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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课题组在黑龙江、湖北、河南、广东4省6市实地调研的873份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

法对我国不同类型消费者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① 不同类型消费者对政府低碳

产品补贴的期望存在较大差异;② 收入和学历与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呈负相关关系,且二者对政府低碳产

品补贴的期望影响最大;③ 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存在显著差异;④ 地区和性别特征对

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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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低碳经济、实现低碳消费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消费者作为低碳产品需求的一方,如果不

愿意也没有能力为低碳产品支付较高成本,甚至不认可低碳产品,那么低碳消费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要做

到这一点,政府补贴则是推动低碳消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政府补贴了消费者为购买低碳产品而多

支付的那一部分费用,才能激发消费者购买低碳产品的意愿.因此,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相关问题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内外关于政府补贴与发展低碳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补贴对发展低碳经济作

用的研究.孙亦军等[1]指出国家可以通过对低碳产品采取政府补贴的形式,实现发展低碳经济、促进节能

减排的目标.沈满洪和贺震川[2]认为,对低碳资源和低碳产品给予补贴是减少碳排放的一项重要财税手段,
同时可以增加低碳产品的消费量.杨克磊[3]和赵道致[4]等也对低碳经济发展做了研究和对策分析.Bollino
[5]通过研究得出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这种低碳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补贴的结论.李鹏[6]指出,政府需要运

用财政政策,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来加快低碳产品的市场推广.此外,Shukla和Chaturvedi[7]研究表明:低

碳产品在印度的推广需要政府的支持.靳明和郑少锋[8]认为,政府应该对低碳农产品的消费者实行补偿政

策以降低价格.Roe[9]和Zarnikau[10]等认为:公共政策对于消费者自愿为低碳产品支付额外费用具有积极

和重要的影响.Galinato和Yoder[11]研究美国低碳产品补贴问题后发现:对低碳排放产品采取价格补贴的

方式,比对高碳产品征税的方式更有利于减排.与此相似的是,Bajona和Kelly[12]基于对中国1997年的数

据研究也发现:实行对低碳产品补贴比对高碳产品征税会对减少碳排放产生更大的积极作用.Lin和 Li[13]

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补贴移除将对世界碳减排带来负面影响.Lapan和 Moschini[14]研究表明,政府

给清洁能源以低碳补贴能有效实现碳减排目标.
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可能在对待低碳产品补贴方面存在差异;迄今为止,从人口

特征变量的视角,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进行消费者对政府补贴的差异研究的文献极为少见.因此,本

① 收稿日期:2015 06 23
基金项目:教育部长江学者与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项目(IRT224).
作者简介:郭 晴(1987 ),男,湖北荆州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低碳经济与国际贸易研究.



文将从不同类型消费者(人口特征变量)的视角,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Bonferroni检验及DunnettT3检

验等研究方法,对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期望的差异展开定量分析,旨在揭示不同类型

消费者潜在的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政策期望的变化趋势,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促进低碳消费的相关政

策措施提供依据.

1 问卷设计与调查

本文从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层次、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性别的消费者对政府低碳产品补

贴的期望等6个维度,采取问卷调查方式对相关变量进行测度,在选定样本城市的特定地点按照随机原则

由被调查者填写调查问卷.样本数据采自全国一线城市(深圳)、二线城市(武汉)、三线城市(大庆、襄阳、
许昌)、四线城市(谷城),地理分布有南部、中部和北部,经济发达程度和人口分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问
卷数据的采集按照随机原则,在各城市超市、单位、写字楼、家属院等人口密集的地方进行随机发放问卷,
并充分考虑各类消费群体的地域分布.本课题组共计发放调查问卷950份,实际回收问卷876份,问卷回

收率为92.21%,其中,有效问卷873份,有效回收率为99.66%.在873名样本中,男性366,占41.9%;
女性507,占58.1%.样本涉及的6个地区,频率分布基本均衡:在13%(武汉)~20%(深圳)之间;被调查

者年龄为20~49岁的样本累计频率达到81.30%;月收入在5000元人民币以下的样本累计频率达到

86.40%.样本从地域分布、性别构成、年龄特征、收入特征等方面能反映我国消费者的基本特征,具有较

好的代表性.

