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8卷 第8期 西 南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自然科学版) 2023年8月

Vol.48 No.8  JournalofSouthwestChinaNormalUniversity(NaturalScienceEdition) Aug. 2023

DOI:10.13718/j.cnki.xsxb.2023.08.008

粮食主产区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意愿心理驱动因素分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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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意愿是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的关键动力.文章从农户心理因素视角出发,利用粮

食主产区河南省舞钢市农村367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分析了农户心理因素对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参与意愿的影响,检验了价值感知的中介效应和社会信任的调节效应.心理因素的生态认知、环境责任感、自

我效能感、环境态度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价值感知在心理因素与农户参与

意愿上有中介效应;社会信任在心理因素与农户参与意愿上有调节效应.地方政府应采取提升农户心理因素、增强

农户环境价值感知、促进农户社会信任等方面措施,激发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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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willingnessoffarmerstoparticipateintheimprovementofhumansettlementsisthekey
drivingforceforthesustainableimprovementofruralhumansettlements.Fromtheperspectiveoffarmers
psychologicalfactors,usingthesurveydataof367ruralhouseholdsinWugangCity,HenanProvince,the
maingrainproducingarea,thepaperempiricallyanalyzestheimpactoffarmerspsychologicalfactorson
theirwillingnesstoparticipateinruralresidentialenvironmentrenovationbyusingstructuralequation
model(SEM),andteststheintermediaryeffectofvalueperceptionandtheregulatoryeffectofsocial
trust.Theecologicalcognition,environmentalresponsibility,self-efficacyandenvironmentalattitudeof
psychologicalfactorshavea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thewillingnessoffarmerstoparticipateinrural
residentialenvironmentrenovation;Valueperceptionhasintermediaryeffectbetweenpsychologicalfactors
andfarmersparticipationintention;Socialtrusthasamoderatingeffectbetweenpsychologicalfactor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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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participationintention.Localgovernmentshouldtakemeasurestoenhancefarmerspsychological
factors,enhancefarmersperceptionofenvironmentalvalue,andpromotefarmerssocialtrust,soasto
stimulatefarmerswillingnesstoparticipateinruralresidentialenvironmentrenovation.
Keywords:improvementofrurallivingenvironment;psychologicalfactors;farmerswillingnesstopartic-

ipate;maingrainproducingarea;WugangCityofHenanProvince

人居环境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满足生存需要的场所[1].加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实现乡村生

态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推进城乡人居环

境整治.”农户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河南作为农业大省,“三农”问题是最大“省情”.
因此,探讨河南省农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意愿(以下简称参与意愿)对改善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

效、破解“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现有文献,学者们围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首先,在保障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活动开展方面,文献[2]认为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建立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文

献[3]认为制定科学的规划、广泛筹措资金可以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开展.其次,在实证研究区域选择

方面,文献[4]以南疆为实证区域分析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成效与不足;文献[5]以重庆市巴南区为例探

讨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绩效.再次,在农户参与意愿方面,文献[6]认为主观规范、行为态度与知觉控制

行为对农户参与意愿有重要影响;文献[7]认为户主的村干部经历、外出务工经历以及制度等因素对参与

意愿影响较大.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成果对本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仍有可拓展之处.一是缺乏从微观农户心理层

面研究参与意愿;二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事务,不同参与者之间存在利益博弈,如

果忽视社会信任因素,可能会使农户参与意愿研究结果出现偏差;三是现有相关实证研究多集中在西部地

区,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任务重,但农户参与意愿的相关研究较少.基于

此,在已有文献基础上,本文采用河南省舞钢市农户调研数据,以微观农户心理因素为切入点,从生态认

知、环境责任感、自我效能感、环境态度4个方面出发,探究心理因素对农户参与意愿的直接影响及通过

价值感知对农户参与意愿的间接影响,并对社会信任在心理因素与农户参与意愿关系中的调节效应进行检

验,剖析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以期为河南省制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

效提供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农户参与意愿的心理驱动因素分析

目标行为理论将个体的心理系统视为一种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心理目标作为该系统的动力性变量,支

