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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调控关键在农户,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政策的意愿与行为,是政府制定农业环

境政策时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利用三峡生态屏障区６８８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运用结

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农户农业面源污染调控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参与意愿的影响,以及参与意

愿对农户的实际参与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计划行为理论能够较好的解释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的意愿

和行为,其中农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

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意愿对农户实际行为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前,农户对周围的农村环境已经有了较高的感知,
他们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意愿受到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而处在重要的转型期．因此,农业面源污染调控的相关职能部

门仍需继续关心三峡生态屏障区农村居民的生活和居住环境,进而增强其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意愿与行为,巩

固和扩大三峡生态屏障区农业面源污染控制项目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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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成果反映,农业源成为总氮、总磷排放的主要来源,分别占排放总量的

５７２％和６７４％．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养殖业中畜禽粪便的直接排放是导致农业面源污染

的重要原因．农业面源污染不仅造成流域水体的富营养化,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而且还影响人

体健康、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成本．在广大农村区域,农户在

痛恨环境污染的同时,他们把罪状基本都归在工业污染上,很少农户能够意识到自己生产和生活中的环境

不友好行为．农户作为农业生产中的微观经济主体,是农业资源的占有者和使用者,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

可能不会造成面源污染,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影响着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究其原因在于:其一,农户

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没有意识,农户在无意识状态下排放了污染;其二,农户即便能意识到面

源污染的存在,但由于利润最大化动机的推动,他们不会主动选择减少污染的生产方式,反而会加大农药、
化肥的投入,他们也不会主动对被污染的环境进行治理,因为减少化学物品的使用和治理污染的行为会减

少产出的风险．
三峡库区重庆段位于长江上游,主要覆盖２２个县(市区),是我国的生态脆弱区、长江流域重要的生态

屏障区和国家生态环境建设重点治理区．三峡工程作为举世瞩目的特大型水利工程,其工程生态环境影响

是国内外关心的重大问题[１]．在三峡工程胁迫下,库区优质耕地不断被淹没,土壤中的大量营养物质和剩

余的化肥农药被转移到水体中,从而造成水体污染[２]．重庆市“十二五”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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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将农村村庄环境综合整治、畜禽污染防治、农业面源防治、农村环境监管作为环境保护的重点项目”．
近年来,农业部与相关部门在三峡库区开展了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与防治工作,在一些流域建成了旱坡地、
水田系统和消落带三重拦截与消纳农业面源污染示范基地,采用农田氮磷减量施用与水肥高效利用技术、
旱坡地污染物多级截留与削减技术、柑橘园面源污染负荷削减的生态果园构建技术、分散型畜禽、种植业

废弃物污染负荷消减技术和农村居民点生活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污染控制技术,为整体提升三峡库区及上

游流域农村面源污染控制与环境管理水平、农村面源污染综合防治技术能力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然而,由于三峡库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气候致使拦截、消纳和过滤农业面源污

染的功能受到影响;同时,由于农业面源污染分布范围广,防治难度大等特点,致使农业和农村面源调控

技术难以广泛应用．因此,农业面源污染的调控仅有技术层面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广大农民群众

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农户既是农业面源污染的外部性施体,也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主要受益者,农户的

环境认知与环境行为也是农业面源污染控制与管理的关键因素[３]．探讨影响农户对农业面源污染的认知和

行为决策的因素,并就影响认知和行为决策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为三峡生态屏障区农业面源污染调控的

开展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对库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现实意义．

１　农户农业面源污染认知与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

１１　文献综述

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一部科普书１９６２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描写了因过度使用化学药品和

肥料而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最终危害我们人类的生产与生活．该著作是第一部涉及农业面源污染与

生态环境的著作．它的问世对公众环境认知与意识的强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学者对农户环境

认知和行为响应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就农户对农业面源污染和农村环境的认知、行为与参与意愿开

展了调查,有从区域角度进行调查的,如赵磊等[４]对太湖流域农村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显农户对农业面源污

染和生活污水污染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农户参与环保的自觉性不足．杨晓英等[５]对江、浙、沪三地常驻农民

