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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双碳”背景下，针对目前中国快递包装回收率低的问题，利用

湖南省高校学生家庭的 308 份调研数据，研究居民快递包装回收行为影响

因素。以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进行验证分析，并替换不同模型，用线性回归对结

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感知行为控制和低碳自我认同感对居民

快递包装回收意愿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回收态度、主观规范；实施垃圾分类

会显著正向调节回收意愿与回收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且实施垃圾分类的程度

越高，发生快递包装回收实际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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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快递业务量

1105.8 亿件，产生固态垃圾约 1989 多万吨。但是目

前中国快递包装的回收率不足 20%，超过 80% 的快

递包装物被丢弃 [1]。2020 年 9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向国际社会作出“碳

达峰与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居民生活能耗已成为

我国城市的第二大碳排放源 [2]，若通过调整居民消

费方式实现低碳转型，可使未来 30 年碳排放量减少

40%~70%[3]。所以，从消费者端出发研究低碳行为的

影响因素，对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

消费者作为快递的直接收件人，是包装废弃物的

产生者，也是快递包装回收的源头主体。目前，国外

针对电子废弃物、生活垃圾等回收研究的文献有很

多，但是针对快递包装回收的文献还较少 [4]。而国内

对快递包装回收的文献研究主要集中于快递包装回

收网络设计 [5-6]、包装回收策略 [7-9]、绿色包装评价

方法 [10] 以及回收模型的构建 [11] 等方面；却忽视了“双

碳”目标大背景下居民的心理认知对快递包装回收行

为意愿的影响，以及“因地制宜”的地方政策因素对

居民快递包装回收行为转化的间接作用。

因此，本文以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构建“双

碳”背景下居民快递包装回收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分

析回收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以及低碳自我

认同对回收意愿的影响，回收意愿对回收行为的影响，

以及实施垃圾分类的调节作用。本文以湖南省高校学

生家庭为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能折射出未来社会

的中国家庭快递包装回收行为的发展潜力。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回收行为分析

美国学者 M. Fishbein 与 I. Ajzen（1975）联合

提出了理性行为理论，其核心观点是：人是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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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实际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意愿，个人

意愿是由个人对这一行为的态度以及主观准则所决

定的 [12]。这一理论解释了人们在认识信息的基础上

如何形成态度，以及态度、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为了将理性行为理论应用于这种非意志力控制或更

