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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南省900份农户残膜回收意愿问卷的SEM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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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云南省农户残膜回收意愿的影响因素,开展农户问卷调查,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对900份有效问卷

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计资本、生态认知和政策感知均对农户残膜回收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根据影响路径

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政策感知>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同时,生计资本通过政策中介影响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

政策引导农户进行残膜回收效果好于其他方式;此外,生计资本高的农户比生计资本低的农户更加关注政策,接受

和认可程度也更高。基于此,提出加强补贴和大力宣传以及循序渐进等一系列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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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exploretheinfluencingfactorsonfarmers’willingnesstorecoverresidualfilminYunnanProvince,

aquestionnairesurveywascarriedout,and900validquestionnaireswereempiricallystudiedbasedonstructural
equationmodel.Theresultsshowthat:Thelivelihoodcapital,ecologicalcognitionandpolicyperceptionhavea
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farmers’willingnesstorecoverresidualfilm.Accordingtotheinfluencepathcoefficient,

thedesendingorderofabovethreefactorsispolicyperception>ecologicalcognition>livelihoodcapital.Atthesame
time,theintermediaryeffectoflivelihoodcapitalthroughpolicyisgreaterthanitsdirecteffect.Theeffectofpolicy
guidingfarmerstorecoverresidualfilmisbetterthanothermethods.Inaddition,farmerswithhighlivelihoodcapital

paymoreattentiontopoliciesandhaveahigherdegreeofacceptanceandrecognitionthanthosewithlowlivelihood
capital.Basedonthis,thisstudyputsforwardaseriesofrelevantpolicysuggestions,suchasstrengtheningsubsidies
andvigorouspublicity,aswellasstepadvancinggraduallyindueorder.
Keywords willingnesstorecoverresidualmembrane;influencingfactors;structuralequationmodel

  农用地膜对农业种植具有保温、保墒等功能,能
够有效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是旱作区、山区农业

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与化肥、种子、农药并称“四大

农资”。2017年我国地膜使用量143.7t,覆盖面积

达到近1866.7万hm2,均为世界第一[1],但由于不

注重回收残膜,对土壤造成严重污染,肥力下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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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了农业农村可持续健康发展。2019年农业农村

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用地膜污染

防治的意见》[2],明确制定规划目标,到2050年,农
膜基本实现全回收,全国残膜量实现负增长,农田白

色污染得到有效防治。在实施乡村振兴中,农膜回

收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生态宜居的关键因素,作为农

膜回收的主体,农户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云南省

是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敏感的地区,农业生产主产区

轮作强度大,复种指数高(蔬菜种植每年有4~5
茬),地膜使用频率高,加之耕地零碎,农膜回收主要

依靠人工回收,研究农户残膜回收意愿的影响因素

有助于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政策建议。
关于残膜污染的影响因素和防治措施的研

究[3-8],目前主要集中于发现制约因素,并主要从农

户、社会、政府3个层面提出防治策略;而对于农户

残膜回收意愿的研究较少,有少量关于对保护农业

生态环境的意愿分析,如魏珣等[9]运用Logistic和

半对数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参与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工作意愿,在人口统计学特征、农业生产行为、心理

和认知和外部环境4大类因素中,影响农户回收意

愿的最主要因素是农业生产行为,其次是心理和认

知,外部环境影响较小,人口统计特征对农户回收意

愿基本没有影响。周俊俊等[10]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分析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农户

家庭特征和环境感知直接影响生态补偿参与意愿,
政策认知直接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且影

响效应最大,而自然资本拥有量则对生态补偿参与

意愿产生直接显著的负向影响。姜维军等[11]的研

究认为社会学习和社会信任既直接影响农户的秸秆

还田意愿,又通过生态认知间接影响其还田意愿;社
会网络对无兼业经历农户还田意愿的影响最为显著。

综上,本研究拟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在借鉴相关

文献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残膜回收意

愿进行实证分析,从生计资本、生态认知和政策感知

方面探索农户残膜回收意愿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提

高农户残膜回收意愿提供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

议,进而提高残膜回收率,改善生态环境。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理论基础

Ajzen[12-13]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TPB,Theory
ofplannedbehavior)认为所有可能影响行为的因素

都是经由行为意向来间接影响行为的表现,并解释

和预测意愿对于行为的影响程度。根据计划行为理

论,行为意向指个体选择实施某项行为的倾向或意

愿,是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行为态度、主体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会具体影响行为意愿[14]。其中,行为