的入户调查,结果表明农民普遍缺乏对农业面源污染的认知和控制意识;刘光栋等[６]调查了华北高产农业

区农户对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的意识与行为,认为大多数农户具有农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并对农业面源

污染现状的改善和治理持积极态度;王常伟等[７]通过对江苏省２０６个农户样本的调查,对农户环境认知与

行为的一致性进行了检验,认为农户的环境认知程度比较低,农户决策过程中对环境的考量不足,农户环

境认知与行为之间并不存在一致性;付静尘等[８]通过丹江口库区２４６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认为农户对

面源污染的认知程度还不是很高,即使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认知,但农业生产方式与意识是脱节的;邓正

华等[９]以洞庭湖湿地保护区水稻主产区为例,分析农村生活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农户的认知与行为响应,
结果表明农户已经充分认识到农村生活环境的重要性,但主动采取行动参与不够;邢美华等[１０]通过对晋、
鄂两省的调查表明未参与循环农业农户的环保认知比较弱,大多数农户会将生产生活垃圾随意丢弃,农户

仅有的环保行为也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
也有一些学者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等,定量分析影响农户对农业面源污认知与行为的

因素．田万慧等[１１]的研究结果表明甘肃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水平随年龄的增长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有提高的

趋势,男性的环境意识高于女性,环保行为与环保知识掌握程度、环境认知程度存在不一致;张利国等[１２]

通过对江西省２７８个农户的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农户从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的因素包括农民的文化程度、
种植面积、农业技术培训与指导和农户对环境的关心程度;巩前文等[１３]采用Probit模型对江汉平原农户的

实证分析表明家庭非农就业人数、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程度、土地租用状况、科学施肥技术培训等是农

户过量施肥风险认知及规避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马骥等[１４]通过建立Logit二元选择模型认为农户种植粮

食作物时降低氮肥施用量意愿的受家庭收入、农业劳动力文化程度、化肥施用污染的认识、农业推广站提

供的施肥指导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褚彩虹等[１５]利用联立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认为影响农户采用环境

友好型农业技术的重要因素包括是否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农业技术培训经历、农业信息渠道、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知晓度;华春林等[１６]对陕西省３３１份农户实地调查结果显示,农户性别、受教育年限、农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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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比率、对可持续性农业政策的认知、乡镇设有培训班、农户拥有培训经验等对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行

为产生显著影响;韩洪云等[１７]采用 T检验和BivariateProbit计量模型研究农户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行

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与农技人员联系不方便会导致农户不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而农户的年龄

偏高、农业收入比重相对较低、耕地面积相对较小、具有传统施肥观念、不能全面理解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和缺失配方卡是农户部分采纳测土配方施肥的重要原因．葛继红等[１８]基于江苏省调研数据的研究表明,科

学施肥能力越强、示范户、拿到配方卡、参加培训次数越多及所在乡镇培训总人数越多的农户越倾向选择

配方施肥技术．肖新成[１９]等基于三峡库区重庆段的地调查结果表明影响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因素

包括教育程度和农户自身的环境认知．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多数学者集中在农户环境认知及其自发行为方面,且国内农户的环境认知水平有

限,农户的环境认知与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然而,现有研究仍有进一步的拓展空间,特别是对农业面

源污染认知与行为决策关系的探讨并不多见．本文拟利用计划行为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旨在挖掘农

业面源污染源头调控中农户参与意愿与实际参与行为分析,为农村生态环境的调控提供参考依据．
１２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Ajzen经典计划行为理论(TPB)用以解释和预测在特定情境下的人类行为,该理论认为影响现实行为

的主要决定因素包括行为的意愿、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以及感知行为控制[２０]．意愿反映影响行为的动机

因素,影响意愿的独立变量有三个,分别是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计划行为理论对个体层面环境

行为的解释力已被很多研究证实[２１－２２]．态度越积极、社会压力越大、感知行为控制能力越强,则意愿越强

烈,从事某种行为的可能性便越大．影响意愿三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因行为和情境而异,有时态度变量对

意愿有显著影响,而有时态度和主观规范有显著影响,其他情况下三个变量共同影响．将该理论引入农户

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对于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是否选择清洁农业生产行为,
取决于农户的行为意愿．这种意愿是建立在农户减轻农业面源污染主观判断之上,表明农户对农业面源污

