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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候变化已成为普遍关注的重大全球性环境问题，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识。文章基于2021年的
CGSS数据，利用OLS模型探究公众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感知以及其适应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并探究公众适

应行为的其他影响因素，并用O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公众对气候变化的风险

感知对其适应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高风险感知有利于增强公众的适应行为。第二，公众对环境的认知

感以及社会责任感对其适应行为有显著积极影响。第三，在个体特征中，个人收入对适应行为有显著影

响，公众的收入水平越高，越会特地为了环境保护而采取行动。基于以上的结论，对于如何切实有效地

增强公众的适应能力提出了相关建议。第一，正确引导政策推荐与宣传。第二，强化相关环境问题的知

识普及。第三，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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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imate change has become a major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 of widespread concern, and there 
is a global consensus to actively address climate change. Based on the 2021 CGSS data, th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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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s an OLS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ublic perceptions of climate change 
risks and their adaptation behavior, as well as other factors influencing public adaptation beha-
vior and conducts robustness tests using an Oprobit model. The study found that: firstly, the pub-
lic’s risk perception of climate chang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adaptation beha-
vior, and high risk perception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public’s adaptation behavior. Second-
ly, the public’s sense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d a significant posi-
tive impact on their adaptation behavior. Thirdly, among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personal in-
com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adaptive behavior; the higher the income level of the public is, 
the more likely they are to act specifically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above find-
ings,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on how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adaptive capacity of the pub-
lic. Firstl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nd advocacy should be properly guided. Secondly, the know-
ledge of relevant environmental issu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irdly, strive to create a good so-
cial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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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AR5)在 2014 年发布，报告认为气候变化是引发人类社会系统关键风险的主要原

因。人类对气候变化的主动适应，是降低气候变化风险的有效途径之一[1]。“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

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强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承受力脆弱地区影响的观测和评估，提升城乡建设、农业

生产、基础设施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等适应气候变化工作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控

攻坚战的意见》也将“制定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大力推进低碳和适应气候变化试点工作”作为一

项重要任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全会精神。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

变化[2]。除了国家层面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研究之外，作为气候变化风险的承受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最小

行动主体——普通公众也应该得到关注[3]。所以调查了解公众对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行为有利于获得比较

真实的基础数据，既可以对政府和媒体工作起指导作用，也能够加强公众对相关气候政策的回应性。 

2. 文献综述 

回顾近些年来过国内外公众对气候变化风险感知与应对行为的研究进展，并展望未来该领域应重点

关注对问题，有助于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提供思路与参考。 
首先从气候变化风险感知来看，已有的研究中，感知方面主要包括公众是否感受到本地气候的变化，

这主要包括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气温超常和雨水失调等[4]。许多研究把气候变化风险感知这一因素在影响

农业以及旅游业这一主题下展开的，例如刘春以红枣种植为切入点揭示了影响种植户适应性行为的核心

因素，为农户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5]；胡强盛建立了城市旅游地气候变化风险–适

应性整合分析框架来应对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城市风险的日益严峻的态势[6]。从横向来看，许多研究将公

众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结果与实际仪器测量结果进行比对，例如北方草原地区的牧户对灾害的感知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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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测量结果相近，对降水的感知与实际测量结果不一致[4]。从美国的研究结果来看，公众和科学界对气

候变化风险的感知情况有偏差，很多人对此进行了比较，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7]。 
适应行为不仅具有区域性特点，而且通常都以当地民众的经验口口相传，并设有广泛传播。适应行

为的测量没有固定的量表，一般都是根据研究者所想要研究地区和对象而具体设计的。比如对城市居民

更多的关注出行方式、低碳消费等，而对农户更多的是对气候变化的应对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8]。
此外，目前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某一领域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而对于提升公众响应行为能力的对策研究以

及相关政策评价这方面的文章是较少的，周景博对公众与决策层对适应政策评价进行了对比，指出感知

与沟通是适应成功的关键[9]。 
整体来看，国内外对气候变化风险感知与适应行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相关的研究

