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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双碳战略的不断推进，各地大力开展低碳生活建设。但在建设过程中也出现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本文以居民低碳生活认知、居民低碳生活实践、城市低碳生活建设状况等维度对四川省仁寿县的居民展

开调查，以全面反映四川省仁寿县低碳生活建设现状，并据此分析得出仁寿县未来开展低碳生活建设的

对策建议，同时也对其他城市起到借鉴作用，以推动低碳概念深入人心、低碳生活建设有序开展，助力

我国双碳战略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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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China’s dual-carbon strategy, the construction of low-carbon life 
has been vigorously carried out in various places. However, many problems have emerged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sidents of Renshou Coun-
ty, Sichuan Province, in terms of their cognition of low-carbon life, their practice of low-carbon 
life, and the status of low-carbon life construction in the city,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current sit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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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f low-carbon life construction in Renshou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and analyze the coun-
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low-carbon life construction in Renshou County in the future. 
The aim is to promote the low-carbon concept, low-carbon life construction, and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China’s dual-carbon strateg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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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20 年 9 月 20 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了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即“双碳”目标[1]，明确了新时代我国实施绿色发展的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方

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

生活方式[2]。《关于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实施意见》指出，生活方式绿色化涉及各行各业、千家

万户，是一个社会转变过程，需要从改变消费观念、制定政策制度、推进全民行动和完善保障措施等多

方面协调推进[3]。由此可见，双碳战略是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引，而低碳生活是双碳战略中的

重点。贯彻落实双碳战略，推进低碳生活，建设节约型社会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四川省眉山

市仁寿县是成都以南的重要门户、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天府新区辐射县。同时，仁寿县也是四川省乃

至中国的人口大县，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仁寿县常住人口为 1,110,017 人[4]。由此，选取仁寿县城

区居民作为调查对象具有一定代表作用。为此，本研究基于对仁寿县城区居民的调查以及对低碳生活建

设的实地考察，分析仁寿县低碳生活建设现状，探究城市低碳生活建设聚焦在群众领域的发展对策。同

时，对其他城市起到借鉴作用，以推进我国双碳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与城市低碳生活建设的相关的文献以及学者观点中，诸大建(2010)认为，低碳城市的内涵包括两方

面的含义，从发展目标来看，最终达到经济增长及能源消耗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脱钩；从具体过程看，

低碳经济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等高碳排放性的能源，二是要大幅度提高化

石燃料的利用效率，包括提高工业、建筑和交通三个方面的能效，三是要通过碳捕捉和碳储存技术吸收

经济活动所排放的二氧化碳[5]。朱力(2012)认为低碳发展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主要特征，实

质上就是能源的高效利用、清洁能源的开发以及低碳生活方式的建立[6]。 
通过不断对比国内外关于城市或具体市县域绿色低碳发展的相关文献，笔者发现大部分文献主要集中

于宏观的城市能源消耗以及产业、建筑等重点领域，缺乏对于城市居民低碳生活的相关研究。由此，本研

究通过综合运用文献分析、访谈以及问卷调查的方法，侧重研究县域低碳生活建设在群众领域的有效举措，

具有一定创新性，能够丰富城市低碳生活建设的学术成果，同时为其他城市的低碳生活建设提供借鉴。 

2. 研究对象及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以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城区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线上填写问卷、线下访谈的调查方式，总共

收集了 110 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共收集有效问卷 106 份，有效回收率达 96.36%。其中性别比例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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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2 人(49.06%)，女生为 54 人(50.94%)；年龄比例为 18 岁以下 8 人(7.55%)，18 岁至 30 岁 63 人(59.43%)，
30 岁至 55 岁 25 人(23.59%)，55 岁以上 10 人(9.43%)；受教育程度比例为初中及以下 12 人(11.32%)，高

中 14 人(13.21%)，专科 24 人(22.64%)，本科 52 人(49.06%)，研究生以上 4 人(3.77%)。调研的居民信息

与仁寿县城区全域的情况是大致相符的，如样本中年龄“18~30”、“30~55”两项总占 83.02%，仁寿县

城区“15~59”年龄段人口占比近 70% [4]，二者大体相符，样本反映总体的效力较强；在受教育程度上

本科占比 49.06%、专科占比 22.64%，表明多数受调查居民能理解问卷内容并作出相应回答，由此保证了

问卷数据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调查对象具体数据如表 1 所示：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urveyed residents 
表 1. 被调查居民基本情况 

