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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摘 要 8青年是 /五位一体 0社会建设中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群体 ,其态度与行为将直接影

响生态环境建设 "以洪湖周边青年人作为调查样本 , 分析青年群体的态度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发

现 :青年人对水环境的认知有待提升 ,其对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了解并不全面和充分 ,对水环境的保

护主要是从个人利益视角出发 ; 青年人的环保活动参与程度与洪湖水环境保护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等 "应通过加强生态环境法制法规的建设与执行力度 !加大针对青年群体生态环境宣传力度以及合

法推动生态环保组织建设等措施 ,推进青年群体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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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面对 日趋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 ,我国正大力推进 /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 0建设 ,这要求采用绿色经济

的发展模式 "绿色经济是一种以节约自然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为必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模式 "它是以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为出发点 ,以资源 !环境 !经济 !社会的协调发展为目标 ,力求兼得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

实现三个效益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 "I1]当前我国水环境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主要表现为水体污染严重 !水资

源短缺和洪涝灾害等 "[2]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对水环境的重视程度逐渐提升;特别在农村 ,随着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力推进 ,农村水环境的重视程度也逐渐加强 "131这就必然要求走绿色经济发展之路 ,实现

水环境生态体系的绿色和可持续开发 !利用及保护 ,强化公众保护环境意识 "

社会人关于水环境的生态保护态度及其行为直接影响着水环境的开发 !利用和保护的方式和方法 ,l4]并

进一步影响到整个水环境的生态修复和保护程度及其质量 , 其中青年群体是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参与群

体 , [别因而十分有必要去深人了解青年群体水环境的生态保护态度及其影响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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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 内容和方法

(一 )研 究假设

对于青年的年龄界定 ,各国或者国际组织的规定不同 ,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 :14一34 岁的人为青年 ,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 :14一44 岁的人为青年 "参照国家统计局现行标准(15~34 岁)将 18~35 岁的作为本次调查

对象 "

水环境生态保护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科学技术的问题 ,同时也与人们的生态保护观 !行为方式

和社会控制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m因而论文假设 :在一定的条件下 ,人们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受其生态

保护态度影响 ,观念态度的情况会在某种程度上支配人们的行为 "广义而言 ,水环境生态保护态度涉及到对

水环境生态保护的认知 !态度以及行为三个方面 "因而 ,青年人水环境保护态度也应该包含三个方面 :一是

关于水环境生态保护与社会及个人关系的一般性认知;二是关于水环境保护及其效果的认知;三是关于参与

水环境生态保护的意愿和行为 "

(二 )研 究方法

根据水环境保护的内涵 ,本次调查设置认知 !态度和行为三个维度并具体细化为若干调查指标 ,力图通

过这些调查指标来反映洪湖周边青年人的水环境保护态度 "认知维度包括对水环境概念的认知 !对相关法

规政策的认识 !对环保组织的认知三个指标 ;态度维度包括水环境与个人生活的相关性态度 !水环境与社会

发展的相关性态度 !水环境生态的保护意愿 !对破坏行为的态度及阻止意愿四个指标 ;行为维度包括对破坏

水环境行为的制止 !个人采取的保护行动 !个人认为的政府和企业保护行为三个指标 "

依据抽样便利性与可操作性原则 ,具体选择了湖北省洪湖市作为抽样地点,最终以个人作为调查对象构

成了解洪湖流域青年人水环境保护意识情况的样本总体 "调查对象分布区域通过简单随机抽样方式获取 ,

主要分布于洪湖流域的 Q JW 镇 !FK 镇 !SK 镇 !C H 镇等 "调查设计的样本数为 100 0 份 ,最后获得的有效样本

数共为 960 份 ,问卷有效率为 96% "通过非参数检验 ,本问卷中核心指标基本通过随机性检验 ,说明本样本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

为分析影响青年人水环境生态保护态度的影响因素 ,将对法律政策的了解程度 !环保政策的倾向度 !环

保活动参与意愿等作为影响水环境保护态度的自变量 ,因变量为水环境生态保护行为 "论文采用 SPSS19 .0

统计软件进行交叉分析和检验 "

由于调查数据主要是名义变量或连续变量 ,两变量交叉分析的主要数学方法为卡方检验 "为判断多变

量之间的影响力和主要因素 ,选用了 log ist ic 多元回归模型 ,其公式为 :

P (event)
l一P (event)

=bo+ b 一x l+bZXZ+ ,+ bPx
-.11

gO
1k

其中 b"为常数项 , b, 到 b "为助gi st ic 模型的回归系数 ,是 肠gi stic 回归的估计参数 , x,到 x"为自变量 "

三 !研究结果

(一)青年人对洪湖水环境的认知有待提升

水环境是指以水域为核心 ,包括水体及沿岸一定范围内的土地 !植被 !地形地貌等自然要素和人类建筑 !

