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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意愿影响 因 素及关联路径研究

基于 ＩＳＭ－Ｍ ＩＣＭＡＣ 模型

戴 智 杰Ｓ 林 丽梅
２

， 李 学 渊
１

（ １ ． 福建农林大 学 公共 管理 与 法 学 院 ， 福建 福 州３ ５ ０ ００ ２
；

２ ． 福建江夏 学 院 公共事务 学 院 ， 福建 福 州３ ５ ０ ０ ０２ ）

摘 要 ： 推 动 农村环境 自 治 是 乡 村振 兴 战 略 能 否 实 现 的 重 要环 节 ， 准确 识 别 农 户 环境 治 理

参 与 意 愿 的 影 响 因 素 ， 分析其作 用 机理 ， 构 建 影 响 因 素 体 系 ， 对 提 升 农 户 环 境 治 理 参 与 意 愿 极

其 重 要 。 通过 已 有 文献研 究 ， 筛 选 ２ ０ 个 影 响 农 户 环境 治 理 意 愿 的 主 要 影 响 因 素 ， 并 运 用 ＩＳＭ

Ｍ ＩＣＭＡＣ （解释结 构模 型 交 叉 影 响 矩 阵 相 乘 ） 方 法来对 影 响 因 素 之 间 的 关 系 及 影 响 结 构 进 行

分析 。 结果表 明 ： 社会 网 络是 影 响 农 户 参 与 环境 治 理 意 愿 的 最 重 要深 层 因 素 ， 其 中 社会 网 路会

受 到 年龄 、 外 出 务 工 、 家庭人 口 数 量 的 影 响 。 根据 可 达 矩 阵 计 算 依赖 性和 驱 动 力 大 小 ， 可 将 ２ ０

个影 响 因 素 分 为 ： 自 主 因 素 、 依赖 因 素 和 具有 关 联 因 素 和 驱 动 因 素 特 征 的 调 整 因 子 ， 需 要 根据

依赖 因 素来促进调 整 因 子对整体 系 统 的 影 响 程度 ， 提高 农 户 整体环境 治 理参 与 意 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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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 ：

“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

”

实现

乡村振兴 ，必须加快农村环境整治 ，但种种迹象表

明 ，我 国农村环境治理 包括人居环境与 自 然环

境的整治问题仍十分严峻
［ １ ］

。 农村人居环境与 自

然环境属于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 的 自 然资源 ，具

有这种属性 的公共物品如果不加 以治理 ，最终 的结

果是陷人
“

公地悲剧
”

的 困境 。 已有研究指 出 ，具有

非排他性和竞争性 的公共物品治理的
“

利维坦
”

方

案与
“

私人化
”

方案都可能存在缺陷 ，利用 自 主治理

的方案往往能更好地解决
“

公地悲剧
”

问题
［ ２ ］

。 虽

然 自 主治理方案 的提出为农户 自 治提供 了可能性 ，

但 目前农村环境治理中 的农户参与整体呈现出
“

缺

位
”

的状况
＆ ４ ］

。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方案 （ ２０２ １ ２０２５ 年 ） 》提出 ：

“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

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 的 重点任务 ，事关美丽 中 国建

设 。 解决农村环境治理问题 ，必须充分发挥农民主

体作用 。

”

农户作为农村环境的受益者 ，也是农村环

境的破坏者 ，作为对农村环境 的第一影 响 主体来

看 ，如何促进农户参与到环境治理当 中 ，对实现乡

村振兴 、美丽 中 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
５ ］

。

回顾已有关于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的相关

研究 ， 目 前 已 充分开展 了 农户 生 活 垃圾分类意

愿 ［ ６ ］

、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意愿 ［ ７ ］

、种植业污染治理

意愿 ［
８ ］

、养殖业污染治理意愿
？

、环境治理付费意

愿 ［
１ ° ］

、水污染治 理参与 意愿 ［
１ １ ］

等相关参与 意愿

主题研究 ，并深人研究与分析社会规范
［ １ ２ ］

、社会

监督
［
１ ２ ］

、 地 方 依 恋
［
１ ３ ］

、 社 会 信 任
［
１ ３ ］

、 风 险 感

知
［
１ ４ ］

、环境规制
［
１ ５ ］

、社会 网络
［

１ ° ］

等多种角度对农

户农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的影 响 。 整体来看 ，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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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研究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的相关研究和研究