2 检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基于课题组调查问卷的数据,由于不同类型的样本数量差别较大,在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时,采

用了Bonferroni检验(方差齐性条件下)和DunnettT3检验(方差非齐性条件下)对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
不同学历层次、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性别的消费者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进行了分析,以比较各样本

组之间差异的显著性.
2.1 不同收入水平的分析

1)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存在显著差异.为了验证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

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期望的差异是否具有显著性,首先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因为若方差不齐性则不能采用

方差齐性的方法来检验.表1显示,方差齐性检验中,显著性大于0.05,这说明方差是齐性的,可以采用方

差齐性的方法来检验.为了弄清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对政府补贴期望差别的具体情况.进一步采用齐性

方差检验中的Bonferroni检验,表2显示:月收入在2999元以下的消费者与月收入在3000~4999元

及7000元以上的消费者存在显著差异,其它收入段的消费者有一定的差异,但未达到显著水平.
表1 不同收入水平的检验结果及排序

收入水平 人数 均值 方差齐性检验(显著性) 方差分析(显著性)

999元以下 167 3.68 0.065 0.000

1000~2999元 399 3.55

5000~6999元 73 3.26

3000~4999元 189 3.24

7000元及以上 45 3

  注:作者根据问卷调查的样本数据统计分析所得.

2)消费者对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与其收入水平呈负相关关系.月收入7000元以上的消费者(3.00)对
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最小,月收入999以下的消费者(3.68)最大.政府对低碳产品进行补贴实际上相当于

抵消了生产者生产低碳产品所支付的额外成本,对于低收入水平的消费者而言,收入水平越低,越希望政

府部门给予更多的补贴;对于高收入者而言,其生活压力较小,所以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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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等收入者而言,其经济能力居于两者之间,所以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也居中.
表2 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Bonferroni检验

月收入(I) 月收入(J) 均值差(I-J) 标准误差 显著性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999元以下 1000~2999元 0.128 0.095 1.000 -0.140 0.400

3000~4999元 0.433 0.110 0.001* 0.120 0.740

5000~6999元 0.416 0.145 0.041* 0.010 0.820

7000元及以上 0.677 0.173 0.001* 0.190 1.160

1000~2999元 999元以下 -0.128 0.095 1.000 -0.400 0.140

3000~4999元 0.305 0.091 0.008* 0.050 0.560

5000~6999元 0.289 0.131 0.283 -0.080 0.660

7000元及以上 0.549 0.162 0.008* 0.090 1.010

3000~4999元 999元以下 -0.433 0.110 0.001* -0.740 -0.120

1000~2999元 -0.305 0.091 0.008* -0.560 -0.050

5000~6999元 -0.017 0.142 1.000 -0.420 0.380

7000元及以上 0.243 0.171 1.000 -0.240 0.730

5000~6999元 999元以下 -0.416 0.145 0.041* -0.820 -0.010

1000-2999元 -0.289 0.131 0.283 -0.660 0.080

3000~4999元 0.017 0.142 1.000 -0.380 0.420

7000元及以上 0.260 0.196 1.000 -0.290 0.810

7000元及以上 999元以下 -0.677 0.173 0.001* -1.160 -0.190

1000-2999元 -0.549 0.162 0.008* -1.010 -0.090

3000~4999元 -0.243 0.171 1.000 -0.730 0.240

5000~6999元 -0.260 0.196 1.000 -0.810 0.290

  注:*表示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不同学历层次的分析

1)不同学历的消费者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存在显著差异.为了检验不同学历的消费者对政府低

碳产品补贴期望的差异是否具有显著性,首先进行了方差齐性检验.表3的检验结果显示:显著性大于

0.05,方差是齐性的,所以可以采用方差齐性的方法来检验.同时,不同学历的消费者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

的期望的差异是显著的(p<0.05).
表3 不同学历消费者的检验结果及排序

学  历 人数 均值 方差齐性检验(显著性) 方差分析(显著性)

中专-职高-高中 217 3.54 0.065 0.000
本科 289 3.53
专科 146 3.52

初中及以下 122 3.5
硕士及以上 99 2.88

  2)硕士及以上学历与其它学历的消费者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都存在显著差异.为了进一步发现

差异之所在,同样运用Bonferroni法进行了检验(表4).结果表明:硕士及以上学历与其它学历的消费者都

存在显著差异.其它学历的消费者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有一定差异,但是差异并不显著.
2.3 不同年龄段的分析

1)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存在显著差异.为了检验不同年龄段消费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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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的差异是否显著,先进行了方差齐性检验,表5检验结果显示:方差是齐性

的,所以可以采用方差齐性的方法来检验.同时,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的差

异是显著的(p<0.05).
表4 不同学历消费者的Bonferroni检验

学历(I) 学历(J) 均值差(I-J) 标准误差 显著性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初中及以下 中专-职高-高中 -0.044 0.116 1.000 -0.37 0.28
专科 -0.021 0.126 1.000 -0.38 0.33
本科 -0.033 0.111 1.000 -0.35 0.28

