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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行为已成为当前环境保护研究的热点问题。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 2000～2021 年 277 篇

环境行为研究论文为研究对象，利用 CiteSpace 6.1.R2 和 Excel 软件，通过文献共被引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和突现词探测

等方法系统梳理了环境行为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发展脉络、研究现状和当前热点。结果显示：环境行为研究发展可分为

先兆期、起步期、发展期和繁荣期 4 个阶段；环境行为研究力量较独立分散，这与该领域日益凸显的多学科交叉特性相

悖；环境行为理论研究、不同尺度的实证研究及具体环境政策研究构建了环境行为研究的知识基础；当前环境行为研究热

点在于亲环境行为研究和针对具体环境政策情境下的环境参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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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behavior  has  become  a  vital  issue  in  curr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earch.  Using  277
environmental  behavior  research  papers  in  the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CSSCI)  from 2000 to  2021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knowledge  base,  developmental  lineage,  research  status  and  current  hotspots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research  ar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research  field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including precursor period, start-up period, development period and prosperity period. Research efforts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r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fragmented  with  lacking  cooperation,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increasingly  multidisciplinary  nature  of  the  intersecti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behavior,  empirical  research at
different scales and specific environmental policy research have built the knowledge base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research. The
current  hotspots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research  ar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research  and  environmental  participation
research with specific environmental policy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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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城市化、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综合作

用下，人类对环境资源的压力与日俱增，各类生态

问题层出不穷，将环境行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微观主

体的命题逐渐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伴随学科自

身的纵深发展及跨学科研究的积极参与，环境行为

研究领域逐渐形成了多样化研究分支，厘清当前学

科发展脉络对推进领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以往研究，针对环境行为的综述多采用定

性方法，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归纳总结把握学科发展

脉络。早期集中于对环境行为理论进行综述，如，

孙岩等 [1] 归纳分析了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彭远

春[2 − 3] 针对国内外环境行为研究现状从理论范式、

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梳理和对比；近年则集中于从

不同理论或学科视角对环境行为进行综述，如李

斌[4]、邓雅丹等[5]、曹海林等[6]、胡奕欣等[7] 分别从

建筑设计、决策双系统、公众环境参与和亲环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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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视角梳理了环境行为理论的跨学科发展。总体

来看，采用定性方法对具体学科领域展开综述较为

深入、准确，但当前环境行为研究的多学科交叉特

性日益凸显、学科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给单一定性

分析带来了巨大挑战。CiteSpace作为一种新兴可

视化文献计量方法，在识别学科基础知识结构、探

究学科前沿演进、把握未来延伸趋势上体现出高

效、全面的特质，可以补充定性研究的部分空缺。

因此，本研究选择信息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
6.1.R2，针对 2000—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中收录的环境行为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并

结合现有综述成果，试图厘清环境行为研究领域的

发展脉络、现状热点及发展趋势。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为确保原始数据准确、全面并具有高解释度，

以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为数据源，检索

时段为 2000—2021年，检索条件以主题或关键

词=“环境行为”或“环境参与”或“环保行为”或“环

境保护行为”或“环境友好行为”进行高级检索，并

将“绿色消费行为”“节水行为”“垃圾分类行为”作

为环境行为的具体化分支纳入检索条件，共检索得

到 389条结果。为确保研究内容无偏，剔除了以企

业、政府、组织为主体的环境行为研究文献，并对

检索结果进行整理、去重，删除综述文献和会议征

稿后，共得原始文献 277条，施引文献 7 387条。

 1.2    研究方法

CiteSpace是近年重要的信息可视化工具，由陈

超美及其团队研发，通过分析信息知识单元的相似

性及测度，融合聚类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和多维尺

度分析等方法，绘制不同类型的科学知识图谱，进

而探测和分析学科演进、理论发展、范式转变和前

沿热点辨析[8]。本研究以 CSSCI数据库的载文数

据为数据源，利用 Excel和 CiteSpace 6.1.R2软件统

计并绘制可视化图谱，基于图谱分析结果，对被引

文献和施引文献进行数据挖掘和计量分析，结合传

统文献梳理方法，提炼环境行为研究领域内知识基

础，把握研究最新进展、前沿热点、演化路径和发

展动态，为探寻未来研究方向和趋势提供参考与

建议。

 2    结果与讨论

 2.1    发文情况统计

对所得 277篇文献数据进行发文年度分布统

计分析，见图 1、被引文献出版来源分析，见图 2、
学科分类分析，见表 1，可以形成环境行为研究领域

的初步认识。
 
 