配着心理系统的自组织过程,推动个体对自身多重心理因素进行自组织重构,形成新的有序的心理结构,
进而影响个体的行为决策选择[8].本文基于目标行为理论,将农户心理因素划分为生态认知、环境责任感、
自我效能感、环境态度4个方面,探究其对参与意愿的影响.生态认知是农户在村庄生态环境变化的基础

上形成的人为活动对人居环境影响的心理认知[9].生态认知的提升有利于农户认识到不合理的生产、生活

行为给村庄人居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激发其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提高参与意愿.环境责任

感是个体在认可环境带来利益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措施改善环境问题的责任意识[10].环境责任感的提升可

以激发农户主动采取行动解决环境问题,提高参与意愿.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在参与某项活动前,就自身能

力能否达成活动目标的一种评估认知[11].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可以增强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自信心,提

高参与意愿.环境态度是个体实施某项环境行为时的一种自我评价,是参与意愿的一种倾向性表达[12].农
户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态度可以提高参与意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11:农户生态认知对参与意愿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H12:农户环境责任感对参与意愿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H13:农户自我效能感对参与意愿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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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4:农户环境态度对参与意愿的影响显著相关.
1.2 价值感知的中介效应

价值感知是个体在现有掌握的知识体系基础上,为满足自身需要而对付出与收益间的衡量[13],体现了

个体对环境的主观感知和效用评价.感知作为重要的前因变量,在解释个体行为意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14].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外部性决定了农户在参与过程中保留着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性经济人本质.因此,
提升环境价值感知,有助于农户认识到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好环境带来宜居宜业等长期效益,强化

心理因素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21:农户价值感知在生态认知与参与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H22:农户价值感知在环境责任感与参与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H23:农户价值感知在自我效能感与参与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H24:农户价值感知在环境态度与参与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1.3 社会信任的调节效应

社会信任是社会文化规范和社会制度的产物[15],是成员社会心态的重要内容,是一种普遍信任,有利

于增强彼此之间的互动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个体决策[16].文献[17]的人际信任调节效应模型表明信

任会调节其他因素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具有明显外部性,参与主体存在利益博弈,致使

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相互猜疑,这种猜疑可能会干扰心理因素对决策行为的影响.当农户社会信任度较高

时,有利于就人居环境重要性形成共识,提高农户心理因素认知,提高参与意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

假设:

H31:农户社会信任在生态认知与参与意愿之间起调节作用;

H32:农户社会信任在环境责任感与参与意愿之间起调节作用;

H33:农户社会信任在自我效能感与参与意愿之间起调节作用;

H34:农户社会信任在环境态度与参与意愿之间起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构建农户心理因素与参与意愿理论分析框架图(图1).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课题组2022年1-3月对河南省舞钢市农户的实地抽样.2021年12月,河南省印发

《关于开展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的通知》,舞钢市推行以治理“六乱”(乱堆乱放、乱倒乱扔、乱搭乱

建)、开展“六清”(清垃圾、清污水、清塘沟、清违建、清杂物、清残垣断壁)为重点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却仍然存在群众的参与意愿不强、积极性不高的情形.舞钢市是地形有平原、山地、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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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丘陵等多种类型的新兴农业县市,在河南省具有典型代表性.调查以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地形地貌与

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的原则,选取尚店镇、尹集镇、庙街乡、八台镇、枣林镇共计5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

抽取8个村,每村随机抽取10户,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400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367份,有效

率91.75%.
从调查农户的基本特征看,女性198人,占比53.95%,男性169人,占比46.05%;年龄40岁以上有

315人,占比85.83%,40岁以下(含40岁)52人,占比14.17%,村庄青壮年男性多外出务工,女性留守在

家照顾老人孩子.有村干部或党员共计109人,占比29.70%,非村干部或党员是258人,占比70.30%;初

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有304人,占比82.83%,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63人,占比17.17%,整体文化程度不

