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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俭邦，陈凯荣

中国的气候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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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在中国的研究样本中，五分之一至	

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存在着气候焦虑，

其特点是负面情绪和功能显著受损。

	 气候焦虑可能导致更多其他精神健康

问题，如忧郁症和广泛焦虑症。

	 中国社会的部分人群(如老人)似乎更

容易受到气候焦虑的影响。

	 建议制定政策，以识别易感气候焦虑

的人群，并提供有效且可扩展的心理

干预措施。

问题

最近，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发布的报告纷纷聚焦在一个令人担忧的

现实：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到了全球人皆有感的地步，而且这

些影响似乎无可避免地将在不久的将来持续加剧。为了使世界

有机会把升温幅度限制在《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即1.5摄氏

度)以内，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必需在2030年或以前减半。那个	

能让我们避免造成无法逆转的后果的行动空间比预期的越来越

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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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背景下，人们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和象征

性威胁越感焦虑。这些负面的情绪反应不仅能在直接受

严峻气候变化(如极端天气等)影响的人身上找到；有

些人光是想到和了解到气候变化的种种，哪怕没有直接

受到影响，也能引起一样的心理反应。这种因为担心气

候变化而日增的恐惧、焦虑和不安的现象被统称为“气

候焦虑”，又或者，在更宏观的生态危机讨论中，被称

为“生态焦虑”。

目前所有气候焦虑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口，	

即缺乏针对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人群的研究，尤

其是以中国这个人口规模巨大且具有高度气候变化脆弱

性的国家作为重点对象的研究。为了填补这个空白，本

文在我们团队最近一系列的研究基础上，通过此文深入

探讨了中国社会的气候焦虑现象。	

评估

气候焦虑的普遍度
首先，我们试图了解气候焦虑在中国社会中的普遍程

度。要知道，气候焦虑有以下两种表现：由气候变化所

引起的负面情绪(如焦虑、担忧、害怕等)或严重日常功

能障碍、认知障碍和情绪障碍的相关症状。我们在中国

收集的就是这两方面的数据。

在2023年(Chan, Tam, & Clayton, 2023)进行的一项研究中，

我们访问了中国1,009名受访者，样本在年龄和性别方面

具有全国代表性，且有着不同的收入和教育水平。我

们测量了受访者在思考气候变化时的负面情绪，发现有

36.5%的受访者表示有点、相当或极度紧张。同样，感

到焦虑的受访者百分比为37.8%，感到担忧的为47.5%，

图一. 中国受访者因气候焦虑导致的功能障碍的发生频

率比例分布图（数据来源：Tam et al., 2023）

感到极度恐惧的为31.3%。这样的分布与我们在同一研

究中观察美国样本的结果相似。

在2021年(Tam, Chan, & Clayton, 2023)另一项横跨四个国家

的研究中，我们对来自中国大陆、印度、日本和美国的

4,000名受访者的气候焦虑相关障碍进行了测量。该研究

的样本在年龄和性别方面具有全国代表性，且有着不同

的收入和教育水平。通过经验证的测量方法，我们发现

超过20%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他们有时或比较常出现认知

和情绪障碍(如哭泣、难以集中注意力、难以入睡)以及

功能障碍(如工作能力下降、难以享受和他人一起的时

光)的问题，约3%的受访者更表示他们经常甚至总是出

现上述情况(详见图一)，有关现象的普遍程度和在印度

样本中观察到的相约，并远超在日本和美国样本中所观

察到的情况。 

经常到总是

很少到偶尔

从不到极少

有时候到不经常53.60%

24.50%

18.70%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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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而言，我们这两项调研的结果表明，中国社会有不

少人在经历气候焦虑时出现负面情绪，还有各类功能受

损的情况。

和精神健康的关联度
然后，我们想要了解气候焦虑是否会损害人们的精神	

健康。在上述提到的2023年的研究中(Chan et al., 2023)，

我们观察到，对气候变化感到更消极的受访者同时报告

了更严重的广泛性焦虑症和忧郁症的症状。另外，那些

报告经历了更多气候变化相关障碍的受访者也出现了一

样的情况。这与其他研究团队在其他国家获得的横断面

研究的结果一致，显示气候焦虑与精神健康问题的指标

有关。 

再来就是寻找纵向研究的证据。我们在中国的研究仍在

进行中，但在一项美国研究(Chan, Lin, Tam, & Hong, 2024)

