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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域认同、关系网络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
———以江西省501个农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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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西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南昌330045;

2.江西省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南昌330045)

摘 要 探讨村域认同、关系网络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选取江西省501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

有序Logit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村域认同能显著提升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

治意愿,且对于提升高学历和村干部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作用更为显著;户主的村域认同和关系网

络每提升1%,选择比较愿意参与环境整治的概率提升23%和7%;关系网络在村域认同对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意愿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95;农户的村域认同感不仅可以提升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

还可促进其落实到具体行为,提升环境整治参与程度。因此,政府应通过提升农村生活基础条件,强化村委会的服

务功能,加强和美乡村的宣传与教育等措施提高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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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discusstheinfluenceofvillageidentityandrelationshipnetworkonthewillingnessofruralliving
environment,thesurveydataof501farmersinJiangxiProvincewasselected,andthemultipleorderedLogitmodel
andthemesomericeffectmodelwereusedtoempiricallytest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threemodels.Theresults
indicatethat:Villagedomainidentitycansignificantlyenhancethe willingnessoffarmerstoparticipateinthe
improvementoflivingenvironment,andhasamoresignificanteffectonenhancingthewillingnessofhighlyeducatedand
villagecadresfarmerstoparticipateintheimprovementoflivingenvironment;Forevery1%increaseinthevillage
identityandrelationshipnetworkofthehouseholdhead,theprobabilityofchoosingtoparticipatein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willincreaseby23%and7%respectively;Therelationshipnetworkplaysapartialmediatingroleinthe
impactofvillageidentityonfarmers’willingnesstoparticipateintherenovationofhumansettlements,andits
mesomericeffectvalueis0.095;Thevillageidentityoffarmerscannotonlyenhancetheirwillingnesstoparticipatein
theimprovementoftheirlivingenvironment,butalsopromotetheirimplementationintospecificbehaviorsandenhance
theirparticipationinenvironmentalimprovement.Therefore,thegovernmentshouldimprovethebasicliving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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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ruralareas,strengthentheservicefunctionsofvillagecommittees,andstrengthenthepromotionandeducationof
HemeiVillagetoincreasefarmers’willingnesstoparticipateinrurallivingenvironmentimprovement.
Keywords willingnesstoimprovetheenvironment;villageidentity;relationshipnetwork;mediationeffect

  伴随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改善农村环境已

然成为乡村建设行动的重点任务[1]。党的二十大报

告进一步强调,要深入推动环境污染防治,以更高标

准打好碧水蓝天环境保卫战,做好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

再次强调要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

农村公共空间综合整治力度,持续推进村庄清洁行

动。农村环境早期呈现饮用水安全不达标、生活污

水垃圾乱排乱丢、厕所建设简易不卫生、基础设施建

设落后等脏乱差特点。截至2017年底,全国农村生

活垃圾产量约为1.8亿t,人均日增量为0.8kg[2],
但在全国范围内的69万行政村中,能对生活垃圾进

行有效处理的村庄仅占总数的46%[3]。为了改善

农村环境,2018年我国开始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3年行动,2021年又进一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5年行动方案,各级政府把该工作作为提升农

村居民生活品质的重大项目扎实全面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相较于以往已有重大改善,农村环境基本整

洁有序,农村居民环保意识也有了明显提升,农村生

活污水和生活垃圾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理。但当下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环境质量与城市相比仍存在

一定差距[4]。统计表明,2022年全国农村每年产生

生活污水337.1亿t[5],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才达

到31%[6],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中,农村生活污水

无序排放现状依然存在,可见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任重道远。一方面由于农村环境基础设施薄

弱、市场化机制不建全,农户居住区域较为分散加大

了垃圾收集、转运、处理的难度,提升了生活废水与

垃圾的处理成本[7];另一方面治理能力也有待于提

升、农村居民参与意识比较淡薄及参与行为也不积

极,从而造成“农户弱参与”的难题[8]。除了政府在

硬件提升之外,农民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污染的制造

者和环境整治的直接参与者,必须增强其主人翁意

识和主体作用,才能激发农民在环境整治过程中的

内生动力[9]。村庄是我国治理建设体系的终端和基

本单元,在治理建设过程中,需要从村级层面由农村

居民参与共治共享。随着国家政策的鼓励,越来越

多的农村居民选择返乡就业,截至2022年底,全国

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达1220万人,比2020

年增长了20.8%[10]。农村居民返乡人数的增加,加
上村域宗族观念不断的提升,村庄凝聚力提高和认

同感的上升,能否增加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整治的意

愿? 充当桥梁的社会网络能否通过改善邻里关系等

社会关系、建立声誉等信任平台重塑村域认同与农

村居民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 因此,探索村域认同

和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影

响,成为现阶段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课题。
学术界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问题进行了一系列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的内涵特征。当前自上而下的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主要涉及到农村改厕、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和村

容村貌等方面[11-12],其主要特征在于采用自上而下

的方式,同时存在治理比例偏低、治理强度分散以及

资金支持力度不足等问题[13]。二是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的模式。为提升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

积极性,地方政府开始尝试和创新不同的治理模

式[14-15],如以农户为主体地位的“行政引领自治”模
式,其做法是设置村落理事会,树立在组织框架内农

户的主体地位,建构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

主体模式[16],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户参与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意愿。三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

因素。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会受外部客观

因素和内在主观因素的影响。其中,外部客观因素

主要有劳动力转移、社会资本、制度环境、政策补贴

等[17-18]。家庭劳动力外流抑制了农户参与人居环境

整治,而家庭劳动力返乡则会促进农户参与人居环

境整治[19];社会资本会通过增强道德责任感与群体

认同感,提升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20];良好

的制度环境和政策补贴能显著提高农户参与人居环

境整治意愿[21-22]。内在主观因素主要有农户环境认

知、地方依恋和心理契约等。农户对环境的关心程

度越高,越会采取亲环境行为[23],从而积极参与环

境整治;农户生态认知对其参与意愿具有直接正向

作用,政府补贴在生态认知影响农户参与意愿中起

着调节作用[21];村庄情感或地方依恋在环境治理中

发挥重 要 作 用,通 过 社 会 信 任 提 升 农 户 参 与 意

愿[24];心理契约也会提高农户参与环境整治的意

愿,在环境整治过程中增强农户环境整治意识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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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任程度等心理契约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的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参与意愿,使得农户更愿意为环境整

治支付更高的成本[25]。
综上所述,既往研究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内

涵特征、主要模式、影响因素等进行了探讨,为本研

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仍存在可深化的空间:一
是,随着农村居民返乡创业的政策支持增加及宗族

文化兴起,村域认同成为村集体促进农村居民统一

行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关系网络作为中国人情

社会中的核心内容,可以弥补个人信息收集能力的

不足,两者之间存在逻辑关系,即村域认同可能通过

改善邻里和干群等关系来影响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整

治行为,有必要将两者放置在一个框架下对农户参

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进行研究;二是,在不同条

件下村域认同和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意愿的异质性影响还有待探讨;三是,村域认同

和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影

响也有待理清。基于此,本研究拟基于2021年江西

省乡村振兴调研数据,利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和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村域认同和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剖析