态度是对于执行某项行为所持有的态度,可正面或

负面;主体规范指是否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所感受到

的社会压力,知觉行为控制指对进行某项行为的认

知与感知,且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越

积极,则表明意愿越强,被实行可能性就越大。该理

论为解释不同的个体行为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
被广泛认可并在各种领域运用于研究行为意愿[15]。

本研究主要聚焦在农户残膜回收意愿的心理归

因,与计划行为理论的思想具有良好的契合度。农

户生计资本描述主体规范,生计压力是进行一切活

动都无法避免的先决条件,农户是否进行残膜回收

首先考虑就是生计资本的保障。生态认知描述行为

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农户对于残膜污染的认知表

现是对回收态度的反映,更进一步就是行为意愿的

基础。同时有研究指出相关政策会不同程度影响农

户意愿行为[16-18],残膜回收的政策为农户指引明确

方向,提供相应帮助,进而促进意愿加深,所以加入

政策感知,从3个方面分析农户残膜回收意愿。

1.2 研究假设

TPB认为行为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

人执行某种特定行为的行为意愿,行为意愿是个体

的心理认知作用的结果[19],那么农户进行残膜回收

意愿首先从心理缘由出发,成为下一步行为的基石。
心理认知活动是一个抽象概念,需要用具体观测变

量去表示,借鉴相关研究思路[8,20],选取残膜回收程

度、残膜回收方式和对可降解膜愿意支付水平3方

面反映意愿。其中残膜回收程度、残膜回收方式是

直接观测变量,对可降解膜愿意支付水平是间接观

测变量,之所以选取该变量,主要是因为支付意愿很

大程度取决于对该行为的认可,而对可降解膜愿意

支付水平可以反映出农户为防治残膜污染所愿意承

担的成本,侧面体现出农户对于残膜回收行为的认

可,是分析参与意愿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户生计指建立在个体或家庭的能力、资产、各

类经济活动之上的谋生方式总称[21],是进行下一步

生产、消费的前提条件。农户生计资本一般被划分

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

本,又称资本五边形[22]。教育文化程度、劳动力人

数是家庭人力资本的主要衡量指标[23],且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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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计资本呈正相关。自然资本选取家庭耕地面积

表示,农户所拥有耕地面积越多,自然资本也就越

多。用农户的种植收益水平表示物质资本,一般来

说,收益水平越高,农户生活越有保障,物质资本越

雄厚。金融资本用家庭收入水平表示[24],家庭收入

水平的提高反映了生计水平的提高。社会资本采用

社会网络代理变量进行度量[25],因此选取土地经营

方式来表示,土地经营形式越具多样化,与社会联系

程度越密切,社会资本量越高。通过资本五边形丰

富对生计资本的研究,同时只有在农户满足基本生

计条件,才有闲暇关注其他方面,因此将生计资本既

作为潜变量,也作为基础变量和切入点,一般来说,
农户生计资本越高,越倾向于关注生态、相关政策,
从而更愿意进行残膜回收。

认知是个体对所获得信息进行筛选、组织、理解

的过程,生态认知是从生态视角来组合相关信息的

认知行为[26]。根据行为经济学理论,个体认知程度

直接影响其偏好或意愿选择。农户残膜回收意愿会

受生态认知的影响,生态认知具体包括对改善村容

村貌认知、对耕地污染认知、对地膜污染认知3个方

面。其中对改善村容村貌认知是从综观角度反映农

户生态认知,对耕地污染、地膜污染认知是更直接反

映农户对于残膜造成污染的了解程度。农户的生态

认知程度越高,越倾向于保护生态环境,维持可持续

性发展,从而更愿意进行残膜回收。
公共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一般产生2种效应,其一

是政策利益感知,即个体从政策中获得利益的感知;
其二是政策意识感知,即个体通过宣传等途径获得对

政策的感知[27]。在分析农户进行残膜回收意愿时,
政策感知借鉴上述观点选取农户对政府残膜回收宣

传感知、政府对残膜回收的补贴情况两个观测变量,同
时加上农业政策满意度,综合反映农户对于政策的认

可接受程度。一般来说,政策感知越高,农户进行残膜

回收成本越低,越愿意采纳政府建议,进行残膜回收。
综上,本研究构建了农户残膜回收意愿假设模

型(图1),并根据上述分析具体提出如下5个假设:
假设1,生计资本对生态认知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2,生计资本对政策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3,生计资本对残膜回收意愿有显著正向

