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０３６５（２０１７）０３－００２５－０７

我国居民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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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从影响我国居民环境行为的社会性因素入手，利用２０１３ＣＧＳＳ的数据对我国

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居民环境行为水平总体较低，城乡居

民环境行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环境行为差异相当显著。城镇居民，社会阶层较高的居民其环

境行为明显较多。此外，个体特征因素对我国居民环境行为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居于社会

环境中的居民环境行为必然受到社会外部因素影响，环境污染状况、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和大众

传媒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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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资源环境

问题也日益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

展，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

量。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党的十八大

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战略决 策，２０１５年１０月，随 着 十 八 届 五 中

全会的召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首度被写入国家

五年规划，可见国家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环境问

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更为

重要的是要调动全体民众的积极性。因此对居民

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于有效解决环境

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在公众环境行为方面，学者们从不同 角 度 探

讨了居民环境行为实施的影响因素。国外学者为

了系统分析公众环境行为，构建了众多的环境行

为模型。例如Ａｊｚｅｎ（１９９１）提出了心理学领域经

典的计 划 行 为 论（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ＰＢ）［１］、Ｇｕａｇｎａｎｏ等 学 者 提 出 了 预 测 环 境 行 为

的ＡＢＣ理 论［２］，Ｈｕｎｇｅｒｆｏｒｄ和 Ｔｏｍｅｒａ提 出 了

环 境 素 养 模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Ｍｏｄｅｌ）
等［３］。在具体的影响因素上，学者 们 则 重 点 考 察

了环境认知、环境意识、环境价值观、环境知识等

内部因素与 环 境 行 为 的 关 系［４－６］。另 外，年 龄、受

教育程度、收入等变量与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相关

关系［７－１０］。性别 对 环 境 行 为 的 影 响 存 在 争 论：一

些 学 者 认 为 性 别 与 环 境 友 好 行 为 似 乎 没 有 关

系［８］；而另一些研究却发现环境友好行为 存 在 性

别差异［１１－１３］。
虽然关于环境行为的研究文献较为 丰 富，但

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关于环

境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于对内部因素的探讨

上，而对环境行为外在因素的研究较少。第二，当
前我国的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往往仅停留在现

状研究层面。虽然讨论了环境意识、环境知识、环
境价值观、环境敏感度等对环境行为的影响，但也

只是对其进行简单而表面的统计分析，没有对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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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社会因素进行挖掘。第三，从人口统计角度来

说，环境行为显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我国人口众

多，缺乏对不同的群体环境行为的研究。
基于此，本文基于２０１３ＣＧＳＳ数据，在一般人

口统计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外部因素，包括：政府

环境 行 为、环 境 污 染 状 况、大 众 媒 体 的 使 用 状 况

等。在此基础上，划分成不同的群体，并充分挖掘

其深层社会因素。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居民的环境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除 受

到个体内部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外部因素的影

响。个体内部因素方面包括个体特征因素、环境

认知、环境价值观、环境敏感度等。Ｍａｒｃｉｎｋｏｗｓｋ
将环境认知变量分为三类：自然环境知识、环境问

题知识、环境行动知识。其中，环境行动知识与环

境行为相关性更高，这是因为另外两类通过环境

行动知识才 能 产 生 环 境 行 为［１，１４］；环 境 价 值 观 是

指个人关于环境及其相关问题的价值观，Ｂａｒｒ通

过对英国某市规模问卷调查发现，环境价值观对

家庭废物管理行为具有显著影响［１５］；环境敏感度

可 以 通 过 影 响 环 境 态 度 进 而 对 环 境 行 为 产 生

影响［１６］。
在 影 响 环 境 行 为 的 外 部 因 素 方 面，根 据

Ｇｕａｇｎａｎｏ等学者提出的预测环境行为的ＡＢＣ理

论，这一理论 认 为 环 境 行 为（Ｂ）是 个 人 的 环 境 态

度变量（Ａ）和 外 部 条 件（Ｃ）相 互 作 用 的 结 果［２］。
通过该理论，可以认为，外部条件能够通过影响人

们的环境态度进而影响人们的环境行为。政府环

境行为、环境污染状况、大众媒体使用状况等作为

外部条件，通过对环境态度变量、环境认知、环境

价值观、环境敏感度等的中介作用可以对环境行

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政府环境行为对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主要通