人类活动 !人文景观等社会要素在内的一个景观体系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并且易受人类于扰和破坏的综

合体 "它应当包括 /软 0!/硬 0两个方面 "从青年群体对水环境的认知调查得知 ,青年群体对于水环境 /硬 0方

面的认识为 :保持流量 ,如地下水涵养的人为 15.8% ;净化水质 ,如土壤渗透的人为 26 .3% ;生态体系的保护

的人为 13.7% ;资源 !能源的合理使用的人为 21 .1% "对于水环境 /软 0方面的认知为:视觉方面 ,如城 市景观

的标志的人为 15.8% ;人文方面 ,如用作龙舟比赛的人为 7.4% "

上述结果表明 ,人们对洪湖水环境的认知主要集中在 /硬 0的方面 ,如净化水质 !保持流量和资源 !能源的

合理使用 ,而在 /软 0这一方面的认知则显得不足 "一方面这与人们对水环境质量的切身感受有关 ,另一方面

则与以往政府的政策宣传 !新闻传媒的环保宣传有着密切关联 "过去对水环境生态保护的宣传主要是倡导

人们提高资源 !能源利用率 ,建立一个完善的生态保护体系 "但水环境 /软 0的方面也是水环境的重要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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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通过将洪湖作为交流 !活动的场所 ,如举办龙舟比赛等;作为艺术的创作场所 ,推进以洪湖为主题的绘画 !

诗歌 !文字创作等 ;或是将洪湖作为环境教育基地 ,进行 /母亲湖 0宣传活动等 ,都可以进一步提升人们对水环

境的认知 ,使得人们愿意为洪湖水环境保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

(二)青年群体对水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了解程度较差

就调查情况来看 ,人们了解关于洪湖水环境保护信息的途径主要是各种媒体的宣传 ,因此人们对有关洪

湖水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了解大多不全面也不充分 "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 立法机构和政府部分先后颁布了 5洪湖管理章程 6 !5荆州市洪湖渔业管理暂行规

定 6!5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6和(洪湖湿地生态建设综合规划 6等多部具有普遍性和针对性的法律规

章 "调查发现 ,年龄段为 18~35 岁的青年群体对洪湖水环境的保护法规了解程度还较差 ,对相关法律法规非

常了解的人只有 12. 5% ,基本了解的人为 31 .7% ,较不了解的人为 26. 5% ,还有 29. 3% 的人完全不了解 "

(三)青年人在环保政策上更倾向于预防政策

皮尔斯在 5绿色经济蓝图 6一书中提到 :对于环境政策人们可以采用反应模式和预防模式 ,即环境问题产

生后采取解决措施和在环境问题出现之前解决 ,主要是对时间偏好 !推迟产生的信息 !治理成本 !政策的不确

定性 !不可弥补性和可持续发展等的选择 "其本质是经济学家所谓的 /时间偏好 0或 /对未来进行贴现 0的选

择 "181具体表现如表 1 "这两种不同状况下解决环境问题所面临的成本 !不确定性和不可弥补性都影响着人们

对反应或预防政策的选择 "本研究通过五个方面来对预防政策和反应政策作了区分 ,以便了解青年人在环

保政策上的倾向 ,调查结果如表 2 所示 2

表 , 对政策选择的倾向

反应政策 预防政策

时间偏好 (贴现)

推迟产生的信息

成本上升

不确定性

不可弥补性

可持续发展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表 2 青年人对预防政策和反应政策的偏好 (% 2

治理费用比当前少

科技进步将更容易解决环境问题

以后解决水环境问题会带来更高的成本

未来解决水环境问题具有不确定性

水环境恶化是不可弥补的

赞成

6 0 .2

6 9 .2

7 3 .9

7 5

7 5 ,6

反对

39 .8

30 .8

26 .1

2 5

24 .4

可以看出 ,青年人在政策倾向上更加倾向于预防政策 ,认为由于水环境的恶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可

弥补的 ,虽然可能会出现划时代性的科学技术来弥补洪湖水环境的生态恶化 ,但可能会由于物价的上涨或其

他因素而抵消了科技所带来的优势 ,这就加剧了未来不确定性 ,可能会因此而带来更高的成本 "但同时青年

人也乐观地相信科技的力量 ,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 ,整治洪湖水环境将变得更加容易 ,也就降低了治理费用 ,

而这恰是推迟解决问题所带来的信息 "