染减排的倾向程度和意愿,这也是农户在农业面源污染减排行为决策的关键点,若促成该行为的形成,必

须提高农户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意向的主观判断,而主观判断又是由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

控制共同决定的．农户对农业面源污染的行为态度是农户对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所持的正面或负面的评价,
是对从事清洁农业所产生的期望收益的反应．如果农户认为从事清洁农业存在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影

响他们的预期收益,他们的行为态度将是反面的、消极的,否则就是正面的、积极的．同时,在集体主义的

文化导向下,农业生产者的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感知对其行为意向有显著的影响,农户环境行为意愿更容

易受到其他农户和参照群体的影响．

２　变量选择、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２１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农户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控行为是有计划的行为,该行为受到农户对环境保护的态

度、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三类因素的影响．由于目前还没有用计划行为理论来研究农户参与农业面源

污染调控意愿和行为的文献,在参考其他相关领域的设计理念并结合三峡生态屏障区农户的实际情况确定

访谈问卷,现将潜变量及其对应的可观测变量选择说明如下:
农户的行为态度指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行为是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指向,农户如果认为参与农业

面源污染调控能为自身带来更多的利益,其态度就比较积极．但是农户的行为态度受制度环境和自身经济

理性的影响,因此采用农户对政府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政策的满意度(x１)、参与面源污染调控是为了提高居

民收入(x２)和改善农村环境(x３)测量农户对农业面源污染调控的态度;农户的主观规范是农户在决定是

否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活动时受到来自周围群体的影响所能够感受到的外部压力,农业面源污染调控这类环

境友好行为会受到家庭成员意见(x４)、邻居意见(x５)、农技人员意见(x６)与政府意见(x７)的影响,采用

这４个方面进行测量;感知行为控制是当自身感觉到经过农业面源污染调控之后周围生态环境出现了明显

的好转,如果环境的转变对自身有利就会促使农户对农业面源污染控制认知增强．在我们的问卷访谈过程

中主要从感知农村环境总体变化(x８)、感知空气和水质变化(x９)、感知农田土壤质量变化(x１０)、感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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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变化(x１１)、村民健康变化(x１２)５个方面测量农户的感知行为控制;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

意愿指从事清洁农业生产活动的自发性计划强度,参考相关研究主要从农户清洁农业生产意愿(x１３)、水

土保持意愿(x１４)和农村环境保护意愿(x１５)３个方面测量农户的农业面源污染意愿;农户的农业面源污染

调控行为是农户已经完成的关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方面的活动,由于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使用、畜禽

养殖粪便和农村生活污水与垃圾的排放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选取农户化肥农药的增减(x１６)、有

机肥施用(x１７)、参与农业技术培训愿望(x１８)、对大型养殖污染的举报(x１９)和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置

(x２０)５个方面来测量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行为．

单箭头表示起点变量对终点变量有直接影响,

双箭头表示变量间可能没有直接影响,但是相关的．

图１　计划行为理论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农户对农业面源污染调控的行为态度

越积极,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的行为意愿越高;
假设２:农户积极的主观规范与参与农业面源

污染调控的行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
假设３:农户强感知行为控制对参与农业面源

污染调控意愿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４: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意愿越

强,就越有可能发生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的

行为;
假设５:农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

控制是两两相关的．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相应变量说明和研究假

设,构建如图１所示的结构方程模型,其数学表达

式参考肖新成[２３－２４]的研究．
２２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３年７－８月对重庆市涪陵区南沱镇的６８８家农户的实地调查．本次调查采用一

对一访谈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涉及南沱镇的南坨村、金鸡村、治平村、焦岩村、睦和村、连丰村、秀山村、
关东村、石佛村９个自然村,每个村随机选取８０户左右的农户进行调查,共收回调查问卷６８８份,经过整

理并剔除不全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６３２份,占９１９％．调查成员由在校研究生和博士生共７人组成,有效

