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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视角下的亲环境行为： 
概念、理论模型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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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亲环境行为是个体所采取的旨在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对环境破坏的行为。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中，解释这一

行为的理论机制主要聚焦于计划行为理论、负责任环境行为模型，以及规范激活模型等三大理论框架。影响

亲环境行为的因素可归结为认知和情绪情感两大维度。具体而言，认知层面主要涉及个体的价值观、社会认

知，以及环境效能感等因素；情感层面则涵盖消极与积极情绪、自我超越情绪和自然共情等方面对亲环境行

为的影响。未来可进一步分析亲环境行为的内在机制与影响因素，并积极探索提升亲环境行为的有效途径与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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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深远，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如频繁爆发的环境危机、全球气候变化、

生态多样性丧失等生态环境问题已然成为当今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之一。要改善生态环境，需要不

同行业的从业者齐心协力，从多个层面共同努力。心理学家将心理与环境相结合，从心理学视角深入探

究人类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PEB）指人们做出的有利

于保护自然环境和减少对环境破坏的行为［1］。亲环境行为在减少自然资源浪费、降低污染物排放等方

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不仅有助于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更有利于实现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的长远

目标［2，3］。亲环境行为的研究已然跃升为环境心理学领域的热点议题。本文旨在对亲环境行为的相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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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进行整合，深入剖析其内涵与理论模型，并系统梳理影响亲环境行为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

一步探讨促进亲环境行为的潜在举措，以期能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富有价值的参考与建议。

2  何为亲环境行为

2.1  亲环境行为的定义

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PEB）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概念，由研究领域、问题、目的，

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研究者对亲环境行为的定义角度存在差别。汉斯（Hines）等人［4］

从价值观角度出发，认为亲环境行为是个人受责任感和价值观影响保护环境或以解决环境问题为目的的

行为。武春友和孙岩［5］从个体活动倾向视角定义亲环境行为，认为亲环境行为是指个体积极主动地参

与并采用实际行动保护环境或减少对环境破坏而努力解决环境问题的行为。西维克（Sivek）和洪格福德

（Hungerford）［6］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对亲环境行为进行界定，强调亲环境行为是个人或团体可持续地

开发自然资源或节约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斯特恩（Stern）［7］则从实际行为角度出发，指出亲环境行

为是指人们为了保护环境或者阻止环境恶化的行为。科尔马斯（Kollmuss）和阿吉曼（Agyeman）［8］从

个体行为视角提出，亲环境行为是指个体使自身活动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尽量降低的行为。尽管不同

研究者对亲环境行为的定义略有不同，但他们的定义均指向了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和减少对环境破坏的

行为。基于这样的共识，亨特（Hunter）等人［9］进一步将亲环境行为划分为公众领域亲环境行为和私人

领域亲环境行为。公众领域亲环境行为是指社会公民在团体社会的参与行为，如参与环保组织、倡导相

关议题等。私人领域亲环境行为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与环保有关的生活方式，如减少资源损耗、绿色消

费等。

2.2  亲环境行为的测量

综合以往研究，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们普遍用于亲环境行为测量的方法有自我报告和行为范式两种。

亲环境行为的定义是建立在其带来的环境后果之上的，但大多研究者并未直接研究实际行为［10］。

相反，他们更多依赖于对言语行为的观察，即个体的亲环境行为的自我报告；或是通过问卷调查来了解

被试对假设情景或意图项目的反应。例如，宗阳等人在对自然拟人化与大学生亲环境行为的关系的研究

中，便采用了刘贤伟等人编制的自评亲环境行为量表对亲环境行为进行测量［11］。如今国内外常用的量

表有一般生态行为量表、亲环境自评量表和自评亲环境行为量表等。

行为范式是通过模拟真实环境来观察实际的亲环境行为。这些系统安排的情景反映了其模拟的真实

情景中的关键事件，即让模拟情景与真实情景中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之间的关系相同。个体被安排在