角度十分丰富 ，但仍存在 以下不足 ： ① 目前针对于

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的相关研究往往集 中 于 内

部 因素与外部 因素之一 ， 如只关注认知 、情感等 内

部 因素 ，亦或只关注政策等外部 因素 ，较少研究 同

时考虑到 内部 因 素与外部 因 素 ， 影 响 了研究 的 系

统性 。 ② 当前能够影响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的

影响 因素非常丰富 ， 但并未有相关文献对影 响 因

素进行深人系统性地分析 ， 深人挖掘农户 环境治

理参与意愿影响 因素 的 内在关联及传导路径仍是

一项十分必要 的工作 。 ③ 已有研究常 以 中介效应

检验深层次的影 响 因 素路径 ， 其往往仅能考虑一

个或几个深层次 的影响 因素 ，未能窥其系统全貌 。

而 ＩＳＭ 与 Ｍ ＩＣＭＡＣ 模型克服 了 中 介效应 的 缺

陷 ， 能够将所有可能 的影 响 因 素进行研究和探讨

内在 的关系及可能存在 的传导路径 。

因此 ，文 中将通过对 已有文献进行 回顾 ，对农

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的影 响 因 素进行梳理 ， 利用

ＩＳＭ ＭＩＣＭＡＣ 组合模型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影响 因 素进行关联传导路径研究 ， 并探讨 ＩＳＭ

