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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大学生对于全球气候变化认知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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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中国重庆大学和加拿大布鲁克大学(BrockUniversity)本科生进行网上问卷调查,探索两国大学生如何看待

气候变化问题及其认知程度;利用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两国学生对于气候变化认知的相似点和差异点,通过对两组受访者

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并尝试解释导致差异原因。结果显示:两国学生对气候变化的基本看

法和认知是一致的,均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未来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应对;部分存在显

著性差异观点,主要体现在中国大学生关于气候变化认知多是与中国目前发展中的现状和国情一致,而加拿大学生多是

基于全球层面的认知。

关键词:气候变化;中加大学生;认知差异;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X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693(2015)01-0135-07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发展面临的最不确定的重大挑战之一,已成为当代全球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这

一热点环境问题从变化归因、预测、影响与适应、对策等多角度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其中一个重要研究分支就是

从环境社会学的角度去探索公众对气候变化认知,为政府制定有效的公众低碳生活行为激励政策提供科学决策

支持。Zelezny[1]研究发现女性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识超过了男性,女性更容易注意到环境风险并支持环境保

护;Savage[2]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低收入群体对气候变化风险有更高的认知;Samuel和Kuper[3-4]研究发

现具有较高经济地位的群体最容易忽视气候变化威胁。但已有研究缺乏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特别是

不同国家之间大学生的比较研究。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主导,他们对该问题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未来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并且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比较不同国家

对该问题认知的相似和差异,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认知差异,对于不同国家之间增强相互理解

达成共识,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积极意义。
本研究以中国和加拿大分别代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中国重庆大学和加拿大布鲁克大学(BrockUni-

versity)的在校本科生中进行问卷调查,收集他们对于气候变化认知情况数据。目的是探索两国大学生对全球

气候变化的看法和认知程度,比较分析两国大学生看法的相似点和差异点,尝试是否可以用经济发展水平和文

化差异来解释这种差异现象。

1研究方法

为保证样本的随机抽样,本研究于2011年11月—12月期间通过网上填写问卷形式,分别在两所高校开展

了调查。共收集到数据743份,剔除无效数据343份,剩余有效数据400份,其中重庆大学213份,占53%,布鲁

克大学187份,占47%。数据录入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调查问卷内容由气候变化基本知识、问题和挑战、个人选择、全球环境治理以及被调查者个人信息5部分组

成;主要通过人口统计特征、气候变化威胁的感知程度、责任划分、国际监督和管理,以及对于未来气候变化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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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探讨以下4个问题:中国重庆大学学生认知程度;加拿大布鲁克大学学生认知程度;两组学生认知的对比

分析;结合个人和国家特点,两组学生差异的原因分析。

2样本概况

对接受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家乡规模、家庭收入、在校学习时间等个人属性信息进行统计分析。

2.1性别统计

重庆大学和布鲁克大学男女比例分别为166∶47和64∶123。重庆大学作为理工类专业占优势的综合性大

学,男生所占比例较大,而布鲁克大学作为文科占优势的综合性大学,女生所占比例则较大。

2.2年龄统计

两组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19~22岁之间。其中重庆大学学生年龄分布略大于布鲁克大学。

2.3家乡类型

重庆大学学生约30%来自中小城市,20%左右来自乡镇,42%来自农村;布鲁克大学学生主要来自城市,其
中约32%来自大城市,35%来自中小城市,约22%来自乡镇。

2.4家庭年均收入水平

重庆大学学生家庭收入水平主要集中在4万元人民币以下,其中学生家庭年均收入小于2万占46%、2~
4万约占31%,4~6万约占13%、6~10万约占5%,大于10万占5%;而布鲁克大学学生家庭收入水平主要集

