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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干预视角下的可持续行为设计模式研究
——以垃圾分类回收为例

赖铭1，萧嘉欣1，罗名君2*

1.广东工业大学，广州 51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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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垃圾分类回收为例，运用行为干预理论和福格行为模型（Fogg Behavior Model，简称FBM），探究行为干预视角下的可

持续行为设计模式，助力社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案例研究和行动研究为主要研究策略，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利用访谈法、

观察法、工作坊等方法收集数据并进行三角互证。参与式行动研究的结果表明，人们受到外部设计干预时会表现出直线型、依

赖型、迂回型和静态型等4种不同的行为特征，结合FBM行为模型后，提出了适用于社区分类回收的行为设计策略。通过对

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研究结果的分析，提出了一种基于行为干预视角的可持续行为设计模式，更真实地反映了人群的行为特征，

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可持续行为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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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garbage recycling as a case study, the work aims to integrat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theory with Fogg Behavior

Model (FBM) to investigate the sustainable behavior design from a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perspective, to foster the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With case study and action research as the main research strategie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terviews, observation, workshops and other methods are used to collect data and carry out triangular cross- examination. The

results of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show that people will show four different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when they are intervened

by external design, such as linear, dependent, circuitous and static. Combined with FBM, the behavior design strategy suitable for

community classification and recycling is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garbage sorting and recycling

behavior, a sustainable behavior design model is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havior intervention, which reflects th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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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 more truly and a targeted sustainable behavior design strategy is put forward.

Key words: behavior interventions; design mode; sustainable behavior design; FBM; action research

推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

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

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

重要举措[1]。然而，尽管各地政府投入大量资源进行

政策宣传和设施建设，公众的认知和垃圾分类行为仍

然存在明显的不足与偏差。这一现象表明仅通过自上

而下的立法、管理及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足以激发公众

的分类意识和可持续行为。要探讨垃圾的产生和处理

问题，必须结合特定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讨论，同时还

要结合科学的理论进行分析。目前关于可持续设计的

讨论大多集中在产品设计等应用层面，结合语境因素

探讨设计干预和行为的研究较为匮乏。行为干预理论

通过系统性的策略影响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在教育、医

疗等领域已取得显著成效。福格行为模型（Fogg

Behavior Model，简称FBM）作为行为干预的重要理论

工具，提出了动机（motivation）、能力（ability）和触发因

素（prompt）三个要素及行为网格，能够为设计干预提供

理论支持，从而开发出更为有效的设计策略。

近年来，众多研究人员、环境学者、设计人员及政

府部门，在垃圾分类政策和分类设施设计上付出了较

大的努力，城市垃圾管理等环境可持续的研究也得到

了一定的发展。然而，这些研究较多从宏观决策层面

去探讨垃圾分类回收设计问题，而从微观和用户角度

出发去讨论的并不多[2-4]。因此，本文以社区分类回收

行为为例，通过参与式行动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深入了解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和偏好，结合FBM模

型的相关研究成果，对行为干预视角下的可持续行为

设计模式进行探究，提出有针对性的设计策略，为可持

续行为设计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一、理论基础

（一）行为干预理论

多年来学者们一直都在研究如何借助行为干预手

段去引导人们的可持续行为。早在 20世纪 30年代就

有学者开始探讨外部环境对行为的影响。Lewin[5]提

出的社会行为公式B = f（P, E）中，B指行为（behaviour），

P指个体（person），E指个体所处的情境（environment），f

指函数关系，该公式指出个体行为是个体与其情境相

互作用的结果。相关的研究还有Altman[6]（1975年）提

出的“环境-行为模型”，Geller[7]（1982 年）把改变行为

的策略分为“先行策略”和“后果策略”，前者借助信

息、教育、经济激励、设计等方式，后者则通过奖励和惩

罚等方式对人们行为的结果进行反馈。

到了20世纪90年代，“用户反应”（Users' responses）

这一术语开始出现，一些具体的策略和理论框架已经

逐步成型，如Simon[8]提出“行为剪刀”模型来比喻环境

行为的关系。其指出，剪刀的两个刀片，分别代表了

“情景”和“认知”，必须整体来考虑，只专注于其一将无

法实现对用户行为的全面理解。Winter等[9]也指出人

们常常高估了个人因素，认为不可持续的行为主要都

是个人因素造成的，而低估了情景因素对行为的影响。

正如人们会把浪费问题和丢弃行为归咎于道德问题，

而忽略了背后的社会文化等情景因素。Pajo[10]指出目

前关于垃圾分类的管理办法主要集中在专家和学者方

面的意见，而不是当地居民。很多时候，决策者、执行

者、管理者和设计师都认为他们了解用户，对设计有共

同的理解。而事实上，由于缺乏从用户的角度去考虑，

许多分类回收方式和设施安排得并不合理。Lockton[11]

