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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素养对消费者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

王建华,钭露露

(江南大学 商学院,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摘　要　基于苏、皖两省的８３９份实地调研数据,结合环境素养理论和行动阶段理论,
将行为意向分为目标意向和执行意向两个阶段,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环境素养对消费

者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环境素养的四个维度,即环境价值观、环境责任感、
环境问题感知和环境行为技能,均通过绿色消费意向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间接影响,符合行

动阶段理论的影响机理.其中,环境价值观通过绿色消费执行意向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显

著的正向影响;环境责任感、环境行为技能通过绿色消费目标意向和绿色消费执行意向两个

中介变量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并且绿色消费目标意向显著影响绿色消费执行意

向;环境问题感知对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则遵循“环境问题感知Ｇ绿色消费目标意向Ｇ绿色消

费执行意向Ｇ绿色消费行为”的路径,且对绿色消费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基于此,为进

一步促进绿色消费行为,文章从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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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传统消费模式带来的资源短缺与环境破坏的形势日益严峻,转变传统的消费模式已经成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消费”通常代表着人类的需求与欲望,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

坏[１].因此,构建既能满足人类需求又符合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模式是消费发展的时代趋

势.绿色消费作为一种新型消费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绿色消费是兼顾人们购买需求

和环境保护的消费行为,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２].绿色消费倡导消费者购买和使用更加清

洁、无污染的产品,兼顾人与自然,被认为是一种环境友好型行为[３Ｇ４].有学者指出,人的行为与其素

养密切相关,素养水平的不同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存在差异[５],因此人们的环境素养对环境行为有着直

接影响.环境素养水平高的消费者更关注消费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更倾向于践行亲环境行为.
但是目前关于环境素养的研究多集中在环境教育方面,对绿色消费行为影响的研究相对缺乏.因此,
本研究以环境素养理论为基础,并结合行动阶段理论,进一步分析环境素养对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环境素养的概念最早出现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为了区别出具有环境素养的公民,Roth提出了环

境素养理论.Roth认为环境素养是指人们通过后天的学习所拥有的关于环境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

等方面的知识、情感、价值观和技能等[６].我国对环境素养的研究较国外稍晚,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开

始提出环境素养的相关概念[７].但是目前我国关于环境素养的研究多集中于环境教育方面,将环境

素养作为环境教育的最高目标.阮俊华等提出应该将大学生环境素养的培育作为多层次的教育目标

体系[８].朱国伟等认为为了提高公民的环境素养水平,必须将培养环境素养作为环境教育的目标[９].
为了系统比较国内外关于环境素养的研究,王敏达等将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国内关于环境素



养的研究多采用描述统计的方法,并且研究主体侧重于学生群体[１０].此外,也有学者拓展了环境素

养的研究领域,刘妙品等基于陕、晋、甘、皖、苏五省的调研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农户的环境素养对

农户农田生态保护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５].但是目前可查到的环境素养对绿色消费行为影响的

相关研究较少.
绿色消费行为是指消费者在商品的购买、使用和后期处理过程中注重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使

消费行为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达到最小化的消费模式[１１].绿色消费作为环境问题协同治理的重要组

成部分[１２],对其影响因素的探索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个体因素、心理意识因素对消

费者行为的影响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在消费者个人特征方面,劳可夫等认为依存型自我

建构通过绿色消费态度、绿色消费主观规范和绿色消费知觉控制间接影响绿色消费行为[１３].宋亚菲

等则通过因子分析指出,消费者冲动购买、价格敏感度、产品兴趣等生活方式特征会显著影响消费者

的绿色购买行为[１４].在消费者心理意识因素方面诸多学者基于环境认知、环境责任感、环境感知等

探索了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Balderjahn[１５]和 Lee[１６]都认为,消费者对绿色产品和环境保护的

态度会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王大海等认为消费者所掌握的生态知识是影响其形成产品态

度及购买意向的重要因素[１７].张连刚研究发现环境认知水平对绿色购买动机的正向影响较为显

著[１８].盛光华等认为环境责任感和绿色感知价值会显著影响消费者的绿色产品购买意愿[１９].总的

来说,虽然目前已有许多学者针对消费者的心理因素对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探究,但是尚未形

成系统的理论框架,仍需进一步的探索.
绿色消费领域存在着“态度Ｇ行为”缺口,有学者将其细分为“态度Ｇ行为意向”缺口和“行为意向Ｇ行

为”缺口[２０],表明行为意向在绿色消费领域是非常重要的变量.Gollwitzer认为行为意向分为两个阶

段,即目标意向阶段和执行意向阶段[２１].例如,“我想要购买某产品”可以看成目标意向,“如果某产

品有优惠活动,那么我想要购买某产品”则可以看成执行意向,因此执行意向也称为“如果Ｇ那么”计
划[２２],即在目标意向的基础上包含特定的情境因素.执行意向是行动阶段模型的核心概念[２３].行

动阶段模型认为在行动阶段前人们会先后形成目标意向和执行意向,执行意向有利于将目标意向转

换为目标行为.王林等学者将关于执行意向的文献进行挖掘梳理后发现,国外对于执行意向的研究

成果丰硕,研究领域涉及体育运动、学生成绩、消费者购买行为等诸多方面[２４].但是国内学者的研究

基本停留在执行意向作用机制的初始阶段,因此在绿色消费领域探究目标意向与执行意向对绿色消

费行为的影响具有实际价值和意义.