影响;
假设4,生态认知对残膜回收意愿有显著正向

影响;
假设5,政策感知对残膜回收意愿有显著正向

影响。

图1 农户残膜回收意愿假设模型

Fig.1 Assumptionofresidualmembranerecoverywillingnessoffarmers

2 数据描述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描述

2.1.1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调查地点分布在云南省各个州市,云南省地处

我国西南边陲,地势西高东低,海拔高差悬殊,自然

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且地膜使用量排全国第

四,仅次于新疆、山东和甘肃,同时平均单位地膜使

用量远高于其他省份,尤其是很多高原农业种植大

量使用地膜,造成严重的地膜残留污染,很大程度制

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为加快推进农膜回收

利用,防治农膜残留污染,提高废旧农膜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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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2017年5月,《农膜回收行动方案》[28]明确提

出,云南应全面推广应用0.01mm以上的加厚地

膜,落实烟草企业地膜回收责任,在重点推动人工回

收作业的同时,推进小型机械化捡拾,部分地区可推

广使用全生物可降解地膜。玉米种植既要突出地膜

使用减量化,还要推广应用一膜两/多用技术。云南

省率先针对烟草实现了地膜回收补贴,采用画册、广
播等方式宣传地膜回收的重要性,在蔬菜主产区要

求乡镇专门在田间地头建盖地膜回收房。

Franken[29]建立概念模型以对行为意愿的解释

时强调量表(scale)的重要性,低成本且有效,并可

以进行比较分析。因此本研究在设计调查问卷时建

立量表,对不同答案赋予不同分值,以便于后续研

究。此次数据来源是通过结构化的入户问卷调查为

主,辅之以半结构化的访谈为补充[30]。根据研究需

求和当地实际情况,调研随机选取了云南省8个州

(市),21个县,38个镇,51个村,之后对所选的行政

村采取便利抽样的方法,对调查期间在户的家庭开

展入户调查。调查对象为年龄18~65岁的户主或

户主配偶且为曾经或现今使用地膜的家庭,调查内

容涉及农户的生计资本、生态认知、政策感知与残膜

回收意愿。本次调查共计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

966份,回收率达到96.6%;经过对数据的核查清

洗,最终获得有效问卷900份,有效率为93.17%。

2.1.2 样本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

为了更好分析样本数据,对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

统计(表1)。从生计资本维度看到,受调查农户教育

程度偏低,均值在小学与初中之间;由于外出务工人

表1 样本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1 Descriptivestatisticsofrelevantvariablesofthesample

潜在变量

Latentvariables

观测变量

Observedvariables

变量赋值

Variableassignment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

户主受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1;小学=2;初中=3;高中及以上=4 2.31 0.837

劳动力人数 1人=1;2人=2;3人=3;≥4人=4 2.46 0.857

生计资本

Livelihoodcapita

家庭耕地面积 0~<0.667hm2=1;0.667~<1.333hm2=2;

1.333~<2hm2=3;≥2hm2=4

1.94 1.052

种植效益水平 明显下降=1;没有变化=2;有所增加=3 2.11 0.729

家庭收入水平 下降=1;不变=2;有所提高=3;较大提高=4 2.52 0.857

土地经营方式 转包=1;自家经营=2;增包=3 1.92 0.783

对改善村容村貌认知 不管我的事=1;很难改变=2;有所改变=3;