过两种途径：一是政府通过自身言传身教，大力宣

传环境保护，提供环境知识等提升居民环境行为

频率；二是政府通过政令法规等强制性措施对居

民环境行为产生直接作用。
环境敏感度是促使个体发现并赞同环境具有

某种内在价值的情感特质，也就是对环境的发现、
欣赏以及同情。Ｈｕｎｇｅｒｆｏｒｄ［１７］、Ｓｉａ［１８］、Ｓｉｖｅｋ［１９］、

Ｈｓｕ［２０］等学者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
环境敏感度与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相关关系。环境

污染状况作为一个外部因素，对环境敏感度具有

正向影响。
目前，随着互联网以及通讯工具的广泛应用，

人们可以从各种渠道获取信息，比如杂志、广播、
电视等。在当前我国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的背景

下，人们也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各媒体为了吸引

人们眼球，争先恐后报道环境信息，这些环境信息

通过大众媒体进入人们视野，对人们的环境意识

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人们的环境行为。
因此，提出假设１：政府环境行为与居民环境

行为具有正向相关关系；假设２：环境污染状况与

居民环境行为具有相关关系；假设３：大众媒体使

用状况与居民环境行为具有显著关系。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３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ＣＧＳＳ）的 环 境

模块。由于ＣＧＳＳ２０１３的环境模块为选答模块，
收集样本有所减少，剔除缺失情况严重样本后，最
终进入样本分析数为３　９９３个，仍属于大样本，可
以对其进行统计推论。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 龄、教 育 程 度、收

入、政治面貌、阶层、户口，详情见表１。从教育程

度来看，教育程度处于小学及以下的占１７．６１％，
教育程度为 初 中 的３０．１８％，处 于 中 专 及 高 中 的

为２４．９７％，处于大专及以上的为２７．２５％。从户

口来看，５３．８７％的为城镇户口，４６．１３％的为农村

户口。从性别来看，女性所占比率为４３．３３％，男

性所占比率为５６．６７％。

　　（二）变量描述

１．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我国居民的环境行为。文中

所用问卷中环境行为共由１０道问题组成，分别从

居民环境行为的１０个方面进行测量，选项分别为

“从不、偶尔、经常”。文中对居民环境行为各测量

维度选项进行赋值（从不＝１，偶尔＝２，经常＝３）
后加总得到环境行为得分。为了考察我国居民的

环境行为，采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其提取公共

因子，并以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对其进

行加总，并命名为居民环境行为得分，所得数值越

大，代表居民环境行为越频繁。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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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

控制变量 项目 频数 频率

小学及以下 ７０３．０００　 １７．６１０

教育 初中 １　２０５．０００　 ３０．１８０

程度 中专及高中 ９９７．０００　 ２４．９７０

大专及以上 １　０８８．０００　 ２７．２５０

性别
男 ２　２６３．０００　 ５６．６７０

女 １　７３０．０００　 ４３．３３０

政治 中共党员 ５６６．０００　 １４．４７０

面貌 非党员 ３　４２７．０００　 ８５．８３０

户口
城镇 ２　１５１．０００　 ５３．８７０

农村 １　８４２．０００　 ４６．１３０

控制变量 项目 频数 频率

年龄
青年（１８－４４） ２　１９０．０００　 ５４．８５０

中年（４５－５９） １　２１５．０００　 ３０．４３０

老年（６０岁以上） ５８８．０００　 １４．７３０

收入
低收入者 ３　５０６．０００　 ８７．８００

中等收入者 ３９６．０００　 ９．９２０

高收入者 ９１．０００　 ２．２８０

社会底层 １　０２９．０００　 ２５．７７０

阶层 社会中层 ２　６１０．０００　 ６５．３６０

社会高层 ３５４．０００　 ８．８７０

表２　环境行为得分

变量测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垃圾分类投放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６８５　 ０．７２７