图 1    发文量年度分布统计（2000—2021 年）

Fig. 1    Quantity statistics of papers in relation to
environmental behavior (2000—2021)

 

 
 

图 2    TOP10 被引文献出版来源统计

Fig. 2    TOP 10 cited journal on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总体来看，在观察期内（2000—2021年），环境

行为研究相关的发文总量呈稳步增长趋势，年累计

发文量拟合指数型上升趋势，充分说明环境行为研

究的热度逐年增加，近几年更是受到学界的广泛关

注和重视。从年发文量来看，环境行为研究则呈现

阶段性发展特征。
 

第 2 期 汪静怡　等：基于 CiteSpace的环境行为研究 19



表 1    CSSCI 学科分类占比分析
Table 1    Environmental behavior research

literature's subject category
 

学科类别 文献比例/%

经济学 33.68

管理学 16.97

社会学 10.03

环境科学 9.51

法学 2.83

政治学 2.57

心理学 2.06

其他 22.37

先兆期（2000—2004年），该阶段对以公众为主

体的环境行为研究较少，2003年我国第一次全国范

围环境行为调查（CGSS2003）的开展让人们逐渐注

意到个体环境行为；起步期（2005—2010年），该阶

段是环境行为研究的第一个转折点，CGSS2003调

查结果于 2005年公开，带动了第一波环境行为研

究热潮；发展期（2011—2018年），第二、三次全国

范围环境行为调查分别在 2010年及 2013年展开

（CGSS2010、CGSS2013），数据于 2年后向社会公

布，2次全社会层面的阶段性调查推进了环境行为

研究的高速发展，为后续繁荣发展奠定学科基础[9]；

繁荣期（2019年至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前

生态建设话题日益热烈，加上疫情背景下，公民自

治意识觉醒，使得将环境问题聚焦于微观个体，推

进个人环保意识发展，加强公民参与逐渐成为当前

环境研究的热点话题，环境行为研究进入繁荣时代。

从研究学科分类来看，当前国内针对环境行为

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学（34%）、管理学（17%）、社

会学（10%）和环境科学（9%）领域，在法学、政治

学、心理学和地理学等领域也有分布。按被引文献

出版来源来看，排名前十的被引期刊来源多为生态

环境、社会学、环境教育类期刊，以国外期刊为主，

表现出一定国内外差异，我国在该领域还处于向国

外学习和自我发展阶段。总体来看，环境行为研究

是一个多学科交叉性学术研究领域，公民个体不同

的社会属性和社会身份加剧其行为的复杂性、多样

性、综合性和不确定性，利用多学科交叉相关理论

来研究微观主体环境行为问题已成为主要趋势，同

时也符合该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需要。

 2.2    科研力量研究网络

科研力量研究网络分析包括作者合作网络分

析和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2部分，通过 CiteSpace软

件，可绘制作者共现图谱（图 3(a)）和机构共现图谱

（图 3(b)）。
 
 

注：字体越大，表明出现频次越高；连线由浅入深，表明合作时间由远及近

图 3    科研力量合作网络图谱

Fig. 3    The network map of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图 3(a)可知，当前李世平、王晓楠、盛光华、郭

利京、陈红和龙如银等在环境行为研究领域具有重

要影响力，个别学者形成了小范围的研究队伍；

图 3(b)可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吉林大学、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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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发表了较

多的环境行为研究论文。图 3(a)、图 3(b)的研究结

果基本一致，环境行为领域的研究相对独立，主要

以高校为依托，学者们进行小范围的团队研究，校

际合作较少，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李世平、吉林大

学盛光华、中国矿业大学陈红和龙如银团队为主要

研究力量。高产作者有安徽财经大学郭利京、上海

开放大学王晓楠和中南大学彭远春等，分别从环境

心理学、环境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和环境社会学等

领域对环境行为问题展开研究。

 2.3    研究发展与热点

 2.3.1    文献共被引分析    研究领域可以概念化为

从研究前沿到知识基础的时间映射——原始数据

中的被引文献组成了该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相应

的施引文献（原始数据）即形成了该领域的研究前

沿[10]。通过对环境行为研究领域文献进行共被引

分析，可以具象化反映被引文献之间的结构关系，

掌握环境行为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和演化特征，从

而明晰知识基础与研究前沿之间的联系。

本研究梳理了 2000—2021年国内环境行为研

究的基础知识，文献共被引网络聚类分析结果将领

域内的知识基础分为 7个部分，见图 4。
 
 