ＭＩＣＭＡＣ 组合模型在研究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

参与意愿 的适用性 ，对影响 因素在系统 中 的层次类

别 、重要程度进行识别 ， 以期能够 明 晰影 响 因 素之

间深层关系及更具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与建议 。

一

、材料与研究方法

（
一

） 影 响 因 素 的 选择 与 识 别

农村环境治理要求农户 的积极参与 ，农户作

为理性人 ，其意愿 变化往往会涉及复杂 的影 响 因

素及成本 利益 的考虑 。 通 过对 已 有文献研究进

行统计分析 ，对影 响农户 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的 主

要影响 因素进行识别 ， 将相关 因 素 归 纳为个体 因

素 、家庭 因素 、认知情感 因素和外部环境 因素 四个

方面 ，对 已有文献研究 的重要影 响 因 素进行提取

和分类编号 ，形成主要影响 因素清单 ，详见表 １ 。

表 １ 农户 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 因 素清单

类别 因素编号 影 响 因素 文献来源

文化程度 ［ ３ 、 ５ 、 ７ 、 ９ 、 １ ２ 、 １ ７ 、 ２ １ ］

ｓ ２ 村干部身份 ［ ３ 、 ５ 、 １ ６ ］

Ｓ
３ 年龄 ［ １ ０ ， １ ３ ， ２ １ ］

个体 因素
ｓ ４ 健康状况 ［ １ ９ ］

Ｓ ｓ 外 出务工 ［ １ ９ ］

Ｓ
６ 性别 ［ １ １ ， ２ ０ ， ２ １ ］

Ｓ
７ 家庭人 口数量 ［ ７ 、 １ ０ 、 １ ７ ］

家庭 因素
Ｓ ｓ 家庭收入 ［ ７ 、 １ ０ 、 １ ６ ］

Ｓ
９ 家庭生活生产方式 ［ １ １ ， １ ８ ］

Ｓ ｌ 〇 拥有资源数量 （耕地 、池塘 、养殖数量等 ） ［ ９ 、 １ ６ ］

Ｓｕ 社会网络 ［ ７ ， １ ０ ， ２ １ ］

Ｓ
ｉ ２ 环境认知 ［ ３ 、 ５ 、 ６ 、 １ １ 、 １ ６ 、 ２ １ ］

认知情感 因素 Ｓ ｉ ３ 环境关心 ［ １ １ ， １ ７ ， １ ８ ］

Ｓ
１ ４ 社会信任 ［ ７ 、 １ ３ 、 １ ７ 、 ２ １ ］

Ｓ
ｉ ｓ 地方归属感 ［ １ ３ ， ２ ０ ］

Ｓ
ｉ ６ 政府宣传 ［ ５ 、 ９ 、 １ ２ 、 １ ８ ］

Ｓ
１ ７ 乡 规民约 ［ ９ 、 １ ９ ］

外部环境 因素 Ｓ
ｉ ｓ 环境政策规制 ［ ５ 、 ６ 、 ９ ］

Ｓ
ｉ ９ 社会参与 ［ ７ ， １Ｋ １ ２ ］

Ｓ ２ ０ 村子环境治理执行力 ［ ３ 、 １ ８ ］

（ 二 ） 解释结构模 型 （ ＩＳＭ ）

解释结构模型通常用来研究系统 内部各要素

的结构和层次关系 ［
２ ２ ］

，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与专

家学者 的经验结合 ，对变量数量多 ，结构关系复杂

的影响 因素进行分层 和分级 ， 以此来深人探究影

响 因素 的传导路径及各 因素在系统 中 的层级 。 具

体模型构建如下 ：

１ ． 建立系统影响 因素集合 Ｓ

Ｓ

＝

｛
Ｓ

ｉ ，
Ｓ

２ ，
Ｓ

３ ，
Ｓ

ｉ ） （ １ ）

式 中 ，
Ｓ

； （ ｉ
＝
１

，
２

，

…

，
；ｚ ） 表示 系统 中 的第 ｉ 个影 响

元素 。 用 Ｓ
。 表示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

２ ． 构建邻接矩阵 Ａ 和可达矩阵Ｍ

邻接矩阵需要通过影响 因素之间 的逻辑关系

求得 ，影响 因素之 间 的逻辑关系是指任意两个影

响 因素之间是否会互相影 响 ， 包括 Ｓ
； 和 Ｓ

。 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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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以及 Ｓ
； 和 Ｓ

，
之间 的相互影响关系 。 邻接矩 阵

Ａ 的构成要素定义如下 ：

Ｓ
； 和 Ｓ

，
有关系

ｓ
； 和

ｓ
，
无关系

Ｕ 

， ｉ 

＝
１ ， ２ ，

＇－

 ， ｎ ，ｊ
１

，
２ ， 

？ ？ ＊

， ？ 〇

借助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 ， 可将邻接矩 阵 Ａ 转化

为可达矩阵Ｍ ，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

Ｍ ＝

〇４＋Ｉ）

Ａ 

＋
 １＝

〇４ 
＋ Ｊ ）

Ａ

＃ 〇４＋ Ｊ）

Ａ １

 （ ３ ）

式 中 ，
Ｉ 表示为单位矩阵 矩 阵 的幂运算

采用布尔运算法则 。

３ ． 层级划分

从最高层到最底层的层级要素确定方式如下 ：

Ｌ ＝

｛
Ｓ

￡
Ｐ （ Ｓ ； ） ｎ 〇 （ Ｓ ￡ ）

＝
Ｃ （ Ｓ ； ） ｝ （ ４ ）

式 中 ，
Ｐ （ Ｓ

；
）代表可达集 ； Ｑ （ Ｓ

；
）代表先行集 ；

Ｃ （ Ｓ
；
）

代表可达集 Ｐ （ Ｓ
；
） 和先行集 Ｑ （ Ｓｆ ） 的交集 。 根据

（３ ）式得到 的可达矩阵 Ｍ ，可求得可达集 Ｐ （ Ｓ
；
） 、先

行集 Ｑ （ Ｓ； ） 。 其中 ，可达集 Ｐ （ Ｓ〇表示可达矩阵 Ｍ

中要素所对应的一行中包含有
“

１
”

的矩阵元素所对

应的列要素集合 ；先行集 Ｑ （ Ｓ； ）表示可达矩阵Ｍ 中

要素所对应的一列 中包含有
“

１

”