调查项目 比例 调查项目 比例 

性别 
男 49.06%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1.32% 

女 50.94% 高中 13.21% 

年龄 

18 以下 7.55% 专科 22.64% 

18~30 59.43% 本科 49.06% 

30~55 23.59% 研究生及以上 3.77% 

55 以上 9.43%   

2.2. 调查方法 

第一，文献分析法：通过分析国内外学者关于对“低碳生活”认知构建与生活实践的文献，结合当

地居民观念以及低碳生活建设的现状，探究仁寿县低碳生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第二，访谈法：采用线下走访的方式对不同年龄段的居民进行访谈，总计访谈 16 人，通过低碳生活

观念认知度、实践度以及政府支持度等问题，了解当前仁寿县居民低碳生活的具体情况，并加以总结分

析，从而为编制封闭式问卷提供依据。 
第三，问卷调查法：基于文献分析与访谈的基础上，自编低碳生活在仁寿县县城民众低碳生活认知

与实践现状的问卷调查，主要采用选择题对仁寿县居民低碳生活认知、仁寿县居民低碳生活实践以及仁

寿县低碳生活建设状况三个维度进行调查，以全面反映四川省仁寿县低碳生活建设现状，并据此提出对

策建议，以便为仁寿县开展城市低碳生活建设提供参考意见。 

2.3. 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问卷共设计题数 18 道，其中个人基础信息即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共计 3 道。其余 15
道分别以居民低碳生活认知、实践以及城市低碳生活建设状况三个维度展开，如图 1。前 9 题为居民低

碳生活认知维度，主要逻辑为“了解–认同–行动”，通过设问以及编排问题顺序，形成“居民对低碳

生活从基础概念到内在核心，再从内核到内心的认同，继而由认同转变为形成自觉参与的意识即主动性，

并以此来指导自我行动”的设问引导过程，由此获取居民对低碳生活相关概念的了解程度、对低碳生活

的认可度以及参与低碳生活的主动性。10 至 12 题为居民低碳生活实践维度，由认知维度的主动意识到

实践维度符合逻辑顺序，通过设问居民“衣食住行”四方面的低碳行为、参与低碳活动频次等方面，从

而得出实践维度的相关结论。13 至 15 题为城市低碳生活建设状况维度，主要从居民满意度、问题、障

碍三方面了解仁寿县低碳生活建设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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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ree dimensions of questionnaire design 
图 1. 问卷设计三维度 

3. 调研数据分析 

3.1. 居民低碳生活认知现状分析 

通过对调查问卷中与居民低碳生活认知相关的 9 个问题进行分析，总体来看仁寿县县城居民对于低

碳生活的认知水平良好，相关概念熟悉程度高且认可度高，但参与的主动性较弱。 

3.1.1. 居民对低碳生活相关的概念认知较为完善 
据表 2，居民对于“低碳生活”概念的熟悉程度较高，37.74%的居民表示很熟悉，57.55%的居民表

示对此概念了解一般。对于低碳生活行为的认识水平较高，大量居民认为节约用水用电、减少燃料使用、

种植绿化、垃圾分类、减少塑料类不易降解物的使用、绿色出行等都属于低碳生活，可以见得居民对于

如何做到低碳生活是有所了解的。对于国家提出的双碳战略，大部分居民表示一般及以上的了解程度，

其中 33.02%的居民表示了解、60.38%的居民表示一般。超过半数的居民对于低碳生活的核心内涵都选择

了“节能减排”，说明大量居民对于低碳生活“节约能源、减少能耗、减少二氧化碳等排放”的核心要

素是了解的。对于低碳生活的好处，大量居民认为低碳生活能够带来减少碳排放、优化空气、绿化环境、

健康身心的作用，这也印证了居民对于低碳生活内涵的了解。根据以上调查项目，可知仁寿县居民对低

碳生活相关的概念认知较为完善。 
 
Table 2.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of residents’ low-carbon life—Understanding stage: from concept to core 
表 2. 居民低碳生活认知维度——了解阶段：从概念到内核 