　　二、理论模型与基本假说

　　Kaiser等指出在绿色消费行为领域,主要使用价值Ｇ信念Ｇ规范理论(VBN)和计划行为理论

(TPB)[２５].价值Ｇ信念Ｇ规范理论是Stern在规范激活理论的基础上融入价值理论和新环境范式理论

发展而成[２６].价值Ｇ信念Ｇ规范理论从价值观出发,经过人与自然关系的信念,再到个体对行为不良后

果及其个人责任的信念,最终激活个人规范,强化个体的环境行为.价值Ｇ信念Ｇ规范理论将价值观和

环境责任感纳入分析模型,认为价值观和环境责任感是解释绿色消费的关键变量,拓宽了环境行为的

研究价值,为研究心理变量对行为的作用机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很多学者已经验证了价值Ｇ信

念Ｇ规范理论,如余威震等基于行为推理理论证明了绿色消费价值观对绿色消费行为意向存在显著的

影响[２７].盛光华等研究表明环境责任感会影响绿色感知价值和绿色产品购买意愿[１９].
环境素养与环境意识的概念有所区别,环境意识体现人们对环境及环境问题的情感和价值取向,

更强调意识的能动作用[１０].环境素养则是指个体通过学习实践形成的关于环境问题的感知、保护环

境的责任感、人与环境和谐统一的价值观以及发现和处理环境问题的技能的综合系统[２８].环境素养

的层次性表现为:环境问题感知是形成环境素养的基础与前提,环境责任感是环境素养的情感表达与

责任倾向,环境价值观是对环境感知与责任感的升华,环境行为技能则是环境素养的最高目标.因

此,环境素养所体现和包含的内容相较于环境意识更为全面.基于环境素养理论,并结合价值Ｇ信念Ｇ
规范理论,本研究采用刘妙品对环境素养的定义,将环境素养划分为环境价值观、环境责任感、环境问

题感知、环境行为技能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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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于环境素养理论和行动阶段理论,本研究认为环境素养的影响机制如下:环境价值观、环
境责任感、环境问题感知、环境行为技能分别通过绿色消费目标意向和绿色消费执行意向影响绿色消

费行为,具体路径见图１.

图１　环境素养对绿色消费行为的理论模型

环境价值观指个人对环境及环境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持久信念[２９].Stern认为利他主义和义务感

等相对稳定的环境价值观作用于个体的认知系统,能较好地规范个体的环境行为[３０].环境价值观水

平较高的个体往往会根据对环境及环境变化的感知改变自身的行为.绿色消费行为强调消费者在购

买、使用以及处理商品的过程中注重生态和环境保护,是消费者参与环境共治的重要途径.因此,环
境价值观水平较高的消费者践行绿色消费行为的意愿也较强烈.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说:

H１:环境价值观对绿色消费目标意向和绿色消费执行意向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价值Ｇ信念Ｇ规范理论,环境责任感是影响环境友好行为最基础的变量.环境责任感指个体

对采取措施解决环境问题或防止环境恶化的责任意识和责任倾向[３１].绿色消费行为作为一种环境

友好行为,个体在消费过程中可能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根据社会两难理论,当个体

面临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两难选择时,责任感会促使消费者选择符合整体利益的行为决策[３２].因

此,环境责任感较高的消费者在面对两难选择时选择实施绿色消费行为的意愿就会越强.基于此,本
研究提出假说:

H２:环境责任感对绿色消费目标意向和绿色消费执行意向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环境问题感知是指个体对周围环境的现状、存在的问题的感觉和知觉[３３].环境问题感知是人们

实施环境行为的心理基础,即人们的环境行为意愿会受到周围环境情况的影响.彭远春基于中国综

合社会调查环境模块的数据研究表明,认为环境问题越严重的城市居民,更愿意实施环境行为[３４].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若个体认为环境问题较严重但自身的环境效能感较弱时,个体实施环境行为的意

愿就会变弱.消费行为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个体对消费模式的感知控制力较强,因此,本研究提