复杂的行为，I. Ajzen 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添加

了一种新的行为预测变量，即感知行为控制，从而形

成了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该理论认为个人的行为意愿会受到主观规范、

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 3 个因素的影响 [13]。主观

规范是指个人对于普遍存在的社会压力的感受，并以

此来决定是否采取行动。当个人意识到周围有人反对

该行为时，就更容易放弃实施行为。行为态度是指

个体对特定行为持有的积极或者消极的情绪，通常

对该行为持有越积极的情绪，就越有可能实施该行

为 [14]。感知行为控制是指个体感受到执行特定行为

的难易程度，当个体感觉到该行为执行起来越容易，

就越有可能执行该行为 [15]。因此，相对于理性行为

理论，TPB 则可以更全面、更准确地预测个体行为，

并且 TPB 也已经在许多领域被证明可以有效预测个

体行为意愿和行为。

根据 TPB，居民快递包装回收行为的产生不仅

受到行为意愿的直接影响，而且还受到行为主体的回

收能力、资源、机会等的影响，但快递包装回收行为

主体的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是决定行为意

愿的最主要因素，所以提出以下假设：

H1 回收意愿对居民快递包装回收行为具有正

向影响。

H2 回收态度对居民快递包装回收行为意愿具

有正向影响。

H3 主观规范对居民快递包装回收行为意愿具

有正向影响。

H4 感知行为控制对居民快递包装回收行为意

愿具有正向影响。

1.2 关于低碳自我认同的拓展研究假设

吉登斯认为，自我身份并非是一个人所具有的某

种特征或者某种特征的集合，而是一个人在自己的经

验基础上，对自己进行反省式的认识。他认为，在现

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这种反思力量是三种力量中的一

种。自我认同的核心是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具体内

容包括了自我建构和自我实现 [16]。低碳自我认同是

指人们认同自己是低碳行为的践行者并期望以此作

为行为标准来要求自己。J. Dermody 等 [17] 研究发现，

自我认同能够对行为起显著影响。K. Lacasse[18] 认为，

不断增加低碳自我认同会增加环保行为的概率。E. 
Wallace 等 [19] 研究发现自我认同与环保行为有很强的

正相关性。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5 低碳自我认同对居民快递包装回收行为意

愿具有正向影响。

1.3 关于情境因素的研究假设

情境因素是个体在面对某一特定行为时所面对

的客观环境 [20]。情境因素对用户行为的作用方式包

括直接作用、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中介作用和调节

作用的研究较为普遍，K. Lewin[21] 的行为理论模型证

明了环境行为取决于环境态度与外部条件的影响效

应比较，且环境行为依赖情境因素的调节。G. Davis
等 [22] 在对回收行为的研究中发现，引入情境因素之

后，TPB 模型的解释力显著提高。余福茂等 [23] 验证

了垃圾分类等情境因素对居民电子废弃物回收行为

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林影倩等 [24] 也验证了情境因

素有助于将居民的回收意图向回收行为转化。因此，

提出以下假设：

H6 实施垃圾分类在回收意愿对回收行为的影

响中具有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根据“双碳”背景下居民快递包

装回收的特点，在 I. Ajzen 提出的 TPB 模型基础上，

加入其他变量因素，构建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如图 1 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问卷设计

基于前述假设设计调查问卷，问卷由两部分组

成：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具体包括性别、

户主职业、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内容；

第二部分为问卷正文（见表 1），问卷题项主要通过

图 1 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结构

Fig. 1 Structure of expanded theoretical model of 
planned behavior

双碳背景下居民快递包装回收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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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调查法确定，并根据专家的审核意见进行适度修

改。每个题项均采用 Likert 五级量表的评分方法，每

一问题答案设非常同意、 同意、不确定、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5 个选项，分别记 5, 4, 3, 2, 1 分 [25]。

表 1 调查问卷测量问项及来源

Table 1 Questionnaire measurement questions and sources

变  量 问题编号 测 量 问 项 来源文献

回收态度

ATT1 我认为快递包装是应该倡导去回收的

[26]

ATT2 我们应该主动去参与快递包装回收

ATT3 参与快递包装回收有助于缓解碳排放问题

ATT4 快递包装回收行为与我们的低碳生活方式相匹配

ATT5 对于每个人来说在快递包装回收上花点时间是值得的

主观规范

SN1 若和我们常往来的家庭进行快递回收，我们家也如此

[27]
SN2 若我大学好友的家庭进行快递回收，我们家也如此

SN3 若高校进行低碳教育，会影响我们家践行快递回收

SN4 若社区宣传包装回收行为，我们家会更多地践行

感知行为控制

PBC1 日常生活中，我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

[26, 28]PBC2 我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要进行快递包装回收

PBC3 如果我想参与快递包装回收，我完全有能力去做

低碳自我认同

LC1 我们认同低碳践行者的价值，并希望以此标准来要求自己

[29-30]
LC2 我们都将自己描述为具有低碳意识的消费者

LC3 我们的消费行为应当为降低碳排放贡献微薄之力

LC4 我们有足够的碳危机意识，关心碳排放与气候问题

实施垃圾分类

GS1 实施垃圾分类有助于快递包装回收

[24]GS2 我很清楚地知道如何去进行垃圾分类

GS3 我所生活的小区垃圾分类活动开展得很好

回收意愿

RI1 在以后的生活中，我打算参加快递包装回收

[26-27]
RI2 我很愿意参与快递包装回收活动

RI3 我会鼓励家人和朋友参与快递包装回收

RI4 以后我会经常参与快递包装回收

回收行为

RB1 我试图进行过快递包装回收

[26-27]
RB2 我一直实行快递包装回收

RB3 我已经向身边的人推进快递包装回收

RB4 我将会越来越有动力进行快递包装回收

2.2 数据采集

采用网络问卷调研的方法，在问卷星上发放问

卷。本次调查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至 5 月 10 日止，

共收到 345 份答卷，剔除量表填写选项全部一样以及

填写时间过短的问卷，共得到 308 份有效问卷，有效

问卷率为 89.28%，被调查者男女比例较为均衡。有

效问卷的样本结构如表 2 所示。

3 假设检验与数据分析

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分析数据之前对量表进行组合信度和收敛效度

检验，验证量表的有效性与可靠性，结果如表 3 所示。

由 表 3 可 知， 各 个 潜 变 量 的 克 隆 巴 赫 系 数

（Cronbach's Alpha）为 0.800~0.919，均大于 0.700，

表明量表的可信度比较高；平均方差提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ing，AVE）为 0.573~0.757，满足 0.500 
的最低要求；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

为 0.801~0.926，均大于 0.700，说明量表具有很好的

收敛效度。

量表各题项之间的区别效度分析结果如表 4 所

示。由表 4 可知，每一列对角线下的数值（各题项之

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对角线上（各题项平均方差提

取量的平方根）的数值。由此可见，该量表的区别效

度较好。

2024 年 第 16 卷 第 3 期 Vol.16 No.3 May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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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样本特征