的矩阵元素所对应

的行要 素 集合 。 在上述基础 之上 ， 依据 可 达集

Ｐ （ Ｓ
；
）等于交集 Ｃ （ Ｓ

；
） 的原则 ， 确定最高层级 的 因

素所形成的集合 ，再将该集合中 因素在可达矩阵 中

对应的行 、列去掉 ，得到新的可达矩阵 Ｍ ，并以此类

推 ，得到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的层级结构 。

（ 三 ）Ｍ ＩＣＭＡＣ 分析 方 法

基于 ＩＳＭ 模型对影 响 因 素进行层次划分结

果 ，采用 Ｍ ＩＣＭＡＣ 分析方法 ， 通过计算各个影 响

因素 的依赖性 瓦 和驱动性 Ｆ
； 来对影响 因素所处

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深层次 的分析 ， 提 出 相对应 的

对策和建议 。

在得到 可 达矩 阵 Ｍ 的 基 础 上 ， 进 行 Ｍ ＩＣ

ＭＡＣ
分析 ，依赖性是指Ｍ中各 因素所在 的列对

应是 １ 的元素个数 ，驱动力是 Ｍ 中各 因 素所在 的

行对应是 １ 的元素个数 。 并 由此可将所有指标划

分为五个区域 ： Ｉ（ 自 主 因 素 ） 、 ｎ（依赖 因 素 ） 、 ｍ

（关联 因素 ） 、 ］ｙ（驱动 因素 ） 、 ｖ（调整 因 素 ）

［
２ ３ ］

，依

赖度 、驱动性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Ｅ
，

＝ ２ 

ｍ
ｉ
ｊ ０

＝１
，
２

，

…

， ｗ ）

ｉ
＝

 ｌ

（ ５ ）

Ｆ
ｉ
＝

ｎ

（ ｉ
＝１

，
２

，

＂ ．

， ｗ ） （ ６ ）

ｊ

＝
ｉ

式 中 ， 表示为可达矩阵Ｍ 中 的影响 因素 。

二
、结果与分析

（
一

） 农 户 环境 治 理 参 与 意 愿 ＩＳＭ 模 型

构建

通过采用 Ｓ
； （ ｉ 

＝
ｌ ， ２ ，

…

， 《 ）表示农户环境治理

参与意愿 的影响 因素 ，其中 ＆ 表示为农户环境治

理参与意愿 ，在咨询农村环境治理专家 的基础上 ，

结合 已有文献和相关理论的分析 ，确定各因素之间

的影响关系 。 由 此假定如果行 因 素 ｉ 对列 因 素 ｉ

有影响则用 Ｖ 表示 ；如果列 因素 对行因素 ｉ 有影

响则用 Ａ 表示 ；如果行因素 ｉ 和列 因素 ｊ 无影响关

系则用 〇 表示 。 各影响 因素逻辑关系详见图 １
。

图 １ 影 响 因 素度辑关 系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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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影 响 因素逻辑关系 ，并通过 （ ２ ）式 、 （ ３ ）式求得可达集 Ｐ （ Ｓ ； ） ，先行集 Ｑ （ Ｓ； ） 和可达集 Ｐ （ Ｓ； ）

的计算 ，可得到可达矩阵 Ｍ ，并根据可达矩阵 Ｍ 可和先行集 Ｑ （ Ｓ
；
） 的交集 Ｃ （ Ｓ

；
） 。 详见表 ２

，表 ３ 。

表 ２ 可达矩阵

Ｓ
ｆｉＳ

７Ｓ
ｇＳ

ｇＳ
ｉ 〇ＳｎＳ

ｉ ２Ｓ
ｉ ３Ｓ

１ ４Ｓ
ｉ ｓＳ

ｉ ６Ｓ
１ ７Ｓ

ｉ ８Ｓ
ｉ ９Ｓ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Ｓ
〇Ｓ

ｉ
ｓ ２ Ｓ

３
ｓ ４ Ｓ

ｓ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１ ０ ０ ０

１０ １ １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１ ０

１０ １ ０ ０ １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１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１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０

表 ３ 可达集合与先行集合及其 交集表

影 响

因素
可达集合 先行集合 交集

Ｓ ｏ １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 １ ０ ， １ １ ， １ ２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７ ， １ ８ ， １ ９ ， ２ ０ ， ２ １

１

Ｓ
ｉ １ ， ２ ， ９ ，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２ ０ ， ２ １ ２ ２

ｓ ２

１ ， ３ ， ９ ，１ ０ ，１ ３ ，１ ４ ，１ ５ ，１ ６ ，１ ８ ，１ ９ ，

２０ ， ２ １

３ ， ４ ， ６ ， ８ ， １ ２ ３

Ｓ
３

１ ， ３ ， ４ ， ９ ， １ ０ ， １ ２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１ ９
，
２０

，
２ １

４ ４

ｓ ４ １ ， ５ ， ９ ，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２ ０ ， ２ １ ５ ５

Ｓ ｓ

１ ， ３ ，
６

， ９ ， １ ０ ， １ ２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１ ９ ， ２０ ， ２ １

６ ６

Ｓ
６ １ ， ７ 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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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影 响

因素
可达集合 先行集合 交集

ｓ
７

１ ， ３ ， ８ ， ９ ， １ ０ ， １ ２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１ ９ ， ２０ ， ２ １

８ ８

ｓ ８ １ ， ９ ，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２ ０ ， ２ １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８

，
９

，
１ ０

，
１ １

，
１ ２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７ ， １ ８ ， １ ９ ， ２０ ， ２ １

９ ，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２ ０ ， ２ １

ｓ ９ １ ， ９ ，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２ ０ ， ２ １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８ ， ９ ， １ ０ ， １ １ ， １ ２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７ ， １ ８ ， １ ９ ， ２０ ， ２ １

９ ，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２ ０ ， ２ １

Ｓ
ｌ 〇 １ ， ９ ， １ ０ ， １ １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２０ ，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Ｓｎ