图 4    2000—2021 年基于 CSSCI 的文献共被引
网络聚类图谱

Fig. 4    Co-cited literature cluster in relation to
environmental behavior（2000—2021）

 

（1）聚类#1（protection behavior）聚焦于环境依

恋、无意识环境保护行为，从行为个体具有“利他主

义”“集体主义”的基本属性出发，探讨不同层面社

会资本（情感连带、群体规范和人际信任）对个体在

公共领域的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的影响[11]。（2）聚类

#2（biological pesticide）聚焦于公共环境保护行为、

社会态度、区域感知偏差，该聚类文献在整个研究

领域中起着中坚联通作用，彭远春[12] 基于 2003年

和 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环境模块的

数据，从时间尺度上进行环境认知与环境行为的关

系变化研究；郭利京等[13] 则通过通径分析方法讨论

非正式制度对于农户秸秆处理行为的影响。（3）聚
类#3（ economic  development）聚焦于经济发展要

素、个体环境行为偏差，多基于 CGSS公开数据进

行广范围社会层面研究，如王玉君等[14] 基于 2013
年 CGSS数据探讨了经济发展（收入、教育）和环境

污染（环保知识、污染感知）对于环保行为的影响；

范叶超等[15] 利用 2010年 CGSS数据探讨中国城乡

居民环境关心差异，验证“居住地假设”的 3种理论

在国内的解释性。（4）聚类#4（nudging strategies）聚
焦于具体环境政策推进、溢出效应，徐林等[16] 对城

市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构建针对

垃圾分类执行效果的综合性解释框架，为政策的修

正推进提供参考；郑煜菡等[17] 则分析了资本下乡政

策背景下多利益相关主体对于农村环境治理的重

要推动作用。（5）聚类#5（environmental literacy）聚
焦于环境感知、社会规制，部分文献可以看出对聚

类#1的承接和深入分析，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bootstrapping等定量方法探究地方依恋、自然共

情、环境教育和环境素养对于亲环境行为的影

响[18 − 19]。（6）聚类#6（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聚
焦于居民意识和行为分析，是环境行为研究的理论

基础。彭远春[2 − 3] 从基本理论、影响因素等方面对

国内外环境行为研究进行评述。（7）聚类#7（influencing
mechanism）聚焦于驱动因子、影响机制。探讨具体

场域和情境中，不同要素对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

如，徐志刚等[20] 探讨了中国农村“熟人社会”场域

下，声誉诉求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并指出构

建农户自主治理制度是对政府“自上而下”治理模

式的有效补充。

从共被引文献的聚类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

20多年来，环境行为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不

断完善的过程。首先，环境行为理论研究（聚类#6）
为整个学科领域奠定基础，再通过一系列微观、小

范围（聚类#1、聚类#2、聚类#5和聚类#6）到宏观、

广范围（聚类#2、聚类 3）的国内实证研究对理论进

行补充、修正和推进，最后其机制框架将运用于具

体环境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中（聚类#4、聚类#7），实
现应用上的优化，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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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环境行为研究知识基础结构
Fig. 5    Knowledge base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2.3.2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献主题和

内容的精炼，针对目标数据源进行共现分析，筛选

高频关键词，可以直观把握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

趋势[21]。本研究选用时区视图 ( time zone)的形式

呈现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图 6），它是一种侧重于

从时间维度上来表示知识演进的视图，可以清晰地

展示领域前沿的迭代发展及相互影响 [22]。基于图 6，
将环境行为研究分为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研究方

法 3个主题，每个主题下随时间发展和研究深入，

不断调整和革新研究方向与热点。
 
 