指出，设计干预手段可以引导人们的行为，同样，也可

能会阻碍人们，限制人们的行为。例如，低质量和低

效率的回收方法和设施可能会引起用户的反感。

（二）可持续行为设计和FBM行为模型

可持续行为设计（Design for Sustainable Behavior）

指通过行为改变理论促使用户可持续行为的转变，也

被称作“为可持续行为而设计”。目前，已有不少研究

将FBM模型用于可持续行为的研究中，并在健康、教

育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Wildt等[12]基于劝

导理论设计了一款移动程序，有效地培养了用户的回

收行为。基于前人的经验，本研究将借助FBM模型对

行为干预的结果进行分析，以提出相应的可持续行为

设计的策略。

FBM 模型是由斯坦福大学的 Fogg[13]教授提出的

一种理解和分析用户行为的一个理论框架。它通过动

机、能力和触发因素三个要素来预测和解释个人行为

的发生。其中，动机指驱使个体实施行动的内在或外

在因素；能力表示个体执行某项行为的实际能力，包括

时间、金钱、物理努力、心智努力等；触发因素则是促使

行为发生的外部提示或信号。

Fogg 等 [14]教授提出了 FBM 行为网格，如图 1 所

示。该网格将行为改变的维度分为两个：行为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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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类型和行为改变的持续时间。以此可以得出 15

种行为改变的类型，并以此得出相应的行为改变策

略。如果希望用户做出绿色（开始新行为）、蓝色（保持

习惯）、紫色（增加行为强度）行为，那么就需要同时保

持FBM模型中的三个元素同时存在；如果希望用户做

出灰色（降低行为强度）、黑色（停止行为）行为那么就

需要设法移除FBM模型中的三个必备元素。因此，通

过FBM行为网格，有助于设计师针对性地选择行为设

计的策略。

二、行动研究案例

（一）行动研究

目前在可持续行为方面的研究，大多数都是以自

我陈述式为主的行为和态度调查，以此来确定行为的

关键影响因子、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方法。然而，

Hage等[15]研究人员指出，这种自我报告（self-report）容

易高估了人们的可持续行为和态度，而从大规模抽样

调查中得到的结果也容易产生过于简单概括的结论。

Farrelly等[16]指出，行动研究可以促使研究人员与利益

相关者紧密合作，在过程不断进行反思修正，从而找到

解决实际问题的合适方法（见图 2）。因此，笔者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能获得更多关于社区垃圾分类的经验，

获得更多成功或失败的经验，而不是结果（如产品、工

具、原型等）[17]。

目前大多数分类回收设计主要侧重于决策者、设

计师和专家的观点，而不是使用者本身。事实上，人们

对设计有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而人们的接受程度和反

应也决定了设计干预的效果。分类回收的设计和管理

会导致不同类型的行为变化。就使用者而言，不仅应

考虑居民，还应考虑清洁工、物业管理人员、拾荒者和

私人回收商，因为他们的行为可能影响设计的有效性。

（二）研究设计

为了深入了解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和偏好，并

探讨如何改进公共分类回收设施及公共服务，本研究

重点在两个高密度城市（广州和香港）选取两个较为典

型的老旧小区（广州海珠区富泽园和香港坚尼地城西

环村）的5幢居民楼作为研究案例，以行动研究为主要

研究策略，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利用访谈法、观察法、工

图1 FBM行为改变网格

图2 行动研究的过程（Farrelly & Tucker，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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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等研究方法，对数据进行三角互证，确保了结果的