一定变好=4
2.98 0.800

生态认知

Ecological
cognition

对耕地污染认知 没有污染=1;污染不大=2;污染严重=3 2.01 0.599

对残膜污染认知 没有污染=1;污染不大=2;污染严重=3 2.11 0.548

农业政策满意度 不满意=1;一般满意=2;较满意=3;非常满意=4 2.36 0.927
政策感知

Policyperception
对残膜回收宣传感知 没见过=1;偶尔见=2;经常见=3 1.70 0.601

政府对残膜回收补贴情况 没有补贴=1;补贴较少=2;补贴很多=3 1.55 0.614

残膜回收程度 不清楚=1;偶尔回收=2;经常回收=3 1.98 0.666
残膜回收意愿

Willingnessto
recycleresidualfilm

残膜回收方式 焚烧填埋=1;交公司(个人)回收点=2 1.26 0.441

对可降解膜愿意支付水平 持平=1;价格高于地膜10%=2;价格高于地膜

20%=3;价格高于地膜30%=4
1.79 0.815

942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22年 第27卷 

员不断往城市迁移,剩余劳动力明显不足,多数家庭

劳动力仅2~3人;家庭耕地面积均值仅0.129hm2,
说明很多农户所拥有的耕地面积并不大,且家庭耕

地面积的标准差是所有观测变量中最大值,说明一

般农户与种植大户所拥有耕地面积差异大;家庭收

入水平普遍提高,土地经营方式趋于多样。从生态

认知维度看,对改善村容村貌的认知均值最大为

2.98,反映多数农户对于建立生态可持续生存环境

抱有支持期望之态;对耕地、残膜污染认知均值相

近,多认为存在污染但污染不大。从政策感知维度

看到,农业政策满意度均值处于一般满意与较满意

之间,说明农户总体对于相关政策持满意态度;但农

户对残膜回收宣传感知均值较小且标准差也较小;
政府对残膜回收补贴情况均值很小仅1.55,标准差

为0.614,反映出目前政府对于残膜回收补贴力度

并不大,或者说农户真正受到的现实补贴并不多。
从残膜回收意愿维度,残膜回收程度多集中在不回

收或者偶尔回收;对于可降解膜愿意支付水平均值

1.79,是含有四级分值观测变量中最小的,说明农户

对于地膜回收并不愿意支出太多成本,主要是是因

为农业的弱质性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弱质性

造成[31]。

2.2 研究方法

结 构 方 程 模 型 (SEM,Structureequation
modeling)是妥善处理各内外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的社会经济统计分析技术,相较于logistic、probit
等传统回归分析方法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同时处理多

个因变量,且允许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含有测量

误差,并将这种误差纳入模型进行分析,同时克服内

生性和 多 重 共 线 性 问 题,使 其 估 计 结 果 更 为 准

确[32-33],SEM 一般范式包括结构模型与测量模型,
结构模型多由潜变量构成,是潜变量之间因果关系

的说明;测量模型多由潜变量与观测变量构成,表示

潜变量与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用多个观测变量分

别反映潜在变量的测量指标[34]。其中潜变量是隐

性变量即无法直接测量的变量,包括内生潜变量和

外生潜变量,内生潜变量表示“果”,外生潜变量表示

“因”;观测变量是显性变量即可以直接测量的变量。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分生计资本、生态认知、政策感

知和残膜回收意愿4个潜变量及下属的15个观测

变量,用SEM进行验证分析,不仅可以很好探究观

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影响路径,还可以进一步测

量内外生潜变量之间的联系,从而明确如何最优化

促进农户进行残膜回收。
测量模型的一般方程式表示为:

X =ΛΧξ1+δ
Y =ΛYη1+ε (1)

式中:ξ1,η1分别表示外生潜变量和内生潜变量;

X,Y 分别表示ξ1,η1 的影响观测变量;ΛX,ΛY 分别

表示与X,Y之间的因子荷载系数矩阵;δ,ε分别衡

量无法由ξ1,η1 解释的误差项。
结构模型一般方程式为:

η=Bη2+Γξ2+ζ (2)
式中:η2,ξ2 分别表示内外生潜变量矩阵;B,Γ分别

表示内外生潜变量值之间的路径系数矩阵;ζ为内

在潜变量无法解释的干扰项矩阵。

3 结果与分析

3.1 信度效度检验

在SEM 模型应用前,为保障问卷数据的有

效性和可靠性,需要对此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
利用SPSS19对4个潜变量和数据的整体信度效

度检验,结 果(表2)表 明:1)生 计 资 本、生 态 认

知、政策感知、残膜回收意愿潜变量Cronbach’sα
值 均 在 0.65 以 上,整 体Cronbach’sα 值 为

0.844,Meeampol等[35]指 出 Cronbach’sα值 在

0.6以 上 都 可 以 接 受,高 于0.7则 表 示 信 度 较

高,因此表明各项测量指标之间存在良好的一致

性,问卷数据可靠性强,满足信度要求。2)各观

测变量的因子载荷均在0.6以上,说明问卷结构

效度良好[36],各潜变量 KMO检验值为0.649~
0.821,总体 KMO值为0.889,Bartlett’s球形检

验小于0.05显著(P=0.000),满足效度要求,
适合做因子分析[37]。

3.2 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

模型适配度是检验理论模型构建是否科学的重

要依据[38]。因此先运用AMOS对模型进行整体适

配度检验,结果见表3。卡方自由度比为5.144,大

于适配标准临界值,但是当样本较大(900)时,χ2 和

卡方自 由 度 比 易 受 到 样 本 量 影 响,拒 绝 无 效 假

设[39],且其余适配度指标均达到了标准,说明模型

整体适配度较好[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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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