出假说:
H３:环境问题感知对绿色消费目标意向和绿色消费执行意向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舒尔茨认为,在经济学领域中个体所掌握的技能是最主要的资源,技能之间的差异会导致个体行

为决策和行为能力的不同[３５].同样,消费者对缓解或解决环境问题的行为技能对于消费者的绿色消

费行为决策也具有重要意义.当消费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识别和缓解环境破坏与污染问题时,会显

著增强消费者的参与感.绿色消费行为作为环境友好行为的重要体现,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行为意愿

也会随着环境参与感的增强而被激发,进而形成绿色消费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说:
H４:环境行为技能对绿色消费目标意向和绿色消费执行意向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根据行动阶段理论,目标追求过程先后经历形成目标意向的前决策阶段、形成执行意向的前行动

阶段、行动阶段、后行动阶段[２３].个体在目标意向的基础上制定关于时间、地点等外部情境因素的行

动计划,即形成执行意向.具体到绿色消费领域,绿色消费目标意向是指消费者实施绿色消费行为的

行为意愿,绿色消费执行意向则在目标意向的基础上设定了特定的消费情境,较强的绿色消费目标意

向能够激化个体对行动方案的选择,即促进绿色消费执行意向的形成.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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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５:绿色消费目标意向对绿色消费执行意向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行为是行为意向的执行[３６].目标意向反映了个体对行动目标的知觉和把握,可以指导行为.个

体的目标意向越强烈,所形成的行动目标越清晰,对行为的导向作用就越强.执行意向则反映了个体

在面对具体情境时的行为意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目标行为追求过程中存在的不利因素,建立目

标意向和行为之间的联系并强化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具有环境素养的消费者在实现绿色消费的目标

行为过程中会先后形成绿色消费目标意向和绿色消费执行意向.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说:
H６:环境价值观、环境责任感、环境问题感知、环境行为技能分别通过绿色消费目标意向和绿色

消费执行意向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间接影响.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选择

　　１．研究量表设计

问卷除了征询受访者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日常居住地、家庭规模、家中有无老人

小孩等人口统计特征外,共设置了七个变量.环境价值观是指个体寻求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统一的信

念,因此本问卷参考了Ricky[３７]、Schwepke等[３８]的环境量表,体现人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环
境责任感是个体对于环境保护的责任倾向,本问卷在 Niklas等[３９]的环境量表基础上进行了相应修

改,体现受访者对于环境保护必要性的认知、对于环境保护政策的情感以及受访者的环境态度和环境

效能感;环境问题感知的测量借鉴了 Elena等[４０]的消费者生态产品选择量表中的情感测量部分,旨
在考察受访者对于周围环境问题严重性的感知;环境行为技能的测量主要借鉴了王建明的资源节约

行为量表[４１]并结合研究内容进行了相应修改,旨在考察消费者参与环境保护的行为方式和技能.绿

色消费目标意向参考了相关文献[３４],测量受访者的绿色消费执行意向;执行意向是针对目标意向制

定行动的计划,因此设置购买生态友好型产品有优惠、购买生态友好型产品政府有补贴、普通产品与

环保替代品价格接近三个情境测量受访者的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绿色消费行为的三个题项参照劳可

夫[４２]的绿色农产品消费量表进行了相应修改,体现日常绿色消费行为.具体题项见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定义及数据统计

变量 编号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环境价值观

X１ 人类需要了解自然的运行方式并顺应自然 ３．９５ ０．９３３
X２ 我们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 ４．１９ ０．８８０
X３ 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 ３．９２ ０．９８３

环境责任感

X４ 除非我们每个人都认识到保护环境的必要性,否则我们的后代必将承受后果 ４．００ ０．９７２
X５ 得知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治理生态环境,这让我很欣慰 ３．８４ ０．９４７
X６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为环境保护作出一些贡献,将会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４．１２ ０．９１４

环境问题感知

X７ 目前关于环境的问题有些小题大做了 ３．７３ １．１６９
X８ 环境污染问题从没有让我感到不安,因为我觉得它有些被高估了 ３．３９ １．１１１
X９ 我很少担心雾霾对自己和家人会造成影响 ３．２５ １．２３３

环境行为技能

X１０ 我愿意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上班上学以减少空气污染 ３．４５ ０．９５８
X１１ 我愿意通过把一天的工资捐给环境保护基金组织来帮助改善环境 ３．６８ １．１１１
X１２ 我愿意通过停止使用会污染环境的产品来保护环境 ３．７４ １．１１３

绿色消费目标意向

X１３ 我会回收纸张、玻璃、塑料瓶、易拉罐等可回收物品 ３．４５ １．０６２
X１４ 我会和家人、朋友谈论环境问题 ３．１３ １．１３０
X１５ 我会在购买产品前关注产品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３．４３ １．０３８

