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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大身民在环境息创气去莎

环保态度方面的城乡差异
①

马 戎 郭建如

中国人口 占世界总人口 的 组
.

% 0
,

但中国的淡

水和可耕地资源只占到世界总量 的 7
.

0 %
,

森林和

石油资源分别只占到世界总量的 3
.

0 % 和 2
.

0 % (马

戎
: 19 97 : 28 7 )

。

仅在 1 990 到 19 94 年这短短的 4 年

期间
,

中国的可耕地就从 9 0 80 万公顷减少到 8 740

万公顷
。

在 199 3 年
,

中国进 口 了 31
.

4 亿美元的谷

物 ( 2 2 00 万吨 )
,

由于国际市场的谷物价格受到中国

大量进口的强烈影响
, “

谁将养活中国
”

成为西方杂

志和报纸的一个热门话题
。

中国不得不为 自己
、

也

为世界找到一条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

由于中国历史发展 中的种种缘故
,

现代科学技

术在中国的发展曾经长期滞后于西方国家
,

而这也

就是 自
“

鸦片战争
”

以来中国历受苦难的原因
。

帝国

主义的人侵和国内战争一度摧毁了中国本来就十分

薄弱的经济基础
。

这也使得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国

家领导人在为中国现代化设计发展战略时总是格外

谨慎
。

为了中国人的子孙万代仍然有一个良好的生

存条件
,

为了中国的经济能够保持持续性地发展
,

合

理地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与保护生态环境
,

便成为中

国政府的两项基本国策
。

在 90 年代
,

有关环境与生态保护的知识也开始

被系统地介绍进中国的大学
。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

学研究所组织人员将美国社会学者 C ba r l es H a r l犯 r

撰写 的 《环 境 与社 会》 ( nE vi or nln en t
an d 叙 iet y

,

1 99 6) 一书译为中文
,

并计划在 199 9 年在北京大学

开设
“

环境社会学
”

的研究生课程
。

对中国说
,

环境

保护在 21 世纪将是非常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

我们期

望环境科学通过科学研究和学校教育的结合而在中

国逐步地发展起来
。

本文的作者曾出席了 1995 年 12 月在巴西 压10

E七r

吻 n t e 市召开 的
“

全球 环境调查项 目
”

(〔汇正 s,

T ha G lo ab } E n v i

~
alt S u vr ey )的一次会议

。

在这

次会议期间
,

与会者们探讨了使用统一问卷同时在

几个国家开展对于公众环境意识和对于环境保护态

度进行调查的计划
。

在随后的一年中
,

课题组成员

们分别在儿个国家 (巴西
、

中国
、

德国
、

荷兰
、

日本
、

美

国等 )进行了这个项 目的试调查
。

中国的
“

全球环境

调查项 目
”

试调查工作是 19 % 年夏天由北京大学社

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组织完成的
。

在这次试调查 中
,

调查小组总共访 问了 15 5 户
,

选择的被访者代表了

三类社区 (城市
、

镇和农村 )的居 民 (大约每类为 50

户 )
。

由于这次调查的抽样规模很小
,

许多复杂的定

量分析无法进行
。

因此
,

在 1 9卯 年夏天我们组织了

第二次规模较大的调查
。

本文就是在 1997 年调查

① 本文原文为英文研究报告
,

由马戎进行数据分析并执笔完成
。

郭建如参加 了课题的户访和数据整理工作
,

并把这

篇报告译成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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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资料进行分析的墓础上完成的
。

关于应当优先考虑的全国性问题

1
.

最应优先考虑的全国性问题是什么

所谓
“

优先考虑的问题
” ,

实际上反映的是民众

对于政 府 的期望
。

从 整体被 访样本来 看
,

共有

19
.

2 % 的被访者认为环境污染是最严重的问题
,

居

于优先考虑的首位 (见表 1 )
。

19 90 年美国民意测验

的结果表明
,

虽然只有少数人认为环境问题是美国

面临的头号间题
,

但有 63 % 的人认为环境问题可 以

列人美 国面临的三
、

四个主要问题之一 (戴星翼
,

199 5 : 9 3 )
。

可见 199 7 年 中国民众对于环境问题的

关注程度甚至超过了 19 90 年的美国公众
。

从被访者总体关注问题的优先排序来看
, “

官员

腐败
”

位居第二位 ( 16
.

0 % )
, “

经济发展
”

排在第三位

( 10
.

2 % )
。

但是仔细地把城乡居民加以分别考察之

后
,

我们发现更大比例的城市居民认为污染最为严

重 (2 9
.

3% )
,

而较大比例的小城镇居民 和农民则认

为腐败是最严重的问题 (分别为 26
.

7% 和 17
.

4 % )
。

对小城镇和农村的被访者来说
,

环境成为居于第二

位的严重问题 (分别为 14
.

9% 和 12
.

6 % )
,

这一点表

明小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和环境知识有明显
认 以

提高
,

这是令人欣慰的
。

另一方面
,

令人奇怪的是在

大城市被访者中只有很少的人认为腐败是第一位的

严重问题 (仅占 3
.

8 % )
。

这一对 比有可能是基层干

部的腐败行为比较明显所致
。

表 1 当前全国最重要的问题

重重要问题题 城市市 城镇镇 农农 合村村村村村村村 计计

个个个案案 %%% 个案案 %%% 个案案 %%% 个案案 %%%

环环境污染染 8 444 29
.

333 4 444 14
.

999 3 111 12
.

666 15999 19
.

222

官官员腐败败 1 111 3
.

888 7 999 2 6
.

777 4 333 17
.

444 13333 16
.

000

失失业业 1999 6
.

666 1888 6
.

111 111 0
.

444 3 888 4
.

666

人人口过多多 3222 11
.

111 2 777 9
.

111 1777 6
.

