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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ＣＣＳ技术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有效技术途径之一，公众的认知程度对 ＣＣＳ技术的推广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我国公众对ＣＣＳ技术的态度，分析影响公众对ＣＣＳ技术态度的主要因素。从调查结果来看，ＣＣＳ的公众
认知度还很低，影响公众对ＣＣＳ支持程度的主要因素有３个：ＣＣＳ技术的风险、公众对气候问题的认识、ＣＣＳ技术的效果，
而增加公众对ＣＣＳ的了解可以明显提高ＣＣＳ技术的支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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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的威胁受到全球的高度重视，各国政府及相
关国际机构、国际气候组织都在积极寻找应对气候变化、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方法［１］。但是目前 ＣＯ２减排的
成效还不尽人意，新能源研究和使用也受到范围和技术资

金的限制，化石燃料在较长一段时间仍将是主要能源。随

着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能源消费量还将不断上

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任务还非常艰巨［２］。目前我国工

业结构中重化工业比重较高，能源资源结构又以煤为主，

无论是总体能耗还是单位能耗都处于较高的水平，单位

ＧＤＰ的ＣＯ２排放强度也明显高于国际水平
［３－４］。在实现

ＣＯ２减排的过程中，ＣＣＳ（ＣａｒｂｏｎＣａｐ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ｔｏｒａｇｅ）技术
即ＣＯ２捕集和封存技术的应用前景广阔。

ＣＣＳ是指将ＣＯ２从工业或相关能源产业的排放源中
分离出来，输送并封存在地质构造中，长期与大气隔绝的

一个过程［５］。目前 ＣＣＳ技术及其项目的发展也还处于早
期阶段，要加快ＣＣＳ技术的应用推广，除了技术本身的改
进之外，公众认知度也十分关键。在争取政府及其他非政

府组织的资金支持以及项目选址等方面，ＣＣＳ项目都离不
开公众的支持。

为增加公众对 ＣＣＳ的了解，有针对性地加强公众宣
传，评估公众关于ＣＣＳ的潜在接受度并找出影响公众接受
ＣＣＳ的因素就十分必要。对 ＣＣＳ公众认知度的分析最早
始于英国，随后在日本和美国等地的研究也较多［６－８］，而有

关我国公众对 ＣＣＳ等碳减排技术认知程度的研究很少。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我国公众对全球气候变暖

等问题的态度，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公众对全球气候变化的

关注程度，公众对全球变暖和主要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的认

识，公众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和政策的支持力度等内

容，通过评估公众对 ＣＣＳ等技术的一般看法，分析影响公

众对ＣＣＳ技术接受程度的各种因素。

一　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实施
为全面了解公众对气候变化和ＣＣＳ技术的了解，设计

的调查问卷包括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在问卷设计后还对

能源环保等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进行了预

测试。预测试结果显示，大部分民众不知道ＣＣＳ，问卷调查

能够收集的信息量很小。基于此，本文重新设计了调查问

卷，介绍了有关ＣＣＳ的背景知识，帮助公众在接受调查时

对ＣＣＳ有足够的了解。

调查问卷包括４个部分，第１部分调查受访者的基本

个人信息，第２部分评估受访者对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技

术等问题的基本了解，第３部分提供了关于 ＣＣＳ的知识，

并进一步考察受访者对ＣＣＳ的了解程度，调查的最后是关

于受访者对ＣＣＳ技术接受程度的评估，主要是询问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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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ＣＣＳ作为气候政策组合一部分的普遍接受程度以及公
众是否愿意承担应用ＣＣＳ技术带来的经济成本。

考虑到公众对ＣＣＳ的认知程度偏低，我们选择的调查
对象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相关行业如电力、环境等从

业人员以及政府机关、研究单位、教育机构等单位的职员。

调查区域包括辽宁、湖南等９个省份，其中以中部省份为
主。从２０１１年１月开始发放问卷，主要利用网上调查和发
放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到２０１１年３月共收回具有代表性的
有效问卷３１６份。

二　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本文首先分析公众对环境保护

及气候变化的认识状况，然后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讨论了

影响ＣＣＳ认知度的主要因素，最后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检验
了影响ＣＣＳ接受程度各个因素的相对作用强度。

（一）公众对环境保护及气候变化的认识

问卷的第１部分是受访者描述其自身特征，受访者的
平均年龄为２７．４２岁，女性占５３．６％。受教育程度在初中
及以下的仅占１．２３％，大学（本专科）及以上的合计达到
９１．２％。与问卷调查方案设计一致，受访者主要是由更可
能了解ＣＣＳ、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组成。

问卷第２部分主要了解公众对全球变暖及应对气候变
化技术的认识。有超过３０％的受访者认为经济发展、收入
不平等、失业等问题是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仅有１４％
的受访者认为环境保护是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相对而