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题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７５７　 ０．６４０

采购日常用品时带购物篮或购物袋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２２９　 ０．７７５

对塑料包装袋进行重复利用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３９０　 ０．７３９

为环境保护捐款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２５８　 ０．４８６

主动关注广播、电视和广播中报道的环保信息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８４９　 ０．７２３

积极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３６９　 ０．５９２

积极参加民间环保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２４１　 ０．４９４

自费养护树林和绿地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２１４　 ０．５０６

积极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１．１２７　 ０．３７４

　　２．自变量

文中自变量是环境知识、环境污染状况、政府

环境行为以及大众媒体。环境知识方面，文中问

卷中共有１０道题，文中将每项实际判断正确赋值

为１，判断错误或不知道赋值为０，对相关测量指

标采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其提取公共因子，并

以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对其进行加总，
并命名为居民环境知识，所得数值越大，代表居民

掌握较多环境知识。
环境污染状况方面，文中问 卷 共 有１２道 题，

分别从环境污染状况的１２个方面测量受访者居

住地环境污染严重程度。对每个方面的选项（没

有问题 ＝０，说不清／一般 ＝１，不严重 ＝２，不太

严重 ＝３，比较严重 ＝４，很严重 ＝５）进行赋值

后采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其提取公共因子，并

以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对其进行加总，
并命名为环境污染状况。

政府环境行为方面，文中问卷分别从 中 央 政

府和受访 者 当 地 政 府 的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评 价 来 衡

量，同样先对其选 项（说 不 清＝１；忽 视 了 环 境 保

护工作／环保投入不足＝２；效果不佳＝３；有一定

成效＝４；取得很大成效＝５）赋值。
大众媒体使用方面，文中问卷分别从报纸、杂

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和手机定制消息６个方面

的使用情况进行测量，选项分别为“从不、很少、有
时、经常和非常频繁”。文中对选项依次赋值１～
５后采用主成 分 分 析 的 方 法 对 其 提 取 公 共 因 子，
并以公共 因 子 的 方 差 贡 献 率 为 权 数 对 其 进 行 加

总，并命名为大众媒体使用状况。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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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自变量描述性统计

自变量 自变量类型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报纸 ２．３８７　 １．２４２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杂志 ２．０８３　 １．０６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大众媒体
广播 １．９６２　 １．１４３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电视 ４．１３９　 ０．９２８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 ２．７５０　 １．６４４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手机定制消息 １．８７６　 １．２３７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空气污染 ２．８０４　 １．６１８　 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水污染 ２．６７５　 １．５７８　 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噪音污染 ２．５１９　 １．６１３　 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工业垃圾污染 ２．１３３　 １．６８５　 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生活垃圾污染 ２．６８８　 １．５５０　 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环境污染状况 绿地不足 ２．１３１　 １．６５４　 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森林植被破坏 １．６９２　 １．６４７　 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耕地质量退化 １．９５７　 １．７２６　 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淡水资源短缺 １．９２１　 １．６９９　 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食品污染 ２．５２９　 １．７８２　 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荒漠化 １．０９３　 １．４９６　 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野生动植物减少 １．４５０　 １．６７７　 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汽车尾气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威胁 ０．８６０　 ０．３４７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会导致环境破坏 ０．８８３　 ０．３２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含磷洗衣粉的使用不会造成水污染 ０．７１１　 ０．４５３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含氟冰箱的氟排放会成为破坏大气臭氧层的因素 ０．６０９　 ０．４８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环境知识 酸雨的产生与烧煤没有关系 ０．５５８　 ０．４９７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物种之间相互依存，一个物种的消失会产生连锁反应 ０．６４７　 ０．４７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空气质量报告，三级空气质量比一级好 ０．３０９　 ０．４６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单一品种的树林更容易导致病虫害 ０．５５４　 ０．４９７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水体污染报告，Ｖ（５）类水质比Ｉ（１）类水质好 ０．１９９　 ０．３９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大气中ＣＯ２ 成分的增加会成为气候变暖的因素 ０．６７５　 ０．４６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政府环境行为
中央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 ３．００７　 １．１２６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 ３．００７　 １．１２６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我国居民环境行为的现状