硕士及以上 0.621 0.139 0.000* 0.23 1.01

中专-职高-高中 初中及以下 0.044 0.116 1.000 -0.28 0.37
专科 0.023 0.110 1.000 -0.29 0.33
本科 0.011 0.092 1.000 -0.25 0.27

硕士及以上 0.665 0.125 0.000* 0.31 1.02

专科 初中及以下 0.021 0.126 1.000 -0.33 0.38
中专-职高-高中 -0.023 0.110 1.000 -0.33 0.29

本科 -0.012 0.104 1.000 -0.31 0.28
硕士及以上 0.642 0.134 0.000* 0.26 1.02

本科 初中及以下 0.033 0.111 1.000 -0.28 0.35
中专-职高-高中 -0.011 0.092 1.000 -0.27 0.25

专科 0.012 0.104 1.000 -0.28 0.31
硕士及以上 0.654 0.120 0.000* 0.32 0.99

硕士及以上 初中及以下 -0.621 0.139 0.000* -1.01 -0.23
中专-职高-高中 -0.665 0.125 0.000* -1.02 -0.31

专科 -0.642 0.134 0.000* -1.02 -0.26
本科 -0.654 0.120 0.000* -0.99 -0.32

  注:*表示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5 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检验结果及排序

年  龄 人数 均值 方差齐性检验(显著性) 方差分析(显著性)

20~29岁 341 3.60 0.243 0.001
50岁及以上 131 3.57
19岁及以下 30 3.47
30~39岁 198 3.28
40~49岁 173 3.28

  2)青年与中年消费者之间的差异显著,其他年龄段的消费者差异不显著.为了进一步弄清差异之所

在,运用齐性检验的Bonferroni法进行了检验(表6).结果显示:青年消费者(20~29岁)与中年消费者

(30~49岁)之间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期望的差异是显著的.其他年龄段的消费者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

的期望有一定差异,但差异不显著.各年龄段群体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按照年龄从低到高呈Z字

型排列.
2.4 不同地区的分析

1)消费者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的地区间存在一定差异,但没有达到显著水平.我们进行了方

差齐性检验,表7结果显示,显著性小于0.05,所以方差是非齐性的.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来看,
显著性为0.216大于0.05,所以得出:不同地区的消费者之间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差异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结论,我们进行了多重比较分析,由于方差是非齐性的,只能采用常用的非齐性检

验中的DunnettT3检验(见表8).

4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38卷



表6 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Bonferroni检验

年龄(I) 年龄(J) 均值差(I-J) 标准误差 显著性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19岁及以下 20~29岁 -0.135 0.198 1.000 -0.69 0.42

30~39岁 0.189 0.203 1.000 -0.38 0.76

40~49岁 0.189 0.205 1.000 -0.39 0.77

50岁及以上 -0.106 0.210 1.000 -0.70 0.49

20~29岁 19岁及以下 0.135 0.198 1.000 -0.42 0.69

30~39岁 0.323 0.093 0.005* 0.06 0.58

40~49岁 0.324 0.097 0.009* 0.05 0.60

50岁及以上 0.029 0.107 1.000 -0.27 0.33

30~39岁 19岁及以下 -0.189 0.203 1.000 -0.76 0.38

20~29岁 -0.323 0.093 0.005* -0.58 -0.06

40~49岁 0.000 0.108 1.000 -0.30 0.30

50岁及以上 -0.295 0.117 0.119 -0.62 0.03

40~49岁 19岁及以下 -0.189 0.205 1.000 -0.77 0.39

20~29岁 -0.324 0.097 0.009* -0.60 -0.05

30~39岁 0.000 0.108 1.000 -0.30 0.30

50岁及以上 -0.295 0.120 0.143 -0.63 0.04

50岁及以上 19岁及以下 0.106 0.210 1.000 -0.49 0.70

20~29岁 -0.029 0.107 1.000 -0.33 0.27

30~39岁 0.295 0.117 0.119 -0.03 0.62

40~49岁 0.295 0.120 0.143 -0.04 0.63

  注:*表示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7 不同地区消费者的检验结果及排序

地  区 人数 均值 方差齐性检验(显著性) 方差分析(显著性)

襄阳 147 3.59 0.022 0.216
许昌 154 3.53
深圳 169 3.49
大庆 142 3.41
谷城 147 3.37
武汉 114 3.30

  2)地区间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6个地区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即差距较小,这与前面的分析

结果相一致,所以证明这个结论是十分准确的.
3.5 不同性别的分析

1)男性消费者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略高于女性消费者.由于性别只有男、女两种,组的数量小

于3个,无法对不同性别消费者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进行方差齐性检验,但可以通过描述性统计进

行分析(见表9).结果显示:男性消费者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3.47)略高于女性(3.45),但二者之间

