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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渝东南298户农民的实地调研数据,
 

利用因子分析法建构农民环境行为的生成机制.
 

根据因子系数值

将其分为民族生态文化生成机制、
 

环境素养生成机制、
 

社会经济条件生成机制、
 

政府支撑生成机制和区域认同生成

机制.
 

并从民族生态文化、
 

区域发展和农村生活污染治理体系3个方面探讨了民族地区农民环境行为的实行路径,
 

力图构建乡村环境自治新体系,
 

借助乡村内部生态文化的力量引导农民环境行为,
 

推动乡村振兴,
 

促进民族地区社

会、
 

经济、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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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污染和生态破坏依旧严重的同时,
 

伴随着消费主义、
 

城市生活方式的扩展,
 

“生活者的致害者化”
愈发凸显,

 

农村生活污染已成为制约民族地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障碍.
 

农村生活污染主要指农村生活

区域分散的非点源污染,
 

包括生活污水、
 

生活垃圾及固体废弃物污染,
 

以及分散畜禽养殖的任意排放造成

的水体、
 

土壤、
 

生物和大气的污染[1].
在我国现行的农村生活污染治理体系中,

 

政府主导的末端治理占据了主要位置,
 

农民主体地位的相

对缺失造成治理效率的低下以及资源配置的浪费,
 

另外建立在城市生活污染基础上的点源治理技术难

以适用于农村生活污染的面源排放和面源生态破坏治理.
 

而农民作为农村生活污染排放与治理的主体,
 

其环境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成败[2-3].
 

因此研究农民的环境行为并对此进行合

理的规范与引导既是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
 

也是农村生活污染创新治理和农村生态文

明建设的客观要求.
环境行为没有太过于明晰的界定,

 

多数研究将环境行为视为是在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的条件下,
 

环境

主体做出的契合自身实际的选择,
 

其行为结果对于改善环境状况与提升环境质量有着积极正向作用[4].
 

国

外对于环境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
 

基于心理学因素与社会学因素的研究模式,
 

如环境素养模

式[5]、
 

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模式[6]、
 

计划行为论[7]、
 

“价值—信念—规范”理论[8]以及多因素整合模式[9];
 

基

于内源性(个人认知、
 

文化观念等)和外源性(外部环境、
 

社会经济条件等)相结合的研究模式,
 

如ABC理

论[10]、
 

以个性、
 

责任与可行性为驱动的亲环境行为论[11]、
 

引入环境精神的环境行为理论[12];
 

基于实证分析

和数学量化的研究模式,
 

如Kaiser等[13]、
 

Maloney等[14-15]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对环境认知、
 

环境情感

以及环境行为意向等环境态度的组成部分进行测量与探讨,
 

并将其应用于预测环境行为.
 

国内对于环境行

为的研究大多是按照环境意识—环境态度—环境行为的递进关系来进行建构,
 

按照不同的研究方法大致又

可以细分为两类.
 

一类是采用不同方法实地调查和量化各区域农民环境行为,
 

客观呈现影响不同区域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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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行为的因素的关系和机制,
 

如于一尊等[16]、
 

田翠琴等[17]、
 

吕一河等[18]的研究;
 

另一类则深入挖掘当地

的生态文化资源,
 

探究其在引导、
 

规制农民环境行为中的作用,
 

如李本书[19]、
 

白俊奎等[20]诠释了渝东南民

族地区的民俗禁忌和宗教信仰的生态功能,
 

认为原始禁忌和宗教信仰有力地维护了渝东南地区的原始自然

风貌,
 

使当地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和谐相处的局面;
 

陆泓等[21]、
 

何圣伦[22]则对渝东南地区现存的建筑民

居、
 

风土人情、
 

服饰图腾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从中凝练了少数民族先民们朴素的生态观及其环境行为.
随着农村环境污染态势的恶化,

 

学界开始从多学科视角包括文化因素、
 

社会制度以及社会政策等社会

结构方面的视角研究农民这一环境主体的行为方式.
 