不同条件下村域认同和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异质性影响,并进一步探究村域

认同和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为

的影响,以期为促进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和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提供针对性对策建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村域认同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

的影响

村域认同指农村居民长期生活在村庄而对该村

庄产生的认同感、自豪感、依恋感、归属感等情感,表
现农村居民对家乡的重视和热爱[26]。满意度理论

认为,当一件事物满足人们的期望时,人们则会产生

满意的情绪,并产生向他人推荐的行为。因而,是否

向他人推荐能较好地反映出其满意程度。环境心理

学理论认为,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常常用来形容人

们对该地方的依恋情感[27]。由地方依恋等形成的

“地缘关系”对个人环境友好型行为具有推动作

用[28-31]。村域认同会增加农村居民的乡土情节和地

方依恋,从而减少破坏村庄环境行为的利己心态。
群际情绪理论认为,当一个人认同某一社会群体或

认为自己属于某一社会群体的一部分时,对自身所

处社会群体具有高度归属感时,会产生强烈情感,这
种情感因处境不同而产生不同情绪[32],即当个人属

于村庄集体时,此时会逐渐产生村庄自豪感,村庄自

豪感作为一种正向自我意识情绪,会使农村居民对

村庄表现出社会责任感,从而提高人居环境整治意

愿的内生动力。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说1:村域认

同会显著提升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意愿。

1.2 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

的影响

根据社会嵌入理论,农村居民参与农业生产活

动时是理性“经济人”,但参与社会活动时表现更多

的是感性“社会人”,即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会受到社会关系网络等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33],即
社会关系网络能够提升居民的亲环境行为[34],从而

促进环境整治意愿的提升。在农村,关系网络大致

分为两种:一是农村居民与农村居民间的邻里关系,
二是农村居民与村干间的干群关系。农村自古便是

熟人社会,根据“羊群效应”,农村居民的想法和行为

会受到彼此的影响,若邻居间有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意愿或行为会产生带动效应。另外,干群关系在一

定程度上会影响农村社区的治理积极性和治理效

果[35],若村集体能建立起良好的干群关系,农村居

民会更加积极响应村干部的号召并积极投身其中。
由此提出假说2:关系网络会显著提升农户参与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意愿。

1.3 村域认同、关系网络与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意愿

村域认同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存

在直接作用的同时,可能还存在间接影响。集体自

豪感是依赖于特定群体而产生的,其核心是对本群

体的认同,农村居民较强的满意度和自豪感有助于

增加同村邻里间的团结,增加对村干部的信任,改善

干群关系,从而使得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整治的意愿

更加强烈[36]。相关社会学研究也指出,群体的认同

感有助于成员内部团结一致,村庄自豪感作为内在

驱动力,有利于农村居民关系网络的改善,增进邻里

间和干群间的信任。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假说3:关
系网络在村域认同提升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意愿中起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假说,本研究构建村域认同(包括村庄

自豪感和村庄满意度)、关系网络(包括邻里关系和

干群关系)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研究模型,理
论分析框架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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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论分析框架

Fig.1 Theoreticalanalysisframework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省乡村振兴战略

研究院在2021年7月至8月开展的实地调查数据。
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整体样本抽样方案

采取多阶段抽样法与分层随机抽样法结合的原则,
课题组按照人均工业增加值从江西省随机抽取调研

地点,最终确定江西省8个县(市)65个自然村小

组,所选样本县覆盖了江西省赣北、赣中和赣南地

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该调查使用随机抽样方法

向农户发放问卷,每个农户选择1位家庭成员作为

问卷的被访者,采用面对面访谈问答方式以保证数

据的准确详细,共发放问卷652份,回收问卷652
份,问卷回收率100%。根据本研究内容的需要剔

除相关内容不全的问卷后,共获得有效样本501份。

2.2 变量设计及描述

2.2.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整治

意愿及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整治行为,设置“您愿意劝

说亲人和邻居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吗?”这一问题来反

映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行为和态度有

着密切的联系,劝说者借助于言语来表达自身的信

念和价值观等态度。因此,能为参与人居环境整治

的劝说者,首先会对自身行为有一个带头垂范效应,
让被劝说者成为志同道合的人。因此,创设“您愿意

劝说亲人和邻居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吗?”问题来衡量

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整治意愿是合理的。同时参考郭

晨浩等[37]的研究,采用参与行为进一步研究并佐证

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选取农村居民是

否采取“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厕所改造”3种措

施衡量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为,若“是”则

赋值为1,“否”赋值为0,并加总3项措施得分衡量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参与程度。各变量的含义

及其描述性统计见表1。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村域认同。村域认同作为一种心理感知,指农

村居民在村庄生活过程中对村庄所形成的认同感、
自豪感与归属感[38]。基于理论分析和数据的可得

性,并参考李芬妮等[38]研究,本研究中的村域认同

采用“村庄自豪感”和“村庄满意度”2个维度来衡

量[39]。分别用“您为来自您的村庄而感到自豪吗?”
和“您愿意向其他人介绍您村庄的情况吗?”来衡量。
一般而言,对于某项事物是否满意,人们一般不直接

表达对其是否满意,而是通过是否愿意将其介绍或

推荐给他人,并运用熵值法对这2个维度的指标进

行赋权,具体的指标设置、赋值说明和权重见表2。
关系网络。参考黎红梅等[40]观点,本研究的关

系网络可用邻里关系和干群关系来衡量,关系网络

也是中介变量,分别采用受访者回答的问题“您的邻

里关系状况如何?”和“您对村干部的组织能力和态

度满意程度如何?”来测度并运用熵值法进行赋权,
关系网络测量指标的设置、赋值说明和权重见表2。

2.2.3 控制变量

在上述核心变量基础上,选择性别、年龄、健康

状况、受教育程度、是否为村干部等个人特征,家庭

劳动力数量、家庭收入、耕地面积等家庭特征,村庄

道路状况、地形等村庄特征以及地区变量进行控

制[37,40-41],探讨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

因素,变量的具体含义和赋值见表1。

2.2.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由表1和表2可知,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意愿和行为的均值分别为3.870和2.631,村域

认同中的村庄自豪感和满意度的均值分别为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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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1 Descriptivestatisticsofvariables

变量类型

Variabletype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变量定义及赋值

Variabledefinitionandassignment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农户意愿

参与环境整

治意愿程度

您愿意劝说亲人和邻居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吗?

非常不愿意=1;比较不愿意=2;一般愿意=3;

比较愿意=4;非常愿意=5

3.870 0.746

污水处理 您做到不乱倒乱排生活污水了吗?

否=0;是=1
0.778 0.416

被解释变量

Interpreted
variable

农户行为

垃圾处理 您做到不乱扔乱倒生活垃圾了吗?

否=0;是=1
0.924 0.265

厕所改造 您家使用的厕所是水冲式厕所吗?