999 7 666 9
.

222

教教育育 1333 4
.

555 1444 4
.

777 1222 4
.

999 3 999 4
.

777

犯犯罪控制制 2 000 7
.

000 3333 11
.

111 1333 5
.

333 6 666 8
.

000

经经济发展展 3888 13
.

222 2 444 8
.

111 2333 9
.

333 8 555 10
.

222

收收人人 666 2
.

111 444 1
.

444 1333 5
.

333 2 333 2
.

888

通通货膨胀胀 888 2
.

888 666 2
.

000 777 2
.

888 2 111 2
.

555

水水资源源 111 0
.

333 000 0
.

000 000 0
.

000 111 0
,

111

台台湾统一一 222 0
.

777 OOO 0
.

000 111 0
.

000 333 0
.

444

道道德教育育 999 3
.

111 444 1
.

444 000 0
.

000 1333 1
.

666

农农民收人等等 222 0
.

777 000 0
.

000 666 2
.

444 888 1
.

000

不不知道道 4 222 14
.

666 4333 14
.

555 8000 32
.

444 1 6555 19
.

999

总总计 (纵向))) 2 8777 10 0
.

000 2 9 666 10 0
.

000 24777 100
.

000 8 3000 10 0
.

000

总总计 (横向 ))))) 3 4
.

66666 35
.

77777 2 9
,

88888 10 0
.

000

如前面对职业结构的讨论一样
,

与小城镇和农 村居民相比 (6
.

1% 和 0
.

4 % )
, “

失业
”

更为城市居民



中国居民在环境意识与环保态度方面的城乡差异 2 03

所严重 关注 (占 6
.

6% )
, “

人 口 过 多
”

在 城市 里

( n
.

1% )也比小城镇 ( 9
.

1% )和农村 ( 5
.

3% )引起更

多的关注
。

应该注意到
,

有 n
.

1% 的小城镇被访者

特别强调
“

控制犯罪
” ,

由于小城镇处于大城市与农

村之间的结合部
,

有大量的临时性居 民和途经过此

的路人
,

所以人 口密集地区小城镇的治安情况不好
,

控制小城镇里的犯罪也比较十分困难
。

在问卷的另一部分中
,

我们请被访者从 4 个选

项中选出
“

最重要的
”
和

“

第二重要的
” ,

这 4 个选项

分别是
:

( 1) 保持社会稳定 (维持国家秩序 )
;
( 2) 人们

参与政府决策 (在重要的政府决策上人们有更多的

说话权利 ) ; ( 3) 控制通货膨胀 (抑制上涨的物价 )和

( 4) 保护言论自由
。

从表 2 可以清楚地看到
,

在所有

被访者中有 7 4
.

0% 的人选择 ( 1 )
“

保持社会稳定
”

作

为最重要的问题
,

相比而言
,

城市居民 ( 74
.

8% )比农

村居民 ( 64
.

8% )更为严肃地看待此问题
。

与此同

时
,

因为农村居民挣的钱比城市居民少
,

他们 中有

20
.

6 % 的人选择 ( 3 )
“

控制通货膨胀
”

作为最重要的

优先考虑的事
。

控制通货膨胀对于城市
、

小城镇和

农村来讲
,

都是第二个重要选择中的首位 (分别为

4 1
.

5%
、

57
.

4 % 和 4 2
.

1% )
。

如果我们将认为
“

控制

通贾砂胀
’ ,

是
“

最重要
’ ,

和
` 。

第二重要
’ ,

的农村被访者

的百分比合并起来
,

选择这个间题的总百分比将达

到 62
.

7%
,

可见物价问题是农村居民普遍关注的
。

表 2 有关政府政策优先性选择的观点

城城城市市 城镇镇 农村村 合计计

个个个案案 %%% 个案案 %%% 个案案 %%% 个案案 %%%

最最重要要 保持社会稳定定 22 999 79
.

888 2 2777 7 6
.

777 1 58
...

6 4
.

000 6 1444 74
.

000

人人人民参与政府决策策 1555 5
.

222 2 000 6
,

888 1333 5
.

333 4 888 5
.

888

控控控制通货膨胀胀 3 111 1 0
.

888 3666 12
.

222 5 111 20
.

666 11888 14
.

222

保保保护言论 自由由 444 1
.

444 444 1
.

444 555 2
.

000 1333 1
.

666

不不不知道道 888 2
.

888 999 3
.

000 2000 8
.

111 3 777 4
.

555

总总总计 (纵向))) 2 8777 10()
.

000 29 666 10 0
.

000 24 777 10 0
.

000 8 3000 100
.

000

总总总计 (横向 ))))) 3 4
.

66666 3 5
.

77777 2 9
.

88888 100
.

000

第第二重要要 保持社会稳定定 3 666 12
.

555 3 999 13
.

222 5 111 2 0
.

666 12666 15
,

222

{{{{{
人民参与政府决策策 7 666 2 6

.

555 4 000 13
.

555 4222 17
.

000 15888 19
.

000

「「「丽蔺丽丽一一
1 1999 4 1

.

555 17000 57
.

444 1 0444 42
.

111 3 9333 l

—
一一

}}}}}}}}}}}}}}}}}}}}} 4 7
.

333

保保保护言论自由由 2 888 9
.

888 2 999 9
.

888 2 111 8
.

555 7 888 9
.

444

不不不知道道 2 888 9
.

888 1888 6 111 2 999 11
.

777
’

7555 9
,

000

总总总计 (纵向 ))) 2 8777 10 0
.

000 2 9666 100
.

000 24 777 100
.

000 8 3000 100
.

000

总总总计 (横向 ))))) 3 4
.

66666 3 5
.

77777 2 9
.

88888 100
.