这些模型情境中，主试可以对模拟情景的参数进行操控。目前有一些已经过验证的行为范式，这些行为

范式涉及了捐赠决策（Donation Decisions）［12］、产品选择（Product Choice）［13］、回收行为（Recycling 

Behavior）［14］、资源消耗（Resource Consumption）［15］、社会困境游戏（Social Dilemma Games）［16］等

多个主要领域，如表 1 所示。而尽管有众多可行的行为范式，但目前对亲环境行为的研究仍然主要依赖

于自我报告测量，这种趋势可能源于研究人员对既有范式了解不足，或是实施这些范式的成本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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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行为范式来研究真实的亲环境行为是极具价值的，因为行为范式能够提供更高的外部效度，即其研

究结果更能真实地反映实际生活中的亲环境行为模式。

表 1  亲环境行为范式

Table 1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al paradigm

行为范式 观察内容 参考文献
捐赠决策 亲环境捐赠行为 Cameron & K．（2021）
产品选择 在涉及不同生态足迹的产品之间的选择 Dodds et al．（2018）
回收行为 是否使用回收箱处理可回收物品 Barker et al．（1994）
资源消耗 是否在任务中节省资源，如较少使用墨水，纸等物品 Moussaoui et al．（2020）

社会困境游戏
要求多个被试相互互动，且被试做出的选择会影响他们自己的收益和
公共池的状态

Gifford & Aranda，（2000） 

3  亲环境行为的相关理论模型

在现有研究成果中，研究者们提出了多种理论模型以解释心理对亲环境行为影响的内在机制。其中，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负责任环境行为模型，以及规范激活模型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

3.1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阿耶兹（Ajzen）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强调个体行为是由行为

意向决定的，而行为意向则受三个因素共同影响：行为态度（Behavioral Attitude）、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s）和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这三个因素由相应的规范信念、行为信念和控

制信念所控制［17］，如图 1 所示。具体而言，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对执行或不执行行为所施加的一般社会

压力的感知。行为态度是指个体行为的积极或消极评价，这是影响行为意向的个人因素。知觉行为控制

是指判断一个人是否能执行处理预期情况的活动。

图 1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Figure 1 The model of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在学术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近年来有研究者将情感变量引入了计划

行为理论，在 TPB 模型中原有的态度变量中加入了情感的测量题项；也有研究者直接将情感作为直接作

用于亲环境行为的变量加入模型中。这些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计划行为理论的内容，提高了其在解释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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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个体行为方面的有效性。

3.2  负责任环境行为模型

汉斯（Hines）、洪格福德（Hungerford）和托梅拉（Tomera）［4］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负

责任环境行为模型（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ERB），负责任环境行为模型表示，亲环境行

为受行为意向的直接影响；而行为意向又受个体因素、环境问题的知识、行动策略知识，以及行为技能

的共同控制，如图 2 所示。在个体因素中，态度、控制点和责任感起到了关键作用。态度是个体对亲环

境行为所持的正面或负面感觉。控制点是指个体对自己行动能力的看法，反应个体是否相信能够通过个

人行动来影响和改善环境问题。内控型的个体认为自己的行动能够给环境问题带来改善；外控型的个体

认为自己能对环境带来的改变微乎其微，只有具有影响力的个体才能改变环境问题。责任感是个体对于

整个环境的义务感，包括是否要保护环境、减少环境污染的义务。行动策略知识和行为技能对亲环境行

为的影响是，当个体知道如何减少自己的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时，可能更倾向于做出亲环境行为。环

境问题的知识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表现在，对环境问题比较熟悉的人更倾向于选择亲环境行为。此外，

情境因素对亲环境行为也存在影响，如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都对亲环境行为有所作用。

图 2  负责任环境行为模型

Figure 2 The model of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3.3  规范激活理论

规范激活理论（norm-activation theory，NAT）最初被用于解释利他行为，随着研究的发展，被广泛

应用于研究亲社会行为，尤其是亲环境行为，并被反复验证支持。规范激活模型认为结果意识（Awareness 

of Consequence）和责任归属（Ascription of Responsibility）会激活个体规范（Personal Norms），个体规范

直接影响个体的亲环境行为［18］，如图 3 所示。其中，个体规范是指特定情况下，个体实施具体行为的

自我期望；结果意识是指个体对在未实施利他行为时，可能给他人或者其他事物造成的不良后果的意识；

而责任归属是指个体对于不良后果的责任感。具体而言，当个体对某种行为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有着清