彭远春[23]、
 

景军[24]、
 

陈阿江[25]将环境行为研究纳入

社会体系中,
 

强调文化传统、
 

宗教习俗、
 

村约民规等文化因素对于农民环境行为具有导向性的影响作用.
 

王芳[26]、
 

林梅[27]则不仅仅只考虑农民这一单一的环境主体,
 

而是将其放入政府—企业—公众这个由利益

相关者组成的博弈集合中进行综合考虑,
 

强调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制度、
 

环境政策的制定

与实施等对于农民群体环境行为的宏观作用和影响.
国内外有关环境行为的研究多集中在影响因素和行为模式等领域,

 

对于特定区域的农民群体进行实证

研究较为缺乏.
 

我国民族地区的生活习俗、
 

乡规民约、
 

宗教信仰中蕴含的生态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引导制约着当地人们的环境行为,
 

维系着当地的生态平衡,
 

但当前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由于疏于考

量民族地方性公众的环境行为,
 

缺乏公众行动的基础,
 

面临执行困难,
 

社会效率低下等现实问题,
 

未能彻

底解决民族地区生态脆弱的问题.
 

文章尝试以特定民族区域的农民群体为研究对象,
 

探究该地区农民环境

行为的形成机制.

1 研究设计

1.1 数据来源

研究所选的区域为渝东南,
 

渝东南地处四川盆地东南部大娄山和武陵山两大山系交汇的盆缘山地,
 

属

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湿润区,
 

降水极为充沛,
 

境内多山地、
 

丘陵以及江河.
 

山地连绵起伏.
 

渝东南地区有着极

为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
 

凭借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少数民族聚居特色,
 

渝东南已逐渐成为西南地区的旅游

重地.
 

但以喀斯特岩溶地貌为主的自然环境使得该区域的发展仍旧面临着较严峻的生态考验,
 

比如生态脆

弱性高、
 

生态敏感性强、
 

生态退化等,
 

这些都在影响着渝东南的区域稳定和进一步发展.
本研究以农民环境行为作为一级指标,

 

并针对渝东南区域环境特点选择了13个与农民环境行为有关

的三级指标,
 

田野调查依托“西南民族地区农民环境行为与农村生活污染研究”课题,
 

于2018年8月12日

至8月20日对酉阳县和黔江区包括后溪镇、
 

苍岭镇、
 

阿蓬江镇、
 

溪口镇和龙潭镇在内5个土家族和苗族聚

居村落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
 

提取二级主因子并以此来分析农民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和生成机制.
 

共计发

放问卷350份,
 

其中有效问卷298份.
选取的13个环境行为研究三级指标包括:

 

X1人口结构及性别特征、
 

X2经济收入、
 

X3教育程度、
 

X4
社会经验及经历、

 

X5自然环境约束、
 

X6地域文化、
 

X7宗教和乡规民约、
 

X8生活生产方式、
 

X9区域认同

感、
 

X10环境知识了解程度、
 

X11环境认知态度、
 

X12基础设施建设、
 

X13政府宏观政策.
1.2 研究方法

因子分析是一种能简化多变量并能按照相关性强度进行类别划分的技术,
 

其目的在于将多个相互关联

的原始变量指标组合成相互独立的少数几个能充分反映总体信息的指标.
 

因子分析能够在保证不丢失整体

信息的前提下解决了多重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28].
 

因子分析作为一种反映变量相关性和整体信息的方法

在指标评价体系构建中也被广泛应用[29-30].
 

存在n 个变量y1,
 

y2,
 

y3…yn,
 

并在m 个测量样本中对该n 个

变量进行观测,
 

其结果则可表示为1个m×n 阶的原始数据矩阵:

Y=

y11 y12 … y1n

y21 y22 … y2n

… … … …

ym1 ym2 … y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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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影响因子在数量级和量纲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因子分析之前必须要对这些不同的变量进行标准

化处理以消除变量之间的差异.
 