否=0;是=1
0.928 0.259

整治行为

参与程度

农村居民参与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厕所改造3种

环境整治行为的数量。未参与=0;参与1种=1;

参与2种=2;参与3种=3

2.631 0.618

核心解释变量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

村域认同 村庄自豪感和

村庄满意度

2个维度的赋权结果(详见表2) 0.700 0.174

关系网络 邻里关系和

干群关系

2个维度的赋权结果(详见表2) 0.690 0.162

性别 女=0;男=1 0.561 0.497

年龄 受访者年龄,岁 53.884 14.407

个人特征

健康状况 非常不健康=1;比较不健康=2;一般=3;

比较健康=4;非常健康=5
3.727 0.996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或中专=3;

大专=4;大学本科及以上=5
1.778 0.941

村干部 否=0;是=1 0.138 0.345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
劳动力数量 家庭劳动力数量,人 3.214 1.740

家庭特征 家庭收入 家庭年收入,元(取对数) 9.737 3.122

耕地面积 家庭总耕地面积,hm2 0.375 1.111

道路状况 未硬化=1;硬化=2;柏油路=3 2.407 0.492

村庄特征

山地(以平原

为参照)
否=0;是=1 0.297 0.458

丘陵(以平原

为参照)
否=0;是=1 0.599 0.491

地区(以赣北

为参照)  

赣中 否=0;是=1 0.132 0.339

赣南 否=0;是=1 0.269 0.444

工具变量

Instrumental
variable

治安满意度

您对您村里的社会治安状况的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3;

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

4.058 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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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村域认同和关系网络的赋权结果

Table2 Weightingresultsofvillageidentityandrelationshipnetwork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变量定义及赋值

Variabledefinitionandassignment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权重

Weight

村域认同

Villageidentity

村庄自豪感

您为来自您的村庄而感到自豪吗?

非常不自豪=1;比较不自豪=2;一般=3;

比较自豪=4;非常自豪=5

3.808 0.817 0.540

村庄满意度

您愿意向其他人介绍您村庄的情况吗?

非常不愿意=1;比较不愿意=2;一般愿意=3;

比较愿意=4;非常愿意=5

3.794 0.767 0.460

关系网络

Relationship
network

邻里关系 

您的邻里关系状况如何?

非常差=1;差=2;一般=3;比较好=4;

非常好=5

4.002 0.659 0.309

干群关系 

您对村干部的组织能力和态度满意程度如何?

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满意=3;

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

3.651 0.832 0.691

和3.794,关系网络中的邻里关系和干群关系的均

值分别为4.002和3.651,说明被访农户参与环境

整治的积极性整体水平较高,对所在村庄具有强烈

的自豪感,满意度较高,且与街坊四邻和村干部的关

系较为融洽。通过交叉列联表分析可知,村庄自豪

感、村庄满意度、邻里关系、干群关系以P<0.05,通
过皮尔逊卡方检验,说明此4个因素和农户参与环

境整治意愿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鉴于各因素的

均值大致为4,进一步分析可知,当农户的村庄自豪

感赋值为4时,环境整治意愿值为4的农户有166
位,占样本总数的33.1%;当农户的村庄满意度赋

值为4时,环境整治意愿值为4的农户有170位,占
样本总数的33.9%;当农户的邻里关系赋值为4
时,环境整治意愿值为4的农户有178位,占样本总

数的35.5%;当农户的干群关系赋值为4时,环境

整治意愿值为4的农户有169位,占样本总数的

33.7%。可见村庄自豪感、村庄满意度、邻里关系、
干群关系与农户参与环境整治意愿大致呈正相关关

系,农户村庄自豪感和村庄满意度越高、邻里关系和

干群关系越好其参与环境整治意愿越高。
在个人特征方面,男性占受访人数的56.1%,

年龄均值约为54岁,受教育程度主要分布在初中及

以下,健康状况的均值为3.727,介于一般和比较健

康之间,村干部占总样本的13.8%。由此可见,受

访者大多为男性,文化水平较低,健康状况良好,且
在村委任职的农村居民较少;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

劳动力数量均值约为3人,家庭收入均值为9.737,
耕地面积均值为0.375;在村庄特征方面,道路状况

良好,且大多数村庄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

2.3 模型构建

2.3.1 有序Logit模型的计量方法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意愿和行为程度,属于定序变量。鉴于此,参考郭晨

浩等[37]研究,构建 Ologit模型进行估计。回归方

程为:

Y1 =λ0+λ1VI+λ2RN+λ3C+δ1 (1)
Y2 =β0+β1VI+β2RN+β3C+δ2 (2)

式中:Y1 和Y2 为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

和行为;VI为村域认同因素;RN为关系网络因素;

C为控制变量;λ0和β0为常数项;λ1、λ2、λ3、β1、β2、β3
分别表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δ1和δ2为服从正态分

布的随机干扰项。

2.3.2 影响机制模型

为进一步验证关系网络是否在村域认同与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参与意愿之间存在中介作用。本研究

借鉴温忠麟等[42]的方法检验中介效应影响机制,构
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Y1 =λ1+cVI+g1C+ε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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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λ2+aVI+g2C+ε2 (4)

Y1 =λ3+c'VI+bRN+g3C+ε3 (5)
式中:λi为截距;εi为随机扰动项;gi、a、b、c、c'为待

估系数。若式中待估系数a、b、c均显著,同时ab与

c'符号一致时,则表明存在“中介效应”,ab与c'符

号不同时,则表明存在“遮掩效应”。

3 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分析

鉴于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在进行

回归分析之前,本研究先进行共线性诊断,估计结果

表明各变量方差最大膨胀因子VIF值为3.606,平
均膨胀因子VIF值为1.634,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

因子VIF值都远小于5,表明各变量之间并不存在

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利用江西省501份

农村居民调查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及中

介模型,实证检验了村域认同、关系网络对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3。

3.1.1 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

1)村域认同。由表3可知,村域认同变量系数

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村域认同可显著

提升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假说1得以

验证。其解释原因为:浓厚的村域认同会使得农村

居民从心理上将自己作为村庄的一份子[43],希望村

庄未来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44],更倾向于将农村环

境整治的整体目标作为自身追求目标,村庄认同感

越强的农村居民对村庄拥有较多的期待,越倾向于

在村庄中长久生活,会对村庄人居环境倾注情感,更
想用实际行动展现对村庄的喜爱之情[45],参与人居

环境整治意愿的可能性越大。

2)关系网络。关系网络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

向影响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表3),说
明农村居民关系网络的改善会提升其环境整治意

愿,假说2得到验证。其缘由可能在于,农村居民的

邻里关系越好,表明其拥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组织

能力,不仅有助于提升自身环境整治意愿,还能带动

其他农村居民一起参与;干群关系在农户参与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意愿中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村干部与

农村居民的较好关系或积极互动时会提高农村居民

参与度,获得农村居民对村集体行动的支持。一方

面,干群关系会直接影响农村居民对村干部工作的

支持力度,当村干部对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整治做出

表率时,能够激发农村居民的公民行为,感知到自身

也应该承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责任;另一方面,当
干群关系联系紧密时,农村居民与村干部沟通交流

中能够感受到村干部对其关心等情感支持,心中愿

意为集体利益而付出更多努力,更愿意参与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40]。

3.1.2 控制变量的影响

农村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村干部身

份通过显著性检验,性别对于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意愿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呈负向显著,受
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婚姻模式的影响[26],女性农