Table 2 Sample characteristics

变 量 类别 人数 比例 /%

性别
男 162 52.60

女 146 47.40

学历

大专   26   8.44

本科 184 59.74

硕士  70 22.73

博士   28 09.09

户主

职业类型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工作人员   39 12.66

教育、科研、卫生领域人员   43 13.96

专业技术人员   42 13.64

商业、服务业及销售人员   41 13.31

自由职业人员   55 17.86

离退休人员   42 13.64

其他   46 14.94

户主学历

初中及以下   44 14.29

高中、中专或技校   60 19.48

大专   80 25.97

本科   91 29.55

硕士及以上   33 10.71

家庭人均

可支配收入

2000 元及以下   65 21.10

2001~5000 元   99 32.14

5001~10000 元   88 28.57

10000 元以上   56 18.18

家庭

常住地

直辖市   31 10.06

省会城市  72 23.38

除省会城市外的地级市  61 19.81

县级市  52 16.88

乡镇及农村  92 29.87

家庭住房类型

自家产权房 171 55.52

短期租房（1 年以下）   46 14.94

长期租房（1 年及以上）   60 19.48

其他   31 10.06

作答情况是否 完全代表 232 75.32

代表家庭意见 部分代表  76 24.68

表 3 量表的组合信度与收敛效度检验结果

Table 3 The combined reliability and convergent validity 
test results of the scale

变 量 题项 因子载荷 克隆巴赫系数 CR AVE

回收态度

ATT1 0.792

0.919 0.920 0.696

ATT2 0.910

ATT3 0.845

ATT4 0.801

ATT5 0.818

主观规范

SN1 0.712

0.882 0.884 0.657
SN2 0.871

SN3 0.773

SN4 0.875

感知行为控制

PBC1 0.792

0.800 0.801 0.573PBC2 0.746

PBC3 0.732

低碳自我认同

LC1 0.749

0.869 0.870 0.626
LC2 0.771

LC3 0.833

LC4 0.808

回收意愿

RI1 0.850

0.879 0.881 0.651
RI2 0.802

RI3 0.804

RI4 0.768

回收行为

RB1 0.839

0.919 0.926 0.757
RB2 0.814

RB3 0.914

RB4 0.909

实施垃圾分类

GS1 0.762

0.824 0.825 0.611GS2 0.810

GS3 0.772

表 4 量表的区别效度分析结果

Table 4 Differential validity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scale

 注：*、**、*** 分别表示在 10%, 5%, 1% 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下同。

变   量 回收态度 主观规范 感知行为控制 低碳自我认同 回收意愿 回收行为 实施垃圾分类

回收态度 0.83400

主观规范 0.516** 0.81100

感知行为控制 0.460** 0.423** 0.75700

低碳自我认同 0.548** 0.478** 0.463** 0.79100

回收意愿 0.464** 0.445** 0.418** 0.457** 0.80700

回收行为 0.447** 0.376** 0.378** 0.342** 0.333** 0.87000

实施垃圾分类 0.221** 0.09600 0.191** 0.186** 0.182** 0.323** 0.782

双碳背景下居民快递包装回收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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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结构方程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

Fig. 2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

表 5 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fit test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指标类型 拟合度指标 标准值 拟合值

绝对适配度指标

χ2 越小越好 350.210

χ2/df <3.0     1.453

GFI >0.9     0.914

AGFI >0.9     0.893

RMSEA <0.05     0.038

增值适配度指标

NFI >0.9     0.931

RFI >0.9     0.921

IFI >0.9     0.977

TLI >0.9     0.974

CFI >0.9     0.977

精简适配度指标
PGFI >0.5     0.734

PNFI >0.5     0.813

3.2 模型适配度检验

数据与理论模型适配情况能够反映出模型科学

与否。利用绝对适配度指标：卡方值（χ2）、卡方

与自由度比值（χ2/df）、适配度指数（GFI）、调整

后的适配度指数（AGFI）、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RMSEA）；增值适配度指标：规准适配度指数（NFI）、

相对适配度指数（RFI）、增值适配度指数（IFI）、

非规准适配度指数（TLI）、比较适配度指数（CFI）；

精简适配度指标：简约适配度指数（PGFI）、简约

调整后的规准适配度指数（PNFI）组成的指标体系，

对理论模型进行了模型适配度检验 [31]，检验结果如

表 5 所示。由表 5 可知，除了 AGFI 略低于标准值外，

其余各项检验指标均符合检验标准。综上，“双碳”