言，公众对环境保护重视程度还不高。而在环境问题中，

全球气候变暖在所有环境问题中排在第五位，生态环境破

坏、水污染等环境又更被受访者所重视。

在受访者接受进一步的调查之前，问卷对受访者关于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措施的了解程度进行了评估。在应对

全球气候变暖的技术中，太阳能和风能被大多数受访者所

熟悉，而对于ＣＣＳ的了解程度很低，互联网和电视是受访
者了解ＣＣＳ的渠道。

（二）影响ＣＣＳ认知度的因素
通过对问卷第３部分关于 ＣＣＳ的３４个问题进行探索

性因子分析，可以提取共性因子来反映原始变量所代表的

主要信息。在因子分析时，本文首先利用巴特利特球体检

验统计量和 ＫＭＯ检验统计量对相关矩阵进行检验，对１８
个变量进行ＫＭＯ检验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体检验，ＫＭＯ检验值为
０．６３７，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体检验显著概率为０，说明观测变量之间
的相关关系较强，模型具有良好的效果；然后利用主成分

法求解因子解，选取特征值大于等于１的主成分作为初始
因子。在进行因子分析时，从样本中删除了１３份缺失数据
严重的无效问卷。在问卷中有个别数据丢失的，本文用平

均值代替丢失的数据。

由于初始因子中多数因子都和很多变量相关，为更好

地解释模型，本文还利用正交因子旋转来简化因子结构。

结果显示，模型中主要影响因子有３个，对应的特征值分别
为５．４７，３．０３和２．８３，累积占比约７０％。表１为模型的因
子载荷矩阵，其中因子１代表公众对 ＣＣＳ有效性的关注，
因子２代表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因子３主要是公众对
ＣＣＳ安全性的担忧。

表１　因子载荷矩阵

问题 因子１ 因子２ 因子３ 公因子

因子１

您是否认为ＣＣＳ是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有效手段 ０．７２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５１

您是否认为长期而言ＣＣＳ的减排效应该很明显 ０．６１ ０．３１ －０．０４ ０．６７

您是否认为ＣＣＳ实施后，气候变暖问题能够逐步解决 ０．４８ ０．１８ ０．０８ ０．４６

您是否认为与其他反气候变暖措施相比，ＣＣＳ更为有效 ０．３６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６１

您是否认为ＣＣＳ技术是没用的，因为化石燃料最终会耗尽 －０．３３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５９

您是否认为ＣＣＳ将导致我们继续使用化石能源 ０．３１ ０．２０ ０．０２ ０．３７

您是否认为应用ＣＣＳ会导致更多的能源消耗 ０．３０ －０．１３ ０．０４ ０．４６

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ＣＣＳ不改变经济结构，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可行方案 ０．２７ ０．１４ ０．０８ ０．３５

因子２

您是否认为全球变暖正在发生 －０．１５ ０．６１ ０．３０ ０．５７

您是否认为发达国家应承担应对气候变暖的主要责任 －０．０６ ０．３２ －０．１２ ０．３９

您是否认为应该改变目前依赖能源的生活方式 －０．０９ ０．２２ －０．１４ ０．３３

相对其他环境问题，您是否更关注全球变暖 －０．１５ ０．３１ ０．１５ ０．２７

您是否认为碳排放企业应采取措施主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０．０２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３６

您是否愿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０．１０ ０．２７ －０．１３ ０．３３

您是否认为环境保护优先于经济利益 －０．１８ ０．２４ ０．１２ ０．２５

您是否认为应该马上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 ０．０４ ０．３９ －０．０６ ０．３１

您是否认为政府应该促进ＣＣＳ的发展 ０．０４ －０．５６ ０．０１ ０．２７

您是否认为对于ＣＣＳ的研究推广还不尽如人意，需要更加积极 －０．０９ ０．６４ ０．１３ ０．２１

您是否认为如果不采取措施减少碳排放，我们将给下一代留下更重的负担 －０．１５ ０．４１ ０．３０ 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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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因子１ 因子２ 因子３ 公因子

因子３

您是否认为将二氧化碳封存的行为过于大胆 －０．０６ ０．３２ －０．１８ ０．４８

您是否认为ＣＯ２在深海溶解和稀释后，海洋封存的风险会降低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３３ ０．６１

您是否认为ＣＣＳ的风险很小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２７ ０．５８

您是否认为采集二氧化碳的运输过程中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很小 －０．１８ ０．１３ ０．２５ ０．４１

您是否认为ＣＣＳ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可以控制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３０ ０．４２

您是否认为不用担心地下封存的碳泄漏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４４ ０．３６

您是否认为ＣＣＳ实施所带来的环境影响是可以控制的 －０．６４ ０．１３ ０．２９ ０．２６

您是否相信相关科学家鼓吹ＣＣＳ的言论 －０．１５ ０．１１ ０．３１ ０．２３

您是否担心海洋封存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０．０６ ０．３２ －０．２８ ０．４３