(四)对法律法规的了解度影响着破坏环境行为的阻止方式

作为生活在洪湖周边的青年人 ,他们对洪湖有着更深的感情 ,当他们身边发生不利于洪湖水环境生态保

护的行为时 , 90% 以上的青年人对此感到愤怒 "但其中只有 48 .7% 的青年人表示强烈谴责 ,他们愿意采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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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去阻止这样的破坏行为 "在青年人采取的阻止行为中 ,采取的最多的措施是 /通知有关部门 0(4 1% ) "这一

方面可能是因为青年人认为环保局等有关部门是保护洪湖水环境的主要责任单位 , 它们应当承担更多的责

任去改善洪湖水环境 ;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源自人们对其自身行为的不认可 ,认为政府有关部门相对自身来说

有着更强的公信力 , 由这些部门来采取措施制裁破坏洪湖水环境生态的行为将更加有效 "

网络作为一种新的沟通渠道和利益诉求方式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使用 "调查发现 ,青年面对破坏环

境行为的阻止方式中 , /拍照上传至网络 ,引发社会关注 0(19 % )成为人们继 /通知有关部门 0之后的行为方

式 "这一方面反应了青年人开始思考采取更多的方式去保护他们身边的水环境 ,通过引发的社会关注形成社

会舆论来给政府有关部门形成社会压力 , 迫使政府采取行动 , 也说明了青年人参与环保的方式也越来越多

样 ,但在另外一方面也意味着 /亲自上前阻止 0(18 % )的青年人在减少 ,虽然青年人都认可了预防性的环境保

护政策 ,并且其中 75 % 的人都认可 /水环境恶化是不可弥补 0的观念 ,但在实际生活中 ,人们的行为却难以跟

上 "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青年人采取的行为类型反映了青年对参与洪湖水环境生态保护的积极程度 "当青年

人越是踊跃参与到洪湖生态保护中 ,那他们则会更加倾向于采取 /亲自上前阻止的方式 0"

在关于洪湖水环境生态保护的法律中 ,个人 !社会和政府三者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法律法规越了解的

青年人会越多发生亲自上前阻止那些破坏洪湖水环境的行为 "从表 3 可以看出 ,青年人采取的阻止行为类型

与青年对法律法规的了解度有关 (p=0.0 16) "

表 3 对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与育年行为类型的交叉表结果 (% )

亲自上前阻止 通知有关部门 向附近居民反映 组织居民进行抗议 拍照上传至网络 X , 519

2 .5 30 .3 63 0 .0 16

7 .5

9 .2

只1RR2

.,
0COqI曰l

,J内j

:
内!a内,q

只q!q7.

,
0,少6

16 .7

9 .2

1.7

4 .2

一!o00,工产

,
,qq!a4qfo非常了解

较为了解

基本了解

不是很了解

不了解

(五 )青年人环保活动参与意愿程度与洪湖水环境保护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对于洪湖水环境保护的行为 , 与青年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洪湖水环境保护以及参

与相关的各种活动有关 "如果青年群体自己能够有意识地去了解水环境保护相关的知识 ,在自己的日常生活

中自觉自愿地参与相关的活动 ,那么他们对于水环境保护的行为会与潜意识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达到自觉 "

这个假设性的判断在我们的结论中得到证实 "表 4 表明 ,凡是在参与和洪湖水环境保护有关的活动中表现出

积极行为的人 ,对破坏洪湖水环境的行为采取直接过问方式的比例就高 ,这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

系数为 0.234) "

表 4 环保活动参与意愿与青年行为类型的交互分析 (% )

亲自上前阻止 通知有关部门 向附近居民反映 组织居民进行抗议 拍照上传至网络 x , S咭

积极参与

比较积极参与

一般

不主动参与

不想参与

16 .7

l3

9 .3

7.9

7.3

20 .8

1 1 .1

9 .3

7 .6

5 .4

18.6

9 .3

6 .9

7.7

3.1

11 .1

9 .6

8 7 23 .9 0 .0 23

6 .7

3.3

(六)自身的社区归属感 !环境对生活的影响程度是影响水环境保护态度的主要因素

通过多要素对水环境保护态度 肠gi sti C 回归分析结果 (见表 5) 表明 ,在对水环境保护态度的众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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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自身的社区归属感与环境对生活的影响程度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这也反映出青年群体在对待水环境保

护上 ,主要还是从个人利益视角去看待环境保护的任务 "

表 5 水环境保护态度与各个自变t 的 Loqi sti c 回归分析

回归系数(B ) 标准误差(S. E.) 显著度(519.) ExP (B )