调查项目 比例 调查项目 比例 

“低碳生活”概

念 

熟悉 37.74% 

“双碳战略” 

了解 33.02% 

一般 57.55% 一般 60.38% 

不熟悉 4.72% 不了解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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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低碳生活” 
核心内涵 

保护生物多样性 17.92% 杜绝浪费 10.38% 

减少用电 16.04% 节能减排 55.66% 

哪些行为属于

“低碳生活” 

节约用水 58.49% 减少对塑料等不易降解材料产品的使用 65.09% 

节约用电 64.15% 工厂优化污染物处理方式 60.38% 

减少燃料使用 69.81% 变废为宝 60.38% 

种植绿化 70.75% 公共交通出行 60.38% 

垃圾分类 66.98% 自行车出行 60.38% 

低碳生活的好处 

健康身心 54.72% 美化环境 67.92% 

省钱实惠 39.62% 完全没有好处 6.6% 

改善空气质量 77.36% 其他 2.83% 

3.1.2. 居民对于低碳生活的认可度较高，但参与主动性较弱 
据表 3，倡导低碳生活方式认可度方面，66.98%的居民认为“当然应该，并从自己做起”，但其余

三个消极选项占比仍超 30%，即在大量居民了解低碳的情况下也存在部分居民对低碳生活的态度处于消

极甚至是抵触的情况，这说明宣传普及低碳生活仍需要加强力度，需要让居民深入感受到低碳生活对个

人发展、对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同时，在实地走访中，接受调查的居民也普遍认为低碳生活并不会降低

生活水平，而是认为低碳生活是一种合理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也说明居民对于低碳生活的认可度是较高

的。而居民对于国家提出的双碳战略的支持度也高达 82.08%，说明大量居民支持国家对于低碳生活、低

碳经济方面的举措，综合以上三点，居民对低碳生活是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对于低碳生活的认可度较高，

对节约型社会、低碳生活的建设充满信心。 
 
Table 3.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of residents’ low-carbon life—Identification stage: from the core to the inner identity 
表 3. 居民低碳生活认知维度——认同阶段：从内核到内心认同 

调查项目 比例 

倡导低碳生活认可度 

无所谓，自己过的高兴就行 8.49% 

当然应该，并从自己做起 66.98% 

见效太慢，可以另寻其他高效的途径 22.64% 

不应该，没有任何用处 1.89% 

“双碳战略”支持度 全力支持 82.08% 中立看待 15.09% 不支持 2.83% 

 
在“是否愿意为低碳生活做出改变”一问中，53.77%的居民表示一般，42.45%的居民表示很愿意，

同时也有 3.77%的居民表示不愿意，由此可见居民践行低碳生活的意愿不强。大量居民对低碳生活的了

解是完善的，认同低碳生活与人们生活的关联，但却未采取行动或不愿采取行动，说明其主动性在意

识层面仍需加强，而观念与行为的错位也可能会导致低碳生活的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具体数据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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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of residents’ low-carbon life—Action stage: from identification to conscious participation 
表 4. 居民低碳生活认知维度——行动阶段：从认同到自觉参与 

调查项目 比例 

您愿意为低碳生活做出改变吗？ 

愿意 42.45% 

一般 53.77% 

不愿意 3.77% 

3.1.3. 居民低碳生活的认知途径呈现多元化，以互联网宣传为主 
如图 2 所示，了解途径方面，在多选的情况下有 80 位即 75.47%的居民都是通过线上平台(互联网)

相关普及了解到“低碳”。而线下广告广播宣传、政府及环保机构宣传等途径也占比较大，在问卷提供

的多种选项中，每一项都有较多居民选择，说明居民了解到低碳生活的途径呈现多元化，具体了解途径

以线上平台相关普及即互联网普及为主。这也说明当前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的时间

较长、频次较多，因而宣传从互联网即线上入手也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同时，随着短视频等新兴宣传方

