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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家庭能源消

费呈快速增加的趋势，现已成为我国能源需求增长和碳排

放增长的主要来源。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然而相对于产

业领域的能源管理，我国相关研究和实践探索较为匮乏、

公共政策长期缺位；同时，由于自然禀赋、社会结构、经

济条件和生活习惯等各种因素存在巨大差异，国外研究结

论和成果很难适用于我国。为此，本文通过分析城市居民

能源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以期更好的理解我国家庭能源

消费的特点，为民用能源管理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

2  文献回顾

居民能源购买行为是居民通过资金投入实现产品用能

量和用能方式的长期改变，主要包括购买节能产品、绿色

能源以及节能材料和设施等 [1]。

在现有文献中，城市居民能源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主

要包括三类：心理因素、情境因素和人口特征因素。其中，

心理变量被视为一类重要的影响因素。多数研究都认为，

对某种具体的环保行为（如购买绿色能源产品）所持有的态

度，对行为具有较强的预测力 [2]。而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意

识的人会更主动的参与和响应各种环保行为 [3]。控制观是

指一个人对他所采取的行为是否会改变现状的自我认知，

一般分为内控观和外控观，持有内控观的人认为可以通过

其行为改变影响环境，因而他们会更主动地实施有益环境

的购买行为，反之，外控观不利于有益环境的购买行为 [4]。

此外，如果与能源问题相比，居民更重视生活的舒适性和

方便性，就会不愿意为了节能而改变个人喜好的消费方式

以及习惯，即习惯心理越强，越不易实施有益环境的能源

购买行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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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因素也是能源购买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首先，

低碳节能产品技术条件的成熟度和是否便于购买影响了居

民是否选择该产品 [6]。其次，提高能源效率带来的收益也

是影响居民能源购买行为的外部因素，欧洲学者的研究证

实了成本的节约是影响居民能源购买行为的主要动机 [1]。

此外，现有研究还发现，个人日常接触的家人、朋友、同事，

即其所受到的社会规范对于居民的能源购买行为具有重要

的影响 [7]。

与其他消费行为一样，能源购买行为也受到各种人口

特征变量的影响。总的来说，年轻的、收入较高的、受教

育程度较高的居民更容易采取低碳的能源消费行为，其态

度也更积极 [7]。然而，也有研究指出，人口特征变量与能

源购买行为的关系不稳定，而且人口特征变量对能源购买

行为的影响力远小于态度、责任感等心理变量 [8]。

3  研究方法

3.1  变量选取与问卷设计

问卷的设计主要借鉴以往的研究，同时通过与居民的

访谈和小样本预试，对变量的测量题项进行修订，最终得

到正式的量表。

本研究最终选取 4种在我国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具有

代表性的低碳节能产品，设计了相应的能源购买行为。其

中，节能型灯具和节能型家电是较为常见的家用节能产

品，太阳能热水器代表了目前国内较为常见的家用绿色能

源产品。研究还选择了家用汽车，因为近年来它已经进入

了我国城市居民家庭，并且其市场消费量呈现不断上涨趋

势。但是鉴于目前家用汽车的普及率还无法与前三种产品

相比，并且，基于心理学的基本认知—行为意向与行为显

著相关，因而，本研究采取测量居民对节油型或新能源家

用汽车的购买意向，而不是购买行为。评价量表采用二分

法设计，请被调查者根据实际购买情况（购买意愿），对每

个题项叙述的内容选择“是”或“否”。

心理因素包括对能源购买持有的态度、责任感、控制

观和习惯心理四个变量。在测量题项的设计上，分别参考

了汉斯拉（Hansla）等 [2]、坦纳（Tanner）等 [3]、柯林斯（Collins）

等 [4]和林登（Linden）等 [5]的研究，共 13个题项。情境因

素包括产品可靠性、购买便利性、资金节约和社会规范四

个变量。在测量题项的设计上，参考了坦纳等 [3]和林登等 [5]

的研究，共 15个题项。心理因素和情境因素均采用李克特

5级量表，请被试者对相关描述的同意程度做出评价：1表

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人口特征因素选取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月均收