大都是分析气候变化认知或意愿与应对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考虑其他的因素。 

3. 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3.1. 研究设计 

气候变化风险感知与适应行为的关系非常密切，气候变化风险感知是适应行为的心理基础。有些研

究认为气候变化风险感知越强，越倾向于采取适应行为[10]。因此本文将气候变化风险感知作为公众进行

环保适应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除此之外，认知行为理论认为人们对某一事物的关注度与认知程度

会影响此事物的相关行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公众的适应行为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而社会责任感体

现了个人对于社会上其他人的伦理关怀与义务[11]。基于以上两点，本文将公众的环境认知水平以及社会

责任感作为公众适应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以期能够更全面掌握影响公众适应行为的因素。此外，

在同样的信息刺激下，不同人经过大脑加工过后的感知会有差异。周旗等[12]认为外界气候信息经过大脑

加工时，会有信息过滤，所以用公众的个体特征层来解释公众气候变化感知的差异。 
假设 1：公众气候变化的风险感知对其适应行为显著正相关。 
假设 2：公众环境认知感对其适应行为的显著正相关。 
假设 3：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对其适应行为的显著正相关。 
假设 4：不同个体的性别、年龄、个人收入对其适应行为均存在显著差异。 

3.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21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开始于 2003 年，是我

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学术调查项目。CGSS 系统且全面地收集社会、家庭、个人多个维度的数据。2021
年 CGSS 的抽样设计采取多阶分层概率抽样，其调查点覆盖了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单位。CGSS2021 年

调查总样本量 8148 人，其中公众气候变化风险感知与适应行为相关样本量共计 1670 个。 

3.3. 变量界定 

本文以公众的适应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所选取的是有助于减轻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在内所带来

影响的日常环保行为。解释变量除了选取气候变化的风险感知这一因素之外，还选取了影响适应行为的

重要因素包括环境认知感以及社会责任感。在概念操作化上，风险感知可以分解为：极端天气对居住环

境的严重程度；气候变化对环境的危害程度。环境认知感操作化为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责任感可以

分解为：愿意为了环保缴纳更高的税；愿意为了环保降低生活水平。此外，公众的个性特征也可能影响

其适应行为，因此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本文考虑了性别、年龄、个人收入 3 个方面的特征，具体解释及

变量统计特征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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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related variables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变量维度 变量 问卷与对应问题 变量赋值和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适应行为 
P19b 您经常会特意为

了环境保护而不去购买

某些产品吗？ 

“总是” = 1；“经常” = 2；“有

时” = 3；“从不” = 4 
2.896 0.972 

自变量 

气候变化

风险感知 

H2_15 极端天气反常的

环境问题，您觉得它们

在您居住地区的严重程

度是怎样的？ 

“很严重” = 1；“比较严重” = 2；
“一般” = 3；“不太严重” = 4；“不

严重” = 5；“没有该问题” = 6 
3.688 1.493 

P13e 大体上，您认为由

气候变化引起的全球气

温升高对环境的危害程

度是？ 

“对环境及其有害” = 1；“非常有

害” = 2；“有些危害” = 3；“不是

很有害” = 4；“完全没有危害” = 5 
2.532 0.863 

环境认知

水平 
P6 总体上说，您对环境

问题有多关注？ 

“完全不关心” = 1；“比较不关心” 
= 2；“说不上关心不关心” = 3；“比

较关心” = 4；“非常关心” = 5 
3.611 0.899 

社会责任

感 

P11b 为了保护环境，您

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缴纳

更高的税？ 

“非常愿意” = 1；“比较愿意” = 
2；“既非愿意也非不愿意” = 3；“不

太愿意” = 4；“非常不愿意” = 5 
2.912 1.119 

P11c 为了保护环境，您

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降低

生活水平？ 

“非常愿意” = 1；“比较愿意” = 
2；“既非愿意也非不愿意” = 3；“不

太愿意” = 4；“非常不愿意” = 5 
3.199 1.120 

控制变量 

性别 A2 性别 “男” = 1；“女” = 0 0.508 0.500 

年龄 A3_1 您的出生日期是

什么？ 
设置为“调查年份”减去“出生年

份” 
52.457 16.708 

个人收入 
A8a 您个人去年(2020
年)全年的总收入是多

少？ 
设置为个人收入的自然对数值 10.136 1.366 

4. 实证分析 

当因变量为连续变量时，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其 OLS 模型设定如下： 

0 1 1 2 2 3 3 i iY x x x xβ β β β λ ε= + + + + +  

其中，Y 为因变量公众的适应行为，x1 为自变量气候变化风险感知，x2 为自变量环境认知感，x3 为社会责

任感，xi 代表控制变量，β0、β1、β2、β3、λ为回归系数， iε 是误差项。 

4.1. 回归分析结果 

根据构建的模型，采用 stata16 分析软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在分析公众的适应行为时，