绿色消费执行意向

X１６ 如果购买生态友好型产品(低碳、节能等)有优惠,我会选择购买 ３．９３ ０．９４９
X１７ 如果政府有补贴,我更愿意购买生态友好型产品(如家电、太阳能等) ３．９７ １．０１０
X１８ 如果价格接近,我会优先选择环保替代品 ４．０１ ０．９０８

绿色消费行为

X１９ 我出于环保原因更换了我以前使用的某产品 ３．４２ １．０５９
X２０ 我倾向于购买有机水果和蔬菜 ３．７４ １．０１１
X２１ 我会关注环保产品,并详细了解它 ３．６０ ０．９９１

　注:表中题项均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采用个体主观赋值的方式,由于环境问题感知的三个题项为负向问题,受访者越是不

同意该观点,表明受访者的环境问题感知越强,因此环境问题感知的三个测量题项从“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到“非常同

意”分别进行５、４、３、２、１分的赋值.其余题项均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进行１－５分的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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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实验调查过程

为深入探究消费者环境素养对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课题组采用分层设计与随机抽样的形

式于２０１９年７－８月组织开展了实地调查.由于绿色消费行为具有环境友好属性,消费者需要为其

支付一定的溢价,因此绿色消费行为对消费者的经济水平也有一定要求.苏、皖两省同位于我国经济

较为发达的华东地区,但是发展水平仍存在一定的差异,两省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习惯也不尽相

同,因此本次调查选取苏、皖两省作为第一阶段的抽样地区.在此基础上,根据省内不同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的差异,分别选取了４ 个江苏省代表性城市(分别是苏南:无锡市;苏中:扬州市;苏北:淮安

市、连云港市)和８个安徽省代表性城市(分别是皖南:宣城市、铜陵市、马鞍山市;皖中:安庆市、合肥

市;皖北:淮南市、淮北市、阜阳市)作为第二阶段的抽样地区,并随机选取各城市市区、城郊、城镇和农

村多地消费者.总体而言,调查区域可以基本代表华东地区的消费水平.
为保证问卷数据的可靠性,在正式调查前,邀请专家学者对问卷进行评审和优化,并在江苏省无

锡市开展了小范围的预调查,通过反馈的信息和建议,对问卷中语义不清、容易混淆的题项进行了调

整和修订.此外,在前期工作中,课题组成员对参与调查的人员进行了统一的培训工作以保证调查人

员的专业性.调研过程以面对面访谈的形式展开,由调查人员提问并记录,每份问卷花费２０~３０分

钟.同时,课题组成员对调查过程进行严格把控,对于调查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及时答疑,避免调查过

程存在偏差.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９１７份,回收有效问卷８３９份,问卷有效率９１．４９％,其中江苏省

５１９份,安徽省３２０份.

３．信度与效度检验

研究采用SPSS２２．０软件对有效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结果如表２所示:环境价值观、环
境责任感、环境行为技能、绿色消费目标意向、绿色消费执行意向、绿色消费行为的信度检验指标

Cronbach’sα分别为０．７７４、０．７５５、０．８３１、０．７６１、０．８１９、０．７３６,均超过了０．７的高信度值,环境问题感

知的Cronbach’sα为０．６８４,也达到了实务研究中０．６的可接受值,表明本研究具有较好的信度.同

时本研究选取了平均方差提取量(averagevarianceextracted,AVE)、组合信度(constructreliability,

CR)检验量表的建构效度,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值均高于０．５,变量的组合信度都在０．７的标准之上,
且七个潜变量的 AVE值均高于０．５的标准值,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

表２　研究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变量 观测变量 标准化载荷系数 Cronbach’sα 组合信度 平均方差提取量

环境价值观

X１ ０．８３２

０．７７４ ０．８７２ ０．６９５X２ ０．８９４
X３ ０．７７１

环境责任感

X４ ０．７７２

０．７５５ ０．８６０ ０．６７３X５ ０．８３０
X６ ０．８５７

环境问题感知

X７ ０．７６７

０．６８４ ０．８２７ ０．６１５X８ ０．８２６
X９ ０．７５９

环境行为技能

X１０ ０．８２２

０．８３１ ０．９００ ０．７５１X１１ ０．９００
X１２ ０．８７６

绿色消费目标意向

X１３ ０．８４８

０．７６１ ０．８６３ ０．６７７X１４ ０．８４４
X１５ ０．７７５

绿色消费执行意向

X１６ ０．８８３

０．８１９ ０．８９２ ０．７３４X１７ ０．８９４
X１８ ０．７９０

绿色消费行为

X１９ ０．８３１

０．７３６ ０．８５０ ０．６５５X２０ ０．７８９
X２１ ０．８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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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选用皮尔森相关系数检验理论模型涉及的潜变量之间是否存在足够的区别效度.检验结