Table2 Reliabilityandvaliditytestresults

潜变量

Latentvariable

观测变量

Observationvariable

克朗巴哈系数

Cronbach’sα

因子载荷

Factorloading
KMO

显著性P
Significance

户主受教育程度 0.603

劳动力人数 0.672

生计资本

Livelihoodcapital

家庭耕地面积
0.708

0.644
0.821 0.000

种植效益水平 0.645

家庭收入水平 0.673

土地经营方式 0.605

对改善村容村貌认知 0.814
生态认知

Ecologicalcognition
对耕地污染认知 0.657 0.739 0.649 0.000

对残膜污染认知 0.770

农业政策满意度 0.883
政策感知

Policyperception
残膜回收宣传 0.830 0.878 0.734 0.000

残膜回收政府补贴情况 0.879

残膜回收程度 0.928残膜回收意愿

Willingnesstorecycle
residualfilm

残膜回收方式 0.893 0.907 0.742 0.000

对可降解膜愿意支付水平 0.947

总体 Overall      - 0.844 - 0.889 0.000

表3 SEM整体适配度检验结果

Table3 SEMoverallfitnesstestresults

适配指标

Adaptationindex

具体指标

Specificindicator

检验结果

Inspectionresult

适配标准

Adapterstandard

是否达标

Uptostandardornot

卡方自由度比 5.144 1~3 否

残差均方和平方 0.028 <0.05 是
绝对适配度指标

Absolutefitnessindex
良适性适配指数 0.943 >0.9 是

调整后良适性适配指数 0.919 >0.9 是

近似误差均方根 0.068 <0.08 是

规准适配指数 0.928 >0.9 是

增值适配度指标

Valueaddedfitnessindex

非规准适配指数 0.927 >0.9 是

相对适配指数 0.911 >0.9 是

比较适配度指数 0.941 >0.9 是

简约适配度指数 0.668 >0.5 是
简约适配度指标

Contractedfitnessindex
调整后的规准指数 0.751 >0.5 是

调整后的比较指数 0.762 >0.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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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证结果分析

3.3.1 假设检验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模型整体适配度良好。因

此,可以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SEM 路径估计,结果

见表4。生计资本对生态认知、政策感知标准化路

径系数分别为0.077***、0.672***(***表示在1%
水平上显著,下同),说明生计资本对于生态认知和

政策感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假设1、假设2成立,
同时相较于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对于政策感知影响

更大,表明农户生计资本提高会更偏向关注政策,而
对于生态认知的促进作用较为有限。生计资本、生
态认知、政策感知对于残膜回收意愿的标准化路径

系数分别为0.171***、0.496***和0.617***,表示上

述3个潜变量对于残膜回收意愿在1%水平上显著

且为正向影响,验证了假设3、假设4和假设5成

立,其中政策感知对于残膜回收意愿的影响大于生

态认知大于生计资本,体现出农户更倾向于通过相

关政策的引导与帮助,选择进行残膜回收。

3.3.2 路径结果分析

1)生计资本路径分析。由模型估计结果(表4)
可知,生计资本对残膜回收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但
相较于生态认知、政策感知,影响最小。农户生活水