为了进一步确保模型的稳健性，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首先将解释变量气候变化风险感知放入模型 1、
解释变量环境认识水平放入模型 2、解释变量社会责任感放入模型 3，然后在此基础之上逐步将解释变量

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环境认知感、社会责任感和所选取的控制变量都放入一个模型，形成模型 4、模型 5、
模型 6、模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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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基准回归 
根据表 2 中模型 1 的回归分析结果可得知，公众对气候变化风险感知对其适应行为的影响在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公众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感知程度越深，其越愿意作出的应对行为。

具体表现在公众认为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极端天气反常对所居住的环境影响越大，并且认为气候变化所导

致的气温升高对全球气候带来的危害程度越高，越愿意去为了保护环境而采取行动。因此本文的假设 1
得到验证。在已有的研究中也表明，风险感知与适应行为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根据保护动机理论(PMT)
可知，风险评估的认知过程产生一定的风险感知，而适应性评估过程的结果是一种特定的感知。适应评

估是在风险感知过程之后进行的，只有在超过威胁评估的特定阈值时才会开始[10]。人们通常会根据适应

评估的结果而对威胁作出适应反应，来降低危害发生的风险性。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表 2. 基准回归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感知 1 
0.037**   

(2.324)   

感知 2 
0.093***   

(3.378)   

认知感 
 −0.251***  

 (−9.742)  

责任感 1 
  0.101*** 

  (4.254) 

责任感 2 
  0.067*** 

  (2.799) 

性别    

年龄    

个人收入    

Cons 
2.523*** 3.802*** 2.387*** 

(28.146) (39.648) (30.391) 

N 1670 1670 1670 

R-squared 0.011 0.054 0.028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 1%、5%、10%置信水平上显著。 
 
根据模型 2 和模型 3 的回归结果显示，公众对环境的认知感以及社会责任感对其适应行为的影响均

在 1%的水平上显著，由于因变量反向计分，因此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公众对环境完全不关心会降低其适

应行为的积极性，本文的假设 2 和 3 得到验证。公众对环境问题关注度越高，其适应行为就越积极，同

时，公众的社会责任感越强，其适应行为也越积极。而究其原因，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特定情境中，

公众对环境问题越关注，越愿意去对其产生原因以及解决方法进行了解，从而能够辩证地评价风险对自

己和对社会的影响，以及针对风险作出适当的行为反应。责任感反应的是个体在面对风险时是否具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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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有责任感的个体会对问题保持更大的警惕并且有更高解决问题的意愿。因此公众

为了保护环境而去缴纳更高的税以及降低生活水平的意愿越高，愿意去为了保护环境而做出努力。 

4.1.2. 纳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为尽可能地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选择性别、年龄、收入水平状况作为控制变量以减少估计偏

差。根据表 3 中带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知，所有自变量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这也进一步增强了研究

方法和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即风险感知、环境认知感和社会责任感会显著提高公众的适应行为能力。根

据完整模型 7 的回归结果显示，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中，性别和年龄对于公众适应行为都没有显著影响，

假设 4 并未得到验证。而个人收入状况对公众的适应行为在 1%的水平上显著，即公众的个人年收入越高，

越会特意为了环境保护而采取行动，不难发现产生这种原因可能是公众的收入水平较高，从而进一步增

强了自身的物质保障，从而更有能力去为坏境保护作出努力。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with control variables 
表 3. 带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感知 1 
0.032**   0.033** 

(1.992)   (2.136) 

感知 2 
0.083***   0.062** 

(2.993)   (2.296) 