村居民待在村庄时间较长,较于男性农村居民的恋

家情结更为明显[46],另外,女性从事厨卫活动更多,
对家里家外的整洁标准比男性农村居民更高,更容

易产生更强烈的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意愿。年龄对

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在10%的

水平上呈正向显著,相对于青年农村居民,年长的农

村居民对村庄拥有更深的乡土情结,年轻的农村居

民由于城镇化的发展而较早的进城务工,思想观念

也会受到城镇思想的熏陶,从而对村庄的情感认同

较弱[47]。受教育程度在10%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

验,且方向为正,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参与农

村环境整治的概率越高,其原因可能在于知识水平

越高的农户对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性了解越深,且
更容易接触和接受更为先进的环保举措。村干部身

份在5%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意愿,身为村干部,要积极响应国家关于人

居环境整治的政策和号召,并充分发挥先锋带头作

用,进而提升其环境治理意愿[48]。

3.2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借鉴张静等[49]、李芬妮等[38,45]的方法,
通过替换模型和变量以及winsorize方法进行稳健

性检验。

1)替换方法模型。由于农村居民参与农村环境

整治意愿是离散多元有序变量,本研究使用多元有

序Probit模型和普通的最小二乘法(OLS)对结果

进行稳健性检验。由表3可见,在替换模型进行回

归分析之后,村域认同和关系网络对农村居民参与

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仍在1%和5%的水平上

呈正向显著,各变量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并未发生明

显变动。综上所述,稳健性检验有效。

2)替换关键变量。本研究选取“您愿意为治理

乡村环境支付一定的合理费用吗?”作为农村居民参

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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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村域认同、关系网络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回归结果

Table3 Benchmarkregressionresultsofvillageidentityandrelationshipnetworkon
willingnesstoimproverurallivingenvironment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模型1
Model1

模型2
Model2

模型3
Model3

模型4
Model4

模型5
Model5

村域认同

Villageidentity

5.734***

(0.802)
3.055***

(0.445)
1.730***

(0.245)
3.649***

(0.687)
5.732***

(0.803)

关系网络

Relationshipnetwork
1.757**

(0.724)
1.001**

(0.435)
0.559**

(0.262)
1.755**

(0.807)
1.759**

(0.724)

性别

Gender
-0.355*

(0.187)
-0.195*

(0.106)
-0.117*

(0.061)
0.314*

(0.183)
-0.355*

(0.187)

年龄

Age
0.014*

(0.008)
0.009**

(0.005)
0.005**

(0.003)
0.010
(0.007)

0.014*

(0.008)

健康状况

Health
-0.133
(0.119)

-0.046
(0.067)

-0.026
(0.039)

0.118
(0.112)

-0.133
(0.119)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level
0.194*

(0.111)
0.113*

(0.063)
0.060*

(0.035)
0.090
(0.106)

0.194*

(0.111)

村干部

Villagecadre
0.560**

(0.271)
0.316**

(0.154)
0.164**

(0.082)
-0.229
(0.300)

0.559**

(0.271)

劳动力数量

Laborforcequantity

0.048
(0.051)

0.026
(0.029)

0.015
(0.016)

-0.015
(0.054)

0.048
(0.051)

家庭收入

Householdincome
-0.027
(0.031)

-0.016
(0.018)

-0.008
(0.011)

-0.034
(0.032)

-0.028
(0.031)

耕地面积

Cultivatedarea
-0.004
(0.012)

-0.003
(0.005)

-0.002
(0.003)

0.006
(0.004)

-0.004
(0.012)

道路状况

Roadcondition
-0.300
(0.289)

-0.207
(0.160)

-0.102
(0.093)

-0.128
(0.260)

-0.300
(0.289)

山地(以平原为参照)Mountainous
areas(Takingtheplainasareference)

0.507
(0.393)

0.296
(0.216)

0.162
(0.126)

0.716*

(0.382)
0.507
(0.393)

丘陵(以平原为参照)

Hills(Takingtheplainasareference)
0.394
(0.303)

0.198
(0.166)

0.118
(0.097)

0.695**

(0.332)
0.394
(0.303)

赣中

Ganzhong

-0.425
(0.336)

-0.222
(0.185)

-0.114
(0.105)

-1.689***

(0.341)
-0.425
(0.336)

赣南

Gannan
-0.161
(0.291)

-0.047
(0.162)

-0.027
(0.093)

-0.651**

(0.255)
-0.161
(0.291)

Waldchi2 118.58 120.40 104.32 118.67

PseudoR2 0.151 0.145 0.273 0.105 0.151
常数项

Constantterm
2.207***

(0.443)

  注:模型1为基准回归结果;模型2、3为替换方法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模型4为替换关键变量稳健性检验结

果;模型5为缩尾处理稳健性检验结果。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显著;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Note:Model1isthebenchmarkregressionresult.Models2and3aretherobustnesstestresultsofthe

replacementmethodmodel.Model4istherobustnesstestresultofthereplacementkeyvariable.

Model5istherobustnesstestresultoftailshrinkingtreatment.

*,*and***representsignificantdifferencesatlevelsof10%,5%and1%,respectively;Robust

standarderrorisinparentheses.Thefollowingtableisthesame.

172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23年 第28卷 

村域认同和关系网络在1%和5%的显著水平上通

过检验,且方向为正(表3),说明回归结果稳健。

3)缩尾处理。由于微观数据在调研时农村居民

会掺杂个人情感,可能会“低报”或“高报”其真实情

况,致使调查样本出现极端值,所以为了尽可能避免

极 端 值 对 回 归 分 析 的 不 利 影 响,本 研 究 通 过

winsorize方法对样本上下1%的极端值进行处理后

重新回归。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大致相同

(表3),说明剔除极端值后的结果依然稳健。

3.3 内生性检验分析

虽然根据上述基准回归结果分析得出村域认同

会提升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但在此过

程中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随
着农村居民对村域认同水平的提高,其参与人居环

境整治意愿也会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参与

环境整治也会使村庄环境得到改善,进而提升农村

居民的村域认同水平。为此,本研究把“村庄治安满

意度”作为农村居民村域认同的工具变量。一般来

说,如果农村居民对村庄治安满意度越高,对村庄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就越强,但并不会直接影响农村居

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因此,本研究认为把村

庄治安满意度作为工具变量较为合理。
表4示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检验结

果。首先,通过豪斯曼检验,以P=0的概率拒绝原

假设,排除村域认同为外生变量的可能性,因此有必

要进行内生性检验。为验证工具变量选取的合理

性,对其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概率值小于0.05,且
第一阶段F=10.98,大于经验准则所认为应大于

10的安全阀值,能够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

设,说明本研究工具变量的选取较为合理,与内生解

释变量村域认同具有较强相关性。第一阶段的回归

结果表明,村庄治安满意度系数为正,在1%的水平

上显著影响农户的村域认同感;在第二阶段的回归

结果中,村域认同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

愿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

致,证实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3),可见在使用工

具变量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村域认同依然

显著提升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

表4 村域认同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内生性检验结果

Table4 Endogeneitytestresultsofvillageidentityonthewillingnessto
improverurallivingenvironment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村域认同①

Villageidentity

参与意愿②

Willingnesstoparticipate

村庄治安满意度

Satisfactionwithvillagesecurity

0.049***(0.013)

村域认同 Villageidentity 5.388***(1.417)

关系网络 Relationshipnetwork 0.368***(0.052) -0.966(0.636)

控制变量Controlvariable 控制Control

豪斯曼检验 Hausmantest P=0.000

弱工具变量检验

Weakinstrumentalvariabletest
P=0.000

F值 Fvalue 10.98

观测值 Obs 501

  注:①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第一阶段回归结果;②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Note:①representsthefirststageregressionresultsofthetwo-stageleastsquaresmethod,and

②representsthesecondstageregressionresults.