的差异非常小,仅相差0.58%.
2)不同性别的消费者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差异不显著.从表9不难看出,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

果中,显著性为0.765大于0.05,可以得出结论: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受性别的影响不显著,即男

性和女性消费者对政府低碳产品补贴期望的差异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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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不同地区消费者的 DunnettT3检验

地区(I) 地区(J) 均值差(I-J) 标准误差 显著性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大庆 许昌 -0.118 0.112 0.994 -0.45 0.21
武汉 0.110 0.136 1.000 -0.29 0.51
谷城 0.034 0.121 1.000 -0.32 0.39
襄阳 -0.183 0.114 0.815 -0.52 0.15
深圳 -0.077 0.121 1.000 -0.43 0.28

许昌 大庆 0.118 0.112 0.994 -0.21 0.45
武汉 0.228 0.132 0.735 -0.16 0.62
谷城 0.152 0.117 0.959 -0.19 0.50
襄阳 -0.066 0.109 1.000 -0.39 0.26
深圳 0.041 0.117 1.000 -0.30 0.38

武汉 大庆 -0.110 0.136 1.000 -0.51 0.29
许昌 -0.228 0.132 0.735 -0.62 0.16
谷城 -0.076 0.140 1.000 -0.49 0.34
襄阳 -0.294 0.134 0.356 -0.69 0.10
深圳 -0.187 0.140 0.950 -0.60 0.23

谷城 大庆 -0.034 0.121 1.000 -0.39 0.32
许昌 -0.152 0.117 0.959 -0.50 0.19
武汉 0.076 0.140 1.000 -0.34 0.49
襄阳 -0.218 0.119 0.644 -0.57 0.13
深圳 -0.111 0.126 0.999 -0.48 0.26

襄阳 大庆 0.183 0.114 0.815 -0.15 0.52
许昌 0.066 0.109 1.000 -0.26 0.39
武汉 0.294 0.134 0.356 -0.10 0.69
谷城 0.218 0.119 0.644 -0.13 0.57
深圳 0.107 0.118 0.999 -0.24 0.46

深圳 大庆 0.077 0.121 1.000 -0.28 0.43
许昌 -0.041 0.117 1.000 -0.38 0.30
武汉 0.187 0.140 0.950 -0.23 0.60
谷城 0.111 0.126 0.999 -0.26 0.48
襄阳 -0.107 0.118 0.999 -0.46 0.24

表9 不同性别消费者的检验结果及排序

性别 人数 均值 方差分析(显著性)

男 366 3.47 0.765
女 507 3.45

总数 873 3.45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统计分析,我们发现不同学历、收入、年龄的消费者对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的差异存在显著

性.学历和收入与对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呈负相关关系,且对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影响最大.青年消费者

(20~29岁)与中年消费者(30~49岁)对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存在显著差异.其它年龄段的消费者对低碳

产品补贴比列的期望差异不显著.地区和性别特征对低碳产品补贴的期望的差异不显著.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我们建议:① 着力发挥部分消费群体在低碳消费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以经济发

达地区的高收入、高学历、中年女性消费者为突破口,率先推行低碳产品消费策略.② 大力发展经济和强

化教育,提高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学历层次.研究表明,收入和学历是最能影响消费者购买低碳产品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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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较高往往收入水平也较高.所以,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事业才能为低碳消费提供持

续动力,政府补贴往往也只是短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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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nceAnalysisofConsumersExpectationfor
GovernmentLow-CarbonProductSubsidies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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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onthe873questionnairescollectedfromsixcitiesinfourprovincesinChina(Daqing,Wu-
han,Xiangyang,Gucheng,XuchangandShenzhen),wemadeaquantitativeanalysisofdifferenttypesof
consumersexpectationforgovernmentlow-carbonsubsidiesbyusingOne-WayANOVA.Theresultsin-
dicatethat:①therearegreatdifferencesoftheexpectationforgovernmentlow-carbonsubsidiesbetween
differenttypesofconsumers:middle-agedconsumergroups,especiallythosewhoarehighlyeducatedand
betterpaidineconomicallydevelopedareashavearelativelylow“ExpectationforGovernmentSubsidies”;
②incomeandeducationallevelshavenegativecorrelationswiththe“ExpectationforGovernmentSubsi-
dies”andbothhavethebiggestimpacttothe“ExpectationforGovernmentSubsidies”;③therearesig-
nificantdifferencesofthe“ExpectationforGovernmentSubsidies”betweenconsumersofdifferentage
groups;④thereisnoremarkableeffectfromtheregionalandgenderdimensionsonthe“Expectationfor
GovernmentSubsidies”.
Keywords:low-carbonproduct;governmentsubsidies;BonferroniTest;DunnettT3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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