从统计结果来看，我国居民环境行为 总 体 上

并不高。不 同 群 体 之 间 环 境 行 为 差 别 较 大。其

中，和 男 性 群 体 相 比，女 性 群 体 环 境 行 为 明 显 更

高；党员的环境行为明显高于非党员，从入党条件

来看，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员的主要是那

些表现积极，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人才，一般更热

衷于公共事业，从这方面来看，党员发挥了积极的

模范带头作用。

在教育程度方面，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居民

环境行 为 频 率 也 明 显 增 加。教 育 程 度 越 高 的 群

体，其 素 质 也 普 遍 更 高，因 而 环 境 行 为 也 更 加 频

繁。从收入角度看，低收入群体的环境行为要低

于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但是从社会阶层

来看，社会中层的环境行为要高于社会底层和社

会高层，一般来说，社会高层时间成本更高，而社

会底层更多将时间用于解决温饱方面，因而社会

中层环境行为更高。城镇居民环境行为要高于农

村居民。另外，环境知识、环境污染状况、政 府 环

境行为、大众媒体等对环境行为都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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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实证结果（见表４）

１．环境知识对环境行为的影响

模型１、模型２显示，环境知识对居民环境行

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知识水平越高的居民

实施环境行为越多。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多，居
民环境行为越频繁。此外，具有非群众身份的居

民环境行为比群体身份的居民多；性别和年龄对

环境行为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女性比男性实施

更多的环境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环境行为

实施越多，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居民的环境行

为反而降低，主要是由于老年以后，人们的身体健

康状 况 下 降，对 很 多 环 境 行 为 心 有 余 而 力 不 足。
但是从阶层来看，社会高层的环境行为要低于社

会中 层，主 要 是 因 为 社 会 高 层 时 间 成 本 较 高，另

外，所处环境的不同也有助于解释这一结果。

２．政府环境行为与居民环境行为的关系

从模型３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环境行 为 与 居

民环境行为高度相关。因此对政府环境行为评价

越高，居民环境行为实施越多。如果政府加大环

境保护力度，必然会影响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带动

居民加强环境保护，采取力所能及的环境保护行

为。政府在环境领域采取强制性措施也会促进居

民环境行为的增加，但是如果政府过于重视经济

的发展，而忽视生态建设，居民可能会认为自己力

量弱小，采取积极的环境行为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进一步降低居民环境行为频率。

表４　实证结果

项目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中年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７

老年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９

性别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９＊＊＊

初中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３４＊＊

中专及高中 ０．１５０＊＊＊ ０．１２７＊＊＊ ０．１３０＊＊＊ ０．１２９＊＊＊ ０．０８５＊＊＊

大专及以上 ０．２１１＊＊＊ ０．１８７＊＊＊ ０．１９１＊＊＊ ０．１８８＊＊＊ ０．１３９＊＊＊

中等收入者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４７＊＊＊

高收入者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３

社会中层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４

社会高层 ０．０１９　 ０．０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４

户籍地 ０．１３６＊＊＊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９＊＊＊ ０．１１２＊＊＊

政治面貌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４＊＊
环境知识 — ０．１１４＊＊＊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１＊＊＊ ０．１０５＊＊＊

政府环境行为 — —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１＊＊

环境污染状况 — — —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０＊＊＊

大众媒体 — — — — ０．１４２＊＊＊

常数项 －０．２７４＊＊＊ －０．２５５＊＊＊ －０．２９７＊＊＊ －０．２９６＊＊＊ －０．２２８＊＊＊

ｒ２ ０．１７６　 ０．１８７　 ０．１８９　 ０．１９２　 ０．２１５

Ａｄｊ　ｒ２　 ０．１７３　 ０．１８４　 ０．１８６　 ０．１８９　 ０．２１２

Ｎ ３９９３　 ３９９３　 ３９９３　 ３９９３　 ３９９３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水平。