式的出现，人们将更加青睐于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而互联网宣传也将成为宣传媒介的主流。 
 

 
Figure 2.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of low-carbon life of residents—Cognitive approach 
图 2. 居民低碳生活认知维度——认知途径 

3.2. 居民低碳生活实践现状分析 

通过对调查问卷中与居民低碳生活实践相关的 3 个问题进行分析，总体来看仁寿县县城居民在低碳

生活实践方面做得较好，居民在出行、家居等多状态下都会选择低碳方式。 

3.2.1. 居民低碳出行程度高 
据表 5，“居民的低碳举动”调查数据显示，乘坐公共交通或自行车出行占比 60.38%，“居民日常

短途出行交通工具”调查数据显示，公共交通、自行车、步行、新能源汽车等一系列低碳出行方式占比

高达 83.02%，而燃油汽车占比仅 16.98%，由此可见当前居民出行，尤其是年轻一代出行更趋于低碳化，

实践低碳出行的程度高。 

3.2.2. 居民低碳生活实践方式多元化 
据表 5，在“居民的低碳举动”调查中给出的多种低碳生活实践方式都在居民日常生活中大量实现，

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在低碳出行方面，居民选择乘坐公共交通或自行车出行占比 6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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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县居民在低碳出行方面的表现较好；在低碳家居生活方面，62.26%的居民会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

适度减少空调等电器的使用，并且随手关灯、关水、关气的居民占比 63.21%，被采访的居民表示这些低

碳小习惯都与日常低碳生活教育息息相关。在低碳饮食方面，居民尽量不使用一次性餐具占比 61.32%，

但对于饮食方面的其他低碳行为表示不太了解，对于减少食品浪费方面只占比 25.47%，由此可见，饮食

方面的低碳知识普及有待改善。同时着装低碳上，大部分居民对于捐赠或回收闲置衣物表示不太会这么

做，只有 1.89%的居民会注重这一点，在采访中，对于其他的着装低碳的知识及行为表示很不熟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大部分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都实行低碳生活，并且低碳生活实践方式更呈现出多