有效性和可靠性。

笔者共邀请了48位受访者参与工作坊，其中包括

居民、社区主干、清洁工人、物业管理人员、拾荒者（见

图3）。在招募参与者时，研究人员也尽量确保人口结

构在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职位等方面具有差异性，

并在工作坊前完成一份调查问卷。为了使参与者能够

在工作坊上充分提出建议，将他们随机分为5组，并分

别举办 5场工作坊，每场工作坊大约需要 60 min。在

工作坊结束后，再进一步邀请了13户家庭进行入户观

察和实地测试，同时要求参与者进行日记记录（diary

study），及时记录每天的情况和问题（见图4）。

在参与性行动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充当一个

协调者的角色，促使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一起沟通合

作，并在过程中发现问题和共同寻找解决办法。事实

上，没有从用户角度进行考虑而试图将设计师的需求

与用户需求相匹配，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Meyer[18]指

出，在进行参与性行动研究时，必须确保参与者愿意在

研究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这项研究中，研究员得

到了社区服务中心的协助，并通过社区中心的帮助和

协调让参与者常提前了解研究的目的和设计过程。

垃圾分类首先是发生在家里，因此从家庭着手对

人们的分类行为进行研究非常有必要。然而，住宅是

一个绝对私人的空间，居民会对外来人员会持有一种

防备和警惕的心理，研究人员如果直接进入其中进行

研究，会显得十分的冒昧，而且难以搜集到有效的信

息。社区服务中心的加入为入户研究提供了可能，也

大大提升了居民的参与度和主动性。在行动研究中，

并没有选择在实验室里面进行虚拟测试，而是把试验

放在社区这个真实环境中进行（见图5）。

在实验中，面对分类回收设施的设计、可达性和人

际关系协调等方面等问题，笔者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对

回收设施进行反思、计划和行动。最终，在经历了3轮

的行动研究迭代后，实验得以顺利完成。

图4 入户观察情况

图3 协作式工作坊：参与者构建理想的社区分类回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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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和讨论

本研究使用了行动研究法，对分类回收设施的改

造和设计进行了探讨，并以FBM行为模型理论对行动

研究中得出的 4种行为特征进行分析，最后提出相应

的可持续行为设计策略，如图6所示。

（一）行为的4种形式

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同的回收设施使用者对设计

干预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和对比

行为的变化，笔者把行为的变化形式分成4种类型：直

线型、依赖型、迂回型和静态型，并对相关人群的评价

进行了总结，如表1所示。

1. 直线型（linear）

对于这类群体的个人，通过基本的设计和管理，可

以很容易地将他们的不良行为转变为可持续行为。有

些人会受其个体因素（如道德、教育水平等）会较早地

参与垃圾分类回收活动。例如那些有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和环保意识的人，即使没有任何设计干预，他们的行

为也可能是可持续的。此外，那些依靠捡垃圾来谋生

的人，例如拾荒者和私人回收商，他们也是很主动地进

行垃圾回收，即使他们不是出于环保问题的考虑。一

般来说，这是典型的自发行为，这类人群在整个分类回

收过程中都表现得很积极。

2. 依赖型（dependent）

通过外部的干预，这类群体的个人可以将他们的

不良行为转变为可持续行为。但是，这一过程可能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设计和管理。在这个群体中，

一些人的行为很容易改变，而一些人的行为却不太容

易改变。然而，即使人们持有不同的态度，他们的行为

最终也会转向可持续性。例如，当居民的行为受到他

人监督时，他们可能不得不参与分类回收。

3. 迂回型（circuitous）

依赖型和迂回型本质上都是动态的。人们的不良

行为有可能转变为可持续行为。然而，在某些情况下，

人们采取可持续行为的意愿可能会下降。人们一开始

可能表现出热情，表现出积极或中立的态度，但后来会

表现出不情愿和消极的反应。这种模式是可逆的，如

果不能确保长期的可持续行为，那么它便有可能回到

行为干预前的原点。因此，笔者将这类行为特征称之

为“迂回型”。例如，试图以不恰当的方式改变人们的

图5 实地测试阶段

图6 通过设计干预提出行为设计策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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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则很容易导致这种逆向变化。当人们在使用产品