晰的觉知，并且认同自己对这些后果负有责任时，其个体规范便会被激活。这种激活的个体规范会促使

个体更倾向于采取亲环境行为，以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随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情感作为重要因素

被纳入了规范激活理论模型之中。个体对事件责任归属的评估不仅影响个体规范，还会决定个体产生的

情感［19］，情感对行为的影响效应也被研究者加入在个人规范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规范激活理论。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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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激活理论的基础上，盖尼诺（Guagnano）、斯特恩（Stern）和迪茨（Dietz）引入外部的情境因素，提

出了态度—行为—情境理论模型，认为态度与行为联系起来的模型应该考虑到人们行为的背景，并确定

其适用性的边界条件，即为亲环境行为是个体规范和情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情境因素影响态度的

过程独立于他们对行为的直接影响［20］。

图 3  规范激活模型

Figure 3 The model of  norm-activation theory

4  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

基于对现有研究的梳理，目前在心理学领域中，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认知层面和情绪情感

两个方面。

4.1  对环境的认知层面

当前对环境的认知层面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个体本身的价值观、社会认知、环境效能感等方面。

4.1.1  价值观

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中，个体的价值观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社会适应理论，价值观对于个体的社

会适应具有促进作用。价值观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发展，是个体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价

值观通常被认为影响态度和行为。

价值观包含方方面面，文化价值观作为价值观的一个分支，目前已被众多学者认为对亲环境行为

有影响。文化价值观是处于同种文化中的成员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是成员在社会化中表露出的

“共同性”［21］。奇维亚科夫斯卡（Chwialkowska）等人［22］扩展了计划行为理论（TPB）的框架，解

释了文化价值观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并且提出文化价值观可以影响“绿色差距（Intentions-behavior 

Gap）”，即亲环境行为意向与行为之间的距离。此外，部分研究者基于 Hofsted 的文化价值观五维理论，

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亲环境行为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综合考察，研究表明集体主义和长期导向对亲环境

行为有积极影响；不确定性回避对亲环境行为有负面影响；男性化只对公共领域的亲环境行为有积极影

响；权力距离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不显著［23］。

另一个被广泛认为与亲环境行为密切相关的价值观是环境价值观（environmental values，EVs）。

环境价值观是个体对于环境及相关问题所感觉到的价值，用于描述个体对于自然环境以及人与自然关

系的看法［24］。如果个体认为环境问题至关重要并且想要解决它们，那么其更可能采取有利于环境的行

动，例如减少垃圾产生、减少能源使用、节约用水等［25］。国内外研究均表明环境价值观对个体的亲

环境行为或行为意向具有预测力。然而，在环境价值观的维度分类上，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一致的结

果。博格纳（Bogner）等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提出了环境价值观的两因子模型（The 2 factor Mode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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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Values，2-MEV），该模型基于环境态度的五个方面（“支持的意图”“关心资源”“享受

自然”“改变自然”和“人类支配”），提取了高阶因子保护（Preservation）与利用（Utilisation）［26］。 

斯特恩（Stern）和迪茨（Dietz）则总结了以往研究，提出了环境价值观的三层次理论，这三个层次分

别对应了三种不同价值取向：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利己取向，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利他取向，生

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生态取向［27］。杜兰普（Dunlap）与范里埃尔（Van Liere）的研究中则提出了环境

价值观具有五个维度，并基于此开发了被广泛运用的新生态范式量表（new ecological paradigm scale，

NEP）。然而，随着不同研究的反复使用，新生态范式量表的维度在不同研究之中得到的结果也存在差异，

有的研究中发现了三个维度，有的研究中是两个维度，甚至是单一维度的结果。综上所述，尽管环境价

值观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已得到广泛认可，但其维度的具体结构和影响机制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4.1.2  社会认知因素

个体的社会认知中，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社会信任是社会互动中的一

种非正式制度［28］，是视为促进环境保护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社会信任能显著提升公众的环境保护意愿，