平越高,越偏向于进行残膜回收,但由于残膜回收需

要人力、物力成本消耗,生计资本量并不能直接得到

补偿,因此影响最小。生计资本对于生态认知、政策

感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政策感知的路径系数

远大于生态认知,说明生计水平提高可以很好调动

农户对于政策的关注度与认可度,而生态认知的提

升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短期受生计波动的影响

较小。在生计资本的观测变量中,6种影响因素的

因子载荷系数都相差不大,即对潜变量的相关作用

影响接近,其中劳动力人数相较最大为0.581,户主

受教育程度、土地经营方式相较最小。由于受经济

压力和资源环境制约,很多农民迁移城市谋生,造成

农村空心化,使得劳动力日益紧缺,因此在考量生计

资本时劳动力人数贡献最大,受教育程度和土地经

营方式等虽然也很重要,但相较贡献偏小。

2)生态认知路径分析。生态认知对于残膜回收

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相较于生计资本和政策感知

影响适中。农户对于生态环境的认知程度越高,对
残膜污染的危害知晓程度越高,从而进行残膜回收

的主动意愿越强。之所以大于生计资本的影响路径

主要是因为生计资本更侧重农户外在条件,而生态

认知是农户内在的心理认可,对于残膜回收意愿分

析,农户的心理活动有更强烈的作用。在生态认知

的观测变量中,对改善村容村貌认知路径系数最大

为0.665,其次是对地膜污染认知为0.654,最后是

对耕地污染认知为0.586,说明通过生态认知去影

响参与意愿时,随着农户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倾
向于改善村容村貌,同时认识到残膜污染现状,进而

更积极主动参与回收。

3)政策感知路径分析。政策感知对残膜回收意

愿呈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路径系数最大。政府部

门对农户参与生态保护行为成本给予补偿,必然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居民的参与意愿[41],而且政策

感知中既包含农户经济利益补偿,还有满意度测评

与宣传引导,内外综合推动农户提升参与意愿,所以

影响路径系数最大。在包蕴的3个观测变量中,农
业政策满意度因子载荷系数最大为0.822,其次为

政府对残膜回收补贴情况为0.810,最后是对残膜

回收宣传感知为0.807。这3个变量贡献程度相差

并不大,但从农户本身归咎分析,对政策满意度直接

关乎农户对于政府的信任感,而一个有效的民主社

会取决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信任对于取决于公众

行为反应的各种公共政策的成功至关重要[42],所以

载荷系数相较最大。政府对农户残膜回收成本予以

补偿,也是冲击农户去参与回收较为有效的方式,宣
传感知是一个长久性、连续性效应,可能短期并不能

起到明显影响。

4)提高残膜回收意愿路径分析。残膜回收意愿

由3个观测变量表示,对可降解膜愿意支付水平因

子载荷系数最大为0.94,理性行为理论(TRA,

Theoryofreasonedaction),又称菲什拜因理论,认
为个体对环境物品的支付意愿很大程度取决于其对

环境的态度[43],而对可降解膜愿意支付水平反映出

农户为防治残膜污染的立场和表态,所以贡献最大。
其次是残膜回收程度载荷系数为0.896,这是最直

接反映农户是否愿意进行残膜回收的表现。载荷系

数最小是残膜回收方式为0.807,主要是因为现存

残膜回收方式较单一,对于回收意愿的吸引有待

提高。

5)残膜回收意愿路径及中介效应分析。为进一

步分析潜变量之间内在联系,将生态认知、政策感知

作为中介变量去探讨生计资本对于残膜回收意愿影

响路径,其中直接效应是生计资本对于意愿的直接

影响,中介效应是存在中介变量生计资本对于意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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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SEM路径估计结果

