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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节水行为的实证分析

———基于消费者计划行为理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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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从计划行为理论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城市居民的节水行为,通过对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探讨了中国

城市居民节水行为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居民对节水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这2个因素对其节水行

为的影响均正向显著,但知觉行为控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城市居民的生态情感(EA)整体上正向调节着计划行

为理论中预测变量与节水行为的关系。提出在实施经济性措施的同时,实行增强居民环保态度、增进生态情感、

营造社会微观层次环保文化,多项措施并举促进城市居民节水行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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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飞速发展震惊了全世界,随
之产生的巨大环境问题也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随

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人口的日益增加,城市用

水需求越来越大,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发

展所面临的重要瓶颈。中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

家,虽然我国淡水资源总量达到28000亿 m3,占全

球水资源的6%,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居
世界第四位,但人均只有2200m3,仅为世界平均水

平的1/4、美国的1/5,在世界上名列121位,是全球

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中国每年缺

水总量为300亿~400亿 m3,全国669个城市中有

400余个供水不足,在32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

市中,有30个长期受缺水困扰。在这种严峻的背景

下,水资源保护成为我国环境保护的突出内容。除

了工程措施以外,强化水管理、鼓励节约用水已成

为解决用水矛盾的重要措施。我国居民用水占社会

总用水量的30%,有效调控居民的节水习惯是我国

建设节水型社会的主要途径,因此以实证方法探讨

公众节水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而广泛促进城市居民

的节水行为,对于推动中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

型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公众环保行为的研究从19

世纪70年代以来已取得了明显进展 [1灢2]。国内关

于公众环境保护行为包括节水行为的研究则起步较

晚。已有研究以政策和管理层面上的定性探讨居

多[3],尽管有一些关于公众环保意识或环保态度的

调查报告、定量分析报告公布,其成果形式也多为描

述性研究,对居民环保行为、节水行为内在心理与行

为机制的深度挖掘有待加强。
本文把比较成熟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

plannedbehavior,TPB)引入我国城市居民的节水

行为研究,以实地调查获取的数据分析当前中国城

市居民节水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并结合

研究结论提出改善城市居民节水行为的相应建议。

暋暋一、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1.节水的内涵

节水(watersaving,WS)一词的内涵随着社会

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扩展,到目前为止,关于节水的

概念和准确定义仍有不同见解。有学者认为节水就

是采取各种措施,使用水户的单位取水量低于本地

区、本行业现行标准的行为,凡是有利于减少取水量

(用水量、耗水量、水质污染量)的行为均应视为节

水[4]。陈家琦等认为节约用水不仅是减少用水量和

简单的限制用水,而且是高效地、合理地充分发挥水

的多功能和一水多用、重复用水,即在用水最节省的

条件下达到最优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5]。结合

以上研究,本文认为节水是指人们采取现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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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措施,挖掘水资源的潜力,提高用水效率,实现

水资源综合合理利用的一系列行为。

2.计划行为理论与节水行为

计划 行 为 理 论 是 1991 年 Ajzen 正 式 提 出

的[6灢7],该理论认为人类行为的产生直接取决于行为

意向(behavioralintention,BI),而影响行为意向的

3个关键因素是: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
该理论在消费者行为包括环保型消费行为研究中得

到了广泛应用。
(1)态度(attitudetothebehavior,AB)是指人

们对从事某特定行为的正面或负面的评价。
(2)主观规范(subjectivenorm,SN)是指个人

对于是否采取某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的大小。
它反映的是关键性个人或团体对个体行为决策的

影响。
(3)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behavioralcon灢

trol,PBC)反映个人过去的经验和预期的阻碍。当

个人认为自己所掌握的资源与机会愈多、所预期的

阻碍愈少,则感知到的对行为的控制能力就愈强。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如果态度、主观规范、知觉

行为控制3个因素均为正向,其交互作用的结果使

得行为者在认知、情感、行为后果评判及行为信心诸

方面都会产生积极作用,从而推动人们从事特定行

为的概率就会增大[8]。由此,对城市居民的节水行

为提出以下假设:

H1:城市居民对节水行为的态度(AB)与其节

水行为(WS)存在正相关关系;

H2:城市居民关于节水行为的主观规范(SN)
与其节水行为(WS)存在正相关关系;

H3:城市居民节水行为的知觉行为控制能力

(PBC)与其节水行为(WS)存在正相关关系;

3.生态情感与节水行为

在环境保护行为领域的研究中,生态情感(eco灢
logicalaffect,EA)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已有研究

看,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证明生态情感与环保行为

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例如,早在 1975 年,Ma灢
loney等就发现人们的生态情感和环保行为之间的

正相关关系[9]。不过,也有研究认为生态情感还可

能作为调节变量正向影响着人们的环保行为。如

Chan在对中国消费者的绿色购买行为研究中发现

生态情感调节生态态度和行为,认为生态情感通过

绿色购买态度和绿色购买意愿显著影响消费者的绿

色购买行为[10]。而有些学者曾指出,当态度、主观

规范和知觉行为作为控制变量时,增加的其他变量

能调节行为经验与行为意向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所
以可能有更好的变量解释行为经验产生的效应[11]。
据此,本文认为生态情感正向调节着态度、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三者和节水行为之间的关系,故提出

下述假设:

H4:城市居民的生态情感(EA)正向调节着节

水行为的态度(AB)与其节水行为(WS)之间的

关系;

H5:城市居民的生态情感(EA)正向调节着节

水行为的主观规范(SN)与其节水行为(WS)之间的

关系;

H6:城市居民的生态情感(EA)正向调节着节

水行为的知觉行为控制能力(PBC)与其节水行为

(WS)之间的关系。

暋暋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武汉市居民。将武汉选为

调查地区的原因在于:武汉作为拥有近千万人口的

我国中部的大型城市,其居民水资源使用观念与行

为习惯在我国城市居民中有普遍性。我们以分层配

比抽样的方式抽取调查对象,先从城市的各区中随

机抽取3个区,再在抽中的区中随机抽取街道,在街

道中以门牌号码随机抽取居民家庭。整个抽样过程

保证了研究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此次调查共发

放问卷400份,经过核查检验得到有效问卷312份,
有效回收率为78%。采用SPSS17.0完成后期的数

据分 析 工 作。调 查 对 象 的 基 本 情 况 为:男 性 占

51.0%、女性 49.0%;年龄分布 上:25 岁 以 下 占

23.9%、25~35岁占28.2%、36~45岁占29.8%、

46~55岁占16.5%、56岁及以上占1.6%;受教育

程度方面:初中及以下占13.2%、高中或中专占

30.6%、本科或大专占50.0%、本科以上占6.2%。
家庭人口构成上3人以下7.1%、3人为52.3%、

4人家 庭 占 25.2%、5 人 及 5 人 以 上 的 家 庭 占

15.4%。
从数据看,调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研

究在文献研究及部分武汉居民定性访谈的基础上设

计了问卷,内容共包含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生态

情感的测量;第二部分是对计划行为理论涉及到的

节水行为的态度(AB)、节水行为的主观规范(SN)、
节水行为的知觉行为控制(PBC)及节水行为(WS)
的测量。这两部分采用的是5点李克特量表,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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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都是从“1暠(代表“完全不同意暠)逐渐过渡到5
(代表“完全同意暠)。第三部分询问被调查者的基本