增加实际环境保护行动［29］。

社会规范是为达到某一群体目标或进行群体活动时，用于约束群体成员的行为标准［30］。法罗（Farrow）

等人［31］的研究表明，社会规范有利于激发个体内在责任感，促使其遵守规范，进而增加个体的亲环境行为。

此外，也有研究表明，社会规范能增加消费者的环保行为倾向，且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更具有公共性［32］。

在青少年中，社会规范对亲环境行为同样存在影响，研究表明社会规范与父母权威教养方式的匹配水平

对青少年亲环境行为有显著预测作用［33］。

4.1.3  环境自我效能感和集体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事件结果进行预判后表现出的自信心［34］。对环境保护自我效能感高的个

体，会认为自己有能力去完成环保相关工作，从而进行更多亲环境行为。许多研究已证实了这一

结果，自我效能感能够预测个体参与亲环境行为的意愿和具体行为，例如，汉曼（Hamann）和里

斯（Reese）［35］的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能够预测个体减少能源消耗的行为；利（Lee）等人［36］

的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更可能支持环保组织；此外，也有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能够

预测个体的回收行为［37］。

在亲环境行为领域中，集体效能也是与亲环境行为密切相关的概念。集体效能感指的是个体对集

体进行亲环境行为的能力的共同信念。有研究表明，集体效能感能增加个体应对气候危机的环境行动

意图［38］，然而，集体效能感对亲环境行为的具体影响在不同研究中尚未得到广泛验证。Jugert 等人［39］

的研究中表明，只有在同时提高自我效能感时，集体效能感才会同时起作用。

4.2  与环境有关的情绪和情感

情绪情感作为亲环境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主要有不同体验态度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自我超越

情感和自然共情等方面。

4.2.1  积极与消极情感

根据个体的体验结构，情感被分为了积极情感（Positive Emotion）和消极情感（Negative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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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维度［40］。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同时考虑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维度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例

如：王建明和吴昌龙［41］发现，积极绿色情感和消极绿色情感对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效应均呈现显著；

卡罗斯（Carrus）等人的研究表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均显著影响绿色出行欲望，其中消极情感对于个

体绿色出行的意向同样存在显著影响［42］，且积极情感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显著大于消极情感；希普

利（Shipley）和范里伯（van Riper）［43］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积极情感（如预期自豪）和消极情感（如

内疚）对个体的亲环境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且内疚对个体的意向和行为报告均存在显著影响。

此外，部分学者在情感和亲环境行为的研究中聚焦于某一特定情感的影响。在消极情感方面，格劳

博（Geob）［44］在研究中通过消极情感量测量了被试的消极情感， 发现个体的消极情感受到价值观的显

著影响，并能有效预测亲环境行为。凯撒（Kaiser ）［45］的研究表明，负罪感对个体的亲环境行为存在

显著影响，其对亲环境行为意图的解释高达 92%；此外，羞耻感也被研究者证明会刺激消费者的环保行

为［46］；而恐惧情感对个体的亲环境行为意图同样具有重要影响［47］。在积极情感方面，部分学者也验

证了其对于亲环境行为的作用，奥布莱恩（O'Brien）［48］和科拉尔韦杜戈（Corral  Verdugo）［49］的研究

从理论层面预测了积极情感对亲环境行为的重要影响作用。陈阁芝和黄向［50］的研究具体指出，积极情

感通过自我效能感和地方认同的中介作用，影响游客的环境负责行为。尽管多数研究关注于个体情绪对

于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但部分研究中表明，基于集体在环境问题中所充当的角色而产生的群体情绪体验

或许更能激发亲环境行为，个体会对群体成员破坏环境的行为感到愤怒，这种群体愤怒会促使个体产生

惩罚环境破坏者的行为意向［51］。

4.2.2  自我超越情绪

相较于广义的积极情绪（如高兴、兴奋、快乐），自我超越性的积极情绪对于亲环境行为的影

响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也吸引了大量学者关注。自我超越体验是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其特征