中在6万加元以上,其中收入小于2万的约占5%,2~4万约占19%,4~6万约占18%,6~10万约占29%,大
于10万约占28%。

2.5大学年级

重庆大学接受调查学生主要为大学二年级和三年级学生,占了接受调查者学生的64%;而布鲁克大学接受

调查学生主要为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占了接受调查者学生的70%。

3数据分析和讨论

3.1气候变化威胁认知

利用频率统计和独立样本T检验,通过以下3个典型问题,就两国学生对气候变化威胁的认知程度,以及两

组之间是否存在明显差异进行分析。

图1 学生对全球温度上升危害程度的看法统计图

3.1.1全球温度上升 首先作者对于全球温度上升问题的

认知进行了赋值,“1”代表调查表中“极其危险”、“2”代表

“非常危险”,随危险程度递减,依次类推,“6”代表“没想

法”。调查结果如图1所示,重庆大学学生约有34%选择

极其危险、46%选择非常危险、约17%选择有点危险;布鲁

克大学学生约33%选择极其危险、38%选择非常危险、约

21%选择有点危险。对于全球温度上升问题,两组学生均

表现出较强的危机意识。同时,重庆大学均值(M=1.92,

SD=0.859)小于布鲁克大学(M=2.10,SD=1.105),表
明重庆大学学生认为全球温度上升危机严重性要高于布

鲁克大学学生。然而P>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两组之间

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3.1.2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全球性问题认知 对于气候变化可能造成全球性问题的认知,主要选择9个具有代

表性的问题,并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选项进行赋值,其中“1”表示“非常严重”、“2”表示“严重”、“3”表示“不严重”、
“4”表示“不相关”。以气候变化对全球水循环产生的影响为例,重庆大学学生认为气候变化对全球水循环影响

非常严重和严重的分别约为34%和54%;布鲁克大学同样高达47%和46%(图2)。虽然加拿大水资源非常丰

富,其地表淡水约占世界的25%,人均拥有水量位居世界前列,加拿大政府实施“加拿大联邦水政策”,严格控制

污染,可持续地利用和管理水资源,调查结果显示加方大学生全球水资源危机意识较高。
两国学生对9个因气候变化可能带来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如表1所示:布鲁克大学学生的均值普遍低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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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调查学生对全球气候变化威胁水循环的看法统计图

大学学生,显示布鲁克大学学生认为全球气候变化对全球

若干问题造成威胁的严重性高于重庆大学学生。且对“影
响全球水循环”、“增加健康风险”、“食品供应”、“破坏生态

系统”和“极地冰盖缩减”的认识表现出显著性差异。可能

原因与两国历史文化和教育理念水平差异,以及两校所处

地理位置差异有关,加拿大位于北美洲北部,地广人稀,是
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气候寒冷,森林、矿产及水等资

源丰富,经济高度发达,国际化程度高,城市化水平和生活

质量较高;相比较,我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领土南

北跨度较广,人口基数大,气候复杂多样,人均资源量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化水平和生活质量不高;此外,由于两

国国情差异,两国教育体系也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课程

体系设置、教学方法、教材、素质教育等方面,加拿大教学形式多样化,多采用互动式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多元化,
布鲁克大学是加拿大的公立综合性大学,以小组研究和小班教学著称。我国传统教学多采用灌输式方法,目前

已开始注重学生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但仍处于逐步提高过程中;并且重庆大学是中国西部的一所综合性