信息,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月经济

收入水平、家庭人口数等,用于了解调查对象的基本

情况并分析调查数据的代表性。另外,为了确保问

卷质量,本研究在问卷设计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成

熟量表的内容并征询了多位相关专家的意见。
生态情感用4个项目进行测量并参考了 Chan

关于生态情感的测量方法[10],使用的4个测量项目

分别为:栙一想到我吃的大部分食物都曾经被喷过

杀虫剂,我就感到内心不好受;栚一想到大自然中如

此多的植物与动物受到环境污染的伤害,我就感到

很不愉快;栛一想到现代工商业对环境的大规模破

坏,我就感到沮丧和愤怒;栜我对环境保护问题不

太关注,生活中要关注的其他问题太多了。其中第

4条是反向计分。
节水行为的态度和主观规范的测量参考了

Kelly等的相关量表[12]。其中态度的3个测量题项

为:栙我认为实施节水行为对节约水资源、保护环境

是有很有益处的;栚我认为实施节水行为对我和我

的家庭是很有益的;栛总的来看我对节水行为的态

度很积极。测量主观规范的3个项目分别是:栙那

些生活中我很重视甚至听从他们意见的人重视节水

行为;栚那些对我比较重要的人并没有因为目前的

水资源短缺感到焦虑不安(此项目为反向计分题);

栛那些生活中对我很重要的人支持我实施节水

行为。
知觉行为控制测量所用的3个项目主要参考了

Oliver等关于环境自我效用的测量量表并进行了调

整[13],具体为:栙日常生活中,我自己可以较容易地

实施节水行为;栚通过我自己一个人的努力,实施节

水行为对节约水资源、促进环保的作用非常有限(反
向计分);栛每个居民的节水行为对节约水资源和环

境保护都会有积极的影响。
节水行为用2个项目进行测量,也主要参考了

Chan关于绿色购买行为的测量方法[10],并根据研

究的对象和内容进行了恰当的调整。回答采用五点

量表,从1“很少暠到5“很多暠。具体为:栙您平均每

月所用的水费与相同家庭人口的其他人相比如何

(1=很少;5=很多);栚您使用节水产品(如节水龙

头、节水洗衣机等)的数量与一般人相比如何(1=很

少;5=很多)。

暋暋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样本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具体如表1所示。
由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变量均值都处于稳定水平且

都超过均值3,大部分接近4,表明居民的生态情感、
对节水的态度、知觉行为控制的实施水平比较高,而
在节水行为主观规范、节水行为实施上得分相对

较低。
表1暋描述性统计

项目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主观规范 312 1 5 3.483 0.733
知觉行为控制 312 1 5 3.933 0.670

行为态度 312 1 5 3.700 0.603
生态情感 310 1 5 3.917 0.574
节水行为 311 1 5 3.592 0.619

暋注:由于缺失值的存在,变量的个别样本量未达到312。

2.信度和效度检验

(1)信度检验。本研究的问卷设计过程保证了

问卷良好的信度。各变量信度系数分别如下:节水

行为态度(AB)的Cronbach毩系数为0.663,节水行

为的主观规范(SN)的Cronbach毩系数为0.726,节
水行为的知觉行为控制(PBC)的 Cronbach毩系数

为0.656,以及城市居民所掌握的生态情感(EA)的

Cronbach毩系数为0.645,这表明调查使用的量表

的信度达到要求。
(2)效度检验。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来衡量各量

表的结构效度,分别针对使用的量表进行 Bartlett
球形检验和 KMO 抽样确切性衡量,采用主成分分

析法来进行因素分析,萃取出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
以正交旋转法进行因子的萃取。数据显示,提取的

所有因子的 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均极显著(Sig.
<0.001),KMO 值均大于0.7,说明数据适合作因

子分析。各条目在各自维度下的因子载荷均大于

0.5,没有出现显著的交叉负载,说明量表的辨别效

度较好,而且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均大于60%,说
明问卷的聚合效度较好,问卷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

3.模型检验

(1)多元回归分析。本文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来

检验中国城市居民节水行为的态度(AB)、节水行为

的主观规范(SN)、节水行为的知觉行为控制(PBC)对
其节水行为(WS)影响程度。分别以节水行为的态度

(AB)、节水行为的主观规范(SN)、节水行为的知觉行

为控制(PBC)为自变量,以节水行为(WS)为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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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多元回归,所得到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暋假设H1到H3的检验结果(多元回归分析)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B 标准差

标准化系数

Beta
t Sig.