3.4 边际效应分析

边际效应是考察其他变量固定不变时,其中

一自变量的变动对因变量的影响。本研究对象为

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自变量的边际

效应是该变量对受访者选择某一分值参与人居环

境整治意愿概率的影响。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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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意愿是取值为1~5有序离散型的变量,每个

分值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边际效应值都不相同,
具体见表5。

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值为4时,
核心自变量的边际效应值产生方向性变动,变量

的边际效应符号在3处和5处时相反。具体而

言,随着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程度由

弱变强,村域认同感和关系网络的影响趋势也由

负转正,说明村域认同感的提升和关系网络的改

善会显著提高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意

愿。当农村居民比较愿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即
意愿值为4时,变量边际效应开始趋向为正,即户

主的村域认同感和关系网络每提升1%,选择4的

概率就会提升23%和7%。当农村居民非常愿意

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即意愿值为5时,变量边际效

应正向程度越高且高于意愿值为4的水平,说明

村域认同感越强、关系网络越好,农村居民参与人

居环境整治的意愿也越高。

表5 村域认同、关系网络的边际效应系数

Table5 Marginalutilitycoefficientofvillageidentityandrelationshipnetwork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W=1 W=2 W=3 W=4 W=5

村域认同

Villageidentity

-0.024
(0.016)

-0.146**

(0.043)
-0.739***

(0.087)
0.230***

(0.058)
0.680***

(0.092)

关系网络

Relationshipnetwork
-0.007
(0.006)

-0.045**

(0.020)
-0.227**

(0.094)
0.070**

(0.036)
0.208**

(0.083)

  注:W 为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具体含义及赋值见表1。

Note:W representsthewillingnessofruralresidentstoparticipateintheimprovementoftheirliving
environment,andthespecificmeaningandassignmentareshowninTable1.

3.5 异质性分析

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

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表3),在不同的受教育程度

中,村域认同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

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本研究借鉴何凌霄等[50]研究,
将农户受教育程度划分为高学历组(高中及以上)
和低学历组(高中以下),具体结果见表6:相较于低

学历组,高学历组的村域认同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意愿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可能的原因在

于高学历农村居民更容易接触和接受环境保护理

念,知晓环境污染的严重性。除此之外,高学历农村

居民较于低学历农村居民在外非农就业的时间多,
在城市生活时间更长,除了习惯了城市的整洁面貌

外,更加情系桑梓、心系家乡,对所在村庄的认同感

更高,参与环境整治的意愿会更加强烈。农村居民

如果是村干部,应为建设和美乡村作示范、树先锋,
响应国家的政策和号召积极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当

中去。因此,从比较结果(表6)看,村干部组的村域

认同对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整治意愿影响的回归系数

和边际效应明显高于非干部组。

3.6 影响机制讨论

根据基准回归分析结果可知,村域认同与关系

网络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具有促进作

用(表3),其中关系网络在村域认同影响农户参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过程中是否起到中介效应还需

进一步验证,其相关结果见表7:村域认同不仅可以

提升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意愿,还能改善

其关系网络,且农村居民关系网络的改善能使农户

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意愿得到显著提升,表明

关系网络在村域认同与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意愿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相关系数a=0.341、

b=1.757,直接效应系数c'=5.734,总效应系数c=
6.321。为使检验结果更加稳健,运用Bootstrap检

验方法进一步验证,Bootstrap检验方法能够得到更

为准确的置信区间,其方法内容是从样本中反复抽

样,每1次抽样可获得1个Bootstrap样本及其系数

乘积的估计值,且将全部估计值由低到高进行排列

构成95%置信水平的置信区间,如果该区间范围不

涵盖0,说明存在中介效应[51]。本研究重复抽样

1000次进行Bootstrap检验,得出置信区间上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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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下限为0.041,该区间不包含0,表明关系网

络在村域认同提升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

中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095,假说3得到

验证。

表6 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和村干部身份异质性分析结果

Table6 Analysisresultsofheterogeneityineducationlevelandvillagecadreidentityofruralresidents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低学历Loweducation 高学历 Higheducation 干部Cadre 非干部 Noncadre

回归效应

Regression
effect

边际效应

Marginal
effect

回归效应

Regression
effect

边际效应

Marginal
effect

回归效应

Regression
effect

边际效应

Marginal
effect

回归效应

Regression
effect

边际效应

Marginal
effect

村域认同

Villageidentity

5.169***

(0.888)
0.561***

(0.097)
10.099***

(2.027)
1.389***

(0.218)
11.693***

(2.280)
1.368***

(0.139)
5.078***

(0.847)
0.557***

(0.096)

关系网络

Relationship
network

2.284***

(0.798)
0.248***

(0.083)
-2.044
(1.793)

0.122
(1.852)

1.897**

(0.818)
0.208**

(0.087)

控制变量

Controlvariable

控制Control

观测值 Obs 403 98 69 432

PseudoR2 0.140 0.249 0.378 0.123

表7 关系网络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7 TestResultsofmesomericeffectofRelationshipNetwork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参与意愿①

Willingnessto

participate

关系网络②

Relationship
network

参与意愿③

Willingnessto

participate

村域认同 Villageidentity
6.321***

(0.749)
0.341***

(0.038)
5.734***

(0.802)

关系网络 Relationshipnetwork
1.757**

(0.724)

控制变量Controlvariable 控制Control

Bootstrp检验Bootstrptest (0.041,0.401)

观测值 Obs 501

  注:①式(3)的检验结果,②式(4)的检验结果,③式(5)的检验结果。

Note:①representstheinspectionresultofequation(3).②representstheinspectionresultofequation(4).

③representstheinspectionresultofequation(5).