假定标准化后的变量为x1,
 

x2,
 

x3…xn,
 

由因子分析的基本假设可知n 个

标准化变量可由n 个新标准化变量即因子f1,
 

f2,
 

f3…fn 线性表示.
xj =aj1f1+aj2f2+…+ajnfn(j=1,

 

2,
 

…,
 

n)
式中:

 

aij(i,
 

j=1,
 

2,
 

…,
 

n)为构成载荷矩阵A 的因子载荷.
 

又假设n 个因子是按照其方差贡献率由大到

小进行排列,
 

选取m 个贡献率较大的因子用来表示整体信息(m 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在85%以上),
 

上式

又可改写为:

x1=a11f1+a12f2+…+a1mfm +e1
x2=a21f1+a22f2+…+a2mfm +e2
︙

xm =am1f1+am2f2+…+ammfm +em













其他矩阵形式可表示为:

x=Af+e
式中:

 

e1,
 

e2,
 

e3…em 为误差项,
 

也可称作特殊因子,
 

分别只对某一原始观测变量起作用;
 

f1,
 

f2,
 

f3…fm

为公共因子,
 

是对每个原始观测变量都起作用的因子;
 

aij(i,
 

j=1,
 

2,
 

…,
 

n)为因子载荷,
 

由此表达式可

以得到载荷矩阵A.
 

aij 的绝对值越大,
 

表明公共因子对于标准化变量依赖程度越大.
从选取的三级指标中提取具有共线性关系的二级指标,

 

用其方差累积率来表征三级指标的关系.
 

因子

f1,
 

f2,
 

f3…fm 对全部变量的方差贡献可表示为:

Mj =∑
m

i=1
aij

Mj 作为衡量公共因子相对重要性的指标,
 

其值越大,
 

表征因子贡献率越大,
 

因而将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

来作为权重.
 

若同时将公共因子按方差贡献率由大到小排序和将特征值由大到小排序,
 

则有:

λj =∑
n

i=1
a2

ij =Mj

继而用二级指标来描述或表示一级指标的公式为:

f=
λ1

∑
m

j=1
λj

f1+
λ2

∑
m

j=1
λj

f2+…+
λm

∑
m

j=1
λj

fm

2 分析与讨论

2.1 农民环境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经过综合分析和检验,
 

得出这些影响因素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
 

然后选择性提取5个主因子,
 

表1为

是特征值及各主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
 

从表1可以发现,
 

从13个因子里面选取5个主因子能够解释总方

差的86.718%.
表1 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

因子 特征值 方差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1 3.679 30.609 30.609

2 2.435 18.731 49.340

3 1.981 15.242 64.582

4 1.515 11.650 76.232

5 1.363 10.486 86.718

  表2为因子载荷矩阵,
 

用来表征上述5个主因子由哪些因子变量提供解释信息.
 

第1个主因子主要与

地域文化、
 

宗教和乡规民约和生活生产方式正相关,
 

反映的是民族区域的生态文化塑造作用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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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个主因子主要与自然环境约束、
 

环境知识了解程度、
 

环境认知态度正相关,
 

反映的是居民对环境的关

注度;
 

第3个主因子主要与人口结构及性别特征、
 

经济收入、
 

教育程度、
 

社会经验及经历正相关,
 

反映的是

个人的社会经济条件;
 

第4个主因子主要与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宏观政策正相关,
 

反映的是区域环境的建

设和管理;
 

第5个主因子主要与区域认同感正相关,
 

反映的是居民对生活区域认同程度的心理状态.
 