000

从户访结果来看
, “

保护言论自由
”

在现时并不

为人们所特别强调
。

只有 1
`

4一 2 % 的城市
、

小城镇

和农村 的被访者选择这个 问题作为
“

最重要的问

题
” ,

他们中另有的 8
.

5一9
,

8% 的人将它作为
“

第二

重要的
” 。

有 26 5% 的城市被访者和 13
.

5 % 的小城

镇被访者将
“

人 民参与政府政策决策
”

列为
“

第二重

要
” ,

排在其后的是
“

控制通货膨胀
” 。

一个可能的解

释是
:

在中国
,

人们是通过其他的渠道而不是通过
“

言论自由
”

来参与公众事务和政府决策的
。

中国的

民主参与机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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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选择

被访者被要求在
“
环境保护

”
和

“

经济发展
”

这两

个选项间给出哪一个更重要的看法
。

普遍 的看法

是
:

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
,

人们更注重于保护环

境
,

而在发展 中国家里人们会比较注重发展经济
,

因

为经济发展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
、

更高的收人
、

更

好的生活水平
、

更好的医疗保健和更好的教育设施

等等
。

类似的看法也认为大城市居 民会更愿选择环

境保护
,

而农村居民更愿选择经济发展
。

表 3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重要性的比较

环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发 城市市 城镇
, ,

;;; 农村村 合计计

展展之间哪个更重要 ??????????????????????????????????????????????????????????? 个个个案案 %%% 个案案 %%% 个案案 %%% 个案案 %%%

111
.

环境保护护 16 000 57 111 16 888 57
.

333 10 777 46
.

999 4 3555 5 4
.

333

222
.

经济发展展 1 1555 4 1
.

111 1 1333 38
.

666 11000 4 8
.

222 3 3888 42
.

222

333
.

两者都重要要 555 1
.

888 1222 4
.

111 1 111 4
.

888 2 888 3
.

555

总总计 (纵向 ))) 28000 10 0
.

000 2 9 333 10 0
.

000 22888 10 0
.

000 8 0111 10 0
.

000

总总计 (横向 ))))) 35
.

00000 36
.

66666 2 8
.

55555 100
.

000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中
,

表 3 并没有提供一

个鲜明的城乡差别
。

认为经济发展更重要的农村被

访者`48
.

2 % )比选择环境保护的百分比 (46
.

9 % )仅

略高一点
。

应当说
,

在政府关于
“
可持续发展

”
的宣

传运动开展了几年之后
,

环境污染及其危害性在中

国的许多农村地区已经广为人知
。

中国的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

在我们的问卷中
,

我们试图从不同的角

度来对中国的环境问题与生态保护这些议题

提出间题
,

并从 中了解我国城乡居 民的观点

与态度
。

1
.

什么是中国当前最严重的环境问题

在间卷中列出了 15 项供被访者来选择
。

其中
,

“

空气污染
” 、 “

人口过多
”
和

“

水污染
”

是人们最关心

的 3 项问题 (见表 4 )
。

进一步的分析说明城市被访

者和农村的被访者最关心的都是
“

空气污染
” ,

城市

居民对
“

水污染
”

的关注低于农村居 民的关注程度
。

工业废物接着上面三个 (在总体中 9
.

5 % )
。

在这个

调查中农村被访者甚至 比城市人更关心工业废物
。

这是因为本次调查中选择的若干农村社区位于在一

些产生空气污染和固体废物的工厂附近
。

中国人民大学 1卯3 年对 5 16 人进行的问卷调

查也涉及到了人们最关注的环境问题
。

回答中对于
“

中国最严重的环境问题
”

的选择依次为
:

水污 染

( 58
.

5 % )
,

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 ( 58
.

5 % )
,

大气污染

(4 6
.

8% )
,

垃圾及废弃物 ( 45
.

6 % )
,

土壤沙漠化和耕

地减少 ( 41
.

5 % ) (刘大椿等
,

1995
: 89 )

。

虽然提供给

被访者的选择项 目不完全相同
,

但是大致来说
,

人民

大学调查的结果与我们的调查结果是十分相近的
。

表 4 中国最严重的环境问题

存存在的最严重问题
...

城市市 城镇镇
.

农村村 合计计

个个个案案 %%% 个案案 %%% 个案案 %%% 个案案 %%%

人人口过多多 8333 2 8
.

999 6 999 23
,

333 4333 17
.

444 1 9555 2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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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空气污染染 8888 30
,

777 6 888 23
.

000 5999 2 3
.

999 2 1555 2 5
.

999

水水污染染 3888 13
.

222 5 444 1 8
.

222 5222 2 1
.

111 14 444 17
.

333

土土壤侵蚀蚀 333 1
.

000 444 1 444 333 1
.

222 1000 1 222

废废物利用用 777 2 444 777 2
.

444 888 3
.

222 2222 2
.

777

生生物多样性性 000 0
.

000 111 0
.

333 OOO 0
.

000 111 0
.

111

全全球变暖暖 555 1
,

777 666 2
.

000 222 0
.

888 1333 1
.

666

臭臭氧层破坏坏 333 1
.

000 222 .0 了了 111 0
.

444 666 0
.

777

森森林破坏坏 888 2
.

888 999 劲劲 111 0
.

444 1888 2
.

222

沙沙漠化化 555 1
.

777 444 1
.

444 333 1
.

222 1222 1
.

444

土土壤污染染 333 1
.

000 111 0
.

333 111 0 444 555 0
.

666

工工业废物物 2 666 9
.

111 2 444 8
.

111 2 999 1 1
.

777 7999 9
.

555

卫卫生设施施 333 1
.

000 777 2
.

444 222 0
.

888 1222 1
`

444

其其他他 1 111 3
.

888 1555 5
.

111 1 111 4
.

555 3 777 4
.

555

不不知道道 444 1
.

