. “科普”界面(自绘) 

 

 
Figure 11. Diagram of “My” (self-drawn) 
图 11. “我的”界面(自绘) 

3.2. 产品推广 

根据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哈罗德·拉斯韦尔提出“5W”传播模式，传播五要素为：传播主体、

内容、渠道、受众和效果[9]。“心青原”App 利用此模式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向大学生提供低碳服务，

在低碳知识和活动的推送中培养大学生的低碳意识，强化其低碳行为。具体实施如下： 
本产品在高校党委和团委的指导下，全面应用融媒体，实施多渠道、多场景、多元化推广宣传。产

品将以学校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官方自媒体作为线上载体，结合线下发布进行宣传，增加大学生对本

产品的了解程度。通过宣传低碳政策和举办线下主题活动等特色低碳服务，提高大学生低碳意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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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自我实现的需求，增加用户对本产品的使用意愿。本产品还通过搭建校园版碳普惠统一平台，逐

步实现碳积分与国家碳普惠对接，促进高校低碳联盟，从而进一步扩大产品影响力。 

3.3. 产品迭代 

用户反馈显示，本产品通过可视化数据能清晰地将低碳环保行为量化，增加真实感的同时也提升了

自我成就感。用户除了对低碳类 App 有较高的使用意向以外，还对本产品的功能结构有一些特殊的期待

属性，本文基于此对 App 进行了以下迭代思考。 
1) 碳排量计算 
产品通过手机传感器实时计算碳排放量，提供拍照识别低碳行为，使碳排放计算日常化。 
2) 碳足迹分析 
产品将个人碳足迹可视化，生成碳足迹地图，智能推送个人在未来可采取的节能减排方案。 
3) 碳账户扩展 
产品经过上线高校测试，面向更广阔的社会群众，促进群众用碳积分兑换大学资源。 
4) 生活圈联动 
产品与其他学校达成合作，扩大活动范围，推出各校联合特色活动。 
5) 多智能开发 
产品开发用电缴费、锻炼打卡、认证学分等功能，使功能多元化，减轻大学生因使用多种校园类 App

而产生的负担。 

4. 分析与展望 

4.1. 竞品分析 

“低碳国美”App 是校园低碳类产品的典型代表，因此本研究选择其作为竞品进行对比分析。该竞

品具体在以下三个方面与本产品有所不同。 
1) 针对国内高校资源共享不够充分的现状。竞品的碳积分兑换奖励没有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而本

产品提出了建立个人碳账户和碳积分网络，使各大高校能够互联互通，构建低碳环保、交流互鉴的桥梁。

碳积分网络方便大学生走进其他高校参观校园美景、旁听优质课程和参加讲座等，不仅能实现资源的充

分利用，而且可以唤起高校对低碳校园建设的重视度。 
2) 针对大学生对低碳环保认识不足的现状。竞品仅提供低碳科普，很难让大学生坚持低碳行为。而

本产品不仅提供低碳知识、政策的宣讲，还提供科普社交平台。大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可通过撰写低碳行

动小日记等方面的文章，记录自己低碳认识转变的心路历程。 
3) 针对大学生参加线下活动积极性不高的现状。在使用竞品的过程中，用户只能参与光盘行动、节

约水电等有限的线下活动形式，容易出现“刷分”现象，且大学生很难参与到其他有利于低碳环保的实

践活动中。而本产品应用计划行为理论，将碳积分迁移到线下活动(获取渠道与回馈机制)，实现全方位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低碳校园机制。用户可报名参加学校认定的实践学分活动，参与到形式多样的低碳环保

行动中去。 

4.2. 应用前景 

1) 个人层面 
本产品根据用户的碳排量和碳足迹数据，利用智能分析功能为用户提供有计划的低碳减排方案。此

外，本产品设置低碳知识科普和线下低碳活动，丰富大学生低碳知识的同时帮助大学生走出宿舍，将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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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理念有效落实到实际行动，在活动中提高身体素质和低碳环保意识，缓解学习和生活中紧张焦虑、烦

躁苦闷等心理压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2) 高校层面 
本产品激励大学生积极参与校内种植树苗、河道清理等活动，提高其参与低碳活动的意愿和频率，

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高校的建设，同时，本产品积极搭建校园版碳普惠统一平台，充分利用高

校的特有资源，采取碳积分兑换高校联合特色活动等形式，实现高校之间的互联互通，促成高校低碳联

盟，合力建设低碳校园。 
3) 社会层面 
本产品发挥高校的引领作用，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低碳建设。校内师生参与低碳活动并形成环保的

生活习惯，各校之间通过高校低碳联盟大力布局碳中和领域。高校的模范和先导作用有利于带动全社会

更新环保理念，落实低碳政策，践行低碳行为。低碳环保的新风尚在社会蔚然成风，有利于促进我国早

日实现“双碳”目标。 

5. 总结 

本研究运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与计划行为理论，对低碳类 App 的设计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研究者采取访谈与问卷等实证调查研究，利用马斯洛需求理论对 App 界面进行设计(例如，通过马斯洛的

需求层级来确定本产品的各项功能和板块，以达到吸引和留住用户的目的)，采取计划行为理论对线上线

下行为进行转化(例如，从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行为态度三个方面展开设计，强化用户参加线下活

动的行为意愿，促进用户线下活动实践)。产品设计完成后，研究者计划采取“5W”传播模式，开拓线

上线下多种渠道向大学生提供低碳服务，培养大学生的低碳意识，强化其低碳行为。最后基于调查结果

与用户反馈，我们概括用户对产品特殊的期待属性，设计了产品迭代的蓝图。本研究重视高校在社会低

碳建设方面的作用和潜力，着重探讨和解决学生低碳意识强但低碳行动践行少的现象，通过对大学生需

求的满足和行为的引导来培养其低碳生活方式，带动全社会公民养成低碳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助力

“双碳”目标的达成。 
本研究在访谈与问卷调查中，存在样本量较少和样本年级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而样本量是否适宜，

对统计功效、可信程度、效果量的估计以及可重复性均具有重要影响，年级分布不均衡会影响各年级真

实态度的比较，导致分析结果出现一定的偏差。目前，本研究侧重于对 App 设计进行心理学的理论探索，

还未对用户在较为真实的情境下使用产品进行观察、记录。针对以上不足，本团队后续将扩大样本量，

均衡年级数量差异，对大样本做进一步数据分析，并对用户的实际使用体验进行调研，分析探讨此 App
的实操性和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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