背景下居民快递包装回收行为影响因素的实际收集

数据与构建的理论模型适配度较好。

3.3 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

利用 AMOS28.0 对“双碳”背景下居民快递包

装回收行为影响因素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潜在变

量间标准化路径系数和模型假设检验结果分别如图 2
和表 6 所示。

表 6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path analysis

路径假设 标准化路径系数 标准误（S. E.） 临界比（C. R.） 显著性（P 值）

H1：回收行为←回收意愿 0.405 0.071 6.566 ***

H2：回收意愿←回收态度 0.175 0.064 2.296 0.022

H3：回收意愿←主观规范 0.183 0.094 2.561 0.010

H4：回收意愿←感知行为控制 0.219 0.066 2.844 0.004

H5：回收意愿←低碳自我认同 0.208 0.077 2.617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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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和表 6 可知，假设 H1~H5 均与理论预期

一致。潜在变量间标准化路径系数在拓展的 TPB 框

架中，回收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低碳自

我认同与参与回收意愿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

为 0.175, 0.183, 0.219, 0.208 且均通过了 5% 水平的显

著性检验。说明“双碳”背景下居民对快递包装回收

的态度，在考虑快递包装回收时所感受的外在压力，

进行快递包装回收行为的控制能力以及在“双碳”背

景下自我的低碳认同感，对其进行快递包装回收的意

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假设 H2、H3、H4、H5 成立。

其中，感知行为控制、低碳自我认同的标准化路径系

数明显高于回收态度、主观规范，这说明居民对自己

回收行为的感知控制能力、“双碳”背景下低碳自我

认同感是影响其进行快递包装回收意愿的主要因素。

居民快递包装回收意愿与回收行为之间的标准

化路径系数为 0.405，且通过了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说明快递包装回收意愿对回收的实际行为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作用，假设 H1 成立。

3.4 调节效应分析

如果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X 与 Y）受第三个变

量（M）的影响，就称 M 为调节变量，调节变量会

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方向产生影响。按照

温忠麟的建议，先把这些变数集中起来，再采用分

层回归法进行测试。如果产品项（X* M）的回归系

数在结果中是显著的，那么调节变量的调节作用是

显著的 [32]。

采用 SPSS27.0 软件的 PROCESS4.1 插件执行中心

化的调节效应检验，以验证实施垃圾分类在回收意愿

与回收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是否显著，结果如表7所示。

由 表 7 可 知， 回 收 意 愿 和 实 施 垃 圾 分 类 的 交

互项对回收行为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B=0.175，

P<0.05），即实施垃圾分类正向调节回收意愿与回收

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 H6 成立。

3.5 稳健性检验

采用线性回归方法同时加入控制变量来检验模

型假设的稳定性，以性别、最高学历、户主职业类型、

户主学历、人均支配收入水平、常住地、住房类型、

是否代表家庭意见为控制变量，以回收态度、主观规

范、感知行为控制、低碳自我认同为自变量，以回收

意愿为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 

由表 8 可知，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回收态度、主

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低碳自我认同对回收意愿依

然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因此 H2~H5 通过稳健

性检验。

以性别、最高学历、户主职业类型、户主学历、

人均支配收入水平、常住地、住房类型、是否代表家

庭意见为控制变量，以回收意愿为自变量，以回收行

为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9 所示。

由表 9 可知，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回收意愿对回

收行为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因此 H1 通过稳

健性检验。

在回归分析中，为了减少共线性，将回收意愿和

实施垃圾分类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32]。以性别、最

高学历、户主职业类型、户主学历、人均支配收入水

表 7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Table 7 Results of adjustment effect analysis

变 量 B S. E. t P LLCI ULCI

常量 3.716 0.050 74.254 0.000 3.617 3.814

回收意愿 0.325 0.058   5.610 0.000 0.211 0.438

实施垃圾分类 0.266 0.050   5.354 0.000 0.168 0.364
回收意愿 *

实施垃圾分类
0.175 0.054   3.228 0.001 0.068 0.282

 注：B 为标准化回归系数；LLCI、ULCI 分别为置信区间的最低

值和最高值。

表 8 回收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低碳自我认

同与回收意愿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8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of recycling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s,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low-

carbon self-identification and recycling intention

变 量
因变量（回收意愿）

模型一 模型二

性别 -0.033             -0.053

最高学历   0.093               0.094*

户主职业类型     0.139*               0.087

户主学历 -0.028             -0.018

人均支配收入水平   0.015               0.012

常住地 -0.035             -0.058

住房类型   0.038               0.029

是否代表家庭意见   0.085               0.109*

回收态度               0.187*

主观规范               0.178*

感知行为控制   0.167*

低碳自我认同       0.198***

R2   0.035 0.358

调整后 R2   0.009 0.332

F 值   1.364     1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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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湘明，等03