高.目前仍然务农的有319人,占比86.92%;将土地流转出去,不在务农的有48人,占比13.08%.因此

样本农户特征符合当地实际情况,调研对象具有代表性.
2.2 变量设置

为保证变量测量结果的准确性,文中以潜变量形式对生态认知、环境责任感、自我效能感、环境态度、
价值感知、社会信任、参与意愿进行测量.其中,生态认知参见文献[9],从环境污染感知、环境保护意识、
环境治理意义维度进行测量;环境责任感参见文献[10],从责任意识、行为感知、行为担当维度进行测量;
自我效能感参见文献[10],从活动难易程度、参与机会、参与能力维度进行测量;环境态度参见文献[18],
从参与积极性、活动支持、活动重要性维度进行测量;价值感知参见文献[13],从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健

康价值维度进行测量;社会信任参见文献[16],从村干部信任、邻居信任、环境政策信任维度进行测量;参

与意愿参见文献[7],从计划参与、准备参与、愿意参与维度进行测量.本文采用Likert五级量表形式测量

问题项(表1).
表1 变量名称、定义、赋值

潜变量 观测变量 赋值

生态认知(EC)

环境责任感(ER)

自我效能感(SSE)

环境态度(EA)

价值感知(VP)

社会信任(ST)

参与意愿(WP)

您了解当前村上环境问题的严重性(EC1)
您了解如何在生产生活中保护人居环境(EC2)
您了解人居环境整治对村子发展的重要性(EC3)

保护人居环境是政府的事,与您无关(ER1)
您的行为会对人居环境产生影响(ER2)
您会因为没有参与人居环境保护感到惭愧(ER3)

人居环境整治对您来说容易(SSE1)
您有机会参与人居环境整治(SSE2)
您有能力参与人居环境整治(SSE3)

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高(EA1)
您支持人居环境整治(EA2)
您认为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很有必要(EA3)

您认为人居环境整治有利于村子经济发展(VP1)
您认为人居环境整治有利于环境改善(VP2)
您认为人居环境整治可以减少新冠病毒等疾病传播(VP3)

您信任村干部(ST1)
您信任邻居(ST2)
您信任环保政策(ST3)

您计划参与人居环境整治(WP1)
您准备参与人居环境整治(WP2)
您愿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WP3)

“完全不同意”等于1,
“不同意”等于2,
“一般同意”等于3,
“同意”等于4,
“完全同意”等于5

2.3 研究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EquationModel,SEM)可针对多个因变量做分析,同时处理观测变量、潜在

变量、干扰变量或误差变量,为研究难以直接测量的变量间关系提供了科学的分析工具.农户参与意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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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变量均属于模糊性概念,需要一些具体指标来间接反映,结构方程模型很好地契合了研究的需要.因此

选用SEM对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其表达式由3个矩阵方程构成[10,13]:

η=Βη+Γξ+ζ (1)

X=Λχξ+δ (2)

Y=ΛYη+ε (3)
(1)式为结构方程模型,η,ξ分别代表内生、外生潜变量对应的系数矩阵,ζ代表残差项构成的向量;(2)式
和(3)式为测量模型,Λχ,ΛY 分别代表外生潜变量、内生潜变量的因子载荷矩阵,δ,ε为残差项.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数据检验

3.1.1 信度和效度检验

在SEM模型应用前,为保障问卷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使用SPSS25.0对量表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表2).
信度检验中,每个潜变量Cronbach’sα值在0.708~0.876间,均大于阈值0.7;KMO值在0.769~0.900间,
均大于阈值0.5;P值均小于0.005.表明数据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表2 效度、信度检验

潜变量 测量题项
信度检验

Cronbach’sα

效度检验

KMO p
生态认知(EC) EC1,EC2,EC3 0.724 0.832 0.000
环境责任感(ER) ER1,ER2,ER3 0.794 0.900 0.000
环境态度(EA) EA1,EA2,EA3 0.862 0.815 0.000
自我效能感(SSE) SSE1,SSE2,SSE3 0.774 0.769 0.000
价值感知(VP) VP1,VP2,VP3 0.876 0.803 0.000
社会信任(ST) ST1,ST2,ST3 0.708 0.847 0.000
参与意愿(WP) WP1,WP2,WP3 0.786 0.795 0.000