常数项 0.892 0.321 2.777 0.006
行为态度(AB) 0.415 0.080 0.426 5.194 0.000
主观规范(SN) 0.190 0.068 0.232 2.786 0.006
知觉行为控制

(PBC)
0.062 0.075 0.069 0.836 0.405

暋注:1.因 变 量 为 节 水 行 为 (WS);2.n=312;R2 =0.23;F=

11.542** ;** 为P<0.01.

模型整体的回归结果表明,节水行为有23%的

方差可以由节水行为态度、节水行为主观规范和节

水的知觉行为控制3个变量来解释(R2=0.23),且
整个模型通过了F 检验。从各自变量回归结果上

看,假设 H1、H2得到验证,而 H3未得到验证。表明

居民对节水行为的态度(AB)(Beta=0.426,P<
0.01)、节水行为的主观规范(SN)(Beta=0.232,

P<0.01)与城市居民的节水行为(WS)呈显著正相

关关系,而居民节水的知觉行为控制(PBC)(Beta=
0.069,P>0.05)对其节水行为则无显著影响。说

明对于中国城市居民来说,节水行为的态度(AB)越
积极,节水行为的主观规范(SN)越强,则其节水行

为也就越明显。
(2)调节变量检验。本部分采用多元层次回归

法来检验生态情感的调节效应。Baron等认为:从统

计学上来讲,当调节变量和自变量的交互项(调节变

量*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时,即认为调节作

用存在[14]。为检验生态情感的调节作用,借鉴了黄

静等的检验方法[15]。
先分别以影响城市居民节水行为的3个因素、居

民所具备的生态情感为自变量,以居民的节水行为为

因变量进行回归(模型1)。再在模型1的基础之上分

别引入节水行为的态度(AB)、节水行为的主观规范

(SN)、节水行为的知觉行为控制(PBC)和生态情感

(EA)的交互项,得到模型2,具体数据见表3。
表3暋生态情感调节作用的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B 标准差

标准化系数

Beta
t Sig. R2 调整后的R2

1

常数项 -0.084 0.394 -0.213 0.832
知觉行为控制(PBC) 0.104 0.071 0.116 1.458 0.148

行为态度(AB) 0.418 0.076 0.429 5.512 0.000
主观规范(SN) 0.169 0.066 0.202 2.545 0.012
生态情感(EA) 0.321 0.082 0.306 3.909 0.000

0.319 0.319

2

常数项 0.740 0.414 1.789 0.076
知觉行为控制(PBC) 0.156 0.403 0.174 0.387 0.699

态度(AB) 0.201 0.253 0.207 0.795 0.428
主观规范(SN) 0.358 0.320 0.428 1.119 0.266
生态情感(EA) 0.102 0.093 0.097 1.097 0.275

AB暳EA 0.204 0.083 0.846 2.467 0.015
SN暳EA 0.167 0.075 0.237 2.236 0.034
PBC暳EA 0.022 0.140 0.079 0.157 0.875

0.421 0.101

暋注:1.因变量为节水行为(WS);2.模型1中F=13.380** ;模型2中F=11.516** ;** 为P<0.01.

暋暋分析结果中,模型1和模型2的总体回归效果

是理想的,因为2个回归模型方差分析中的F 值都

显著(P<0.01显著性水平下)。在模型1中生态情

感对节水行为有显著地影响,表明生态情感的主效

应存在。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节水态度

与生态情感的交互项(AB暳EA)、节水的主观规范

与生态情感的交互项(SN暳EA)及知觉行为控制与

生态情感的交互项(PBC暳EA)之后,R2的变化是显

著的(显著性水平P<0.01),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

提高,说明生态情感的整体调节作用存在。
具体而言,节水态度与生态情感的交互效应通过

显著检验(非标准回归系数B=0.204,P<0.05),这
意味着居民节水行为的态度(AB)与其生态情感(EA)
的交互项对于居民的节水行为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因此,H4得到验证。节水行为的主观规范(SN)与生