时感到失望、不舒服或不愉悦，他们的接受度和意愿就

会降低。一些智能垃圾回收设施，部分群体会因为教

育水平、经济水平、年龄等个人因素的影响，而在操作

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例如，一些老年人因为按键手

机无法扫码而无法进行积分兑换。另外，复杂的界面

也会降低人们行为的意愿。对于这种类型的群体，需

要密切关注环境和行为态度的动态变化。

4. 静态型（static）

不同于其他3种类型的行为变化，这一组是静态的、

稳定的。例如，一部分成年人或老年人长年累月形成

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这种群体类型的人一般不

会对可持续活动产生太大的兴趣，也不愿意轻易改变

固有习惯。显然，仅仅依靠设计难以改变他们的习惯，

他们通常会直接忽略设计干预或以其他方式作出响应。

（二）社区分类回收行为分析及设计策略

1. 直线型人群的行为设计策略

直线型人群的回收行为通常是自发性的。从

FBM模型的角度来说，此类人群显示出充足的动机并

且拥有执行分类回收所需的能力与合适的行动时机，

因此可以持续地进行分类回收的行为。因此，根据

FBM行为网格，对于直线型人群，应按照网格中的蓝

色“保持熟悉的行为”和紫色“增加行为强度并成为习

惯”来为其设计行为设计策略。在研究中发现，这类群

体的内在动机已经较为充足，以经济利益和环保意识

为主，在保持现状的基础上可尝试增加一些激励措施

来增强他们行为的强度；在对外在环境的设计和改造

上，保持目前的回收环境以及规章制度即可。

2. 依赖型人群的行为设计策略

依赖型群体的行为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环

境改善的影响。要促进这个群体的可持续行为，关键

在于优化垃圾分类回收设施及其建成环境的质量。恰

当的行为干预有可能激发这类人群形成长期且持续的

正面行为。这与FBM行为网格中的策略——“将新行

为转变为习惯”是一致的。研究显示，依赖型人群受外

界因素的影响较大，如设施的便利性、实用性和可达

性，以及人际关系等。从FBM模型的角度上来说，便

利和可达的设施可以提升了他们分类回收的能力，人

际关系则是为他们参与分类回收提供了契机。因此，

针对这一人群的行为设计策略应着重于改善外部环境

并增加触发行动的因素。例如，完善分类回收制度、不

断提升回收设施的品质或定期举办社区活动，可以为

表1 4种行为模式的受访者评价

行为模式

直线型

依赖型

迂回型

静态型

受访者人数

12名居民；

2名清洁工；

2名拾荒者

24名居民；

3名物业管理人员

22名居民

27名居民；

3名清洁工

评价

“分类回收非常重要”“我做我力所能及之事”“我已经习惯了这样做”“这样的

设计使垃圾分类变得更轻松了”“一些老年人和拾荒者收走他们，然后卖钱补

贴家用”

“设施干净、方便使用”“设施可达、方便”“工作坊后有一些后续行动”“设施是

按照我的建议安装的”“我的一些邻居会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那些环卫工人都在混装垃圾”“分类投放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垃圾桶总是

满的”

“兴趣不大”“麻烦”“清洁工混装垃圾”“我很忙”“不会使用”“没地方存放”“卫生

问题”“浪费时间”“缺乏有效的管理”“有些回收品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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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型人群持续实施垃圾分类回收创造有利条件。