Table4 SEMpathestimationresult

影响路径

Affectthepath
准误差

Standarderror
临界点

Criticalpoint
标准化估计系数

Estimate

生态认知←生计资本

Ecologicalcognition←Livelihoodcapital
0.063  3.633 0.077***

政策感知←生计资本

Policyperception←Livelihoodcapital
0.112 11.478 0.672***

残膜回收意愿←生计资本

Residualfilmrecyclingintention←Livelihoodcapital
0.060  4.162 0.171***

残膜回收意愿←生态认知

Residualfilmrecyclingintention←ecologicalcognition
0.039 13.869 0.496***

残膜回收意愿←政策感知

Residualfilmrecyclingintention←Policyperception
0.031 15.343 0.617***

户主受教育程度←生计资本#

Educationlevelofheadofhousehold←Livelihoodcapital
— — 0.507

劳动力人数←生计资本

Laborforce←Livelihoodcapital
0.102 11.515 0.581***

家庭耕地面积←生计资本

Familycultivatedarea←Livelihoodcapital
0.123 11.280 0.560***

种植效益水平←生计资本

Plantingbenefitlevel←Livelihoodcapital
0.083 10.904 0.529***

家庭收入水平←生计资本

Householdincomelevel←Livelihoodcapital
0.100 11.214 0.554***

土地经营方式←生计资本

Landmanagementmode←Livelihoodcapital
0.088 10.629 0.507***

对改善村容村貌认知←生态认知#

Cognitionofimprovingvillageappearance←Ecologicalcognition
— — 0.665

对耕地污染认知←生态认知

Knowledgeoffarmlandpollution←Ecologicalcognition
0.050 13.299 0.586***

对残膜污染认知←生态认知

Cognitionofresidualmembranepollution←Ecologicalcognition
0.048 14.139 0.654***

农业政策满意度←政策感知#

Agriculturalpolicysatisfaction←Policyperception
— — 0.822

对残膜回收宣传感知←政策感知

Publicityawarenessoffilmresiduerecovery←Policyperception
0.024 26.466 0.807***

政府对残膜回收补贴情况←政策感知

Thegovernmentoffilmrecyclingsubsidies←Policyperception
0.025 26.574 0.810***

残膜回收程度←残膜回收意愿#

Residualfilmrecoverydegree←Residualfilmrecoveryintention
— — 0.896

残膜回收方式←残膜回收意愿

Residualfilmrecoverymethod←Residualfilmrecoveryintention
0.019 32.378 0.807***

对可降解膜愿意支付水平←残膜回收意愿

Willingtopaylevelfordegradablefilm←Residualfilmrecoveryintention
0.029 43.869 0.940***

  注:#,表示其作为SEM进行参数估计的基准。***,表示1%水平上显著。

Note:#indicatesthatitisusedasthebenchmarkforSEMparameterestimation.***indicatesthatitissignificantatthe1%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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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影响,总效应是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之和,结果

见表5。可见,政策感知中介效应远大于生态认知

中介效应,而且大于生计资本的直接路径效应。政

策感知对于残膜回收意愿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中介

效应都是最大的,主要是因为相关政策不仅对农户

有经济补偿,还有心理引导,双重影响参与意愿,同

时也在一定程度验证了上述分析。生计资本通过政

策感知的中介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说明农户相较

于直接通过生计资本进行残膜回收更容易受到政策

推动影响,因此在提高残膜回收意愿时,可以从间接

路径入手,先通过提高生活水准来增强政策感知,进
而提升参与意愿。

表5 潜变量之间中介效应结果

Table5 Resultofmediatingeffectsbetweenlatentvariables

影响路径

Affectthepath

直接效应

Directeffect

中介效应

Mediationeffect

总效应

Totaleffect

生计资本→生态认知→残膜回收意愿

Livelihoodcapital→ecologicalcognition→
residualfilmrecyclingintention

0.171 0.052 0.223

生计资本→政策感知→残膜回收意愿

Livelihoodcapital→policyperception→
residualfilmrecoveryintention

0.171 0.565 0.736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以云南省农户为例,探讨了农户残膜回

收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对其作用

机理展开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生计资本、生态认知和政策感知均对农户残

膜回收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随着农户生活水

平的提高,生活保障越充分,对残膜回收的意愿越

高;生态认知程度越高,对环境保护的意愿越强烈,
对残膜回收的意愿也越高;加上政府补贴,农户进行

残膜回收的意愿更强,越愿意主动采取残膜回收

行为。

2)从农户残膜回收意愿的直接路径结果看,政
策感知>生态认知>生计资本。生计资本的影响多

是通过农户外在条件的改善去提高意愿,生态认知

影响是从农户心理出发,增强支持认可度去提升意

愿,由于意愿分析本就是从心理归因出发,故此生态

认知>生计资本。而政策感知既从外部给予农户残

膜补贴,又通过宣传等方式劝导农户予以心理支撑,
需要双管齐下,因此影响路径最大。

3)生计资本对于残膜回收意愿的直接影响效应

小于通过政策感知的中介影响效应。表明提高农户

残膜回收意愿应主要从出台相关政策入手,在促进

农户生计水平上升的基础上,让农户知晓残膜回收

的相关扶持政策,对促进农户进行残膜回收有积极

推动作用。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大残膜回收补贴,提高农户物质与金融资

本。生计资本通过政策中介对意愿的影响路径大于

其直接路径,因此应加强两者的联系与相互作用。
从调研数据可知,农户得到的残膜回收补贴很少甚

至没有,政府应该建立相配套的补贴标准,严格规范

执行,让农户得到经济补偿,以此提高生计资本中的

物质与金融资本,进而提升回收意愿。

2)大力开展残膜回收宣传,提高农户认知程度。
生态认知对于残膜回收意愿有显著正向作用,政府

加大相应的宣传工作,张贴海报、开办宣讲会,集中

播放防治污染视频等,有利于让农户更切实了解到

残膜污染的危害以及进行残膜回收对于社会与自己

所带来的正外部性效应,提高生态认知与回收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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