态情感(EA)的交互项亦通过显著性检验,H5获得验

证。但是,知觉行为控制(PBC)与生态情感(EA)的交

互项对节水行为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H6未获

得验证。

暋暋四、结论与讨论

(1)城市居民对节水行为的态度与其节水行为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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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相关。在影响节水行为的3个因素中,态度的影

响程度最大(标准回归系数为0.426,P<0.01)。这

启示我们,应该大力加强对节约用水的宣传与倡导,

正向强化公众节水态度,其核心宣传诉求点应该是建

设节水型社会对普通大众带来的显著益处,以普遍提

升公众对节水行为的正面评价。这是目前增加人们

节水行为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2)节水行为的主观规范与居民的节水行为呈

正向关系。这说明整个社会宏观环境对节约用水的

道德约束力越强,居民感知到的不节约用水的社会

压力越大,就越能反向推动人们的节水行为。据此

本文建议要通过多种途径宣传节水的极端重要性,

在社会上掀起全民节水的强大舆论氛围。同时利用

中国社会中人们注重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的特征,

发挥微观社会网络的作用,增大个人浪费水资源时

所面临的社会舆论与伦理压力。此外,还要注重不

同社会群体中“关键人物暠的引导作用,使更多的居

民在团体或群众领袖的影响下加入到节水运动中

来,加快中国节水型社会的建设步伐。

(3)生态情感整体上在人们的节水态度-行为

的关系中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这提醒我们,在

推动“节水运动暠的进程中不能忽视居民生态情感的

培养。而这在过去的节水宣传中是比较受到忽略

的。心理学已证明,情感是驱动人类行为的长期持

续的力量。只有居民具备了丰富的生态道德情感,

才能真正拉近节水行为与普通公众的心理距离,为

大众的节水行为注入强大而持久的动力。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计划行为理论对于城市居

民的节水行为是有解释力的。虽然现有的一些研究

从经济学理性人的原理出发,认为经济利益是推动

人们环保行为的主要动因,但是本研究认为这样的

观点是不全面的,以此为依据开展节水管理也会不

可避免地带来一定的片面性。本研究依据实际调查

的数据认为,影响城市居民节水行为的因素比较复

杂,在经济因素之外尚有心理因素、情感因素乃至文

化因素,因此采取提高水价、增加居民用水经济成本

的单一经济措施对促进节水的作用有限。只有在实

施经济性措施的同时,实行增强居民环保态度、增进

生态情感、营造社会微观层次环保文化等多措施并

举,才能真正收到建设节水型社会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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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mpiricalAnalysisonWater灢savingofUrbanResidents

———FromPerspectiveofTheoryofPlannedBehavior

QINGPing,NIEPing,TAORui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暋Basedonthetheoryofplannedbehavior,thispaperstudiesthewater灢savingbehaviorof
Chineseurbanresidents.Throughquestionnairesurvey,thispaperdiscussesthestatusquoandessential
factorsinfluencingurbanresidents''water-savingbehavior.Theresultshowsthatresidents暞attitudes
towardssavingbehaviorandtheirsubjectivenormshavesignificantlypositivecorrelationwiththeirwa灢
ter灢savingbehavior,butperceivedbehavioralcontroldoesn暞tpasssignificanttest.Onthewhole,ithas
beendemonstratedthatecologicaleffectofcityresidentcanbeincorporatedintotheTheoryofPlanned
Behavior,andhaspositivelymoderatedthecorrelationofpredictablevariablesandwater-savingbehav灢
ior.Therefore,thispaperputsforwardsomecorrespondingsuggestions,suchasstrengtheningresi灢
dents'pro-environmentalattitudes,improvingtheirecologicaleffectandcreatingsocialmicroculture
focusingonprotectionofenvironmentandfinallypromotingurbanresidents'water-savingawareness
withmulti灢measures.

Keywords暋watersaving;thetheoryofplannedbehavior;ecologicalaffect;pro灢environmentalbe灢
haviors;perceivedbehavioral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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