444 2555 8
.

444 3222 13
.

000 6 lll 7
.

333

总总计 (纵向 ))) 28 777 10 0
.

000 2 9666 10 0
.

000 24 777 10 0
.

000 83 000 10 0
.

000

总总计 (横向 ))))) 3 4
.

66666 3 5
.

77777 29
.

88888 10 0
.

000

*
在访问中

,

没有人回答
“
酸雨

”

和
“

核能石有毒废物
” ,

因此标准问卷中的这两项被排除
。

总的来说
,

农村和城市的人们似乎都不太熟悉

象
“
生物多样性

”

( 0
.

1% )
、 “
土壤污染

”

( 0
.

6 % )和
“

臭

氧层破坏
”

( 0
.

7 % )这些关于生态变迁的项 目
。

很明

显
,

城市居民对于这些问题具有稍多的知识
,

而这些

知识可能是通过他们更多地读报或看电视所得到

的
。

2
.

居住地区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

在问卷 中我们向被访者提出了 9 个主要的问

题
,

并请他们列 出这些问题在他们所生活地区的严

重程度
。

( 1)
“

人 口过多
” :

78
,

7 % 的城市被访者将这个问

题列为
“

非常严重
”

和
“
严重

” ,

而同时 53
.

7 % 的小城

镇被访者和 63
.

6% 的农村被访者认为
“

不严重
”

或
“

没问题
” 。

城市里的人 口密度很高
,

使得人们的居

住和活动空间受到限制
,

所以人 口密度引起 了城市

居民更多的关注
。

(2)
“

空气污染
” :

大多数的城市被访者 ( 83
.

6 % )

将它列为
“

非常严重
”

或
“

严重
” 。

72
.

9 % 和 “
.

0 % 的

小城镇与农村被访者给 出了 同样的等级
。

另一方

面
,

也有 36
.

2 %的小城镇被访者和 31
.

2 % 的农村被

访者将之列为
“
不严重

”

或
“

没有问题
” 。

这表明空气

污染在一些调查地点比较严重但在其他地点状况很

好
。

在调查结果中可以反映出来地区之间污染的不

平衡性
。

(3)
“

水污染
” :

城市通常装备很好的供水系统
,

因此只有 17
.

8 % 的城市被访者认为水 污染
“

很严

重
” 。

在中国许多村庄仍然依赖河和井来供水
,

这些

水源很容易受到附近工厂排出废水的污染
。

可能这

就是为什么有 38
.

1% 的农村被访者将水污染列为
` “

非常严重
” 。

(4 )
“
土壤 侵蚀

” :

分别 只有 21
.

3%
、

7
.

1% 和

11
.

0 %的城市
、

小城镇和农村被访者认 为
“
土壤侵

蚀
”

很严重或非常严重
。

土壤侵蚀并不直接影响人

们的生活
,

一些城市居民通过媒介宣传知道有关情

况
,

而其他的小城镇或农村居民真的不了解其内容

和危害
。

这种情况可能会解释为什么 68
.

0 % 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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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者认为
“

没有间题
” 。

( ) 5
“
工业废物

” :0 5
,

1 % 的城市被访者认为它
“

严重
”

或
“

非常严重
” 。

农村被访者的回答显示了较

大的差 异
:

28
.

3 % 的人认 为它
“

非 常严 重
”

而另外

2 4
.

7 % 的人认为它
“

没有问题
” 。

这也反映出在工业

废物排放方面所存在的较大的地区差异性
。

( 6)
“

生物多样性
” :对这个问题回答

“

不知道
”

的

被访者的百分 比
,

在城市
、

小城 镇和农 村分别 为

36
.

6 %
、

3 8
.

2 % 和 3 0
.

8%
。

我们的访谈员努力向被

访者解释了这个项 目的内容与意义
,

但是很难说他

们究竟对此理解了多少
。

( 7 )
“
全球变暖

” :

农村和城市被访者有同样高百

分比的人
“

不知道
”

这个话题
。

14
.

6% 的城市被访者

认为它
“

很重要
” ,

主要原因是他们感受到了 19 97 年

夏天 中国北方的高温
。

( 8)
“

森林破坏和沙漠化
” :

城市
、

城镇和农村的

被访者分别有 27
.

9%
、

2
.

4 % 和 1
.

2 % 的人认为这个

问题
“

非常严重
”

或
“

严重
” 。

城市的居民由于生活环

境中人口密度高
,

十分热爱树木和绿地
。

农民们则

很少注意这一点
,

而且他们有些生产活动 (如开荒
、

建房等 )破坏了周围现存的森林
。

(9 )
“

卫生设施
” :

许多被访者显示了他们对此问

题的关心
。

总的来说
,

在所有被访者中有 49
.

8 % 的

人认为
“

卫生设施
” “

非常重要
”

或者
“
重要

” 。

这反映

出来
,

在中国城市与农村
,

在公众卫生设施这个方面

还有许多改进工作应该做
。

3
.

谁最应该对环境保护负责?

所有的被访者被分为三个年龄组以调查不同年

龄的人们中是否有不同的看法
。

在城市
、

小城镇和

农村
,

年老的被访者 ( 50 岁以上 )认为地方政府和中

央政府
“

最应负贵
” ,

年轻的年龄群体 (30 岁 以下 )认

为
“

每个人
” “
最应负责

”

(城市
、

城镇和农村分别为

钾
.

4 %
、

55
.

6 % 和 60 % )
。

大城市的中年群体认为个

人( 40
.

4 % 今比地方政府 ( 36
.

2 % )更
“

应负责任
” ,

而

司样的年龄群在小城镇和农村则转向认为地方政府
`

最应负责
”

(分别为 4 6
.

3% 和 55
.