3.1.2 模型适配度检验

依据理论假设,运用AMOS25.0软件引入农户心理因素与参与意愿构建结构方程模型Ⅰ,验证生态

认知、环境责任感、自我效能感、环境态度对农户参与意愿的直接影响;将价值感知引入模型Ⅰ,构建结构

方程模型Ⅱ,分析价值感知在农户心理因素与参与意愿间的中介效应.对模型Ⅰ与模型Ⅱ的适配度进行检

验(表3),模型Ⅰ与模型Ⅱ的IFI和GFI等指标均符合检验标准,并且引入价值感知的模型Ⅱ适配度检验

指标优于模型Ⅰ,说明结构模型适配度良好,能够进行模型检验.
表3 模型适配度检验

检验指标 CMIN GFI AGFI NFI CFI RMESA
标准 <3.000 >0.900 >0.900 >0.900 >0.900 <0.080
结构方程模型Ⅰ 2.442 0.919 0.904 0.921 0.950 0.065
结构方程模型Ⅱ 2.542 0.938 0.932 0.933 0.959 0.062
拟合结果 理想 理想 理想 理想 理想 理想

3.2 模型假说检验与分析

3.2.1 农户心理因素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意愿的直接影响

由模型Ⅰ标准化路径系数(表4)可知,生态认知对农户参与意愿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751,在p<0.05
水平有统计学意义,H11得到验证.表明农户人居环境的生态认知越高,对人居环境重要性、污染状况认

知越深刻,参与意愿越高;环境责任感对农户参与意愿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519,在p<0.05水平有统计

学意义,H12得到验证.表明农户环境责任感越强,对村里环境保护、修复的责任心越强,参与意愿越高;
自我效能感对农户参与意愿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454,在p<0.01水平极有统计学意义,H13得到验证.
表明农户人居环境整治的自我效能感越高,参与的机会就越多,能力就越强,参与意愿越强;环境态度对

农户参与意愿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802,在p<0.1水平有统计学意义,H14得到验证.表明农户的人居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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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整治态度越积极,便越认可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有必要,越支持此项活动,参与意愿越高.
表4 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

影响路径
结构方程模型Ⅰ

路径系数 P 检验结果

结构方程模型Ⅱ
路径系数 P 检验结果

生态认知→参与意愿 0.751** 0.016 成立 0.497** 0.037 成立

环境责任感→参与意愿 0.519** 0.037 成立 0.435** 0.012 成立

自我效能感→参与意愿 0.454*** 0.000 成立 0.362*** 0.000 成立

环境态度→参与意愿 0.802* 0.056 成立 0.698* 0.061 成立

生态认知→价值感知 0.795*** 0.002 成立

环境责任感→价值感知 0.464* 0.064 成立

自我效能感→价值感知 0.411*** 0.008 成立

环境态度→价值感知 0.301** 0.016 成立

价值感知→参与意愿    0.486*** 0.005 成立

  注:**表示在p<0.05水平有统计学意义,***表示在p<0.01水平极有统计学意义.

3.2.2 价值感知的中介效应

由模型Ⅱ标准化路径系数(表4)可知,引入价值感知后,心理因素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的检验结果

与模型Ⅰ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H11,H12,H13,H14成立.并且,生态认知对价值感知影响的路径系数为

0.795,在p<0.01水平极有统计学意义;环境责任感对价值感知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464,在p<0.1水

平有统计学意义;自我效能感对价值感知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411,在p<0.01水平极有统计学意义;环

境态度对价值感知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301,在p<0.05水平有统计学意义;价值感知对农户参与意愿影

响的路径系数为0.486,在p<0.01水平极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可进一步对价值感知的中介作用进行

检验.
本文采用Bootstrap方法[19]检验价值感知在心理因素与农户参与意愿间的中介效应,通过95%的置信

区间内是否包含“0”值对中介效应进行判断(表5).价值感知在生态认知、环境责任感、自我效能感、环境

态度影响农户参与意愿中的中介效应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036,0.228,0.210,0.118,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表明价值感知的中介效应存在,H21,H22,H23,H24均得到验证,证明价值感知在提高农户参与意

