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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个体社会阶层对其亲环境意愿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发布的大样本

数据，抽取相应指标，通过两个研究对该问题进行考察。结果表明：① 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对其亲环境

意愿具有正向预测作用；② 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越高越关注环境问题，且感知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越高；

③ 个体对环境的关注度越高，其对感知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越高；④ 个体对环境越关注，感知到的问题

越严重，其亲环境意愿越高；⑤ 主观社会阶层分别通过环境关注、环境问题感知两条路径间接影响个体

亲环境意愿；⑥ 主观社会阶层通过环境关注度→环境问题感知对亲环境意愿产生间接影响。该结果对提

高个体环保意识，进而改善生态环境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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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an individual’s social class on his/her pro-environmenta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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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tion and it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this study examines this issue through two studies based 
on the large-sample data released by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with corresponding 
indicators extra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An individual’s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his/her pro-environmental willingness; ② the higher an individual’s subjec-
tive social class is, the more concerned he/she is abou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 higher 
the perceived severity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③ the higher an individual’s concern for the 
environment, the higher his/her perception of the severity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④ the 
higher an individual’s concern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more severe the perceived problem is, 
the higher his/her pro-environmental willingness is; ⑤ the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indirectly affects 
individual pro-environmental willingness through the two path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respectively; ⑥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indirectly affects 
pro-environmental willingness through environmental concern →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prob-
lems. The results are suggestive for improving individual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thus im-
pro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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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造成的[1]，涉及到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亟需公众参与共同解

决。近年来，如何提高人们的亲环境意愿，进而推动人们环保行为成为了研究的热点问题。 
亲环境意愿会受到个体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2]，而这两个因素是衡量个体所处社会阶层的

主要指标[3]。有研究发现[4]，主观社会阶层对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较之低主观社会阶层的个

体，高主观社会阶层的个体更愿意为亲环境行为进行捐赠。然而，《2023 中国高净值人士慈善调研报告》

却显示[5]，在我国仅有 13%的大额捐赠人关注到了环境保护议题。这说明环保慈善类捐赠并未得到高社

会阶层人群的广泛重视。以往也有研究者认为，有着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并不一定有更多的环保意

愿和行为[6]。社会经济地位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存在研究结果不一致的情况[7]，这可能由不同社会文化

的差异所致，也可能是亲环境行为本身不同结构所引起[2]。那么，在我国，不同社会阶层个体的亲环境

意愿究竟如何呢？本研究将基于最新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发布的大样本数据(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
vey, CGSS2021)，考察在我国社会背景下，社会阶层与亲环境意愿的关系。 

人们对一个事物的认知特征往往是影响相关心理行为反应的重要因素。在环境问题方面，个体对环

境的关注程度和对环境问题严重性的感知是两个具有交互作用的重要的认知因素。保护动机理论认为，

当感知到事物的威胁，并意识到自身能够采取有效行为措施时，个体会认为自身有能力实施对事物产生

积极影响的行动[8]。高社会阶层的个体往往拥有更高权利和资源，因此当感知到来自环境问题的威胁时，

他们更有能力帮助改善或解决相关情况。以往也有研究表明[9]，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能显著正向预测亲

环境行为，即感知到环境风险越高，则亲环境水平越高。据此，本研究推测对环境的关注度和环境问题

严重性的感知可能影响不同社会阶层个体的亲环境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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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一 

研究 1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发布的大样本数据(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2021)，抽取衡

量社会阶层、亲环境意愿等指标，在中国社会背景下考察社会阶层与亲环境意愿间的相关关系及有效测

量指标。中国国家调查数据库(Chinese National Survey Data Archive, CNSDA)负责收集的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始于 2003 年，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连续性、综合性学术调查项目，而本研究所使用的 CGSS2021，
其调查内容涵盖了个人、家庭、社区、社会等多个方面的社会态度，包括本研究所需的一些指标。 

2.1. 被试 

CGSS2021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广泛地调查来自中国大陆各个省市自治区的 18 岁以上的成年人，

共有被试 8148 人。在本研究中，删除那些在所选取的指标中选择拒绝回答、无法回答或回答不知道、不

适用以及选项空白的数据；研究最终保留有效被试 1257 人。被试平均年龄为 52 岁。 

2.2. 指标选取 

本研究参照同类研究的做法[3]，从 CGSS2021 中分别选取了代表主观与客观社会阶层、亲环境意愿

的一些指标。客观社会阶层的指标包括受教育程度与年收入。其中，受教育程度测量题目为“您目前的

最高教育程度是”，年收入测量题目为“您个人去年(2020 年)全年的总收入是多少？”，客观阶层分数

计算需要将个人年收入进行对数转化，之后取标准分，再将其与受教育程度的标准分平均[10]。 
主观社会阶层的指标采用一道题进行测量。测量题目是向被试呈现代表社会阶层的梯子，并要求被