图 6    关键词共现时区图
Fig. 6    Time zone view of keywords in relation to

environmental behavior
 

（1）环境行为理论研究。相较于国外学者对环

境行为进行跨学科、多领域研究，国内环境行为领

域的研究起步晚、基础弱，发展尚不成熟，正处于从

无到有、从学习借鉴到本土化适应的阶段。从环境

行为基本概念研究来看，环境行为作为专有名词一

直缺乏统一明确定义。研究早期，环境行为概念边

界模糊、内涵泛化，大多数学者承接 HINES et al[23]、
STERN [24] 西方学者的基本观点，认为环境行为是

行为主体实施的对环境具有正面影响和意义的行

为，将环境行为定义为“负责任的或积极的环境行

为”，强调行为主体的环境保护动机和主动性。也

有部分学者持反对观点，认为环境行为本质是作用

于环境并对环境造成影响的人类社会行为，强调个

体与周围不同尺度物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既包

括正面、积极性和直接的作用，也应当包括负面、

破坏性和间接的影响 [25 − 26]。当前多学科参与讨论

环境行为话题，使其概念内涵不断丰富，“环保行

为”“亲环境行为”“生态行为”等高频关键词的出现

实际上也是概念逐渐细化、明确讨论边界的过程。

从环境行为研究范式来看，早期研究多继承借

鉴国外环境行为研究，延续了环境心理学对环境研

究的垄断地位，核心研究范式有三：计划行为论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规范激活理论

（the Norm Activation Theory, NAT）、价值-信念-规
范理论（ the Value-Belief-Norm Theory, VBN）。随

着研究深入和多学科参与，研究范式也出现多样化

尝试。邓雅丹等在整合梳理传统研究范式基础上，

指出当前的主流模型是基于分析式系统的，低估了

启发式系统的作用，并从决策双系统理论出发，论

证了关注启发式系统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常见的

作用机制。芦慧等[27]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风

险感知-反思-责任-行为”逻辑框架，指出个体的疫

情风险感知与生态环境行为间存在正向关系，生态

伦理反思与生态环境责任感在“风险感知-行为”中

起到顺序中介作用。

（2）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环境问题的复

杂性和环境行为的多样性使得环境行为的具体概

念难以统一，同时也难以厘清环境行为各种复杂影

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我国环境行为研究经历

了“环境意识主体研究”-“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关

系研究”-“环境行为主体研究”三阶段发展过程，三

阶段研究主体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前后承接、交

相影响。

我国对居民环境行为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90年代，1995—2005年期间，政府组织了一系列全

民环境意识调查，旨在了解环境意识现状、指导环

保政策工作，这种政府主导、政策导向的调查研究

一方面推动了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引导学科的方

向，使环境行为研究陷入环境意识主体研究的误

区。2000年左右，学界逐渐认识到环境意识的提升

最终落脚于环境行为的改进，因此环境行为研究逐

渐从对环境意识的研究中剥离出来，“环境态度-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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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行为关系”研究逐渐成为研究主流[2]。当下，多学