入四个变量。具体题项设计参考了《大连市 2010年人口普

查资料》，并结合居民访谈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其中，年

龄分为 20～ 29岁、30～ 45岁、46～ 59岁、60岁及以

上。文化程度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含中专）、大专、本科、

本科以上。月均收入分为 2000元以下、2000元～ 3999元、

4000元～ 5999元、6000元及以上。

由于城市居民能源购买行为是二分变量，所以本文采

用二分类 Logistic回归分析（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进

行能源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根据方法的要求，对研

究中的部分变量重新进行了赋值。研究中因变量为城市居

民能源购买行为，选择“是”赋值为 1，“否”赋值为 0；对于

性别变量，男性赋值为 1，女性为 0；对于文化程度变量，

以初中及以下为参照组，建立了 4个虚拟变量，分别为高

中（含中专）、大专、本科、本科以上。此外，年龄和月均

收入可视为连续变量。

3.2  样本来源

选取大连城市居民为被访对象展开了问卷调查。考虑

到研究对象应是在能源购买中有一定决定权的居民，因此

样本选取设定为年满 20岁、具有稳定经济来源和固定工

作的成年居民。研究于 2012年 6月至 10月期间，在大连

市内 5个城区内，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每个城区抽取 4

个社区，向每个社区内居住的居民发放了 40份问卷，共

计 800份，回收有效问卷 563份，有效回收率达 70.4%。

3.3  信度和效度检验

应用 SPSS16.0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统计，采用信度

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考察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心理因素

和情境因素量表的 KMO的数值均大于 0.8、Bartlett球体

检验结果拒绝了原假设，表明数据适合因子分析。对变量

采用方差极大旋转法进行因子分析。依据特征根大于 1的

标准，心理因素提取了 4个因子，累积贡献率为 64.631%，

变量提取的因子载荷在 0.632～ 0.858之间，Cronbach α

系数为 0.813；情境因素提取了 4个因子，累积贡献率为

57.469%，变量提取的因子载荷在 0.617～ 0.823之间，

Cronbach α系数为 0.795。相关数据表明心理因素和情境

因素两个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4  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变量均值可以看出，被访居民普遍能够选择购买低

碳节能的产品，具体比较四种能源购买行为（购买意愿），

购买节能型灯具的居民最多（84.7%），而仅有 48.7%的被

访居民选择购买太阳能热水器。在心理因素中，态度、责

任感和控制观三个变量得分都超过 3.5，说明被访居民对

能源购买行为有较为积极的态度和责任意识，并且对解决

能源问题更倾向于归结为个人努力，而不是外部力量。在

情境因素中，社会规范和产品可靠性得分较高，体现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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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居民在一定程度上较为认可这些外部条件对能源购买行

为的影响，但是具体影响还需要下一步通过回归分析进行

检验。具体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心理因素 均值 标准差 情境因素 均值 标准差

态度 3.740 0.6132 产品可靠
性

3.652 0.537

责任感 3.552 0.6959 购买便利
性

3.012 0.789

控制观 3.635 0.6883 资金节约 3.334 0.825
习惯心理 3.088 0.7868 社会规范 3.810 0.517
能源购买行为 是（%） 否（%）
是否购买节能型灯具 84.7% 15.3%
是否根据能效标识购买节能型家电，如电冰
箱、空调、洗衣机等

82.8% 17.2%

是否购买太阳能热水器 48.7% 51.3%
是否愿意购买节油型或新能源汽车（环保型
汽车）

79.2% 20.8%

  