中，我们分别在两个时间点测量了受访者的气候焦虑和

精神状态。我们发现，受访者会随着时间出现因气候变

化而产生的焦虑负面情绪，然后是认知和情绪障碍，再

来是各类功能障碍。此外，气候变化的	

相关负面情绪与广泛性焦虑症之间存在相互关联，也就

是说，气候变化相关的焦虑会让人出现更多广泛性焦虑

症的症状，同时，广泛性焦虑症也可能诱发人们的气候

焦虑。 

总的来说，我们现有的研究证据表明，气候焦虑可能会

损害中国人民的精神健康。 

易感人群
最后，我们尝试识别中国哪些群体属于气候焦虑的易感

人群。 

在上述提到的四国研究(Tam et al., 2023)中，我们探究了

气候焦虑在不同背景的人群中的差异。我们发现，在中

国的男性受访者、较为年长的受访者和收入较高的受访

者中，功能障碍相关的气候焦虑情况更为严重；然而，

我们并没有发现这种气候焦虑与受访者的教育水平有任

何关系。有趣的是，这样的关系在其他三个国家的研究

结果中并未普遍出现，显示我们有必要考虑这可能是中

国社会的特有情况。例如，在印度和美国，相较较为年

长的受访者，气候焦虑相关的障碍在较年轻的受访者中

更为普遍，而在中国以外的三国受访者中，各类障碍和

受访者收入之间的关系也微不足道。 

在上述提到的2023年(Chan, Tam, & Clayton, 2023)研究中，

我们探讨了气候焦虑中心理因素的作用。我们发现，亲

历气候灾害(如洪水、热浪、极端降雨)会让因气候变化

产生的负面情绪及相关功能受损更为严重。另外，我们

也观察到，如果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是一种现实威胁	

(如个人健康和金融安全)或象征性威胁(如当地价值观

和传统)，他们所报告的气候焦虑程度会更高。利己主

义和气候焦虑也一直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强调个

人成就和财富的受访者更有可能经历气候焦虑。在同一

项研究中，我们还发现，越相信自己国家人民能集体应

对气候变化的受访者所报告的气候焦虑程度较低，这可

能是一种能有效降低气候相关焦虑的潜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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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俭邦  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
科学部的副教授，也是北海道大

学社会科学实验研究中心的研究

员。主要研究人们如何理解自己

与大自然的关系，以及这种理解

背后对人们情感和行为的影响。

他在这方面的部分研究成果包括

自然拟人化、人与自然的联系及

共情，以及感恩大自然的心态。

他还研究人们对环保的态度和支

持环保的行为的跨国差异。他最

近的研究方向还加入了人们对气

候变化问题的反应，例如气候焦

虑、对气候政策的支持、气候变

化阴谋论等。

陈凯荣 是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
会科学系的助理教授，也是香港理

工大学精神健康研究中心的成员。

他拥有香港科技大学的博士学位，

其重点研究方向是人们对当代社会

问题(如气候变化、精神健康、	

疫情和虚假信息)的反应。他的研

究结合了社会与生态、跨文化和社

会心理学等角度的发现，并以此来

深化我们对人类支持环保的态度和

行为、气候变化的信念有关的心理

影响、阴谋论和群体过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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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上述提到的研究结果对中国政策有着一定程度的潜在影

响。在中国社会中，气候焦虑的现象正在加剧，虽然目

前还不能说是一种主流，但已经有不少人(约样本的五

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报告自己正在经历这个问题。这种

焦虑和日常功能障碍有关，并可能引起更广泛的精神健

康问题症状，例如忧郁症和广泛性焦虑症。

考虑到气候焦虑对精神健康的潜在影响，我们相信科学

家、精神健康专家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给予这个现

象更多的关注。我们尤其建议，制定能识别气候焦虑易

感人群(如老人)的策略，并推出有效且能被规模化的干

预措施(如认知干预)，以降低气候焦虑对精神健康的影

响。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如同我们和其他研究团

队所发现，经历气候焦虑有可能激励人们参与气候变化

行动和支持气候政策。深入研究气候焦虑的多重影响，

思考如何预防人们因此出现更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以

及把气候焦虑转化成逐渐适应的过程，是我们未来刻不

容缓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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