因而

能够确定民族区域的生态文化塑造、
 

环境关注度、
 

个人社会经济条件、
 

区域环境建设和管理以及区域认同

度作为二级指标.
表2 因子载荷矩阵

评价指标 1 2 3 4 5

X1 -0.318 -0.056 0.907 -0.142 0.218

X2 0.109 0.012 0.629 0.014 0.216

X3 -0.278 0.121 0.925 -0.498 -0.160

X4 0.160 -0.530 0.536 -0.350 0.291

X5 -0.409 0.899 -0.263 0.060 0.357

X6 0.579 -0.391 -0.479 0.286 0.196

X7 0.596 -0.422 -0.337 0.276 0.083

X8 0.722 0.082 0.121 0.046 -0.413

X9 0.028 0.144 -0.451 -0.271 0.931

X10 0.098 0.553 0.249 0.271 0.212

X11 -0.316 0.833 -0.189 0.193 0.022

X12 -0.376 -0.457 -0.162 0.943 -0.106

X13 0.125 0.215 0.417 0.893 -0.422

  二级指标对于一级指标农民环境行为的权重由各因子的贡献率确定,
 

本研究共提取出5个二级指标因

子,
 

由表1可知对应的特征值为3.679,2.435,1.981,1.515,1.363.
 

由公式λj/∑
5

j=1
 
λj

 (j=1,2,3,4,5)可计

算出各因子的贡献率为0.335,0.222,0.18,0.138,0.125.
 

农民环境行为评价体系可由表3直观表现出来.
表3 农民环境行为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农民环境行为 民族区域的生态文化塑造(0.335) X6

X7

X8

环境关注度(0.222) X5

X10

X11

个人社会经济条件(0.18) X1

X2

X3

X4

区域环境建设和管理(0.138) X12

X13

区域认同度(0.125) X9

  所以农民的环境行为一级指标可以表示为:

f=0.335f1+0.222f2+0.18f3+0.138f4+0.125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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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农民环境行为的生成机制探析

根据本研究中二级指标因子系数的大小可以将农民环境行为的形成机制按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

归纳为民族生态文化生成机制、
 

环境素养生成机制、
 

社会经济条件生成机制、
 

政府支撑生成机制和区域

认同生成机制.
(1)

 

民族生态文化生成机制

民族生态文化由具有地域特色的宗教、
 

乡规民约和生活生产方式等方面构成,
 

对于促成农民环境行为

的形成,
 

调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化解生态危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民族生态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

重要形态,
 

在民族演化和民族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变迁,
 

塑造了农民生态保护的群体意识,
 

影响着当地农民的环境行为,
 

成为控制农村生活污染现象的一个重要内驱力.
由于城镇化以及由城镇化引起的包括人口增长、

 

社会异化在内一系列联动效应的不断冲击,
 

使得这些

在特定自然生态环境下各少数民族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中所衍生出的生态文化正在慢慢消失,
 

其传统生态

保护观念受到冲击,
 

并日趋淡漠化,
 

不同程度地失去了其对民众原有的规范和约束功能,
 

造成了民众对生

态保护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旁观者心理.
 

实现民族生态文化从逐步弱化转入被动强化再到理性保护的转变是

促成民族生态文化得到传承和革新,
 

进一步发挥其环境行为规范和塑造作用的重要举措.
(2)

 

环境素养生成机制

农民环境素养主要包括农民主体在后天学习和实践中逐渐获得并能够影响主体环境行为的环境知识了

解程度、
 

环境认知态度、
 

环境价值观念等,
 

表征的是农民主体对于环境的关注程度.
 

农民环境素养的高低

决定着农民对环境的关注度大小,
 

继而决定农民做出正向环境行为的意愿度.
农民是农村环境的主要当事人,

 

他们的环境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农村环境保护的成败.
 

受文化水平

的影响,
 

农民污染信息感知能力相对较弱,
 

他们普遍认为只要生活水平提高了,
 

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3)

 

社会经济条件生成机制

社会经济条件包括人口结构及性别特征、
 

经济收入、
 

受教育程度、
 

社会经验等在内,
 

反映农民主体的

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基础对于其环境行为的影响程度.
 