2 % )
。

由于老年

人群体过去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和组织性强的活动

朴
,

他们传统上认为政府应该担负起责任
。

年轻的

一代接受了来 自西方国家的更多的文化影响
,

他们

牛不期望政府在许多活动组织中扮演如此关键的角

色
,

因此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个人是重要的并

立对他们的环境负责
。

4
.

人们对政府应投资领域的观点

问卷要求被访者从一系列可能性中依次选择 3

个他们认为政府应优先投 资的领域
。

大多数的城

市
、

小城镇和农村的被访者对于
“
最优先的投资领

域
”

有着一个共 同选择
: “

发展教育
” ,

百分比分别为

52
.

0 %
、

4 3
.

6 % 和 45
.

8 %
。

从被访者总体来看
,

在第

二个需要政府投资的领域里
,

被访者在 8 种选择中

倾向于
“

犯罪控制
”

( 21
.

6 % )
,

第三个重要投资领域

多数人选择的是
“
环境保护

”

( 22
.

8 % )
。

农村被访者

中有更罗的人对于第二个优先投资领域倾向于
“

发

展教育
”

( 27
.

9 % )
,

第三个优先领域倾向于
“

计划生

育 ,’( 2 0
.

4% )
。

在农村地区
,

人们并不认为
“

人 口过

多
”

是很严重的
,

同时他们希望政府继续投资于
“

计

划生育项 目
” 。

这个项目给人们带来许多好处
:

向妇

女们提供免费的保健和孕前检查
,

免费的避孕药物

等
。

应当说
,

计划生育已经在 中国成为公众社会生

活的组成部分
。

对有关环境保护的一些提法的观点

在
“

全球环境调查项 目
”

( ( ) 〕E S )的标准问卷中
,

列举了 8 种提法
,

要求被访者表达他们的观点
。

他

们可以从 5 种态度当中选择其中一个
: “

很同意
” 、

“

同意
” 、 “
不同意

” 、 “

很不同意
”

和
“
不知道

” 。

( l)
“

政府应投资于劝说人们节约能源的运动
” 。

在所有被访者中大约有 57
.

5 % 的人
“
同意

”
这个说法

(城 市
、

城 镇 和 农 村 分 别 为 5 2
.

3 %
、

59
.

5% 和

61
.

1% )
。

另有 23
.

6 % 的人
“

很同意
” 。

两类选择加

在一起达 8 1
.

1%
,

人们大多认识到能源对于中国的

现代化来讲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

(2)
“

政府应提高汽油税和其他燃料税以减少能

源消耗
” 。

解放 以后
,

个人所得税引人 中国是在 80

年代后期
,

在中国人们尚不习惯纳税
,

也不希望个人

支付更多的税
。

所 以
,

这个提法只有 37
.

3 % 的人表

示
“

同意
”

并有 3 4
.

3 % 表示
“
不同意

”

是不奇怪的
。

(3 )
“

政府应限制或对每家可使用的能源数量做

出限额
” 。 “

不 同意
”

的人 ( 41
.

7 % ) 比
“

同意
”

的人

( 34
.

1% )多
。

城市和农村的被访者在这个问题上是

一致的
。

( 4)
“

政府应投资于劝说人们减少生活垃圾的活

动
” 。

大约 58
.

3 % 的被访者
“

同意
” ,

14
.

9 % 的人
“

很

不同意
” ,

15
.

3 % 的人
“
不同意

” 。

民众基本的态度是

支持这个主张
,

但不同的地区和人群对这个提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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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有所不同
。

(5)
“

政府应让每个家庭为其垃圾付费
” 。

支持

与反对的两方大致平衡
:

3 7
.

3 % 的人
“

同意
” ,

38
.

1%

的人
“

不同意
” , “

很同意
”

的人为 6
.

0 %
, “

很不同意
”

的为 8
.

9 %
。

人们较少关注政府投资方 向
,

而更关心

将从他们 自己 口袋中拿出多少税款或费用
。

( 6 )
“
政府应控制商品包装的数量和类型

,

即便

这将会导致商品涨价
” 。

答案是 47
.

0 % 的人
“

同意
” ,

23
.

0% 的人
“
不同意

” ,

17
,

7 % 的人说他们
“

不知道
” 。

( 7)
“

政府可 以增加税收
,

如果增收的钱是用于

保护环境
” 。

45
.

1% 的人
“

同意
” ,

26
,

7 % 的人
“
不同

意
”

这个主张
,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并没有明显的城

乡差别
。

( 8)
“
如果有助于保护环境的话

,

我愿意多付出

购物价格的 20
.

0 %
” 。

总共有 48
.

4 % 的人
“

同意
”

或
“

非常同意
” ,

而 36
.

2 % 的人表示他们无法选择
。

这

是典型西方式的问题
,

很明显
,

在中国推行这样的政

策是很困难的
。

人们在环境保护活动中的参与

1
.

人们是否经常关心环境生态?

因为政府关于保护环境的宣传运动已经持续了

多年
,

当被访者被问及本地环境状况
,

并问他是否关

心环境问题时
,

他们中 80
.

0% 的人 (无论是城市
、

小

城镇或农村 )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

这并不奇怪
。

当问

到他们是否关心
“

全国
”

或
“

全球
”

的环境状况时
,

回

答
“

是
”
的百分比下降到 5-0 一7 0

.

0%
。

中国是个地域

辽阔的大国
,

对这些普通居民或农民来说
,

更多地关

心他们周围而不是
“

全球
”

或
“

全国
”

的环境是很 自然

的
。

有 80
.

0 % 以上的农村和城市的被访者说
,

他们

相信人们的生活方式对环境生态有影响
。

这是他们

在未来可能会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一个重要信号
。

另一方面
,

50
.