科参与进一步完善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使研究主

体回归于行为本身。如曹海林等[6] 将公众环境参

与行为分为反抗型、政治型和日常型，为多元视角

系统分析中国公众环境参与动机、影响因素和现实

困境提供基本框架。郭清卉等[28] 从社会规范一致

和冲突的双重视角出发，将社会规范划分为描述性

社会规范和命令性社会规范，基于实证结果表明，

当 2种社会规范内容冲突时，前者会对个体亲环境

行为产生直接、正向影响，后者对亲环境行为的作

用不大，当两者内容一致时，会促进亲环境行为产

生。柳建坤等[29] 则从环境知识视角探讨了互联网

使用对环境行为的作用机制，认为环境知识是互联

网使用促进亲环境行为的作用机制，且在“互联网

使用-公域环境行为”中具有更强的中介效果。王睿

雯等[30] 则从环境共治视角探讨了微观主体可持续

消费行为的驱动机制。

（3）环境行为方法研究。环境行为研究早期采

用传统定性研究方法，中期受到国外环境心理学影

响，结构方程模型、模型构建等计量方法的应用在

环境行为研究中尤为突出，在共现图谱中表现为关

键词节点规模大且连线多。在环境行为的影响要

素分析中，量化研究方法能直观地表现要素间相关

性。但是环境行为，尤其是公众个体的环境行为往

往受到内外部多重因素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变

性，控制变量难度较大，且当前对于环境行为概念

的界定不一、相关变量的测量方法各异，致使研究

之间模型、结论相互矛盾，研究结果不稳定，给学科

交流和传播造成阻碍。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

方法，深入分析行为形成机理，加强环境行为的本

土化研究可能是当前有效的研究方向[18]。

 2.3.3    突现词分析    针对文献进行突现词探测分

析，得出环境行为研究领域的突现词信息表，见表 2，
其基本原理是根据标题、摘要和关键词等的词频增

长率来确定哪些是热点词汇，从而识别学科发展的

新兴趋势与最新演化动态[21]。突现词分析结果与

关键词共现网络结果相吻合，通过突现词分析可以

将环境行为研究前沿显著划分为 4个阶段。

2000—2004年突现词包括绿色产品、问卷调

查和环境意识，该阶段突现词较少，突现度低，表明

学科领域尚处于起步期。“问卷调查”“环境意识”

的出现受到 CGSS的影响，体现政策导向对学科热

点的重要推动作用。

2005—2010年突现词包括环境政策、环境管

理、环境教育、环境价值观、公众参与、绿色消费和

消费者行为。环境行为研究处于发展期，涌现大量

突现词，突现度整体较平均，意味着领域内形成了

多样化的研究中心。“环境政策”“绿色消费”呈现

出较高的突现度，可见，在研究初期，消费者环保行

为是环境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 2    基于 CSSCI 的环境行为研究突现词 (TOP10)
Table 2    Burst terms in relation to environmental

behavior research (TOP 10)
 

序号 关键词 出现时间/a 结束时间/a 突现度

1 环境政策 2005 2010 2.40

2 绿色消费 2006 2009 2.32

3 消费者行为 2008 2013 1.68

4 结构方程模型 2013 2014 2.04

5 环境行为 2014 2015 1.90

6 环保行为 2016 2017 4.51

7 环境知识 2017 2018 2.98

8 亲环境行为 2018 2021 7.36

9 垃圾分类行为 2019 2021 2.12

10 绿色消费行为 2019 2021 2.00

2011—2017年突现词包括结构方程模型、计

划行为理论、环境行为、环保行为和环境知识。该

时期是环境行为研究逐渐本土化的过程，通过对基

础理论、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学习，加深对于学

科领域的理解，并对不合国情的部分进行修正、革

新、补充和完善。

2018年至今的突现词包括地方依恋、多层分

析、公众环境参与、亲环境行为、垃圾分类行为和

绿色消费行为。其中“亲环境行为”呈现出很高的

突现度，其次是“垃圾分类行为”“绿色消费行为”。

当前环境行为研究呈现 2个发展方向：首先是环境

行为本位分析，聚焦于环境行为，丰富概念内涵，明

晰概念边界；其次是具体化分析，将环境行为置于

环境政策情境中，通过实证研究检验理论结果，并

进一步优化政策。

 3    结论

本研究基于 2000—2021年 CSSCI数据源中环

境行为相关文献信息，应用 CiteSpace  6.1.R2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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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软件，对环境行为研究进行了可视化分析。

首先，通过发文情况分析和作者-机构共现分析，初

步把握学科领域的研究现状和主要科研力量，将环

境行为研究发展分为先兆期（2000—2004年）、起

步期（2005—2010年）、发展期（2011—2018年）和

繁荣期（2019年至今）4个阶段，学科当前正处于发

展繁荣期，但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较为分散，这并

不利于多学科交叉和跨学科发展趋势；其次，通过

绘制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辨析 7个环境行为知识

群组，并构建群组之间的结构关系——微观、小范

围的环境行为实证研究，宏观、大范围的环境行为

时空分异特征研究，具体环境政策应用研究形成了

环境行为研究领域主要的知识基础；最后，通过关

键词共现网络分析以及突现词探测分析，识别研究

主题的演变路径及当前国内环境行为的研究前

沿——亲环境行为研究和基于具体政策情境的公

民环境行为研究是目前环境行为的研究热点。

我国环境行为研究发展迅速，但也暴露出部分

问题，如研究力量之间的合作较少，欠缺跨学科对

话，本土化中层理论薄弱，研究主题不够深入等，进

一步推进具有普适推广价值的理论框架与测量量

表将是跨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加强定性与

定量方法的综合研究也是未来环境行为领域发展

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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