　　３．环境污染状况与居民环境行为的关系

模型４显示，居民居住地环境污染状 况 与 居

民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相关关系。环境污染状况通

过影响居民环境敏感度，进而对环境行为产生影

响。当环境污染较严重，居民更容易感知到，从而

采取更多的环境行为，减轻环境污染状况。当环

境污染不严重时，需要居民采取环境行为的状况

减少，居民感知到的环境污染变少了，从而环境行

为频率降低。但这并没有说，为了增加居民环境

行为，就要使污染状况更严重，相反，我们应加大

环境状况宣传，提高居民环境感知度，从而加大居

民环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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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大众媒体与居民环境行为的关系

模型５显示，大众媒体使用对环境行 为 有 显

著正向作用，大众媒体使用越多的居民实施环境

行为越多。随着科学通讯技术的发展，人们更倾

向于通过各种通讯设备获得信息，越来越多的人

通过电视、手机等获得有关环境的信息，影响人们

的环境认知、环境价值观等个体内部因素，并进一

步对环境行为产生影响。虽然当前我国大众媒体

在很多环境问题报道中常常受到限制，但是大众

媒体，尤 其 是 移 动 通 信 和 互 联 网，在 传 播 环 境 知

识、报道环境污染、倡导环境行为等方面仍然发挥

着重要作用。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１．结论

（１）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环境行为实施水平明

显低于城镇居民，并且农村政府较城镇政府来说，
采取更少的环境保护行为，因此要加大农村生态

环境建设的力度，建设“美丽乡村”。
我国居民环境行为实施水平并不高，但 城 乡

差距和社会阶层差距明显，城镇居民的环境行为

多于农村居民，社会阶层高者环境行为较多。
（２）个体性因素对我国城乡居民环境行为仍

有较强的解释力，从个体因素角度解释我国居民

环境行为依旧重要。
（３）社会 性 因 素 对 居 民 环 境 行 为 影 响 显 著。

环境污染状况、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和大众传媒对

我国居民环境行为都有显著影响。居民所在地环

境污染状况越严重，对政府环境行为评价越高，大
众传媒使用越频繁，我国居民实施环境行为越多。

２．政策建议

（１）加强环境知识教育。环境知识与居民环

境行为具有正向关系，通过提高居民环境知识水

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居民环境行为。环境

知识 包 括 行 动 技 能、行 动 策 略 知 识、环 境 问 题 知

识。当居民对环境知识了解较少时，即使有意愿

保护环境，但是由于没有掌握相应的环境保护方

法而遭到阻碍。因此，环境知识掌握的多少会影

响居民环境行为意愿，进而影响居民环境行为。
（２）加强政府环境行为。为了增强居民环境

行为，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第一，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环境保护活动中。
第二，采取强制性措施，比如垃圾的分类投放。第

三，加大宣传教育，提升居民环境保护意识，掌握

更多的环境保护知识。
（３）更好利用大众媒体。当前，大众媒体的使

用范围越来越广，使用频率也不断增加，因此，通

过大众媒体这个平台，发布更多又关环境知识、环
境污染状况、环保政策等方面的信息，让大家都能

积极参与到环境建设中来。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进 行 研 究，
证明了政府环境行为、环境污染状况、大众媒体、
环境知识等都会影响居民环境行为，并且不同的

群体之间环境行为差异较大。这也给我们提出了

一个研究方向，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有着不同的文

化背景，影响不同群体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差异

较大，因 此 可 以 去 分 析 城 镇 和 农 村，不 同 阶 层 之

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环境行为差异的因素。同

时，借鉴经济学中人都是经济人的假设，那么居民

私人领域环境行为要高于公共领域环境行为，并

且影响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环境行为的因素是不

同的，因此，可以对环境行为进行分类进行分别研

究，这也是今后要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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