3. 迂回型人群的行为设计策略

迂回型人群在行为表现上显示出一种可逆的特

性，即当外部激励或干预消失后，他们的行为就会回到

原始状态。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尽管短期的设计干

预可能诱发了他们的某种行动，但如果缺乏持续的动

机、能力或触发时机，这些行为便无法持续。在这个群

体中，许多人参与垃圾分类并非出于环保意识或经济

利益的驱动，而可能仅仅是为了参与某项活动或是出

于随大流的心态，这类动机并不强烈，通常不足以支撑

持久行为。此外，他们对回收设施的可用性和回收时

机有着较高的期待，而这些条件很难一直保持在理想

状态，这也成为他们可持续行为的障碍。

因此，针对这种迂回型行为模式，设计策略应考虑

如何强化和巩固动机因素，降低对能力和时机的要求，

或者通过定期的激励措施来维持行为的连续性。首

先，可以通过教育提高环保意识，增强内在动机；其次，

改善回收设施的可用性和可达性，减少行为执行的门

槛，让这类群体能充分能够表达的看法和建议；最后，

设立常规的提醒或奖励机制，为持续行为提供外部激

励，从而防止行为的回落，促进迂回型人群形成更稳定

的垃圾分类习惯。研究表明，主观规范对迂回型人群

从事分类回收行为具有触发作用。因此，通过组织社

区层面的分类回收活动，可以促进居民之间的互动，并

作为一种社会压力或激励来促进个人行为的改变。

4. 静态型人群的行为设计策略

对于静态型组，仅靠设计干预和协作不足以改变

他们的行为。值得必须注意的是，在设计时如果对这

种群体采取过分干预或者不合理的干预，可能会引发

不同程度的社会问题。设计干预主要改变的是外部环

境，它可以显著提升居民参与垃圾分类回收的能力和

提供行动触发点。然而，这些干预措施并未从内在动

机的角度对静态型人群产生影响，导致他们缺乏积极

参与的动机，从而无法形成有效的行动模式。对于这

类群体，适当的设计干预和有效的管理策略更为有

效。从行为改变的视角来看，保障回收设施的有效运

转是基础，同时需要着重构建和强化行为动机。例如，

实施激励政策或制定具有约束性质的政策，加强环保

宣传教育等手段，有助于加强静态型群体的分类回收

行为动机，促进这类人群的行为转变。

四、基于行为干预的可持续行为设计模式

本次研究以社区分类回收行为为例，通过参与式

行动研究得出的相关结果，结合FBM行为模型的相关

理论，提出了针对社区分类回收行为的可持续行为设

计策略，为结合行为干预的可持续行为设计研究提供

了一种新的模式（如图 7所示）。在这种模式下，研究

人员能深入到利益相关者中，收集各方的态度和建议，

通过FBM行为模型的分析，能获得针对性更强、更为

真实的可持续行为设计策略。

（一）步骤1：设计干预和参与式行动研究

在此阶段中，需要深入到所有服务和设施的使用

者中，观察他们的行为，并收集他们对于设施和服务的

看法和改进建议。参与式行动研究让不同利益相关者

参与设计过程不仅有助于平衡各方利益，还能提供切

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本研究证明了行动研究可以使不

同的利益相关者充分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偏好，并在循

环迭代的过程中深化对人们行为和环境变化的理解，

帮助设计师和研究人员发现问题和机会点，最大程度

地实现公众参与并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当参与

者见到自己的建议被实际采纳并跟进一系列措施时，

他们的积极性和满意度会显著提高。这不仅能促进项

表2 针对4种行为模式的行为设计策略

行为模式

直线型

依赖型

迂回型

静态型

行为设计策略

·保持目前的回收环境以及规章制度

·适度的激励

·改善分类回收的设施和环境

·增加触发因素

·塑造动机

·改善分类回收的设施和环境

·增加触发因素

·适度干预

·加强管理

·塑造动机

措施建议

·激励措施

·完善分类回收制度

·持续改善回收设施

·多举办社区活动

·定期的激励措施

·加强环保知识的宣传工作，增强其环保意识

·收集相关意见改善回收设施的可用性和可达性

·多举行社区形式的分类回收活动

·提出激励政策或者约束性的政策

·加强环保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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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成效，也能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可持续性。

（二）步骤2：人群分类

在步骤 1的设计干预中，不同的人群会对设计干

预做出不同的反应，这需要研究人员对其进行系统的

归类，以方便后续的分析。在记录结果和人群归类时，

应尽可能详尽地记录每种人群对于设施和服务的评价

（如表1所示）。例如，在本研究中，笔者是通过其行为

改变的程度和动态变化对其进行归类的。这种归类方

法也方便于后续的进一步分析。

（三）步骤3：行为分析

根据步骤 2所得出的行为特征分类，进一步结合

FBM行为模型中的三要素——动机、能力、触发因素

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可以得出这些群体行为背后的

动机、能力和触发因素分别有哪些，并进一步定义哪一

些是促进或抑制行为的因素。根据FBM行为网格，可

进一步得出行为设计的目标种类。

（四）步骤4：行为设计策略的提出

步骤 3中得出了各群体行为的促进或抑制因素，

并得出了行为设计的目标。步骤 4 中将根据这些目

标，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可持续行为设计的策略。

五、结语

本研究通过参与式行动研究，对垃圾分类回收行

为进行了相应的设计干预，得出了这设计干预下居民

的四种行为特征：直线型、依赖型、迂回型和静态型，并

结合FBM行为模型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的相应的行为

设计策略，为可持续行为设计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

实践经验。这种方式的创新之处在于摒弃了以往由专

家或设计师主导的视角，而是在实践中与利益多方共

同迭代和优化设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了行为分

析的语料数据，能获得针对性更强、更为真实的可持续

行为设计策略，有助于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城

市公共服务水平。本研究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试点研

究，所得结论仍需在更大范围内得到验证，这也是后续

研究开展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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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既要看到其带来的经济利益，也要清醒地认识到

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例如：设计同质化、市场监管

不足等问题，都需要人们共同面对并寻求解决方案。

通过创新设计、完善市场监管等措施，推动汉服产业

健康有序发展。在未来汉服产业不仅将继续扩大市

场规模，更有可能成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力量

之一，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交流

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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