愿中具有中枢作用.
表5 价值感知的中介效应检验

效应类型 路径关系 影响估计值 影响区间

间接效应

生态认知→价值感知→参与意愿 0.306 [0.510,1.750]
环境责任感→价值感知→参与意愿 0.228 [0.063,0.251]
自我效能感→价值感知→参与意愿 0.210 [0.059,1.460]
环境态度→价值感知→参与意愿 0.118 [0.158,1.109]

3.2.3 社会信任的调节效应

本文采用分层回归法检验社会信任的调节作用.首先对连续变量社会信任进行中心化处理,减少多重

共线性.将农户参与意愿作为因变量,逐步在回归方程中引入控制变量(模型1)、自变量和调节变量(模型

2)、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模型3),依据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系数的显著相关性判断调节变

量是否具有调节作用.分别将心理因素的4个方面作为自变量,社会信任作为调节变量,依次进行分层回

归分析(表6).生态认知、环境责任感、自我效能感、环境态度与社会信任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相关.分析

证实社会信任在心理因素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假设 H31,H32,H33,H34得到

验证.
为了更直观地体现社会信任的调节效应,参考文献[20]的研究建议,以社会信任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

差用以绘制交互效应图(图2).从图中2可以看出,当农户社会信任水平较高时,心理因素对农户参与意愿

的影响较强,当农户社会信任水平较低时,心理因素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相对较弱,进一步支持了假设

H31,H32,H33,H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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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社会信任的调节效应图

表6 社会信任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生态认知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环境责任感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自我效能感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环境态度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性别 0.112** 0.097** 0.097** 0.112** 0.067 0.066 0.112** 0.063 0.062 0.112** 0.063 0.062 
年龄 0.033 -0.031 0.312 0.033 0.025 0.016 0.033 0.058 0.055 0.030 0.023 0.034
教育程度 0.179*** 0.187*** 0.186*** 0.179*** 0.182*** 0.181*** 0.179*** 0.173*** 0.169*** 0.179*** 0.154*** 0.154***

生态认知 0.403*** 0.301***

环境责任感 0.492*** 0.389***

自我效能感 0.493*** 0.401***

环境态度           0.556*** 0.540***

社会信任  0.394*** 0.294***  0.263*** 0.162***  0.245*** 0.229***  0.233*** 0.139***

生态认知×社会信任 0.116**

环境责任感×社会信任 0.127**

自我效能感×社会信任 0.185**

环境态度×社会信任 0.140**

R2 0.054 0.312 0.510 0.054 0.379 0.478 0.054 0.400 0.405 0.054 0.412 0.544
ΔR2 0.268 0.200 0.033 0.021 0.354 0.307 0.367 0.301
F 6.848*** 11.149*** 14.128*** 6.848*** 9.187*** 13.427*** 6.848*** 11.965*** 17.331** 6.848*** 14.159*** 16.827***

  注:**表示在p<0.05水平有统计学意义,***表示在p<0.01水平极有统计学意义.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聚焦粮食主产区河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问题,构建了“心理因素———农户参与意愿”理论分析框

架,基于舞钢市实地调研数据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心理因素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采用Bootstrap法进一步验证了价值感知在心理因素与农户参与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同时,对社会信任

在心理因素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进行了检验.主要结论如下:

1)从农户参与意愿的直接影响路径结果看,心理因素的4个方面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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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影响路径由大到小依次为环境态度、生态认知、环境责任感、自我效能感.因此,提高农户心理因素认

知,可以提高参与意愿.
2)从农户参与意愿的间接影响路径结果看,价值感知在心理因素的4个方面与农户参与意愿关系中均

存在中介效应,且其影响呈显著相关性.因此,提升农户对农村人居环境的价值感知是提高参与意愿的核

心路径.
3)从社会信任调节效应看,社会信任对心理因素的4个方面与农户参与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的影响有

统计学意义.因此,提升农户社会信任水平可以提高参与意愿.
4.2 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心理因素对粮食主产区河南省舞钢市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机制,进一

步分析了心理因素对参与意愿路径的影响,认为心理因素4个方面对参与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然而,参

与意愿既受心理因素影响较大,亦受国家政策、乡村规划、农村产业发展等因素影响,未来深入研究农户

人居环境整治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与路径,为促进粮食主产区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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