4 进一步扩展行为分析

村域认同不仅直接影响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意愿,而且可通过改善农村居民关系网络进而提

升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由此进一步引发思考,

村域认同是否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为具

有同样的作用效果,为此,本研究接下来继续探讨村

域认同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具体行为和

参与程度的影响。根据表8可知,村域认同可显著约

束农村居民乱扔生活垃圾行为,并且可促进农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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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厕所改造。除此之外,村域认同感越高,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参与程度越高。可见农村居民的村域

认同感不仅可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还可促

进其落实到具体行为,提升环境整治参与程度。

表8 村域认同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行为及参与程度的基准回归结果

Table8 Benchmarkregressionresultsofvillagedomainidentityonruralresidential
environmentimprovementparticipationbehaviorandparticipationdegree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污水处理

Sewagedisposal

垃圾处理

Wastedisposal

厕所改造

Toiletrenovation

参与程度

Degreeofparticipation

村域认同 Villageidentity 0.955(0.707) 4.525***(1.147) 3.479***(1.273) 2.053***(0.725)

关系网络 Relationshipnetwork 1.141(0.752) -1.415(1.408) -0.611(1.149) 0.628(0.649)

控制变量Controlvariable 控制Control

Waldchi2 41.53 32.58 34.36 37.10

Prob>chi2 0.000 0.005 0.003 0.001

PseudoR2 0.071 0.146 0.128 0.045

观测值 Obs 501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江西省501份微观数据进行分

析,利用有序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村域

认同和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

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村域认同感可以显著

提高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在通过稳健

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第二,农村

居民的村域认同感和关系网络每提升1%,选择4
的概率就会提升23%和7%。第三,高学历和村干

部农村居民更容易受到村域认同的影响并积极参与

到人居环境整治中去。第四,关系网络在村域认同

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中起部分

中介作用。第五,农村居民的村域认同感不仅可以

提升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意愿,还可促进其落实到

具体行为,提升环境整治参与程度。基于上述结论,
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1)提升农村生活基础条件,增强农村居民的村

庄归属感和荣誉感。政府应加强村庄文化建设,修
建读书室、活动室等生活配套设施,积极开展村庄文

化节等文娱文俗活动,充分彰显村庄的文化魅力,并
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共交流的场合,丰富其闲暇时间,
激发乡土情结,不断增强其对村庄的归属感和自豪

感,从而提升主动参与村庄环境治理的热情。

2)强化村委会的服务功能,改善村干部和村民

之间关系。可以及时回应农村居民的问题和建议,

时刻将村民利益作为环境整治的重点,建立良好的

干群互动关系,使其体会到村庄中的温暖与关怀,提
高农村居民对村庄的认同感。与此同时,积极倡导

农村居民通过电子农务和网络参与村委会选举、社
区布局规划等村内重大事务,强化农村居民的“主人

翁意识”以及增强其对村内事务的关心程度,从而提

升农村居民村务参与的积极性,有序引领农村居民

参与有关环境整治等工作的村内事务。

3)加强和美乡村的宣传与教育,提高村民对农

村环境工作的认识。通过举办知识讲座及印发手册

等方式让广大农村居民深刻认识到改善农村环境、
建设美好家园是他们的迫切要求,使其明确利害关

系,意识到开展环境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
而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农村环境整治工作中来。除此

之外,亦可创办志愿服务、星级文明户评选等活动,
促使农村居民参与到美好家园的建设过程中,成为

农村环境整治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尚艳春.美丽乡村建设视角下农村垃圾分类与人居环境优化:基于内蒙

古自治区农牧业交错带公合成村的调查[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22,24(5):50-54

ShangYC.Classificationofruralgarbageandoptimizationofhuman

settlementsfrom theperspectiveofbeautifulruralconstruction:A

surveyofGonghe Villageintheagriculturalandanimalhusbandry

interlacedzoneofInnerMongoliaAutonomousRegion[J].Journalof

InnerMongolia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2022-

572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23年 第28卷 

24(5):50-54(inChinese)

[2] 前瞻产业研究院.“垃圾包围农村”农村垃圾处理前景广阔[EB/OL].
[2023-06-07].https:∥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220/180503-

a4a034ae.html

Prospectiveindustryresearchinstitute.The prospects of “Garbage

surroundingruralareas”forruralgarbagetreatmentarebroad[EB/OL].
[2023-06-07].https:∥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220/180503-

a4a034ae.html(inChinese)

[3] 李厚禹,蒯伟,邵振鲁,刘亚琦,徐艳,郑向群.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J].环境科学研究,2020,33(7):1579-1588

LiHY,KuaiW,ShaoZL,LiuYQ,XuY,ZhengXQ.Influenceof

coronavirusdisease2019 (COVID-19)onrenovationofruralliving

environment[J].ResearchofEnvironmentalSciences ,2020,33(7):

1579-1588(inChinese)

[4] 李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农业经济,2022(7):

44-45

LiR.Analysisonthe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forruralresidential

environmentimprovement[J].AgriculturalEconomy,2022(7):44-45
(inChinese)

[5] 搜狐网.农村 管 网 建 设 解 决 方 案[EB/OL].[2023-06-07].https:∥

www.sohu.com/a/675767354_376650

Sohunet.Ruralpipelinenetworkconstructionsolution[EB/OL].[2023-

06-07].https:∥www.sohu.com/a/675767354_376650(inChinese)

[6] 黄润秋.国务院关于2022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

告:2023年4月24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上[J].中国生态文明,2023(2):6-12

HuangRQ.ReportoftheStateCouncilontheenvironmentalstatusand

completionofenvironmentalprotectiongoalson2022:Atthesecond

sessionoftheStanding Committeeofthe14th NationalPeople’s

Congress,24-04-2023[J].ChinaEcologicalCivilization,2023(2):6-12
(inChinese)

[7] 孙前路.西藏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生

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19,35(8):976-985

SunQL.StudyontheinfluencingfactorsofthewillingnessofTibetan

farmer’shouseholdstoparticipateintheimprovementofruralliving

environment[J].Journalof Ecologyand RuralEnvironment,2019,

35(8):976-985(inChinese)

[8] 王宾,于法稳.“十四五”时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战略任务

[J].改革,2021(3):111-120

WangB,YuF W.Thestrategictaskofimprovingruralresidential

environmentrenovationinthe14thfive-yearplanperiod[J].Reform,

2021(3):111-120(inChinese)

[9] 付文凤,姜海,房娟娟.农村水污染治理的农户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分析[J].南 京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2018,18(4):119-126,

159-160 

FuWF,JiangH,FangJJ.Onfarmers’willingnesstoparticipatein

ruralwaterpollutioncontrolanditsinfluencefactors[J].Journalof

Nanjing 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2018,18
(4):119-126,159-160(inChinese)

[10]刘珊,刘亮.返乡就业人数增多,带动农村消费活力[EB/OL].[2023-

05-22].https:∥news.cctv.com/2023/04/26/ARTItO3GKUvV0SLj

ZrdwJ1dm230426.shtml

LiuS,LiuL.Theincreaseinthenumberofreturninghomeworkersis

drivingruralconsumptionvitality[EB/OL].[2023-05-22].https:∥

news.cctv.com/2023/04/26/ARTItO3GKUvV0SLjZrdwJ1dm230426.

shtml(inChinese)

[11]HanZY,LiuY,ZhongM,ShiGZ,LiQB,ZengD,ZhangY,FeiY

Q,XieYH.Influencingfactorsofdomesticwastecharacteristicsinrural

areasofdevelopingcountries[J].Waste Management,2018,72(2):

45-54 
[12]卢青,王彬,黄明.我国农村人居环境问题研究述评[J].社会科学动

态,2023,77(5):81-87

LuQ,WangB,Huang M.Reviewoftheresearchonruralhuman

settlementsinChina[J].SocialScienceTrends,2023,77(5):81-87(in

Chinese)

[13]贾小梅,于奇,王文懿,赵芳,董旭辉.关于“十四五”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的思考[J].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2020,37(5):623-626

JiaX M,YuQ,WangW Y,ZhaoF,DongX H.Considerationsfor

ruraldomesticsewagetreatmentduringthe14thfive-yearplan[J].