元化。但是由于饮食、着装两方面在字面上与“低碳生活”的关联性较低，居民便容易忽视其背后的间

接联系。“饮食及着装的碳排放主要来自于其生产加工运输过程中所需要的间接能源消费，不易被大多

数居民所了解”[7]。 

3.2.3. 居民的公益低碳活动参与度良好 
据调研，在双碳战略的推动下，仁寿县积极推动低碳绿色发展，实施以一流园区带动现代农业，兴

起以中铁国际生态城为首的生态型文旅产业，引进高端服务业与环境共融发展，为企业提供绿色发展的

政务服务。除此之外，政府相关部门也不定期在群众中开展低碳倡导活动，如“低碳环保过清明”，走

进学校、公园设置宣传点呼吁居民践行低碳生活。据表 5，仁寿县县城居民常参加政府公益低碳活动占

17.92%，参加但不多占 67.92%，说明居民的参与此类型活动的情况较为良好。 
 
Table 5. Low-carbon living practice dimension of residents 
表 5. 居民低碳生活实践维度 

调查项目 比例 调查项目 比例 

低碳举动 

衣 捐赠或回收闲置衣物 1.89% 

出行方式 

燃油汽车 16.98% 

食 
减少食品浪费(适量点餐等) 25.47% 新能源汽车 10.38% 

尽量不使用一次性餐具 61.32% 步行 16.98% 

住 
随手关灯、关水、关气 63.21% 公共交通类(公交车/巴

士、地铁、智轨等) 
49.06% 

适度减少空调等电器的使用 62.26% 自行车 6.6% 

行 选择公共交通或自行车出行 60.38% 其他 0% 

参加低碳活动 常参加 17.92% 有但不多 67.92% 没有 14.15% 

3.3. 城市低碳生活建设现状分析 

通过对调查问卷中与城市低碳生活建设相关的 3 个问题进行分析，了解到仁寿县县城居民对于城

市低碳生活建设有一定负面看法，也暴露出城市低碳建设存在问题。总体上仁寿县县城低碳建设呈现

出监管与整治结合度不高、宣传实施力度小且方法不灵活、整体延续性弱、配套不完善、联动性弱等

特点。 

3.3.1. 城市低碳生活建设监管与整治结合度不高 
据表 6，在多个城市低碳生活建设存在的问题中参与调查的居民们选择“环境整治力度不够”一项

占比 21.7%、“配套政策体系不全面”一项占比 15.09%。反映仁寿县对于环境的整治仍存在不足与缺陷，

而配套政策的不完善使得相关部门对于排污企业等污染源的管制存在一定政策缺口和支持，也间接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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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环境污染的萌生。而监管与整治是相辅相成的要素，环境污染的萌生势必加大环境污染整治的力度。

可见，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导致环境污染无法从源头得到遏制，更无法得到良好整治的效果。 
 
Table 6. City low-carbon living construction status dimension 
表 6. 城市低碳生活建设状况维度 

调查项目 比例 调查项目 比例 

建

设

存

在

的

问

题 

宣传力度不够 44.34% 

实

现

低

碳

的

障

碍 

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依然不顾生

态成本，只考虑舒适 
49.06% 

宣传方式不灵活，不新颖 60.38% 消费理念虚荣，存在攀比心理，过

于追求奢侈 
56.6% 

后期延续性不佳 66.98% 缺乏有效引导，不知从何开始低碳

生活方式 
67.92% 

绿色设施建设的不完善 66.26% 低碳生活是一种系统工程，依靠市

民自身力量难以实现 
48.11% 

环境整治力度不够 21.7% 没想过 5.66% 

配套政策体系不全面 15.09% 其他 2.83% 

低碳建设评分 很好 9.43% 较好 45.28% 较差 39.62% 很差 5.66% 

3.3.2. 城市低碳生活建设宣传力度低且灵活度不高 
据调研，近年来仁寿县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大力推进卫生城市、文明城市、低碳经济建设，

大力主张低碳环保，在环境整治、低碳科技创新方面持续发力。但在实际调查过程中也反映出了一定的

建设缺陷。据表 6，“宣传力度不够”与“环境整治力度不够”两项数据分别占 44.34%、21.7%，总占比

达 66.04%，说明居民普遍认为政府在城市低碳生活建设上投入力度不足，其中尤以宣传力度不足为主，

指明仁寿县在推进低碳生活建设的宣传力度仍需加强，而“宣传方式不灵活，不新颖”一项占比更高达

60.38%，也指明政府在宣传方式上需要改善，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宣传方式要加强创新不断满足新

时代居民的需要。 

3.3.3. 城市低碳生活建设后期延续性不佳 
据表 6，在多个城市低碳生活建设存在的问题中“后期延续性不佳”一项占比最高，达 66.98%，说

明居民认为城市低碳生活建设的问题主要在于延续性不强。而据调研仁寿县县城曾实行节能宣传周、发

放环保袋等活动，但是活动总量并不多并且活动持续周期短、频率低。这也说明政府低碳相关活动对居

民的感染度不强、实际效力不强、后期延续性不佳。 

3.3.4. 城市低碳生活建设配套设施不完善 
据表 6，“绿色设施建设的不完善”一项占比达 62.26%，说明大量居民都认为相关配套设施不完善

是城市低碳生活建设中存在的一项重要问题。现实生活中，在劝导人们低碳生活的同时也需要完善低碳

生活的相关设施，就如人们愿意低碳出行，但公交车等一系列低碳出行方式在城市的覆盖面不广，这就

导致人们无法选择低碳方式从而选择驾驶汽车出行，由此也阻碍了城市低碳生活建设。据调研显示，仁

寿县县城低碳出行工具一共有两类：公共汽车(公交车、社区巴士等)、共享单车(自行车、电动车)。而随

着仁寿县县城中“城北新区(城)”的开发，大量空缺区域出现，需要政府或有关单位完善低碳生活配套设

施的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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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城市低碳生活建设全面联动性弱 
据表 6，广大居民普遍认为全面实现“低碳生活”存在着众多的障碍，其中以“缺乏有效引导，不