- 14 -

平、常住地、住房类型、是否代表家庭意见为控制变

量，以回收意愿为自变量，以实施垃圾分类为调节变

量，以为回收行为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10 所示。

由表 10 可知，在加入控制变量后，交互项回收

意愿 * 实施垃圾分类对因变量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作用，因此可知 H6 通过稳健性检验。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湖南省高校内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样本涉及范

围较广，所收集的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以

拓展的 TPB 理论为基础，利用收集到的 308 份数据，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双碳”背景下居民快递包

装回收行为的影响因素，可得以下结论：

1）居民的回收意愿对回收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回收意愿越强越能促使居民快递包装回收行为

的实际发生。

2）居民的回收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

以及低碳自我认同，均能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参与快

递包装的回收意愿，并且感知行为控制与低碳自我

认同对回收意愿的影响较大。当居民感到进行快递包

装回收比较容易时，对实施该行为的意愿就越强烈；

并且随着我国“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提出，

居民具有的自我低碳认同感心理会促使其进行一些

低碳行为。低碳自我认同感越强烈，参与快递包装回

收的意愿就越强。

3）实施垃圾分类正向调节回收意愿与回收行为

之间的关系。居民居住的社区实施垃圾分类程度越

高，居民越可能发生实际快递包装回收行为。

4.2 建议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推动全民参与快递包装

回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加强“双碳”目标的宣传教育，形成低碳生活

理念宣传常态化机制。政府与社区相合作，将宣传低

碳生活理念成为常态，强化全民低碳生活意识，使低

碳消费成为时尚，进而推动全民参与快递包装回收。

2）通过政府“有形之手”的干预，健全相应的

政策和制度。以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为基础，逐步建

立和完善以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为核心的低碳发展制

度框架，纠正市场失灵。

3）为相关回收公司提供“选择性奖励”，即通

过政府提供诸如优惠政策、保险政策等正面奖励，推

动回收平台的建立以及快递包装再利用。

4）推动垃圾分类全国普及，形成以法治为基础、

全民参与的垃圾分类制度。政府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

投资建设分类投放设施，以方便居民分类投放垃圾；

同时强化公共机构和企业示范带头作用，引导居民逐

步养成主动分类的习惯，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垃圾分

表 9 回收意愿与回收行为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9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of recycling intention and 
recycling behavior

变 量
因变量（回收行为）

模型一 模型二

性别   0.043   0.054

最高学历   0.007 -0.025

户主职业类型   0.018 -0.030

户主学历 -0.032 -0.023

人均支配收入水平   0.085   0.080

常住地   0.024   0.036

住房类型   0.088   0.075

是否代表家庭意见 -0.034 -0.063

回收意愿         0.342***

R2   0.019   0.132

调整后 R2 -0.007   0.106

F 值   0.731         5.031***

表 10 实施垃圾分类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10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of regulating effect of 
garbage sorting

变 量
因变量（回收行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性别    0.043   0.054   0.061   0.057

最高学历   0.007 -0.025 -0.012 -0.032

户主职业类型   0.018 -0.030 -0.023 -0.034

户主学历 -0.032 -0.023   0.003 -0.003

人均支配收入水平   0.085   0.080   0.070   0.068

常住地   0.024   0.036   0.033   0.054

住房类型   0.088   0.075   0.085   0.079

是否代表家庭意见 -0.034 -0.063 -0.056 -0.050

回收意愿 0.342*** 0.291*** 0.303***

实施垃圾分类 0.271*** 0.276***

回收意愿 * 实施垃圾分类 0.170***

R2  0.019 0.132 0.202 0.229

调整后 R2 -0.007 0.106 0.175 0.201

F 值  0.731 5.031*** 7.496*** 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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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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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Express Packaging Recycling 
Behavior Under Background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ZHENG Xiangming，CHEN Lina

（College of Business，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aiming at the low recycling rate 
of express packaging in China, the research data of 308 college students’ families in Hunan Province were used to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express packaging recycling behavior. Based on the expanded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was constructed for verification and analysis, while different models 
were replaced, and the robustness of the results was tested by linear regression.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impacts 
of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and low-carbon self-identity on residents’ express packaging recycling int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recycling attitude and subjective norms. The implementation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will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gul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ycling intention and recycling behavior, and the high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the more likely the actual behavior of express packaging recycling will 
occur. 

Keywords：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express packaging；recycle；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regulating effect；robustness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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