您是否担心海洋封存可能对下一代带来危害 －０．０９ ０．１４ ０．２２ ０．３２

您是否担心陆地封存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０．１５ ０．３１ ０．３５ ０．３４

您是否担心即使被封存在岩层，一部分ＣＯ２还是会回到大气中来 －０．２１ ０．１２ ０．３３ ０．２８

您是否反对地下封存二氧化碳活动本身 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４３ ０．２２

您是否担心对于盐碱层储存二氧化碳的泄露问题 －０．０８ ０．１７ －０．３９ ０．１９

您是否认为离岸地质封存二氧化碳即使泄露也不会立即对大气造成影响 －０．０８ ０．１６ －０．３８ ０．４７

　　（三）关于ＣＣＳ接受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

问卷的最后部分是关于受访者对 ＣＣＳ接受程度的调

查。评估受访者对 ＣＣＳ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一部分的

支持度，受访者的平均响应度达到了３．２３（有５个备选答

案），表明同意把促进 ＣＣＳ技术的应用作为实施气候政策

组合一部分的受访者相对更多，但还是有很多公众仍持有

中性的意见。通过询问受访者是否愿意接受应用 ＣＣＳ技

术带来的电费上涨，进一步考察受访者对促进 ＣＣＳ发展的
态度。根据调查结果，有１４．６％的回答者不能接受电费上

涨，而８５．４％的回答者表示合理范围内能够接受应用 ＣＣＳ

技术带来的电费上涨。

运用回归分析方法考察影响公众对 ＣＣＳ态度的各个

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因变量是上述公众对ＣＣＳ技术的接受

程度。删除缺失严重的调查问卷，最终根据３０４份有效问

卷进行了回归分析。

第一个回归方程考察了影响公众对 ＣＣＳ作为应对气
候变化政策一部分的支持度的因素，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估计。因子３（ＣＣＳ安全性）在４个因子中系数最大，是影

响公众支持度的最重要因素，公众对ＣＣＳ安全性的顾虑越

小，其对ＣＣＳ技术的支持力度也就越高；因子１（ＣＣＳ的有

效性）的系数较大，显著性水平高，是影响公众支持度的重

要因素，公众对ＣＣＳ有效性的认可将提高公众对ＣＣＳ技术

的支持度；因子２（关于气候变化的态度）则被认为，当公众
环保意识更强，更加了解温室效应时，公众对 ＣＣＳ的接受

度就越高。

第二个模型为Ｌｏｇｉｔ模型，分析了影响公众完全反对或

有条件接受 ＣＣＳ技术应用带来的电费上涨的重要因素。

利用极大似然法估计模型参数，可以看到因子１（ＣＣＳ的有

效性）是影响公众对 ＣＣＳ技术应用态度最重要的影响因

素，而随着公众对 ＣＣＳ安全性认识的提高，公众也更愿意

接受应用ＣＣＳ技术带来的电费上涨。

表２　回归分析结果

问题１ 问题２

变量 系数 Ｐ值 系数 Ｐ值
因子１（ＣＣＳ有效性） ０．１２１２２９８０．０４００．３６９３９３１ ０．０２

因子２（关于气候变化

的态度）
０．０８０７８４１０．１１００．１８５５４５３ ０．０８

因子 ３（对 ＣＣＳ安全

性的担忧）
－０．１７３５６０１０．０７０－０．２７７７７０３０．０９

常数 ３．６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６４７６５００ ０．００

三　结　论
本文的问卷调查给受访者提供了有关 ＣＣＳ的背景知

识，主要是针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进行的。从调查结

果来看，ＣＣＳ在我国还远远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技术。通

过因子分析，本文得到３个影响公众对 ＣＣＳ技术认知程度

的因素：关于ＣＣＳ技术的风险；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

认识；关于ＣＣＳ等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的效果。总体而言，

公众对推行ＣＣＳ技术基本持支持的态度，但是对于ＣＣＳ封

存的风险也非常重视，而增加公众对于ＣＣＳ的了解有助于

增加公众接受度。

可以看到，公众对ＣＣＳ技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存在很

多疑虑，对于ＣＣＳ技术的应用前景缺乏足够的信心。相对

于其他低碳技术，对ＣＣＳ技术缺乏了解将使ＣＣＳ面临更多

的不确定性。因此，ＣＣＳ技术在我国的推广应用，迫切需要

加强相关知识的普及。通过介绍和推广相关的成功案例，

帮助公众提高对ＣＣＳ的认识，减轻对ＣＣＳ技术发展和应用

风险的忧虑，增强公众对 ＣＣＳ的接受度，保障相关政策制

定执行和ＣＣＳ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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