大学,学生主要来自较为贫困农村和欠发达乡镇地区,缺乏全面的素质教育和国际视野,因此,可能造成重庆大

学学生对于上述问题认识和知识的贫乏,从而相关危机意识较低。

表1 学生对9个可能因气候变化带来问题的严重程度看法统计表

问题 大学名称 总数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 显著性

影响全球水循环
重庆大学 213 1.78* 0.645 0.044

布鲁克大学 187 1.60 0.626 0.046
0.004

高温
重庆大学 213 1.78 0.617 0.042

布鲁克大学 185 1.66 0.674 0.050
0.066

极端气候
重庆大学 213 1.62 0.592 0.041

布鲁克大学 187 1.50 0.651 0.048
0.050

威胁生物多样性
重庆大学 213 1.64 0.611 0.042

布鲁克大学 187 1.66 0.734 0.054
0.777

海平面上升
重庆大学 213 1.67 0.634 0.043

布鲁克大学 186 1.59 0.678 0.050
0.253

增加健康风险
重庆大学 213 2.05* 0.692 0.047

布鲁克大学 186 1.77 0.809 0.059
0.000

食物供应
重庆大学 213 2.04* 0.686 0.047

布鲁克大学 186 1.77 0.816 0.060
0.000

对生态系统破坏
重庆大学 213 1.68* 0.585 0.040

布鲁克大学 187 1.54 0.649 0.047
0.029

极地冰盖缩减
重庆大学 213 1.54* 0.626 0.043

布鲁克大学 186 1.39 0.590 0.043
0.020

  *统计意义上5%的显著性水平 (p<0.05)

3.1.3全球共同面对的严重问题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两组受访者如何看待气候变化的严重性,选择了全球共同

面临的其他严重问题与气候变化问题进行比较,了解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所共同应对问题的严重程度。对于每一

个问题的选项进行赋值,其中“1”代表“最严重”、“2”代表“严重”、“3”代表“是个问题”、“4”代表“不是问题”、“5”
代表“没想法”。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得出,作为全球面临的严峻问题,重庆大学学生认为较为严重问题中前4个分别为能源匮乏

(M=1.75,SD=0.653)、水资源短缺(M=1.93,SD=0.727)、生物多样性丧失(M=1.95,SD=0.794)、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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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M=1.99,SD=0.644),而布鲁克大学学生的选择则为水资源短缺(M=1.87,SD=0.877)、贫困(M=1.89,

SD=0.762)、气候变化(M=2.06,SD=0.889)、世界人口增长(M=2.17,SD=0.956)。结果显示:在众多全球

共同面临的问题中,两组均认为水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与其他问题相比,较为严重。同时,两国学生具有显著性

差异的问题表现在:重庆大学学生认为能源匮乏、昂贵的食物价格、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严重性要高于加拿大学

生,可能原因是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加拿大

学生认为贫困、全球经济衰退、人口问题也是严峻的世界性问题,这可能与加拿大作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全

球视野的国民教育有关。

表2 学生对全球共同面临问题严重程度的看法统计表

问题 大学名称 总数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 显著性

贫困
重庆大学 213 2.33* 0.762 0.052

布鲁克大学 187 1.89 0.762 0.056
0.000

水资源短缺
重庆大学 213 1.93 0.727 0.050

布鲁克大学 187 1.87 0.877 0.064
0.476

昂贵的食物价格
重庆大学 213 2.40* 0.718 0.049

布鲁克大学 186 2.63 0.822 0.060
0.003

全球经济衰退
重庆大学 213 2.68* 0.760 0.052

布鲁克大学 187 2.41 0.780 0.057
0.000

气候变化
重庆大学 213 1.99 0.644 0.044

布鲁克大学 186 2.06 0.889 0.065
0.385

能源匮乏
重庆大学 213 1.75* 0.653 0.045

布鲁克大学 187 2.48 0.906 0.066
0.000

国际恐怖主义
重庆大学 213 2.63 0.726 0.050

布鲁克大学 187 2.63 0.960 0.070
0.982

武装冲突
重庆大学 213 2.61 0.722 0.050

布鲁克大学 187 2.48 0.918 0.067
0.108

核武器扩散
重庆大学 213 2.40 0.833 0.057

布鲁克大学 187 2.51 1.069 0.078
0.239

生物多样性丧失
重庆大学 213 1.95* 0.794 0.054

布鲁克大学 187 2.30 0.926 0.068
0.000

世界人口增长
重庆大学 213 2.12 0.827 0.057

布鲁克大学 187 2.17 0.956 0.070
0.627

政治动荡
重庆大学 213 2.57 0.825 0.056

布鲁克大学 187 2.45 0.905 0.066
0.172

人类非法交易
重庆大学 213 2.67* 0.850 0.058

布鲁克大学 185 2.42 1.003 0.074
0.008

传染性疾病
重庆大学 213 2.27 0.788 0.054

布鲁克大学 186 2.18 0.933 0.068
0.296

其他
重庆大学 213 3.06* 1.084 0.074

布鲁克大学 126 3.40 1.420 0.127
0.021

  *统计意义上5%的显著性水平(p<0.05)