认知水平 
 −0.256***  −0.221*** 

 (−9.940)  (−8.374) 

责任感 1 
  0.100*** 0.068*** 

  (4.204) (2.885) 

责任感 2 
  0.071*** 0.051** 

  (2.990) (2.174) 

性别 
0.022 0.018 0.037 0.024 

(0.466) (0.396) (0.778) (0.521) 

年龄 
0.001 0.002 0.001 0.002 

(0.459) (1.644) (0.884) (1.317) 

个人收入 
−0.065*** −0.067*** −0.073*** −0.063*** 

(−3.380) (−3.625) (−3.858) (−3.417) 

Cons 
3.181*** 4.372*** 3.035*** 3.588*** 

(12.608) (18.168) (12.587) (13.052) 

N 1670 1670 1670 1670 

R-squared 0.020 0.067 0.040 0.086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 1%、5%、10%置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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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在采用 OLS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的同时，采用 Oprobit 模型进行稳健性

检验。从表 4 的 Oprobit 模型结果来看，与 OLS 模型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此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前面 OLS
模型的回归结果，稳健性得到了检验。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感知 1 
0.034*   0.037** 

(1.858)   (2.030) 

感知 2 
0.102***   0.082*** 

(3.266)   (2.608) 

认知感 
 −0.320***  −0.282*** 

 (−10.196)  (−8.741) 

责任感 1 
  0.119*** 0.084*** 

  (4.361) (3.024) 

责任感 2 
  0.083*** 0.061** 

  (3.066) (2.228) 

性别 
0.041 0.039 0.060 0.047 

(0.768) (0.720) (1.110) (0.861) 

年龄 
0.002 0.005*** 0.003* 0.004** 

(1.363) (2.662) (1.792) (2.328) 

个人收入 
−0.081*** −0.089*** −0.091*** −0.085*** 

(−3.739) (−4.100) (−4.230) (−3.891) 

N 1670 1670 1670 1670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 1%、5%、10%置信水平上显著。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基于 CGSS2021 调查数据，对公众的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环境认知感

和社会责任感与适应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如下：1) 公众对气候变化风险感知显著

影响公众的适应行为。从回归结果来看，公众认为气候变化所导致的极端天气对所居住环境的严重程度

越大，其适应行为就越积极，同时，对于气候变化引起的全球气温升高对环境及其危害程度越高，其适

应行为也越积极。2) 环境认知感和社会责任感对公众适应行为都有显著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公众对

于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越高，其适应行为就越积极，同时，公众越愿意为了环保缴纳更高的税以及降低生

活水平，其适应行为也越积极。3) 在本文所选取的控制变量中，收入状况对公众适应行为对影响是显著

的，其中个体收入水平越高，越愿意为了保护环境而积极的采取行动，而性别和年龄不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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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建议 

第一，正确引导政策推荐与宣传。公众主要依靠温度、降水和气象灾害的变化及其对生活的影响等

来形成气候变化的感知，而气候变化的事实只有被公众所认可，才能成为影响人们行动的一种“客观”

事实。有些研究发现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与实际气候变化有偏差[13]。准确感知当地气候变化是更好适

应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因素。因此，当地政府有必要多渠道开展气候变化风险专题讲座。相关研究机构应

及时地将科研成果以科普的方式向社会宣传，从而提升公众的文化素质及教育水平，引导公众正确认识

当地的气候变化风险。 
第二，强化相关环境问题的知识普及。认知水平会影响公众作出适应行为的积极性，当前公众对

环境知识认知程度普遍有待加强，可能容易忽视其所带来的风险，或者可能过分焦虑于环境危害。因

此，强化相关信息宣传和防控知识普及，让科学的知识以较为方便的方式为公众获取，让民众基于充

分信息采纳的基础上形成合理的风险判断，从而能够更好作出应对行为，主动去降低环境引发风险的

可能性。 
第三，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最重要的是加强风险治理中社会责任感的构建与提升。公众的社

会责任感影响其适应行为，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需要号召每一个

个体参与到气候治理中，培育风险责任意识，按照能力和责任相匹配的原则，为提升治理能力贡献各自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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