保证了问卷的质量．调查内容涉及本研究的５个潜变量和相关的可观测变量２０个,测量方式采用李克特的

五级量表法,即５代表完全同意或愿意、４代表基本同意或愿意、３代表一般同意或愿意、２代表有点同意

或愿意、１代表完全不同意．样本数据的基本特征见表１．
表１　农户基本特征描述性统计

变量归类 变量定义 频数 比例/％
户主性别 男 ５６１ ８８８

女 ７１ １１２

户主年龄 ≤３０岁 ７ １１
３１~５０岁 ２３４ ３９７
５０~７０岁 ２７３ ４３２
≥７０岁以上 １０１ １６０

户主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４２７ ６７６
中学 １８７ ２９６

高中毕业 １５ ２４
高中以上 ３ ０５

户主是否是党员 否 ５９２ ９３７
是 ４０ ６３

户主是否是村干部 否 ６１５ ９７３
是 １７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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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模型检验与实证结果分析

３１　问卷的信度、效度检验与探索性因子分析

为保证调查问卷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需要对问卷获取的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本．对问卷信度

检验较为常用方法是采用是克伦巴赫(CronbachLJ)α 系数,系数越大,则测验结果越可信．运用

SPSS１８０对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农户参与意愿和实际参与行为５个潜变量涉及的

２０个观测变量进行信度分析,各变量的Cronbachs(系数介于０７５５~０９６６之间,说明选取的研究变量整

体的可信度较高(如果 Cronbachsα 系数≥０７即表示可信度较好),具体结果见表３．根据 Fornalland

Larcker[２５](１９８１)研究评价问卷会聚有效性的原则,所有标准化的因子载荷应大于０５,则说明各变量的结

构效度良好,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各观测变量标准因子载荷系数都在０７左右,可见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
为判断观测变量是否适宜于做因子分析,需要进行 KMO 样本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结果显示 KMO
值为０８１７,Bartlett球体检验的近似ChiＧSquare统计值为１８７０３１１,显著性概率为００００和０００１,可以

判定数据具有较高的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２　变量信度与效度及因子分析结果

潜变量 观　　测　　变　　量
标准因子

载荷

Cronbachs

α
KMO值

Bartlett

球体检验

农户行

为态度

x１,您对当前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政策是否满意 ０５３７
x２,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是为了增加农业收入 ０６０９
x３,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是为了改善农村环境 ０９３２

０７５５ ０７９６
２９１３３７

(p＝０００１)

农户主

观规范

x４,家庭成员认为农户应该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 ０８２９
x５,邻居认为农户应该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 ０６４１
x６,农技人员认为农户应该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 ０６１０
x７,政府认为农户应该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 ０５８５

０９０１ ０８４３
８５４０９

(p＝００００)

农户感

知行为

控制

x８,感觉近几年来农村环境总体较差 ０９７５
x９,感觉近几年来感知空气和水质污染严重 ０９０９
x１０,感觉近几年来农田土壤质量变差 ０９７１
x１１,感觉近几年来农产品质量变坏 ０８５２
x１２,感觉近几年来村民健康状况变差 ０８００

０９６６ ０７５４
１５７５９１

(p＝０００１)

农户参

与意愿

x１３,是否愿意从事清洁农业生产 ０８７４
x１４,是否愿意从事农田水土保持活动 ０８９３
x１５,是否愿意保护农村环境 ０９４７

０８４０ ０８９１
８７８１０

(p＝００００)

农户参

与行为

x１６,是否减少农户化肥使用量 ０６３５
x１７,是否使用机肥施用 ０９１１
x１８,是否愿意参与农业技术培训 ０８６４
x１９,是否对大型养殖污染的举报 ０７９５
x２０,是否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置 ０７７６

０８９１ ０９３２
７３５４９

(p＝００００)

３２　验证性因子分析

由于变量数据适宜做因子分析,可以运用 AMOS１７０对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以及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

的关系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３)显示:农户行为态度对农户参与面源污染调控意愿的路径系数值

为０１３５,在９５％的置信度下显著;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对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意愿的路径系

数分别为０４１９和０３７３,农户参与意愿与感知行为控制对农户实际参与行为的路径系数分别为０３１６和

０４１１,４个路径系数的估计值都在９９％的置信度下显著,说明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具有显著性,其影响效