果如表３所示,环境价值观、环境责任感、环境问题感知、环境行为技能、绿色消费目标意向、绿色消费

执行意向和绿色消费行为的平均方差提取量(AVE)的平方根大于各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表明观测

变量之间的内部相关性大于外部相关性,因此本研究所采用的调查问卷区别效度良好.
表３　变量属性及皮尔森相关系数矩阵

环境价
值观

环境责
任感

环境问题
感知

环境行为
技能

绿色消费
目标意向

绿色消费
执行意向

绿色消
费行为

环境价值观 ０．８３４

环境责任感 ０．６４８∗∗ ０．８２０

环境问题感知 ０．３４３∗∗ ０．３２３∗∗ ０．７８４

环境行为技能 ０．４８５∗∗ ０．４９２∗∗ ０．１６０∗∗ ０．８６７

绿色消费目标意向 ０．２７４∗∗ ０．３５７∗∗ ０．０２２∗∗ ０．４１２∗∗ ０．８２２

绿色消费执行意向 ０．６０７∗∗ ０．６２９∗∗ ０．２７０∗∗ ０．４９１∗∗ ０．３５１∗∗ ０．８５７

绿色消费行为 ０．４１５∗∗ ０．４７１∗∗ ０．１２８∗∗ ０．４６５∗∗ ０．６７９∗∗ ０．５１５∗∗ ０．８０９

　注:∗∗ 表示在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四、描述性统计与显著性检验

　　１．描述性统计

调查问卷的人口统计特征如表 ４ 所示.从性别分布来看,男性占比 ４４．６９６％,女性占比

５５．３０４％;从年龄分布来看,以中青年为主,１８~２５岁的受访者比例达到３３．４９２％,５６岁以上的受访

者比例只达４．６８４％;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大专和本科占比最高,达到４６．２４６％,这可能与７－８月的调

研时间适逢高校假期有关;从受访者的日常居住地来看,样本的区域分布较为平衡,市区和城镇稍多,
分别占比３３．２５４％和２６．９３７％;从家庭规模来看,４~６人的家庭占比最高,为５８．８８０％;从家庭组成

来看,有老人有小孩的主干家庭比例最高,达到４８．９８７％,无老人无小孩的家庭只占比１０．９６５％;从家

庭年收入来看,大部分家庭年收入都在８万元以上.
表４　样本消费者基本特征及赋值

变量 分类指标及赋值 样本数 占比/％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男＝１ ３７５ ４４．４９６

０．４４７ ０．４９７女＝０ ４６４ ５５．３０４

年龄

１８~２５岁＝１ ２８１ ３３．４９２

２．３４１ １．２２０

２６~３５岁＝２ ２００ ２３．８３８
３６~４５岁＝３ １８８ ２２．４０８
４６~５５岁＝４ １３１ １５．６１４
５６岁以上＝５ ３９ ４．６４８

受教育程度

初中或以下＝１ ２０２ ２４．０７６

２．３０６ ０．８８４
中专/高中＝２ ２１３ ２５．３８７
大专/本科＝３ ３８８ ４６．２４６

研究生及以上＝４ ３６ ４．２９１

日常居住地

市区＝１ ２７９ ３３．２５４

２．３８４ １．１６１
城郊＝２ １４７ １７．５２１
城镇＝３ ２２６ ２６．９３７
农村＝４ １８７ ２２．２８８

家庭规模

１人＝１ １２ １．４３０

２．６６３ ０．５８４
２~３人＝２ ２９６ ３５．２８０
４~６人＝３ ４９４ ５８．８８０
７人以上＝４ ３７ ４．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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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分类指标及赋值 样本数 占比/％ 均值 标准差

家中有无老人小孩

有小孩无老人＝１ １６５ １９．６６７

２．５１３ ０．９２９
有老人无小孩＝２ １７１ ２０．３８１

有老人有小孩＝３ ４１１ ４８．９８７

无老人无小孩＝４ ９２ １０．９６５

家庭年收入

５万元及以下＝１ １０４ １２．３９６

２．９５４ １．１３５
５~８万元＝２ １８１ ２１．５７３

８~１０万元＝３ ２７４ ３２．６５８

１０~２０万元＝４ ２１２ ２５．２６８

２０万元以上＝５ ６８ ８．１０５

　　２．人口统计特征显著性检验

本研究选择将消费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日常居住地、家庭人口规模和家庭年收入等人口

统计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分别以绿色消费目标意向、绿色消费执行意向和绿色消费行为作为因变量,
以检验控制变量对消费者绿色消费行为意向和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在检验过程中,将控制变量当