试判断“综合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处于社会的哪一层？”；被试需要从 1~10 中选择一个数

字填入，1 代表“最底层”，10 则表示“最顶层”。 
亲环境意愿测量题目共 4 道题。分别是“为了保护环境，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

“为了保护环境，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缴纳更高的税？”、“为了保护环境，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降低

生活水平？”、“为了经济发展，您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减少国家自然保护区的面积？”。所有题目

为 5 点计分(1 = 非常愿意，5 = 非常不愿意)，其中，前三道题目反向计分，最后计算总分。 
同时，以往的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宗教信仰等人口学变量可能会对个体的亲环境意愿产生影响[3] [4]。

因此，本研究也将把这些人口学变量也纳入分析，并在统计上进行控制。 

2.3. 结果 

研究一用 Pearson 相关分析研究了亲环境意愿、亲环境行为分别和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客观社会

阶层、主观社会阶层之间的相关关系(见表 1)。具体来说，亲环境意愿和性别之间显著相关，与年龄、宗

教信仰之间相关不显著。因此，在接下来的研究二中，将只对性别变量进行统计控制。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M S 1 2 3 4 5 6 

1) 性别 1.484 0.500 1      

2) 年龄 52.910 16.532 −0.077** 1     

3) 宗教信仰 1.602 2.642 0.086** −0.011 1    

4) 客观社会阶层 0.494 3.454 −0.016 0.062* −0.10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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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5) 主观社会阶层 4.425 1.841 0.082** −0.019 −0.006 0.018 1  

6) 亲环境意愿 12.609 2.754 −0.072* −0.001 0.027 −0.002 0.124** 1 

注：p < 0.05，**p < 0.01 (下同)。 
 
由表 1 可知，个体亲环境意愿和客观社会阶层之间相关不显著，但亲环境意愿和主观社会阶层之间

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说明亲环境意愿和主观社会阶层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与以往研究

者认为主观社会阶层比客观社会阶层更能预测个体心理行为反应的观点一致[11]。本研究将直接采用主观

社会阶层作为研究二中自变量的指标。 

3. 研究二 

3.1. 被试 

研究二同样利用 CGSS2021 的大数据样本，删除那些在所选取的指标中选择拒绝回答、无法回答或

回答不知道、不适用以及选项空白的数据；研究最终保留有效被试 1801 人。 

3.2. 指标选取 

主观社会阶层与亲环境意愿指标同研究一。 
环境关注和环境问题感知各采用 1 题测量，分别是“总体上说，您对环境问题有多关注？”、“根

据您自己的判断，整体上看，您觉得中国目前面临的环境问题是否严重？”，2 道题均为 5 点计分(1 = 完
全不关心，5 = 非常关心；1 = 根本不严重，5 = 非常严重)。 

3.3. 结果 

从表 2 可知，个体的亲环境意愿、对环境的关注度、感知到的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个体所处的主

观社会阶层两两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进一步作中介效应的分析。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1 M S 1 2 3 4 5 

1) 性别 1.517 0.500 1     

2) 主观社会阶层 4.387 1.790 0.035 1    

3) 关注度 3.601 0.881 −0.011 0.090** 1   

4) 环境问题感知 4.014 0.902 −0.036 0.064** 0.134** 1  

5) 亲环境意愿 12.619 2.718 −0.070** 0.089** 0.288** 0.100** 1 

 
使用 Bootstrap 抽样检验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见表 3)，抽样次数为 1000 次，结果表明，“主观社会

阶层→关注度→亲环境意愿”和“主观社会阶层→环境问题感知→亲环境意愿”两条中介路径 95%区间

并不包括数字 0，中介路径存在；“主观社会阶层→关注度→环境问题感知→亲环境意愿”这条中 95%
区间也不包括数字 0，因而此条中介效应路径存在。个体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与对环境问题严重性的感

知在主观社会阶层和个体亲环境意愿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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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 
表 3. 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 项 Effect SE t p LLCI ULCI 