在于自我重要性的降低和联结感的增强［52］。相较于一般的积极情绪，自我超越性的情绪表现出更

强的他人导向性，同时减少了个体对自我的关注，其本质是由对提升他人福祉的关注所构成的。因此，

自我超越情绪更能促进亲社会行为［53］。这种自我超越性的积极情绪包括赞美、道德提升感、慈悲、

感恩、敬畏、欣赏和爱等。在一项关于不同积极情绪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研究中，自我超越情绪（敬

畏、同情、爱）对亲环境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高于自利性的积极情绪（喜悦、满足等）对亲环境行

为的预测［54］。

4.2.3  自然共情

自然共情是一种理解并共享自然界的情绪体验，尤其是痛苦这样的情绪。例如，当观看关于割鲨鱼

鳍的视频时，某些个体能够生动地想象鲨鱼的经历，并感受到鲨鱼正在经历的痛苦［55］。自然共情是环

保行为首要预测因素，具体而言，当个体拥有较高的自然共情水平时，会倾向于做出更多利于环境改善

的行为。自然共情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在研究中被广泛验证，基于利他与亲社会行为模型的研究进一步

表明，具有高共情水平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环境行为［56］。

值得注意的是，自然共情水平在不同性别之间存在差异。由于女性在社会化中被赋予照顾他人的角

色，并拥有更强的“关怀伦理”，因此女性往往比男性表现出更强的自然共情，这一性别差异在多项研

究中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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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与展望

本文对亲环境行为的定义、测量方式、理论模型，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分析。虽然不

同研究者对于亲环境行为的定义有所差异，但对于其核心本质的认同是高度一致的，即个体所采取的对

环境有益的行为。当前，研究者们普遍用于亲环境行为测量的方法主要有两种：自我报告和行为范式。

尽管已有一些被验证过的行为范式存在，但目前较多实验仍倾向于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测量。未来的研

究中可以增加干预研究，采用行为范式研究操纵变量，以发现能够提升实际亲环境行为的因素。而现阶

段对于亲环境行为的研究范式较多是建立在计划行为理论［17］、负责任环境行为模型［4］和规范激活模型［18］

等经典理论之上。研究者们通过在这些模型中加入新的变量，不断扩展和完善理论模型，更全面地揭示

了亲环境行为的形成机制。展望未来，可以进一步优化亲环境行为模型，将其扩展到不同群体，并深入

探讨不同群体之间的共性，以发现更为基础和普遍的影响因素。

综合目前已有研究，影响亲环境行为的心理变量主要涵盖认知和情绪情感两大层面。在认知层面，

价值观、社会认知和环境效能感等因素对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在情绪情感层面，积极情绪与消极

情绪、自我超越情绪和自然共情等因素对亲环境行为有着重要作用。除了上述提到的心理变量外，还存

在一些其他的心理变量被证实与亲环境行为有关。自我认同能与亲环境行为具有相关，例如：回收自我

认同能够预测回收相关的亲环境行为［57］；亲环境的自我认同与生态购物、减少废物、节约用水和家庭

节能等行为密切相关［57］。此外，心理丰富对亲环境行为意愿有促进作用，心理丰富程度越高的个体越

愿意做出环保行为［58］。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由于亲环境行为在未来可持续

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研究者们可以从长期取向视角出发，探寻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实现可持续的

环保目标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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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Concept, Theoretical Model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Huang Jinhui Liu Yunzhi Lin Yingyin Guan Ruixing Zhou Qingxia Cai Qiuyang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Abstract: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are behaviors adopted by individuals that aim to protec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reduce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In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s explaining this behavior have focused on three major theoretical frameworks such 
as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and Norm-Activation Theory. 
Factors affecting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can be attributed to two main dimensions: cognitive and 
emotional-affective. Specifically, the cognitive dimension mainly involves the individual's values, social 
cognition, and environmental efficacy, while the affective dimension covers the influence of negative and 
positive emotions, self-transcendence emotions, and natural empathy 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the future, we can further analyze the intrinsic mechanis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and actively explore effective ways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to enhanc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Key words: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Sense of environmental efficacy; 
Natural empat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