作普通自变量对因变量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人口统计特征对消费者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

绿色消费目标意向 绿色消费执行意向 绿色消费行为

个人特征

性别 －０．０９９∗∗ －０．１９０∗∗∗ －０．１４４∗∗∗

年龄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６

受教育程度 ０．１９６∗∗∗ ０．２８４∗∗∗ ０．２２０∗∗∗

家庭特征

日常居住地 －０．０７７∗ －０．０９３∗∗ －０．０７８∗

家庭人口规模 －０．０５３ －０．０７７∗ －０．０４４

家庭年收入 －０．００１ －０．０９９∗∗∗ ０．０１１

F １０．５７８∗∗∗ ３０．２０７∗∗∗ １５．２９２∗∗∗

R ０．２６６ ０．４２３ ０．３１５

AdjＧR２ ０．０６３ ０．１７３ ０．０９３

　注:∗ 、∗∗ 和∗∗∗ 分别代表在０．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５中可以看出,在个人特征中,性别会显著负向影响绿色消费行为意向和绿色消费行为,表
明相比于男性,女性的绿色消费意愿和行为更为强烈;受教育程度会对绿色消费行为意向和绿色消费

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消费者越可能形成绿色消费行为意向和绿色消费

行为.在家庭特征中,消费者的日常居住地会负向影响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行为意向和绿色消费行为,
结果表明居住地越接近农村的消费者绿色消费行为意向越低,也越难形成绿色消费行为;此外,家庭

人口规模和家庭年收入水平会对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执行意向产生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对于家庭

人口规模较大、家庭年收入水平较高的消费者来说,绿色消费执行意向的形成会受到其他消费情境的

影响.

　　五、模型拟合与假说检验

　　１．理论模型的拟合度检验

以AMOS２２．０为工具,本研究将８３９份实地调研数据和环境素养对绿色消费行为的理论模型进

行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拟合的主要适配度检验指标如表６所示.本研究的卡方值自由度比为

３．４４０,小于宽松边界５.吴明隆认为,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的卡方值会随样本量变化,最理想的样本

数为１００~２００[４３].本研究的样本数量为８３９份,远超过理想值,因此需要结合其他指标判断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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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性.RMSEA 是CFA 检验中最为重要的适配度指标,本研究的RMSEA 值为０．０５４,属于良好

范围;其他重要的适配度指标GFI、IFI、TLI、CFI、NFI、RFI 均高于０．９的理想值,故本研究的理

论模型和调研数据匹配效果良好.
表６　模型适配度检验的主要指标

适配度 c２/df RMSEA GFI IFI TLI CFI NFI RFI

指标值 ３．４４０ ０．０５４ ０．９３６ ０．９４６ ０．９３４ ０．９４６ ０．９２６ ０．９０９

　　２．主效应的假说检验

表７显示了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研究结果基本支持了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论模型.环境价

值观对绿色消费目标意向的影响不显著,但对绿色消费执行意向的影响在０．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故

H１部分成立.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环境价值观水平对绿色消费目标意向的形成没有影响,但是环境价

值观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容易形成绿色消费执行意向.环境责任感对绿色消费目标意向和绿色消费执

行意向的影响都在０．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０．４０７、０．４９１,表明环境责任感会对

绿色消费行为意向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环境责任感对绿色消费执行意向的影响高于对绿色消费目

标意向的影响,H２成立.环境问题感知对绿色消费目标意向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０．２２３,在０．０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环境问题感知对绿色消费目标意向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绿色消费执行意向

的影响不显著,与假说内容不符,故 H３不成立.根据 Marcinkowski的研究结论,环境问题感知对公

共领域的环境行为有积极影响,但对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不存在显著的影响[４４].绿色消费行为属于

私人领域的行为,因此,本研究关于环境问题感知的结论与 Marcinkowski一致.环境行为技能对绿

色消费目标意向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０．３４３,在０．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而环境行为技能对绿色消费执

行意向的标准化路径系数０．０９８,只在０．０５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环境行为技能水平较高的消费者更

容易形成绿色消费目标意向和绿色消费执行意向,故 H４成立.绿色消费目标意向对绿色消费执行意

向的影响在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绿色消费目标意向能够对绿色消费执行意向产生显著的正向影

响,与行动阶段理论相符,故 H５成立.此外,绿色消费目标意向和绿色消费执行意向对绿色消费行为

的影响都在０．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０．７３２、０．３６７,表明绿色消费目标意向和绿

色消费执行意向都对绿色消费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理论模型中有效的路径结果如图２所示,
虚线表示该路径的显著性检验未通过.