应是显著的;从表３也可以看到各观测变量的CR 值都大于２,都在９９％的置信度下显著,说明观测变量

和潜变量之间的载荷系数估计具有显著性;农户行为态度与主观规范、农户行为态度与感知行为控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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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三者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８７７,０９３２,０８０１,都在９９％的置信度下显著,说明３个

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估计具有显著性．
表３　路径/载荷系数估计结果

潜变量

(观测变量)

路径/

载荷系数
潜变量

未标准化路径/

载荷系数
CR 值 P

标准化路径/

载荷系数

农户参与意愿 β１ 农户行为态度 ２９１７ ３７０９ ∗∗ ０１３５

β２ 农户主观规范 ３４８２ ２５６２ ∗∗∗ ０４１９

β３ 农户感知行为控制 ０３９９ ２１７１ ∗∗∗ ０３７３

农户参与行为 β４ 农户参与意愿 １４４６ ２５４６ ∗∗∗ ０３１６

β５ 农户感知行为控制 １７１３ ３１９０ ∗∗∗ ０４１１

农户行为态度 ρ１ 农户主观规范 １００１ ２３１５ ∗∗∗ ０８７７

ρ２ 农户感知行为控制 ３２２９ ３８９２ ∗∗∗ ０９３２

农户主观规范 ρ３ 农户感知行为控制 ２８０２ ２９８３ ∗∗∗ ０８０１

x１ γ１１ 农户行为态度 ２１１３ ５７１５ ∗∗∗ ００３９

x２ γ１１ ０４０５ ７１３３ ∗∗∗ ０１０７

x３ γ１１ ２３３０ ３００９ ∗∗∗ ０９４６

x４ γ２１ 农户主观规范 １８４７ ２７８１ ∗∗∗ ０９３５

x５ γ２２ １６５２ ６３９９ ∗∗ ０９０７

x６ γ２３ ０５２６ ５７８２ ∗∗∗ ０２７１

x７ γ２４ ０８８７ ７１０４ ∗∗∗ ０４８５

x８ γ３１ 农户感知行为控制 １４５０ ２５０７ ∗∗∗ ０９３５

x γ３２ １７７１ ８４１０ ∗∗ ０９１０

x１０ γ３３ １６０７ ６７５７ ∗∗∗ ０９４１

x１１ γ３４ １８４０ ３４４６ ∗∗ ０８５９

x１２ γ３５ ３９１４ ２８９１ ∗∗∗ ０９０６

x１３ γ４１ 农户参与意愿 ２５１７ ３３０１ ∗∗∗ ０８８２

x１４ γ４２ ２９０８ ２０５９ ∗∗ ０９２６

x１５ γ４３ １７５３ ４１７０ ∗∗∗ ０９０３

x１６ γ５１ 农户参与行为 ０８６６ ３５５２ ∗∗∗ ０５３９

x１７ γ５２ １９７０ ３９１４ ∗∗∗ ０９１７

x１８ γ５３ １８４３ ２８０５ ∗∗∗ ０９４４

x１９ γ５４ １７７５ ２９３１ ∗∗∗ ０９０５

x２０ γ５５ １６５９ ２８７４ ∗∗∗ ０８７１

　　注:CR 值即为t值;∗∗和∗∗∗分别表示５％和１％水平上显著．

３３　结构方程模型的适配性检验

通过选取X２/df 检验、均方根残差(RMR)、拟合良好性指标(GFI)、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等绝

对适配度指数,标准拟合指数(NFI)、非标准拟合指数(TLI)、增值拟合指数(IFI)、比较拟合指数(CFI)

等相对适配度指数,简约适配度指数指标来分析评价模型的拟合优度,适配标准或临界值参照吴明隆[２６]的

研究,整体模型的适配度检验统计量值见表４,各指标值均满足建议值的相关要求,表明测量模型总体拟

合情况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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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