直接效应 主观社会阶层⇒亲环境意愿 0.100 0.034 2.940 0.003 0.033 0.167 

间接效应过程 

主观社会阶层⇒关注度 0.034 0.101 0.340 0.734 −0.164 0.233 

主观社会阶层⇒严重度 0.044 0.012 3.841 0.000 0.022 0.067 

关注度⇒严重度 0.006 0.003 2.164 0.031 0.001 0.011 

关注度⇒亲环境意愿 0.042 0.008 5.262 0.000 0.026 0.057 

严重度⇒亲环境意愿 0.850 0.069 12.280 0.000 0.714 0.985 

总效应 主观社会阶层⇒亲环境意愿 0.139 0.036 3.917 0.000 0.070 0.209 

 

 
Figure 1. Chain mediation model 
图 1. 链式中介模型 

4. 讨论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发布的大样本数据，本研究考察了我国社会阶层对个体亲环境意愿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对其亲环境意愿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越高越关

注环境问题，且感知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越高；个体对环境的关注度越高，其对感知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越高；个体对环境越关注，感知到的问题越严重，其亲环境意愿越高；主观社会阶层分别通过环境关注、

环境问题感知两条路径间接影响个体亲环境意愿；主观社会阶层通过环境关注度→环境问题感知对亲环

境意愿产生间接影响。 
本研究数据统计结果表明，在我国，随着社会阶层的上升，个体亲环境意愿也随之提高。这与以往

我国其他研究者针对中国社会阶层亲环境行为关系的研究结果一致[4]。中国文化强调社会责任的重要性

[12]，高社会阶层的群体拥有比普通群众更多的资源和更多的权利，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在环境保护问

题上亦是如此。另外，虽然环境问题涉及每一个个体，但拥有丰富资源的高社会阶层人士更有能力践行

对环境的保护行为[13]。因此，在我国社会，较之低社会阶层群体，高社会阶层人士有着更高的亲环境意

愿。 
此外，本研究还探究了社会阶层影响亲环境意愿的心理机制，并发现了个体本身对环境的关心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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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环境问题严重性的感知在其中发挥了链式中介作用。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 theory, 
COR)提出，人们有努力获取、维护自身资源(包括物质、条件、个人特征等)的动机，在这种动机的驱使

下，个体会积极建设有益资源以改善自身压力[14]。基于该理论，对于高社会阶层个体来说，他们拥有的

资源越多，维持和开拓资源的压力与动机就越强烈。而环保问题是每个人类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且会对

人们的生存、生活质量造成的损害，尤其对人的健康有危害性。因此，环境问题可能引起高社会阶层人

士更多的关注，进而使其更容易感知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曾于 2022 年强调，气候变化、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丧失这三大全球性环境危机问题

的解决已经迫在眉睫。然而，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有研究发现[15]，生存资源

缺乏的紧迫性对不同阶层的亲社会行为影响不同。由于缺少对资源稀缺的体验，高阶层群体难以共情他

人，所以并不会自发、优先地考虑社会群体最迫切需求的东西。不过，该研究也发现当这种稀缺资源与

高社会阶层的自身需求有关时，高低社会阶层的亲社会行为差距减小。可见，事件紧迫性本身并不一定

影响高社会阶层群体的行为，但知觉到这种紧迫性与自身需求存在关联会促进高社会阶层采取行动。高

社会阶层群体往往对健康、生活质量有更高的需求，而环境问题恰恰对这种需求存在负面影响，因此，

当认识到周围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时，高社会阶层个体更可能想要采取行动以消除环境问题对自身需求的

威胁。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无论是生活经验还是实证研究都表明，意愿和行为之间并不能直接划等

号。这也就意味着高社会阶层个体虽然拥有更高的亲环境意愿，但他们是否会付诸行动，真正做出有益

于环保事业的行为，这还需进一步考察。 
最后，本研究基于大样本数据对社会阶层与亲环境意愿间的关系探究有助于了解我国不同阶层群体

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意愿。在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本研究结果也有利于建设绿色中国。环保事业属

于每一位公民，无论社会阶层如何，都应该为环境保护出一份力，因此，依然需要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

在政策宣传方面，应该加强对中下社会阶层群体的宣传力度，使其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与自身幸

福的相关性，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度，进而对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有客观、深入

的认识，而非宣扬及时行乐以回避问题。更重要的是，亲环境意愿应转化为实际行动才能发挥作用。 

5. 结论 

本研究考察了社会阶层对个体亲环境意愿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根据上述讨论结果，本研究认为，

在我国社会，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可以正向预测其亲环境意愿。个体主观社会阶层越高，人们越关心环

境问题，同时也更加了解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在这种认知影响下，人们会更加愿意为环境保

护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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