受教育程度越高,
 

经济条件越好,
 

已有的社会经历中

接触过环境相关事物的农民越容易促使其正向环境行为的形成.
当前农村面临着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的问题,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而留守在农村地

区的劳动力文化程度相对较低、
 

社会资本相对缺乏、
 

思想观念上难以摆脱对传统农业模式的依赖,
 

难以实

现区域的产业转型,
 

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4)

 

政府支撑生成机制

区域环境建设和管理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宏观政策两个方面,
 

反映的是政府对于农村环境管理的

支撑作用,
 

彰显出政府在引导农民环境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当前农村普遍存在农村环境设施供给不足的

短板,
 

而长期以来以牺牲农村和农业利益为代价促进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
 

导致目前我国城乡差别较大,
 

农村的财政能力和农村居民的支付能力较弱.
 

另一方面,
 

囿于环境管理机构的倒“金字塔”结构,
 

越往下数

量越少,
 

规模越小,
 

环保专业技术人员越缺乏,
 

环保技术装备越差,
 

环境监管执法能力越薄弱,
 

导致农村环

境政策供给严重不足.
(5)

 

区域认同生成机制

区域认同表征是在共同的族源和相近的自然社会环境作用下生存的居民对特定环境以及特定历史

传统的情感依赖.
 

区域认同的生成以个体为基础,
 

建构在个体对特定区域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
 

个体

的生活经历会集结为一种稳定的心理倾向,
 

随着历史的发展,
 

个体之间就某些具体社会现象或者问题的

认知产生交集,
 

并经不断地联结而形成民族特有的记忆.
 

实质上,
 

区域认同也就是一个建构民族存在意

义和加深民族联结纽带的过程.
 

但是受农村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及农村体制急剧变迁的影响,
 

农民之间的

信任关系以及联结纽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
 

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以及农民异质性增加使得农

村社会的空心化和原子化程度加深,
 

邻里效应不断弱化,
 

农民对于农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下降,
 

继而也

降低了农民亲环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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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策启示

从因子分析研究中可以得出渝东南地区农民环境行为的生成机制可分为民族生态文化生成机制、
 

环境

素养生成机制、
 

社会经济条件生成机制、
 

政府支撑生成机制和区域认同生成机制.
 

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1)

 

实现民族生态文化从边缘化走向理性保护.
 

民族地区应坚持地区传承和区域融合发展并行的理性

保护模式,
 

在满足农民美好生活的同时努力挖掘、
 

传承民族传统生态文化,
 

注重平衡“传统”与“现代”,
 

构

建乡村环境自治新体系,
 

借助乡村内部生态文化的力量推动乡村振兴,
 

既保护传统生态文化,
 

又实现“生态

宜居”,
 

做到“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2)

 

农村污染治理体系应从单一主导化走向多元参与化.
 

引导农民积极践行亲环境行为,
 

增强农民参

与环境治理的意愿,
 

提高农民的环境治理能力,
 

继而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并降低农村污染治理成本,
 

有力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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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tor
 

analysis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data
 

from
 

298
 

rural
 

poor
 

farmer
 

households
 

in
 

South-
east

 

Chongqing
 

was
 

made
 

to
 

construct
 

a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farmer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which,
 

according
 

to
 

the
 

factor
 

coefficients,
 

was
 

divided
 

into
 

a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culture,
 

a
 

gener-
ation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literacy,
 

a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support
 

and
 

a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identity.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farmer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was
 

considered
 

from
 

three
 

aspects
 

(ethnic
 

ecological
 

cultur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trol
 

system
 

in
 

rural
 

life
 

pollution)
 

to
 

con-
struct

 

a
 

new
 

system
 

of
 

rural
 

environment
 

autonomy
 

and
 

guide
 

farmer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with
 

the
 

help
 

of
 

the
 

force
 

of
 

rural
 

innate
 

ecological
 

culture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ethnic
 

areas
 

of
 

Southeast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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