Journalof AgriculturalResourcesand Environment,2020,37(5):

623-626(inChinese)

[14]冯川.嵌入村庄公共性: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广西 H 县

L镇清洁乡村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38(6):69-80

FengC.Embeddedinthepublicnessofvillage:thepracticelogicof

governanceonhumansettlementenvironmentinruralareas:anempirical

analysisbasedontheruralcleancampaignintownLofcounty H,

Guangxi[J].Journalof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

2021,38(6):69-80(inChinese)

[15]李裕瑞,曹丽哲,王鹏艳,常贵蒋.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村振兴

[J].自然资源学报,2022,37(1):96-109

LiYR,CaoLZ,WangPY,ChangGJ.Rurallivingenvironment

improvementandruralrevitalization[J].JournalofNaturalResources,

2022,37(1):96-109(inChinese)

[16]冷波.行政引领自治: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与机制[J].华南农业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6):15-22

LengB.Administration-ledautonomy:practiceandmechanismofrural

humansettlementenvironmentgovernance[J].JournalofSouthChina

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Edition,2021,20(6):15-22
(inChinese)

[17]蒋其发,郭淑华.人居环境治理中社会资本对村民参与行为的影响研

究[J/OL].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1-16

JiangQ F,GuoS H.Theimpactofsocialcapitalonvillagers’

participationinruralhumansettlementgovernance[J/OL].Chinese

JournalofAgriculturalResourcesandRegionalPlanning (inChinese)

[18]张秋,赵月峰,乔梅,薛彩霞,王博文.农户付费制度对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3,37(5):31-36

ZhangQ,ZhaoYF,QiaoM,XueCX,WangBW.Impactoffarmer’s

paymentsystemonruralhumansettlementsimprovementperformance
[J].JournalofAridLandResourcesandEnvironment,2023,37(5):

31-36(inChinese)

[19]唐林,罗小锋,黄炎忠,余威震.劳动力流动抑制了农户参与村域环境

治理吗: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 村 经 济,2019,417(9):

88-103 

TangL,LuoXF,HuangYZ,YuW Z.Doeslabormobilityinhibit

farmers’participationinvillageenvironmentalgovernance:Ananalysis

basedonsurveydatafrom HubeiProvince[J].ChinaRuralEconomy,

2019,417(9):88-103(inChinese)

[20]唐林,罗小锋,张俊飚.社会监督、群体认同与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

行为:基于面 子 观 念 的 中 介 和 调 节 作 用[J].中 国 农 村 观 察,2019,

146(2):18-33

TangL,LuoXF,ZhangJB.Socialsupervision,groupidentityand

farmers’domesticwastecentralizeddisposalbehavior:Ananalysisbased

onmediationeffectandregulationeffectofthefaceconcept[J].China

672



 第11期 廖文梅等:村域认同、关系网络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以江西省501个农户为例

RuralSurvey,2019,146(2):18-33(inChinese)

[21]黄华,姚顺波.生态认知、政府补贴与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

[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1,36(12):80-91

HuangH,YaoS B.Ecologicalcognition,governmentsubsidyand

farmers’willingnesstoparticipateintherenovationofruralhuman

settlementenvironment[J].Journalof Statisticsand Information,

2021,36(12):80-91(inChinese)

[22]Stallman H R,James H S.Farmers’willingnesstocooperatein

ecosystemserviceprovision:Doestrustmatter[J].AnnalsofPublicand

CooperativeEconomics,2017,88(1):5-31
[23]DessartFJ,JesúsB H,RenéVB.Behaviouralfactorsaffectingthe

adoptionofsustainablefarmingpractices:Apolicy-orientedreview[J].

EuropeanReviewofAgriculturalEconomics,2019,46(3):417-471
[24]王学婷,张俊飚,童庆蒙.地方依恋有助于提高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

意愿吗:基于 湖 北 省 调 查 数 据 的 分 析[J].中 国 人 口·资 源 与 环 境,

2020,30(4):136-148

WangX T,ZhangJB,TongQ M.Doesplaceattachmenthelpto

enhancefarmers’ willingnessto participatein ruralenvironmental

governance:basedonthesurveydataofHubeiprovince[J].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and Environment,2020,30(4):136-148 (in

Chinese)

[25]朱文韬,栾敬东.农户心理契约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研究:基于

安徽省16市40个自然村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兰州学刊,2022
(3):149-160

ZhuW T,LuanJD.Theeffectoffarmers’psychologicalcontracton

rurallivingenvironmentremediation:anempiricalstudyof40villagesin

16cities,AnhuiProvince based on FsQCA method[J].Lanzhou

AcademicJournal,2022(3):149-160(inChinese)

[26]胡珺,宋献中,王红建.非正式制度、家乡认同与企业环境治理[J].管

理世界,2017(3):76-94,187-188

HuJ,SongXZ,WangHJ.Informalinstitution,hometownidentity

andcorporateenvironmentalgovernance[J].ManagementWorld,2017
(3):76-94,187-188(inChinese)

[27]WanC,ShenG Q,ChoiS.Pathwaysofplacedependenceandplace

identityinfluencingrecyclingintheextendedtheoryofplannedbehavior
[J].JournalofEnvironmentalPsychology,2022,81:101795

[28]KuoH M,SuJY,WangC H,KiatsakaredP,ChenK Y.Place

attachmentandenvironmentallyresponsiblebehavior:Themediatingrole

ofdestination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J].Sustainability,2021,

13(12):6809
[29]DaryantoA,SongZ.Ameta-analysisoftherelationshipbetweenplace

attachmentandpro-environmentalbehaviour[J].Journalof Business

Research,2021,123:208-219
[30]PeiZJ.Rolesofneighborhoodties,communityattachmentandlocal

identityinresidents’householdwasterecyclingintention[J].Journalof

CleanerProduction,2019,241:118217
[31]JunotA,PaquetY,FenouilletF.Placeattachmentinfluenceonhuman

well-beingandgeneralpro-environmentalbehaviors[J].Journalof

TheoreticalSocialPsychology,2018,2(2):49-57
[32]CarrusG,ScopellitiM,FornaraF,Bonnes M,Bonaiuto M.Place

attachment,communityidentification,andpro-environmentalengagement
[J].PlaceAttachment.AdvancesinTheory,MethodsandApplications,

2014:154-164

[33]谭芬,文高辉,胡贤辉.基于社会嵌入视角的农户减施化肥意愿影响因

素分析[J].中国环境管理,2021,13(3):168-175

TanF,WenGH,HuXH.Influencefactorsonfarmers’willingnessto

reducechemicalfertilizerbasedontheperspectiveofsocialembeddedness

[J].China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21,13(3):168-175 (in

Chinese)

[34]杨贤玉,程跃.社会关系网络能否提升居民环境行为:基于CGSS2013

数据的实证研究[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5(6):1-

11

YangX Y,ChengY.Cansocialrelationnetworkimproveresidents’

environmentalbehavior:empiricalresearchbasedonCGSS2013data
[J].Journalof Hefei Universityof Technology:SocialSciences,