4.2  Logistic回归分析
采用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四种城市居民能源购买行

为的影响因素，具体结果见表 2。根据影响系数的大小，

态度、责任感、资金节约和购买便利性依次是节能灯具购

买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态度、责任感、资金节约和月均

收入依次是节能家电购买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月

均收入的系数为负，说明随着收入提高，节能家电购买行

为越不可能发生；资金节约、责任感和产品的可靠性依次

是太阳能热水器购买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文化程度、资

金的节约、责任感、态度、月均收入和习惯心理依次是环

保型汽车购买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与初中及以下

文化程度的居民相比，本科文化程度的居民对环保型汽车

的购买意愿更强。习惯心理和月均收入的系数为负，说明

居民越不愿意为节能而改变习惯、居民收入越高，其环保

型汽车的购买意愿越低。

总的来说，在心理因素中，态度和责任感对各种能源

购买行为普遍具有正向影响力；在情境因素中，资金节约

是各种能源购买行为最重要的预测变量；与其他两类影响

因素相比，人口特征变量的作用较小，仅有月均收入与学

历对部分能源购买行为有影响。

就具体的能源购买行为来说，不同的能源购买行为有

不同的影响因素。（1）对于节能灯具购买行为，是否可以

便利的购买到产品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这说明，作为

一种价格较为便宜、消耗较多的家用产品，节能灯具可获

得的便利程度决定了居民是否选择购买；（2）对于太阳能

热水器的购买行为，产品的可靠性比较重要。作为一种绿

色能源产品，与成熟的常规能源产品（如电热水器和燃气

热水器）相比，产品技术和性能是否可靠和完善决定了居

民是否选择购买；（3）最后，对于环保型汽车的购买意愿，

习惯心理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说明居民在购置这样一种

能源产品中的“奢侈品”时，是否愿意为环保而改变个人喜

好的消费方式与习惯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习惯心理反

映出居民所持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其作用在投

入较大的能源购买行为上更为显著。

5  启示与建议

本研究的实证结果体现出在中国情境下城市居民能源

购买行为的特点，对设计有针对性的引导政策具有重要的

意义。具体如下：

注：***为p <0.001，**为p <0.01，*为p <0.05

表 2  城市居民能源购买行为影响因素的 Logistic回归结果

影响因素
模型1（因变量=购买节

能灯具）
模型2（因变量=购买节

能家电）
模型3（因变量=购买太

阳能热水器）
模型4（因变量=购买环

保型汽车）

B Exp(B) B Exp(B) B Exp(B) B Exp(B)
态度 1.324*** 3.759 0.881*** 2.412 -0.164 0.848 0.568** 1.764
责任感 1.266* 3.547 0.584** 1.793 0.523** 1.688 0.633** 1.884
控制观 0.114 1.121 0.250 1.285 0.116 1.123 -0.039 0.962
习惯心理 -0.258 0.772 -0.008 0.992 0.036 1.036 -0.578** 0.561
产品可靠性 0.269 1.308 0.514 1.672 0.975*** 0.377 -0.107 0.898
购买便利性 0.603** 0.547 0.338 0.713 0.042 1.043 -0.177 0.837
资金节约 0.454* 1.574 0.547** 1.728 0.702*** 2.018 0.809*** 2.245
社会规范 0.162 1.176 -0.448 0.639 0.040 1.041 -0.029 0.972
性别       

男性（参照组：女性）
-0.027 0.973 -0.514 0.598 0.126 1.135 0.179 1.197

年龄 -0.051 0.950 -0.142 0.868 -0.210 0.810 0.102 1.107
月均收入 -0.233 0.792 -0.351* 0.704 -0.093 0.911 -0.503*** 0.605

文化程
度（参照组：
初中及
以下）

高中 0.666 1.947 -0.699 0.497 -0.049 0.952 0.819 2.267
大专 0.109 3.547 -0.283 0.754 0.283 1.327 0.951 2.590
本科 0.276 1.318 -0.398 0.672 0.273 1.314 1.295* 3.652
研究生 0.474 1.606 -0.690 0.502 0.352 1.422 0.761 2.141

常数 -3.336 0.036 -3.638 0.026 0.026 0.548 -3.121 0.044
-2Log Likelihood 383.296 422.281 699.274 541.571

Nagelkerke R2 0.276 0.168 0.168 0.253

（下转 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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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破坏政策的必须给予一定的惩治，这样在某种程度上督

促整个社会积极参与到低碳化城镇的行动中，加快城镇低

碳的早日实现。

4  结语

江苏沿海地区是全省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是江

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10]。然而，我们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

效益却忽视生态问题，面临生态环境的恶化，必须及时反

思寻求解决的措施。在小城镇建设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多

方位思考、多部门协作、多途径实施，才能形成打造低碳

生态小城镇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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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三）[C]. 科技部、山东省人民政府、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

会，2010：3.

[9]周岚，张京祥. 江苏城乡规划建设：集约型发展的新选择[J]. 城市

规划，2009（12）：19～20.

[10]江苏省人民政府公报. 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沿海开发总体规划

的通知[Z]. 2007.

（1）加强宣传教育，树立有益环境的公民态度和责任

感。近些年，关于环境以及资源问题的报道和宣传越来越

多，这也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注此类问题。然而，宣传教育

的方式以单向传播为主、内容也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宣

传教育的普及程度还有待提高。因而，应充分发动政府、

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各方力量，采用社会营销手段，加大

宣传力度和范围，鼓励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民用能源管

理中的主体作用，并尽快将环境教育纳入到中小学义务教

育体系中。深化居民对能源环境问题的认同感和关注度，

提高居民对解决能源环境问题的责任意识。

（2）加快低碳节能产品开发，规范低碳节能产品市场。

目前我国各类民用低碳节能产品的市场还很不完善、不规

范，低碳节能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的持续动力不足，低碳节

能产品种类有限、价格偏高、技术不成熟，难以得到广大

居民消费者的认可和接受，大大阻碍了此类产品在家庭中

的推广应用。因此，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和管

理措施，加快各类低碳节能产品的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

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规范产品市场；同时还应

采用各种激励手段促进低碳节能产品的消费，例如，对购

买低碳节能产品的消费者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

（3）倡导适度消费、引导低碳生活方式。资金节约是

目前促进居民消费低碳节能产品的主要动力，但从长远来

看，提高居民能源意识、建立起长效合理的能源消费模式

是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选择。随着经济和收入水平的提

高，不少城市居民在生活中存在着攀比、过度消费等不良

风气，缺乏节能意识。回顾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

的弯路，其高碳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全球无法承受的顽症，

且发达国家的家庭能源消耗量仍有上升的趋势。我国决不

能走欧美国家的老路，政府必须尽快建立配套的激励或约

束机制，引导适度合理的能源消费和低碳生活方式，这对

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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