表７　主效应实证估计结果

假说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S．E． 显著性

绿色消费目标意向←环境价值观 －０．０８０ ０．１０３ ０．３６１

绿色消费执行意向←环境价值观 ０．２７３ ０．０７９ ０．０００

绿色消费目标意向←环境责任感 ０．４０７ ０．１０５ ０．０００

绿色消费执行意向←环境责任感 ０．４９１ ０．０８５ ０．０００

绿色消费目标意向←环境问题感知 －０．２２３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０

绿色消费执行意向←环境问题感知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９ ０．７３０

绿色消费目标意向←环境行为技能 ０．３４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０

绿色消费执行意向←环境行为技能 ０．０９８ ０．０７４ ０．０３６

绿色消费行为←绿色消费目标意向 ０．７３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０

绿色消费行为←绿色消费执行意向 ０．３６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０

绿色消费执行意向←绿色消费目标意向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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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环境素养对绿色消费行为的理论模型分析结果

　　３．中介效应的假说检验

本研究在有效路径的基础上采用Bootstrap置信区间法检验中介效应.在 Amos２２．０软件中,
设定Bootstrap抽样５０００次,若在９５％的置信水平下,间接效应的BiasＧcorrected置信区间不包含

零,则表示中介效应存在.各有效路径的总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析结果如表８所示:环境价值观对

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只通过“环境价值观Ｇ执行意向Ｇ绿色消费行为”这一路径实现,结果显示,BiasＧ
corrected９５％CI的间接效应区间为(０．０４０,０．１９８),置信区间不含零,因此环境价值观通过绿色消

费执行意向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间接影响.环境责任感对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通过“环境责任感Ｇ目

表８　总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析结果

潜变量路径 点估计
系数乘积

SE Z值

Bootstrap５０００次
置信区间９５％

下限 上限

总间接效应

环境价值观→绿色消费行为 ０．１１４ ０．０４０ ２．８５ ０．０４０ ０．１９８

间接效应

环境价值观→执行意向→绿色消费行为 ０．１１４ ０．０４０ ２．８５ ０．０４０ ０．１９８

总间接效应

环境责任感→绿色消费行为 ０．５１２ ０．１２１ ４．２３１ ０．３０５ ０．７７６

间接效应

环境责任感→目标意向→绿色消费行为 ０．３０７ ０．１０２ ３．００１ ０．１３９ ０．５３８

环境责任感→执行意向→绿色消费行为 ０．１８６ ０．０４５ ４．１３３ ０．１１０ ０．２８９

环境责任感→目标意向→执行意向→绿色消费行为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０ 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６

总间接效应

环境问题感知→绿色消费行为 －０．１９７ ０．０６７ －２．９４０ －０．３４６ －０．０８４

间接效应

环境问题感知→目标意向→绿色消费行为 －０．１８５ ０．０６３ －２．９３７ －０．３２５ －０．０７９

环境问题感知→目标意向→执行意向→绿色消费行为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７ １．７１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３

总间接效应

环境行为技能→绿色消费行为 ０．２４３ ０．０４４ ５．５２３ ０．１６２ ０．３３３

间接效应

环境行为技能→目标意向→绿色消费行为 ０．２０１ ０．０４１ ４．９０２ ０．１２７ ０．２８７

环境行为技能→执行意向→绿色消费行为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６ １．８１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６２

环境行为技能→目标意向→执行意向→绿色消费行为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６ ２．１６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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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意向Ｇ绿色消费行为”“环境责任感Ｇ执行意向Ｇ绿色消费行为”“环境责任感Ｇ目标意向Ｇ执行意向Ｇ绿

色消费行为”三条路径实现,BiasＧcorrected９５％CI的间接效应区间分别为(０．１３９,０．５３８)、(０．１１０,

０．２８９)、(０．００５,０．０４６),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因此环境责任感通过绿色消费目标意向和绿色消费执

行意向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间接影响.环境问题感知通过“环境问题感知Ｇ目标意向Ｇ绿色消费行为”
和“环境问题感知Ｇ目标意向Ｇ执行意向Ｇ绿色消费行为”两条路径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影响,BiasＧcorＧ
rected９５％CI的间接效应区间分别为(－０．３２５,－０．０７９)、(－０．０３０,－０．００３),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零,因此环境问题感知通过绿色消费目标意向和绿色消费执行意向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间接影响.
环境行为技能通过“环境行为技能Ｇ目标意向Ｇ绿色消费行为”“环境行为技能Ｇ执行意向Ｇ绿色消费行

为”“环境行为技能Ｇ目标意向Ｇ执行意向Ｇ绿色消费行为”三条路径对消费者绿色消费行为产生间接影

响,BiasＧcorrected９５％CI的间接效应区间分别为(０．１２７,０．２８７)、(０．００２,０．０６２)、(０．００３,０．０２８),置信

区间不包含零,因此环境行为技能通过绿色消费目标意向和绿色消费执行意向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

影响.故根据环境价值观、环境责任感、环境问题感知、环境行为技能对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路径分

析结果,H６成立.