2021,35(6):1-11(inChinese)

[35]谢娅婷,吴颖.反贫困治理中的干群关系与社会公平感研究:基于民主

参与的中介效应分析[J].人口与社会,2021,37(6):14-25

XieY T,WuY.Aresearchoncadre-massesrelationshipandsocial

justiceinanti-povertygovernance:Ananalysisofmediatingeffectbased

ondemocraticparticipation[J].PopulationandSociety,2021,37(6):

14-25(inChinese)

[36]张智琦,朱睿达,刘超.国家自豪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群体类型和

忠诚度的调节作用[J].科学通报,2020,65(19):1956-1966

ZhangZQ,ZhuRD,LiuC.Whataretheeffectsofnationalprideon

prosocialbehaviors:themoderatinginfluencesofgrouptypeandloyalty
[J].ChineseScienceBulletin,2020,65(19):1956-1966(inChinese)

[37]郭晨浩,李林霏,夏显力.劳动力流动、地方感与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

治行为[J].人文地理,2022,37(1):81-89,115

GuoCH,LiLF,XiaXL.Labormobility,senseofplaceandfarmers’

participationinhumansettlementenvironmentimprovementbehavior[J].

HumanGeography,2022,37(1):81-89,115(inChinese)

[38]李芬妮,张俊飚,何可.农户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

治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12):185-192

LiFN,ZhangJB,HeK.Impactoflabormigrationandvillageidentity

onfarmersfarmers’participationinrurallivingenvironmentimprovement

programs[J].ChinaPopulation,ResourcesandEnvironment,2020,30
(12):185-192(inChinese)

[39]蔡元榕,黄翔,杨昌霖,刘飞翔.社会监督、群体认同和村民参与人居

环境治理行为研究:基于福建晋江市问卷调查的分析[J].云南农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2022,16(5):25-33

CaiYR,HuangX,YangCL,LiuFX.Thesocialsupervision,group

identityand villagers’participat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human

settlements:basedontheanalysisofquestionnairesurveysinJinjiang

City,FujianProvince[J].JournalofYun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

SocialScience,2022,16(5):25-33(inChinese)

[40]黎红梅,文杰.群体认同、关系网络与农田灌溉系统治理:基于农户间

行为协同的视角[J].农村经济,2022(1):108-117

LiH M,WenJ.Groupidentity,relationshipnetworksandgovernance

ofagriculturalirrigationsystems:From theperspectiveofbehavior

collaborationamongfarmers[J].RuralEconomy,2022(1):108-117(in

Chinese)

[41]唐林,罗小锋,余威震,黄炎忠,李容容.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行为

分析:基于认同、人际与制度三维视角[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0,

29(12):2805-2815

TangL,LuoXF,YuWZ,HuangYZ,LiRR.Analysisoffarmers’

participationbehaviorofvillagedomainecologicalgovernance:Basedon

identity,interpersonalandinstitutionalthreedimensionalperspectives
[J].ResourcesandEnvironmentintheYangtzeBasin,2020,29(12):

2805-2815(inChinese)

[42]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

2014,22(5):731-745

WenZL,YeBJ.Analysesofmediatingeffects:thedevelopmentof

methodsandmodels[J].AdvancesinPsychologicalScience,2014,22

772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2023年 第28卷 

(5):731-745(inChinese)

[43]吴晓燕.从文化建设到社区认同:村改居社区的治理[J].华中师范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0(5):9-15

WuXY.Fromculturalconstructiontocommunityidentity:Governance

ofvillagetoresidencecommunities[J].Journal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2011,50(5):9-15 (in

Chinese)

[44]贺雪峰.《新乡土中国》[J].杭州:周刊,2019(27):53

HeXF.NewnativeChina[J]Hangzhou:Weekly,2019(27):53(in

Chinese)

[45]李芬妮,张俊飚,何可,畅华仪.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

响分析:基于湖北省1007个农户调研数据[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0,29(4):1027-1039

LiFN,ZhangJB,HeK,ChangHY.Effectofsenseofbelongingon

farmers’participationinruralenvironmentalgovernance:basedonthe

surveydataof1007farmersin HubeiProvince[J].Resourcesand

Environmentinthe Yangtze Basin,2020,29(4):1027-1039 (in

Chinese)

[46]QingC,Guo S L,Deng X,Xu D D.Farmers’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ruralresidentialenvironmentimprovement:

AcasestudyofSichuanProvince,China[J].Environment,Development

andSustainability,2022,24(9):11301-11319
[47]徐细雄,淦未宇.组织支持契合、心理授权与雇员组织承诺:一个新生

代农民工雇佣关系管理的理论框架:基于海底捞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

界,2011(12):131-147,169

XuX X,Gan W Y.Organizationalsupportcoherence,psychological

authorization,andemployeeorganizationalcommitment:Atheoretical

frameworkforemploymentrelationshipmanagementofanewgeneration

ofmigrantworkers:AcasestudybasedonHaidilao[J].Management

World,2011(12):131-147,169(inChinese)

[48]唐洪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研究:基于四川省的调

查数据[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42(11):1-8

Tang H S.Researchonthegarbageclassification behaviorinthe

improvementofruralhabitatenvironment:basedonthesurveydatafrom

Sichuanprovince[J].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NaturalScience

Edition,2020,42(11):1-8(inChinese)

[49]张静,吴丽丽.互联网使用、非农就业与农户垃圾分类意愿[J].生态经

济,2021,37(9):201-207

ZhangJ,WuLL.Internetuse,off-farmemploymentandfarmers’

willingnesstoclassifywaste[J].EcologicalEconomy,2021,37(9):

201-207(inChinese)

[50]何凌霄,张忠根,南永清,林俊瑛.制度规则与干群关系:破解农村基

础设施管护行动的困境:基于IAD框架的农户管护意愿研究[J].农业

经济问题,2017,38(1):9-21,110

HeLX,ZhangZG,NanY Q,LinJY.Institutionalrulesandthe

relationshipbetweencadresandmasses:Solvingthedilemmaofrural

infrastructuremanagementandprotectionaction:Astudyonfarmers’

managementandprotectionwillingnessbasedontheIADframework[J].

IssuesinAgriculturalEconomy ,2017,38(1):9-21110(inChinese)

[51]方杰,张敏强.中介效应的点估计和区 间 估 计:乘 积 分 布 法、非 参 数

Bootstrap和 MCMC法[J].心理学报,2012,44(10):1408-1420

FangJ,Zhang M Q.Assessingpointandintervalestimationforthe

mediatingeffect:distributionoftheproduct,nonparametricbootstrap

andmarkovchainmontecarlomethods[J].ActaPsychologicaSinica,

2012,44(10):1408-1420(inChinese)

责任编辑:刘迎春

第一作者简介:廖文梅,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第一主持人,主持承担各

类科研项目40余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子课题1项;在JournalofEnvironmentalManagement,Journalof
CleanerProduction、Sustainability、《林业科学》、《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林业经济》等重

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4部,科研成果获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4项,其

中,获二等奖2项,合作获一等奖、三等奖1项,研究报告获省级领导批示3次,获中共中央领导批示

1次。

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