3.2应对气候变化责任划分的认知

关于造成气候变化责任问题,国际上一直持有不同说法。设计了以下两个调查问题,收集两组学生对现在

和未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划分。对每一个问题的选项进行赋值,其中“1”代表“发达国家责任更大”、“2”
代表“发展中国家责任更大”、“3”代表“各国都一样”、“4”代表“不确定”。

831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www.cqnuj.cn          第32卷



3.2.1目前气候变化责任 两国学生的选择结果如图3所示,关于造成目前气候变化的责任,两组约50%的被

调查者均认为发达国家责任更大;其中重庆大学和布鲁克大学均约52%学生选择发达国家责任更大;认为各国

责任都一样的学生,重庆大学约占43%,布鲁克大学约占41%。可见,在此问题上,两国学生看法基本一致。

    
图3 学生对目前气候变化责任划分的看法统计图     图4 学生对未来气候变化责任划分的看法统计图

3.2.2未来气候变化的责任 关于未来气候变化责任问题,两国学生都呈现类似看法(图4),即认为发达国际责

任更大的人数比图3有所减少,而认为各国都一样责任的人数比图3有所增加;重庆大学学生选择发达国家责

任更大的约为38%,各国都一样的约为52%;而布鲁克大学的约为37%和50%。
可见两国学生对目前和未来气候变化问题责任认识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即目前责任应主要是发达国家责

任更大,对于未来气候变化问题则更强调各国责任相同,共同应对。

3.3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监督与管理

鉴于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共同合作应对,关于受访者对国际监督与管理的看法和

认同程度,设计了两个问题来收集相关信息:赋予国际机构权利来执行国际问题解决方案;节能减排国际协议

中,合理的碳排放计算方式。

3.3.1赋予国际机构权利执行解决方案 问卷问题为:对于全球环境污染问题,是否应该赋予国际组织权利来执

行解决方案。对每一个问题选项进行赋值,其中“1”代表“完全同意”、“2”代表“同意”、“3”代表“既不同意也不不

同意”、“4”代表“不同意”、“5”代表“完全不同意”、“6”代表“不知道”。

图5 学生对国际机构有权执行

全球环境问题方案的看法统计图

两国学生选择主要集中在完全同意和同意选项上(图5);
重庆大学39%学生选择完全同意、约44%为同意;布鲁克大学

分别为33%和44%左右。对于赋予国际机构权利执行某些全

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两组学生均表现出较强的认同意向。同

时,重庆大学均值(M=1.87,SD=0.947)小于布鲁克大学

(M=2.05,SD=1.135),表明重庆大学学生对于国际机构认同

程度要高于布鲁克大学学生。但P>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两

组之间没有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3.3.2合理的碳排放量计算方式 问卷问题为:在节能减排的

国际协定中,最合理的碳排放计算方式。对于每一个问题选项

进行赋值,其中“1”代表“国家排放总量”、“2”代表“人均碳排放

量”、“3”代表“单位土地面积排放量”、“4”代表“单位GDP排放量”、“5”代表“都一样”、“6”代表“不确定”,调查

结果如图6所示。
重庆大学约12%学生选择国家排放总量、约46%选择人均碳排放量、16%选择单位土地面积排放量、约

19%选择单位GDP排放量、约4%选择都一样、3%选择不确定;而布鲁克大学相应的选择约为15%、25%、16%、

9%、12%、24%;可以看出中方学生选择相对集中,近50%学生选择以人均碳排放量为计算方式,加方学生选择

较分散,选择人数最多的是人均碳排放量,占25%,还有近25%学生选择不确定。两组学生认同率最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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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学生对最合理碳排放计算方式的看法统计图