0 % 以上的被访者说只有在他们感到

受污染之害时
,

他们才会关心环境
。

媒体的影响是

引导人们关心环境的第二个因素
,

城市
、

小城镇和农

村的被访者分别有 17
.

9%
、

19
.

6 % 和 巧
.

8% 的人选

择此项
。

随着电视的普及以及电视节目和报纸涵盖

范围的不断扩大
,

新闻媒体 目前在中国的社会生活

中正在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

2
,

当人们 面 临环境污染问题时他们会求助 于

谁?

政府的管理和调控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扮演的

角色在城市地区要比农村地区大
。

因此
,

城市被访

者中有很大比例 ( 37
.

3 % )的人报告说在面临环境污

染问题时
,

首先求助于政府
。

相比之下
,

在农村的百

分比是 20
.

6%
。

小城镇和农村的居民倾向于首先找

环保部门求助 (分别为 47
.

3% 和 犯
.

8 % )
。

城市被

访者中有很大比例 ( 38
.

0 % ) 的人提到他们的第二个

选择是找环保部门
,

而 35
.

8 % 的小城镇被访者和

3 1
.

6戈的农村被访者第二个选择是去找地方政府
。

而倾筒于找法院解决的只有 2
.

0 %
。

在中国
,

人们对法院和司法系统期望不高可能

是有些原因的
,

至少在与环境污染相关的情况中是

很明显的
。

这可能会解释为什么被访者中有那么高

比例的人将
“

法院
”

作为他们最不愿意解决问题的地

方
。

城市
、

城镇和农村 的百 分 比分别是 36
.

6 %
、

61
.

8% 和 53
.

8 %
。

因此
,

政府和它的集体管理部门

(环保机构 )就成为人们面临环境损害时寻求解决的

希望所在
。

3
.

人们通过什么梁道获得环境问题的解决 ?

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人们在他们面临某些环境污

染损害时
,

可能首先会向环保部门抱怨
,

但是要真正

解决问题时
,

城市和农村的人们还是会去找政府
。

48
,

4 % 的城市被访者
、

60
.

8% 的 城镇 被访 者和

5 9
.

5%的农村被访者回答他们将向拥有权威的政府

诉说
。

值得注意的是
,

28
.

9 % 的城市被访者承认他们

将会 通 过媒体寻 求解决
。

这 项 选 择 在小城 镇

( 12
,

2 % )和农村 ( 8
.

5% )的百分比是相对比较低的
。

报纸和电视节 目更多地与城市居民相联 系
,

在城市

生活中也更活跃
。

当人们面临污染或其他环境损害时
,

他们如何

发现他们能够据以抗争或争取的法定权利呢? 在城

市里
,

最多的人 ( 33
.

4 % )说他们将查阅法律和政府

法规
,

24
.

0% 的人将询问有这方面专长 的人
,

26
.

1%

的人说他们不知道也不打听
。

如果我们忽略掉
“

无

回答
”

的群体
,

我们就会看到城市
、

小城镇或农村被

访者中最少数的群体是去
“

询问政府官员
” 。

既然政

府在一些场合并不处于中立位置 (许多制造污染的

企业是由地方政府主办的 )
,

但是却有在地方上处理

问题的权力与贵任
,

人们会怀疑这些官员是否能够

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

4
.

人们对于环境运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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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 992 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后
,

中国政

府发起了长期运动来介绍全球环境变化和对未来危

害的知识
。

出版了许多有关介绍环境变化和环境保

护的杂志和书籍
。

在问卷中
,

我们询 问被访者关于

他们对这些运动和相关宜传效果的判断
。

大约 70
.

0 % 的被访者提到他们认为在这些宣传

中有关环境的知识提供得太少
,

只有 4
.

1%的人认为

较多
。

大约有 70
.

0% 的人说
,

这些宜传对于他们受

到环境损害时应当具有相关权利介绍得较少
,

另有

2
.

4 %的人认为较多
。

64
.

0 % 以上的被访者和 9
.

8%

的被访者认为宣传中关于环境保护状况严重性的信

息较少或没有
。

总的来说
,

似乎人们想知道更多的

有关环境变迁的情况
。

5
.

环境立法和相关法律的实施

总的来说
,

59
.

3% 的被访者知道政府在为环保

立法
,

53
.

5% 的人知道 19 79 年由中央政府颁布的
“
环境保护法

” 。

19 9 2 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后
,

19 93 年

我国出版了《中国 2 1 世纪议程》
,

政府在电视和报纸

上向普通公民介绍这些法律和文件
。

另一方面
,

只

有很 小 的群 体 (在 城 市
、

小城镇 和农 村 分 别 为

20
.

2 %
、

2 6% 和 24
.

3% )相信这些法律和法规将会被

严格地执行
。

有 26
.

3 % 的被访者明确表明他们不这

样认为
,

44
.

1% 的人认为
“

很难讲
” 。

颁布法律是一

回事
,

真正实施它又是一回事
。

有关环境的法律的

实施似乎 比通过这些法律更加重要
。

6
.

对于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各项活动的参与态度

(1 ) 义务 劳 动
:

大约 83
.

0 % 的城 市 被访者
、

77
.

4 % 的小城镇被访者和 “
.

0% 的农村被访者说他

们曾经参加过与环保有关的义务劳动
。

在中国每年

三月中旬有个
“

植树节
” ,

各个机构普遍组织职工参

加
“

植树节
”

的造林活动
。

但是
,

也有 21
.

5 % 的农村

被访者表示他们在将来不会参加义务劳动
,

相 比较

之下
,

持这种消极态度的人在城市里仅为 2
.

4 %
。

城

乡差别在这方面也体现出来
。

(2) 向环保团体捐钱
:
在向为环保工作的团体捐

钱方面
,

城乡差别就更加明显
。

大约 20
.

0% 的城市

被访者捐过钱
,

48
.