知从何开始低碳生活方式”为主，占比较高的还有“人们生活方式只考虑舒适”、“消费理念”的障碍，

这也印证了上述城市低碳生活建设存在着的宣传力度低、宣传灵活度差的问题，使得居民的低碳生活意

识不强。此外，占比较高的一项“低碳生活是一种系统工程，依靠市民自身力量难以实现”也指出了低

碳生活推进的关键问题。低碳生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民、全社会、各部门、各领域都积极参与进

来并且相互配合才能真正实现的目标。因而，目前城市低碳生活建设便存在着全面联动性弱的问题，需

要打通居民、社会等方面。 
据表 6，居民对于城市低碳生活建设的总体评价显示 9.43%认为“做的很好”，这也反面说明超 90%

的居民都认为建设还为达到“很好”的程度、存在着不足。综上，城市低碳生活建设还存在着较大问题，

需要着力改善。 

4. 对策建议 

经过调查发现居民低碳生活认可度高但参与主动性不强的现象、居民低碳生活实践需求无法得到良

好满足的情况以及城市低碳生活建设存在的多种问题。而这三者也相互联系，居民的低碳认知指引低碳

实践，而城市低碳生活建设为居民的低碳认知与实践提供支撑与保障，反过来居民的低碳实践也推动着

城市低碳生活建设。因此，针对调研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如下七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4.1. 创新低碳建设机制，实施监管与治理相结合 

政府要着重优化与创新低碳生活建设机制，在经济层面，对于工业企业等有碳排放的企业进行监管

机制创新，规范企业碳排放行为，促使企业实现“碳中和”；在社会层面，要加强对于社会运行中出现

的各种碳排放行为进行管理，城市中的汽车尾气等可采取“限号”等方式进行调整；在文化层面，要优

化宣传手段，让低碳生活理念蔚然成风；在政治层面，要讲政治、讲风气，加强内部管理，优化政策配

套，用党的生态理论武装自己，凝心聚力推进低碳生活建设。同时，也需要对于碳排放造成的污染加强

治理力度，着力改善环境，从环境层面促进低碳实现。综上，要不断创新低碳建设机制，实施监管与治

理相结合，推进低碳生活建设。 

4.2. 完善绿色配套设施，满足居民低碳生活需求 

有关部门要完善绿色配套设施，结合城市发展需要以及居民居住点位加强公共交通等绿色配套建设，

满足居民对于低碳出行、低碳生活的需求。在公交、地铁线路上就需考虑到城市整体发展方向以及各区

块的协调，同时也需要引入低碳商业服务机构，如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等，完善各类绿色配套设施，

推进绿色配套设施体系的建设，不断促进城市低碳生活建设。同时，也通过绿色配套设施的完善逐步引

导居民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利用发挥好绿色配套设施的作用。 

4.3. 优化基层宣传方式，促使低碳观念深入人心 

要实现宣传方式的创新与多元化，结合当地居民的特点与当地文化，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积极应用

当下新型的宣传手段与技术，促进低碳生活的宣传推广，使低碳观念深入人心。在线下宣传中举行低碳

进校园、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等系列专项活动，让“低碳生活”融入全民生活。在工作中，以点带

面形成规模效应。除此之外，有关部门可以结合互联网技术，通过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结合运营，实现融

媒体式推广，带动全民参与低碳宣传，提高低碳生活知识的宣传广度。例如，可以采用当前较火热的短

视频推广方式，让人们在视听中学习低碳知识，提高低碳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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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践行“公民十条”规范，提高居民低碳生活参与度 

2018 年 6 月 4 日，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编制了《公民生态环

境行为规范(试行)》，其中提出了“公民十条”包含：关注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践行绿色消费、选

择低碳出行、分类投放垃圾、减少污染产生、呵护自然生态、参加环保实践、参与监督举报、共建美丽

中国十个行为规范[8]。低碳环保成果人人共享，低碳环保事业人人有责，政府机构人员对于“公民十条”