指数名称 统计检验量 适配的标准或临界 检验结果数据 模型适配判断

绝对适配度指数 X２/df ＜２ １５７４ 是

RMR ＜００５ ００３３ 是

GFI ＞０９ ０９１０ 是

RMSEA ＜００８ ００５７ 是

增值适配度指数 NFI ＞０９ ０９２５ 是

TLI ＞０９ ０９０７ 是

CFI ＞０９ ０９５１ 是

IFI ＞０９ ０９２６ 是

简约适配度指数 AIC
理论模型值小于独立模型值

且同时小于饱和模型值

１２７００＜１６５１８

１２７００＜５３５７５
是

CAIC
２９４１９＜４７９２０

２９４１９＜９５１７２
是

３４　结果分析

综合结构方程路径图(图２)、路径/载荷系数及相应的显著水平(表３)可以看出,农户的行为态度对参

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的意愿路径系数值为０１７５,通过５％显著性检验,验证了假设１是成立的;农户行为

态度的３个观测变量x１,x２和x３的标准因子载荷系数分别为００３９,０１０７和０９４６,即农户对农业面源

污染调控政策的满意度和自身的经济理性(收入增加)对其行为态度贡献度较小,认为农业面源污染调控能

改善农村环境对其行为态度贡献度较大,农户的行为态度能直接导致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意愿的产

生,但作用相对而言较弱．在对农户的调查中,９５％的农户认为政府部门应该在农业面源污染调控中起主

要作用．由于农业面源污染分散性和随机性的特点,农业面源污染的调控需要广大农户的紧密配合,而当

前的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政策中缺乏对农户的激励(如有机肥施用补贴、农业废弃物资源化补偿等),仅有的

农户沼气补贴也不能完全到位．在三峡生态屏障区的很多乡镇已进行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产业结

构调整在短期内影响了农户的生计,在后期缺乏农业技术人员指导,这些因素严重影响农户参与农面源污

染调控意愿的积极性．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减少也会影响农业的产出,在农户收入来源受限的情况下,
要使他们在生产中考虑环境因素必须要有相应的补偿机制．在行为态度方面,农户认可的仅是参与农业面

源污染调控能够改善农村环境,这也成为他们愿意参与的主要原因．
主观规范对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意愿路径系数值为０４１９,通过了１％显著性检验,二者呈正相

关关系,验证了假设２成立．４个观测变量x４,x５,x６和x７的标准因子载荷系数分别为０９３５,０９０７,

０２７１和０４８５,说明家庭成员、邻居、农技人员和政府对农户的主观规范都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农户

决定是否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在很大程度上会听从家庭成员意见和周围邻居的示范．在调查的一些区

域,相当一部分农户已经充分认识到有机农业不仅会减少农户的生产成本,而且对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价格

的重要性,并从中得到了较高的实惠．政府在农村对农业面源的宣传对农户的主观规范也起到了一定的作

用．调查区域,大部分农户认为农技人员与农村联系并不紧密,因而对农户的主观规范作用相对而言较小．
感知行为控制对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意愿和行为的路径系数分别为０３７３和０４１１,通过了

１％显著性检验,验证了假设３成立．５个观测变量x８,x９,x１０,x１１和x１２的标准因子载荷系数分别为

０９３５,０９１０,０９４１,０８５９,０９０６,即感知环境总体变化、空气和水质变化、土壤质量变化、农产品质量变

化和农村居民身体健康状态对农户的感知行为控制贡献度较大．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农户普遍切身感

受到近几年来的农村环境大不如前十年,流域水质污染严重,土壤质量和农产品质量变差,农村环境污染

较重．农户对环境感知的变化情况也能够直接影响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的意愿与行为的产生．
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意愿对参与调控行为的路径系数值为０３１６,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验

证了假设４成立．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意愿是直接影响其实际参与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即增强农户

参与意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农户在生产、生活中的环境清洁行为．３个观测变量x１３,x１４和x１５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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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因子载荷系数分别为０８８２,０９２６和０９０３,表明农户清洁农业生产意愿、农田水土保持活动、农村环境

保护意愿对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意愿变量的影响效应较为显著．
农户行为态度与主观规范、农户行为态度与感知行为控制、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的相关系数分别

为０８７７,０９３２,０８０１,通过了１％显著性检验,表明三者之间相互影响,验证了假设５成立．

图２　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意愿及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

４　研究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三峡生态屏障区农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参与意愿与行为５个潜变量２０个