个人自身因素

性别

年龄

家庭收人

文化程度

社区归属感

环保法规的了解程度

社会因素

环境对个人生活的影响程度评价

对政府环境投人程度评价

对政府环境保护程度评价

常数项

一0 .36 2

刁 .0 14

0 .0 12

0 .02 3

0 .30 2

0 .12 3

0.196

0 .0 10

0 .0 23

0.0 34

0.0 12

0.0 2 2

0 .09 2

0 .07 8

0 .03 5

0 .02 4

0 .0 19

0 .03 2

0.6 95

0 .9 82

0.8 63

1.5 55

1.6 5 3

0.125

0 .20 8

0 .0 6 7

0 .15 6

0 .12 2

一2 109 lik elih ood =34 9 .54

0 .0 53 0 .03 54

0 .134 0 .04 36

0 .0 93 0 .03 7

0 .0 34 2 0 .0 13

M od el X Sq u are = 3 0.32 1 519 .=() .0 15

1.6 55

0 .887

1.0 7 8

0 .98 7

同时 ,表 5 的结果也表明政府对环境保护程度也有着比较高的影响力 ,说明政府对环境保护的力度对青

年群体水环境保护态度具有明显的引导与示范作用 "

四 !小结与讨论

通过对湖北省洪湖地区青年的调查 ,发现青年群体对水环境生态保护的现状不容乐观 :青年人关于水环

境的认知有待提升 , 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认识并不全面和充分 , 对水环境的保护也主要是从个人利益视角出

发 ;同时 ,调查也显示青年人普遍看到了保护水环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对个人生活改善的重要作用 "调查

发现 ,青年人在环保政策上更加倾向于预防式政策 ,对法律法规的了解度不足且没有充分认识到自身在水环

境保护中的作用 ,导致在水环境保护中的行为有限 "青年人的环保活动参与态度与水环境保护行为呈正相关

关系 ,如果能够在 日常生活中自觉自愿地参与相关的环保活动 ,那么他们对于水环境保护的行为也会更加主

动 "为推动 /五位一体 0的社会建设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针对青年群体 ,应努力推进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

(一)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

在现有基础上 ,继续完善相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地方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制定 ,不仅要与国家的

相关政策 !规定相一致 ,还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应当从法律上加大对破坏行为的惩处力度 ,提高违法成

本 ,从而制止破坏行为 ,让青年人看到政府执法的力度及决心 ,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参加到制止破坏环境

的行动中去 "在政府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应当充分考虑到政策对环境的影响 ,特别是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和

涉及外资引进 !高能耗企业建设等方面应当慎重 "

(二 )加大水环境生态保护 宣传教育力度

从整个调查所反映出来的情况看 , 青年人对水环境的有关概念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认识不全面 !不充

分 ,真正参与到水环境保护中的青年人不多 "因此应当加强宣传力度 ,从多方面 !多角度 !多层次对青年人进

行相关宣传教育 "在宣传教育过程中 ,应联系他们的生活实际 ,让他们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及对他们自

身生活的影响 "

(三 )合法推动 生态环保组织发展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民间环保组织引导作用 ,主要指民间环保组织通过环保宣传 !环保维权等活动 ,对

公众进行的有组织的 !启蒙式的影响 ,起到的是一种社会动员的作用 ,其最终效果是扩大了法律的社会性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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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合法地推动环保组织发展 ,让青年人更多地参与到保护活动中去 ,提高他们的参加积极性 ,真正做到将青

年人所具有的对水环境保护的积极态度转化成为实际行动 ,从而进一步推进 /五位一体 0的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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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u Shiyon g G uo H ao

(D ePart m ent of Soeiology , H uaz hong University ofSeienee and Teehnology:

Sehoolof Polities and A dm inistration, W uhan U nivers ity of Teehnology)

川加臼即七 T his art iele takes the young people in H onghu lake and its surr ou nding are as as the survey

sam P les , an d the eonelusions using sam Pling m ethod w ere used to fo rm info rm ation by data analysis. V ia stlrv ey ,

w e have fo u nd that w ater environm ental aw are ness of youn g people needs to be p rom oted and they don .t sh()w

fu lly eonseiousness of the re lative laws, with their effe etiveness 15 suhj eet to their ow n eognitive sehem a. By the

w ay , w ater environm ental Pro teetion beh aviors need to be Paid m ore aetive attention. Y outhfu l en vir( )nm ental

aetivities Part ieipation and H onghu lake w ater en viro nm ental Proteetion behaviors are p ositively rela*ed. If

voluntaly Part ieiPation ean be em P hasized in related aetivities in eve尽day life , the ir environrnental pro te !:ti()n

b ehavior fo r H on gh u w ater w ill be m ore aetive. O n th e b asis of th ese eon elusions, eorr esp()nding su gge !tions has

b een put fo , ard in this PaPer.

=叮 , 国山: W ater E n viro nm ent; E eologieal proteetion : Y outh ; C reen E eono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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