　　六、结论与建议

　　１．结　论

本研究基于环境素养理论和行动阶段理论,探究环境素养对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实证分

析表明环境素养通过绿色消费目标意向和绿色消费执行意向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间接影响,符合行

动阶段理论的影响机理,但环境价值观、环境责任感、环境问题感知、环境行为技能四个维度对绿色消

费行为的影响路径不同.本研究的具体结论如下:

①消费者的性别、受教育程度、日常居住地、家庭人口规模等人口统计变量会对绿色消费行为意

向和绿色消费行为产生显著影响;②环境价值观对绿色消费目标意向的影响不显著,仅通过绿色消费

执行意向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间接影响,表明环境价值观水平高的个体更容易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绿

色消费意向,进而实施绿色消费行为;③环境责任感可以通过绿色消费目标意向和绿色消费执行意向

两个中介变量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间接影响,遵循“环境责任感Ｇ目标意向Ｇ绿色消费行为”“环境责任

感Ｇ执行意向Ｇ绿色消费行为”“环境责任感Ｇ目标意向Ｇ执行意向Ｇ绿色消费行为”三条路径,表明具有环

境责任感的个体更容易形成绿色消费意向和绿色消费行为;④环境问题感知对绿色消费执行意向不

存在显著的影响,但环境问题感知可以通过绿色消费目标意向对绿色消费执行意向产生间接影响,遵
循“环境问题感知Ｇ目标意向Ｇ执行意向Ｇ绿色消费行为”的理论路径;⑤环境行为技能对绿色消费行为

的影响也可以通过“环境行为技能Ｇ目标意向Ｇ绿色消费行为”“环境行为技能Ｇ执行意向Ｇ绿色消费行

为”“环境行为技能Ｇ目标意向Ｇ执行意向Ｇ绿色消费行为”三条路径实现;⑥绿色消费执行意向在绿色

消费目标意向和绿色消费行为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表明绿色消费目标意向较高的个体不仅可以直

接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正向影响,也可以通过绿色消费执行意向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即绿

色消费执行意向有利于将目标意向转化为绿色消费行为.

２．建　议

环境素养在指导和推进绿色消费行为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环境素养水平较高的个体会主

动关注环境问题和自身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因而更容易实施对环境友好的绿色消费行为.通过合理

的政策措施对个体加以引导,可鼓励和促使个体转变消费方式,逐渐形成绿色消费模式.因此基于上

述分析,本研究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和消费者层面提出以下建议:
在政府层面,政府要注重加强公众的环境教育,提高公众环境素养水平.研究表明,环境素养是

绿色消费行为的深层次影响因素,环境价值观、环境责任感、环境行为技能会正向影响消费者的绿色

消费意愿和绿色消费行为,因此提高公众的环境素养水平对于推进绿色消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环

境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坚持将其作为最高目标,尽快建立起培养公众环境素养水平

的系统框架.政府应借助社交媒体对环境相关知识进行宣传教育,激发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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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公众通过多种方式参与环境共治.价值观能够规范个体行为,因此在环境教育过程中也要关注

环境价值观和环境情感的培养,鼓励公众形成绿色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加强公众绿色消费的自觉性

和自愿性.
在企业层面,绿色消费行为的实现与企业所提供和创造的消费情境密切相关.由实证结果可知,

消费者在特定的消费情境下更容易产生绿色消费行为,此外绿色消费执行意向可以促进绿色消费目

标意向转化为绿色消费行为.因此,企业在提供绿色产品的同时,应从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出发,考虑

外部消费情境对消费者心理的影响.企业在宣传绿色产品时可以普及环境知识和绿色产品对环境的

益处,降低消费者由于对绿色产品知识储备不足而导致的感知风险.同时,企业应降低绿色消费成本

或提供绿色消费的优惠方案,丰富绿色产品的购买渠道和购买方式,从而鼓励消费者形成绿色消费意

愿,转变传统的消费方式.此外,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的人口统计特征会对绿色消费行为意向和绿

色消费行为产生影响,因此企业在制定营销方案时应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实现精准营销.
在消费者层面,消费者作为社会的重要主体,其绿色消费行为是参与环境问题治理的重要外显行

为.环境素养的培养不仅需要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宣传教育,也需要消费者的自觉主动学习.消费

者应该认识到自身行为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作为社会公民保护环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

政府部门积极开展环境教育、企业努力实现绿色化变革的基础上,消费者应该积极主动地关注环境问

题,提升环境知识水平,逐渐形成环境价值观和环境责任感,并积极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环境治理的

工作中,增强自身的环境行为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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