观测变量的因子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研究结论: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的意愿

与行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

控意愿都有显著的影响;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的意愿会对其行为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即农户参

与农业面源污染意愿越强,其发生参与调控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农户对农村周边生态环境状况的感知

也是影响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行为的重要因素;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之间

的相关程度较高．
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十分明显,为了使农户有较强的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控的意愿和实际行动,

以巩固和扩大三峡生态屏障区农业面源污染控制项目取得的成果,建议从以下方面完善现有农业面源污染

调控的激励约束机制:政府制定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政策时,应考虑政策实施的方法与效果,保护农户经济

收益稳定的同时,需要采取激励措施,引导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更加关注农业生产的环境外部性,激励

农户实现清洁农业生产．在农业产业结构合理调整中,政府应创造条件拓展农户的收入来源,减轻农户对

农业收入的过度依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在三峡屏障区的很多区县已初见成效,农户对周围的农村环境已

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感知,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意愿受到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而处在重要的转型期,农业

面源污染调控的相关职能部门仍需继续关心三峡生态屏障区农村居民的生活和居住环境,进而增强其参与

农业面源污染调控意愿;由于农户的参与意愿与行为决策受到家庭成员、周围邻居、农业技术人员和政府

部门的影响,应加大农户的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和农业环境知识的宣传教育,提升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调

控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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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FarmersWillingnessandBehaviorto
ParticipateinControllingAgriculturalNonＧPointPollution

SourcesintheEcologicalBarrierZoneofThreeGorgesReservoirArea

XIAOXinＧcheng１,２,　HEBingＧhui１,　NIJiuＧpai１,　XIEDeＧti１

１School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７１６,China;

２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YichunUniversity,YichunJiangxi３３６０００,China

Abstract:FarmersplayanimportantroleincontrollingandregulatingagriculturalnonＧpointsourcepolluＧ
tionandtheirparticipationandwillingnesstoconductagriculturalnonpointsourcepollutioncontrolpolicy
isthecoreissuethatmustbeconsideredwhenthegovernmentformulatesanyagriculturalenvironment
policy．Inanempiricalstudyreportedinthispaper,theinfluencesoffarmersbehavioralattitude,subjecＧ
tivenormandperceivedbehaviorcontrolontheirwillingnesstoparticipateinagriculturalnonＧpointsource
pollutioncontrolandtheinfluencesoftheirwillingnessofparticipationontheiractualbehaviorwereanaＧ
lyzed,basedonthetheoryofplannedbehavior(TPB)andthesurveydatacollectedfrom６８８farmer
householdsintheecologicalbarrierzoneofThreeGorgesReservoirAreaandusingthestructuralequation
model．ThestudyresultsshowedthatTPBcouldsatisfactorilyinterpretfarmerswillingnessandbehavior
toparticipateincontrollingagriculturalnonＧpointsourcepollution．Farmersbehavioralattitude,subjecＧ
tivenormandperceivedbehaviorcontrolhadpositiveinfluencesontheirwillingnesstoparticipateandtheir
willingnessofparticipationhadapositiveinfluenceontheiractualbehavior．Atpresent,farmershavehad
arelativelystrongawarenessofthesurroundingruralenvironment．TheirwillingnesstoparticipateinconＧ
trollingagriculturalnonＧpointsourcepollutionisaffectedbytheirperceivedbehaviorcontrolandtheyare
experiencinganimportanttransitionperiod．Therefore,therelevantfunctionaldepartmentsofagricultural
nonpointsourcepollutioncontrolneedtocontinuetocarefortheruralresidentslivelihoodandlivingenviＧ
ronmentintheecologicalbarrierzoneintheThreeGorgesReservoirArea,enhancetheirwillingnessand
behaviortoparticipateinpollutioncontrol,andconsolidateandexpandtheachievementsmadeintheagriＧ
culturalnonpointsourcepollutioncontrolinthearea．
Keywords:ecologicalbarrierzoneofThree GorgesReservoir Area;agriculturalnonＧpointpollution

source;willingnessandbehaviortoparticipate;theoryofplannedbehavior;structuralequaＧ
tion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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