的践行起到示范作用，强调内涵发展与群众参与感的融合，从而增强居民素养，激发居民低碳生活意识，

达到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效果，提高居民低碳生活参与度。 

4.5. 落实碳普惠机制，引导居民选择低碳生活方式 

推进实行碳普惠机制，吸引公众主动实施低碳行为，在对减碳行为经量化测算后，赋予其一定价值，

价值形成积分，获取减碳收益，消费者使用积分兑换商品或换取低碳服务。居民既有奖品激励，又能为

低碳绿色事业做出贡献，满足了其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提升了居民对公共事物的参与感，使得其主动选

择低碳生活方式。同时，企业在碳普惠机制下销售节能产品也能获得利润。除此之外碳普惠机制能与碳

排放交易市场对接，控排企业购买积分，抵消补充碳排放配额。将碳普惠机制融入居民生活，让居民的

减排行为可观可感，同时也需要相关部门规范、统筹、管理、维护。 

4.6. 与第三方企业合作，推行高影响力的低碳公益活动 

政府搭台，企业助力，利用两头宣传，扩大公益活动宣传度，下沉基层，面向群众。在低碳公益活

动中，企业利用前期企业内部的碳管理经验，通过为城市服务企业提供碳管理技术，实现城市的有效碳

管理，打造绿色城市[9]。同时根据企业的碳管理的有效性、可行性，提高居民对低碳行动带来成效的自

信心与获得感。政府与企业双方要坚持公益导向，自觉融入大局，丰富运作模式，创新公益活动策划，

不断扩大参与对象范围，落实保障措施，进一步提升公信力与影响力，在促进公众对绿色低碳的理解，

增强公众气候变化应对和适应能力的同时，推动绿色低碳全民行动，达到政府、企业、社会共赢的和谐

发展。例如，蚂蚁集团旗下支付宝的“蚂蚁森林”公益项目与地方便实现了良好合作，通过线上下的结

合，实现了良好的公益效果。 

4.7. 推进整体系统建设，努力实现联动延续发展 

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性、系统性建设，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延续性与联动性，实现经济与

环境的共同促进。政府需要着力改善自身低碳生活建设的方式方法、优化着力点、精准发力，实行绿色配套

设施建设、居民宣传、环境监管与整治三头并驱，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战略，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举。居民需要大力配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支持政府开展的低碳生活建

设，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提高自我积极性，积极参与低碳活动，并亲身投入低碳生活实践当中。同样，社会

也要营造出一种低碳文明新风，社区宜大力举办相关知识宣传活动，社会宜鼓励人们实行低碳生活，形成良

好氛围。因此，这项建设需要各方面各部门互相配合，建设低碳经济、低碳社会，以低碳促经济，实现环境

与经济同步发展。同时，这项建设也需久久为功，在计划下逐步推进，努力实现联动延续发展。 
笔者认为，低碳生活建设需要个人意识与外部客观条件的满足，要从个人做起，树立低碳意识，自

我践行低碳生活，同时，外部环境要满足低碳生活的条件，如此，才可以使得低碳生活得以实现。 

5. 结语 

低碳不仅仅是当今生产、消费、生活的行为准则，更是民族、社会、国家的重要发展方向。我国

的低碳建设存在着机遇与挑战，除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更要在经济上实现绿色转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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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低碳城市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通过对仁寿县居民低碳生活认知与实践的调查，笔者发现针对基

层居民低碳生活价值观念的构建是建设低碳城市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要从微观群众领域带

动宏观的城市低碳发展，同时城市的低碳发展需要注重居民生活、能源、交通、生产结构等方面或要

素，通过提高居民的低碳认知、健全低碳基础设施、规范生产方式、优化生产结构、加大治理力度、

创新监管方式与激励机制等措施以推动城市低碳生活建设，提高居民低碳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以仁

寿县为例，也以小见大反映出我国众多基层城市低碳生活建设的现状，而其他城市也可以通过借鉴国

内外低碳发展优秀管理模式，因地制宜，结合新技术，采用差异化、精准化的低碳发展模式和多元化

的发展路径，从机制、企业、监管、宣传等不同方面规划低碳新格局。综上，笔者认为，低碳生活建

设是一项任重道远的艰巨任务，它与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息息相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

去坚持低碳生活。相信如若全社会每一个人都坚持低碳生活，那环境将会得到巨大改善，也必将造福

全人类乃至千千万万的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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