4 % 的人说他们在将来会捐钱
。

这个百分 比在农村 的被访 者 中下降 到 7
.

7 % 和

32
.

8%
。

55
.

9 %的人清楚地说他们 在未来 不会捐

钱
。

(3) 参加与环境保 护有 关的会议
:
总的来 说

,

4
.

7 % 的被访者参加过 与环境保护有关 的会议
,

22
.

2 % 的人说他们将会参加
,

57
.

1% 的人说他们不

会参加
。

在中国各个机构中
,

会议通常是由政府组

织来学习文件和政策的
,

人们对参加会议一般并不

积极
。

(4 )为环境保护与政府官员联络
: 4

.

3 % 的被访

者提到他们曾做过
,

16
.

3 % 的人说他们会
,

而 62
.

2 %

的人说他们不会
。

(5 )在有关环境保护的请愿书上签字
: 3

.

2 % 的

人说他们曾做过
,

52
.

5% 的人说在未来也不会这样

做户浩一群体的比例在城市里较低 ( 30
,

7 % )
,

在农

村里较高 ( 65
.

2 % )
。

在 中国
,

递交请愿书对于人们

来讲并不是一个流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

(6) 参与与环保有关 的抵制活动
: 1

.

8 % 的人说

他们曾做过
,

而 59
.

2 % 的人说他们将不会参加
。

情

况同请愿是一样的
。

(7) 参加游行
: 3

.

0 % 的人说他们在过去曾参加

过
,

61
.

2% 的人说他们在将来不会参加
。

后者的百

分比在城市里也较低
,

而在农村里较高
。

上街游行

在中国是受到政府法规限制的
,

在大多数情况 中它

无助于解决问题
。

工业污染的问题

许多污染是直接由工业生产引起的
,

如空气
、

水
、

噪音
、

固体废物等
。

普通人可 能面临的环境 问

题
,

大多可归于工业污染
。

所以
,

调查人们如何考虑

与工业污染有关的关键问题可能会提供一些更好地

理解他们对待环境变化的态度和看法
。

1
.

影响 工业污染的关健 因素

在问卷中
,

被访者被询问他们关于造成工业污

染的若干影响因素的观点
。

( l)
“

企业管理人员不关心环境
,

他们优先考虑

的是挣钱
” 。

77
.

8 % 的被访者认为这是导致工业污

染的一个重要 因素
,

对此没有明显的城乡差异
。

只

有 7
.

8 % 的人认为它并不重要
。

( )z
“

役有限制污染的足够的法律
,

所 以工厂可

以逃避惩罚
” 。

55
.

3% 的人认为这个因素很重要
,

另

有 10
.

2 %的被访者认为不重要
。

( 3)
“
环保部门力量太弱

” 。

总的来说
,

50
.

6 % 的

人认为这个因素很重要
,

另有 13
.

1% 的人并不这样

认为
。

其中
,

60
.

3 % 的城市被访者认为这个 因素重

要
,

6
.

1 %的人不这样认为
。

相 比较
,

45
.

1% 的农村

被访者认为它重要
,

21
.

4 % 的人不这样认为
。

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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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比较当中可 以得出一个结论
:
环保部门在城市扮

演着比在农村地区更为软弱的角色
。

( 4)
“

普通人对污染无法控制或无法施加影响
” 。

47
.

0% 的被访者认为这个因素很重要
,

而 22
.

8 % 的

人认为不重要
。

城市被访者想在污染控制中扮演更

重要的角色
,

他们抱怨他们的影响太弱
,

所以 54
.

7 %

的城市被访者认为这个因素重要
,

12
.

1% 的人认为

不重要
。

相比较
,

很少有农村被访者抱怨这个因素
。

( 5 )
“
环境执法阻力太大

” 。

57
.

8% 的城市被访

者认为这个因素很重要
,

而只有 37
.

8 % 的农村被访

者认为它重要
。

城市是 比农村更复杂的社区
,

法律

的执行也可能会遇到更多更复杂的干扰
。

2
.

哪一个更重要
:
工 厂的经济效益或周围环境

的保护 ?

城乡差异在这个问题上很明显
。

对于被访者来

讲
,

有两个供选择的回答
。

28
.

1 % 的城市被访者同

意第一个主张
: “

优先维持工厂
,

污染应该在工厂有

能力时进行治理
” 。

农村被访者有 45
.

5 % 的人同意
。

除了他们雇佣的员工之外
,

工厂一般不与城市居民

发生直接关系
。

建在农村的工厂为村民提供工作
,

通过这类联系
,

企业与农村居民保持着更为密切的

关系
。

另一方面
,

对于第二个回答城市和农村的被访

者有着类似的选择
。

70
.

0 % 以上的被访者同意
“

如

果工厂危害重大的话
,

就应该关闭
” 。

这是政府的政

策
,

许多人从媒体或文件中知道这一点
。

以官方的

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是很 自然的
。

3
.

在工业 污染案件中政府与法院的态度

当地方社区和民众指责某个工厂制造污染并将

这个争论提交到地方政府甚至法院时
,

政府官员和

法院法官的态度会是什么样呢 ?

在问卷中
,

很有意思的是在农村和城市地区人

们似乎都落人了两个极端
:

在城市被访者中
,

34
.

5 %

的人相信政府和法官会保持中立的态度并依据法律

判决
,

而 33
.

8 % 的人相信他们会偏向给他们更大压

力的更强大的一方 (或是企业
,

或是地方社 区和 民

众 )
。

在农村被访者中
,

这个百分比分别是 27
.

1% 和

29
.

6 %
。

在城市
,

18
.

1% 的被访者相信政府和法院会保

护人民的利益
,

7
.

7 % 的人相信他们会偏袒工厂
。

在

农村
,

9
.

7 % 的人相信人民的利益会为政府和法院所

关注
,

而 22
.