是人均碳排放量。

3.4对未来气候变化看法

设计问题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对

于问题答案选项进行赋值,其中“1”代表“完全同意”、“2”代
表“倾向于同意”、“3”代表“倾向于不同意”、“4”代表“完全

不同意”、“5”代表“没看法”。
调查结果如图7所示:两组学生表现出基本一致的看

法,79%左右的每组受访者选择完全同意或者基本同意。
重庆大学学生选择完全同意的约为24%、倾向于同意的约

55%;布鲁克大学学生选择完全同意的约为36%、倾向于同

意的约42.8%。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可能会对世界经济有积

极影响这一观点,两组学生均表现出较强的乐观态度。同

图7 学生对气候变化会影响世界经济的看法统计图

时,重庆大学均值(M=2.04,SD=0.823)大于布鲁克大学

(M=2.02,SD=1.109),因此重庆大学学生对于应对气候

变化对世界经济积极影响的认可度略低于布鲁克大学学

生。然而P>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两组之间没有表现出

显著性差异。

4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利用网上问卷调查,对中国重庆大学和加拿大

布鲁克大学在校本科生气候变化认知程度进行分析,结果

显示:

1)气候变化威胁认知:两国学生对全球温度上升均表现出较强危机意识,在众多全球共同面临问题中,均认

为水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与其他问题相比,较为严重。可见气候变化作为一个较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已得到普

遍共识。但在气候变化对全球若干问题造成威胁方面,布鲁克大学学生认为的严重性要高于重庆大学学生,且
对“影响全球水循环”、“增加健康风险”、“食品供应”、“破坏生态系统”和“极地冰盖缩减”的认识表现出显著性差

异。同时,在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全球性问题中,两国学生具有显著性差异的问题表现在:重庆大学学生认为能

源匮乏、昂贵的食物价格、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严重性要高于布鲁克大学学生,而布鲁克大学学生认为贫困、全球

经济衰退、人口问题是严峻的世界性问题。

2)应对气候变化责任认知:两国学生对目前和未来气候变化问题责任认识表现出基本一致性,即目前责任

应主要是发达国家责任更大,对于未来气候变化问题则更强调各国责任相同,共同应对。

3)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监督和管理:对于赋予国际机构权利执行解决方案,两国学生表现出较强的同意意向;
国际节能减排协定中,最合理的碳排放计算方式问题,两国学生支持率最高的为人均碳排放量。

以上分析结果显示:重庆大学学生关于气候变化认知多是与中国现状和国情一致,而布鲁克大学学生多是

基于全球层面的认知。主要可能是两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教育理念的差异造成的,中国人口众多,是
正在经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重庆大学受访学生来自较为贫困农村和欠发达乡镇地区比例较

高,缺乏全面的素质教育和国际视野,对于某些全球层面问题知识贫乏,从而相关危机意识较低。
根据本研究结果,就加强中国大学生环境教育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拓展对大学生进行基于全球层面的环境

知识教育,培养中国大学生的国际视野;第二,采用形式多样的环境教育,结合创新教育和实践教育活动,让大学

生不仅了解知识,而且提高有效参与及环境保护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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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urposeofthisstudyistoexplorecollegestudents’perceptiononglobalclimatechangeinChinaandCanadabycon-
ductingonlineinvestigationatChongqingUniversityofChinaandBrockUniversityofCanada.Itusedthecomparativemethodand

Ttesttoanalyzeth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ofthetwocountrystudents’perception.Theresultsshowthatthestudentsfrom

twocountieshavesimilarviewsonthebasicperceptionofclimatechange,thatis,climatechangeisoneseriousglobalissueandit

needsthedevelopinganddevelopedcountriestodealwithinthefuture.Thereisasignificantdifferenceinsomeviews,mainlyin

Chinacollegestudents’perceptiononclimatechangebeingconsistentwithChina’sdevelopingconditionswhileCanadianstudents

arebasedonthegloballevelof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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