7% 的人认为他们会偏 向工厂
。

与城市

居 民相比
,

农村居民似乎更不相信政府和法院
。

对未来环境变化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看法

在问卷的最后部分
,

要求被访者谈论他们对未

来环境变化的看法
。

在这个题 目下我们提出了两个

问题
。

第一个问题是
“

您认为环境问题在未来的 5一10

年里是否会成为您所在 地区 最严重的问题
” ? 有

56
.

1阶的被访者回答
“

是
” ,

38
.

6 % 的人回答
“
否

” 。

士以

第二个问题是
“

您对今后环境 问题的解决持何

看法?
”

只有 28
.

4 % 的人 (城市 20
.

2 %
,

农村 34
.

8 % )

说他们是乐观的
,

60
.

0 % 的人说他们不太乐观
,

甚至

有 10
.

2 % 的人明确地说他们是悲观的
。

除了城乡差异
,

我们也试图引人其他变量来解

释被访者对未来看法的不同
。

人们的教育背景是决

定他们态度和观点的重要个人特征
。

我们对调查数

据进行了统计分析
,

关于斯皮尔曼相关系数 ( S p e ar
~

m an a rr e la t

ion o 关 f fie ie nt s )的计算结果表明了在环

境问题的所有方面
,

上学年数与未来看法之间均呈

负相关关系
,

这即是说
,

受到的学校教育越多
,

对环

境污染就越担心
,

对污染治理和未来变化越悲观
。

由于收人变量与教育变量相关
,

所 以收人较高

的家庭对环境更加关注
,

因而对环境的未来发展容

易持有比较悲观的看法
。

回顾美国的环境运动发展

史
,

受过良好教育的
、

经济收人条件很好的那部分人

(即中产阶级 )在推动环境保护运动中发挥了
“

先锋

作用
”

(戴星翼
,

19 95 : 9 4 )
。

家庭年均收人可能是解释人们对环境态度的另

一个重要变量
。

较高的收人与城市特征 (相关系数

为一 6 050
井 .

)相关
,

也和教育水平 (
.

4 52 9
赞 .

)相关
。

教育
、

年龄和城市特征与环境问题解决的乐观看法

相联系
。

有较高收人的被访者更担心空气污染 ( 一

.

119 4
. 衡

)
、

臭氧层破坏 (一 264 0
’ `

)和全球变暖 ( 一

.

2 61 4
. 倪

)等生态环境的破坏
。

讨 论

基于以上对于 19 97 年调查数据的各种分析
,

我

们可以得到中国城乡居 民对环境变化的意识和态度

的一个总的图景
。

分析结果表明
,

城乡居民在环境

意识和环保态度方面的差异是很明显的
,

这与我们

199 6 年进行的
“

全球环境调查项 目
”

试调查的结果相

一致 (马戎
,

李建新
: 199 7 )

。

由于有了一个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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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本规模 ( 8 30 户 )
,

与 19% 年调查相比
,

我们在分

析 19 97 年调查资料时可 以使用更多的统计分析方

法
,

也可 以分析得更细致
、

更具体
。

环境保护在中国是个 比较新的概念
,

它只是在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才逐步在中国变

得广为人知
。

考虑到这些关于全球环境变化和危害

的新知识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时间还很短
,

这次调查

表明有许多城市甚至是农村居民对于诸如
“

污染
” 、

“

再生循环利用
” 、 “

生物多样化
”

等专业术语也有了

一些了解
,

这的确很令人鼓舞
。

通过对被访者的调查
,

我们注意到尽管他们中

有许多人受教育很少
,

收人也很低
,

但是他们大多愿

意做些义务劳动以保护环境
,

将环境保护视为优先

考虑的事
,

初步具备了有关环境立法和法律的知识
,

也严肃地考虑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

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
,

这些都是不容易实现

的
。

很显然
,

在向普通公民介绍环境知识和鼓励人

们关注环境变化方面
,

政府组织的环境保护运动以

及由政府所支持和鼓励的其他媒体的宣传扮演了最

为重要的角色
。

近年来
,

我国政府组织了许多大型

工程来保护各个地区的生态环境
。

其中一个例子是

西北
、

华北 和东 北地 区 的
“

三 北 防护林带
” 。

在

197 8一 1995 年期间
,

605 万公顷人工种植的树林在

这些地区建立起来
,

受保护的农田和草场达到 1 0 00

万公顷 (曲格平 李金昌
,

1 992
: 7 7 )

。

淮河流域的水

污染控制直接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下进行
,

对于制造

污染的小造纸厂采取了强行停产拆除的措施
。

在环

境保护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媒体对于这些工程和治理

活动通常进行大量的报道
,

以争取地方政府和民众

对这些项目的支持
。

当然中国今天仍然存在许许多多的问题
。

如果

中国保持继续改革和开放政策的方向
,

我们可以期

待这个国家在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前

进
。

当人们受到很好的教育
,

政府有强大的财政时
,

环境保护将会更加有效地进行
。

我们应该认识到环

境保护的严重性
,

但是我们应该对 中国的未来发展

保持乐观
。

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
,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

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

环境问题
,

说到底是人类社会

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问题
,

而人们的观念与行为又

深深受到传统意识形态
、

社会体制
、

政府政策法规等

等的影响 (马戎
,

199 8)
,

只有系统和客观地了解广大

民众在环境问题上的观念和态度
,

政府和其 它社会

组织才能对症下药地制定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推动环

保时芳式
,

所以对于公众环境意识和环保态度的调

查
,

应当定期进行
,

不断深化修正我们的认识
,

密切

注视有关的变化
,

逐步形成我国民众全面
、

健康的环

境意识和积极
、

负责任的对待环境保护的态度
。

这

也是一个现代化社会的成熟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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