１ ， ３ ， ９ ， １ ０ ， １ ２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１ ９ ，

２０ ， ２ １

４ ，
６

， ８ ， １ ２ １ ２

Ｓ
１ ２ １ ， ９ ，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２ ０ ， ２ １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８ ， ９ ， １ ０ ， １ １ ， １ ２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７ ， １ ８ ， １ ９ ， ２０ ， ２ １

９ ，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２ ０ ， ２ １

Ｓ
１ ３ １ ， ９ ，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２ ０ ， ２ １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８ ， ９ ， １ ０ ， １ １ ， １ ２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７ ， １ ８ ， １ ９ ， ２０ ， ２ １

９ ，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２ ０ ， ２ １

Ｓ
ｉ ４ １ ， ９ ，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２ ０ ， ２ １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８ ， ９ ， １ ０ ， １ １ ， １ ２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７ ， １ ８ ， １ ９ ， ２０ ， ２ １

９ ，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２ ０ ， ２ １

Ｓ
ｉ ｓ

１
，
９

，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２ ０

，
２ １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８ ， ９ ， １ ０ ， １ １ ， １ ２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７ ， １ ８ ， １ ９ ， ２０ ， ２ １

９
，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２ ０

，
２ １

Ｓ
１ ６

１ ， ９ ，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７ ， １ ８ ， ２０ ， ２ １ １ ７ １ ７

Ｓ
ｉ ７

１
，
９

，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２ ０

，
２ １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８ ， ９ ， １ ０ ， １ １ ， １ ２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７ ， １ ８ ， １ ９ ， ２０ ， ２ １

９
，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２ ０

，
２ １

Ｓ
ｉ ｓ １ ， ９ ，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１ ９ ， ２０ ， ２ １ ３ ， ４ ，

６
， ８ ， １ ２ ， １ ９ １ ９

Ｓ
１ ９

１
，
９

，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２ ０

，
２ １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８ ， ９ ， １ ０ ， １ １ ， １ ２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７ ， １ ８ ， １ ９ ， ２０ ， ２ １

９
，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２ ０

，
２ １

Ｓ ２ ０
１

，
９

，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２ ０

，
２ １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８ ， ９ ， １ ０ ， １ １ ， １ ２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７ ， １ ８ ， １ ９ ， ２０ ， ２ １

９
，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４

，
１ ５

，
１ ６

，
１ ８

，
２ ０

，
２ １

注 ： 数字代表某要素 ， 比如 ２ 代表第 ２ 个要素 。

／
＿

Ａ
Ｊ
，Ａ

， ｘｒ １＊ ． ＴＣＡ ／Ｔ划分 ，分为 ６ 个层级 ， 详见表 ４ 。
Ｌ２ 层级包含 的

（二 ）农 尸 环境治理参 与 意愿 的 ＩＳＭ 模型
影响 因 素最多 ，

Ｌ４ 、
Ｌ５ 、

Ｌ６ 层级存在 的影 响 因 素

借助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 ，对 ２ １ 个因素进行层级较少 。

表 ４ 层级划分表

层级 要素

第 １ 层 （顶层 ） Ｌ １ Ｓ
〇

第 ２ 层 Ｌ２ Ｓ
（，  ９ 
Ｓ

ｇ  ９ 
Ｓ

９  ９ 
Ｓ

１ ２  ９ 
Ｓ

１ ３  ９ 
Ｓ

１ ４ ９ 
Ｓ

１ ５ ９ 
Ｓ

１ ７  ９ 
Ｓ

１ ９  ９ 
Ｓ

２ ０

第 ３ 层 Ｌ３ Ｓ
ｉ ’ 
Ｓ ４  ’ 

Ｓ
ｉ 〇  ’ 

Ｓ
ｉ ｆｉ  ’ 

Ｓ
１ ８

第 ４ 层 Ｌ４ ｓ ２

第 ５ 层 Ｌ５ Ｓ？

第 ６ 层 （底层 ） Ｌ６ Ｓ ３  ’ 
Ｓ ５  ’ 

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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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ＩＳＭ 层级划分表可得到农户 环境治理行缩减层次化处理 ， 得出农户 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参与意愿 的层级结构 ， 通过对表 ４ 中分级结果进影响 因素 的解释结构模型 ，详见 图 ２ 。

图 ２ 解释 结构模型

依据解释结构模 型 ， 将影 响 因 素分为三个层

级 ，其 中 ， 第一层和第二层为浅层 ， 第三层和第 四

层为 中层 ， 第五层和第六层为深层 。

处于浅层 的影 响 因 素 主要有性别 （ Ｓ６ ） 和 家

庭收人 （ Ｓ ８ ） 。 需 要 说 明 的是 ， 经过计算 ， 家庭 收

人 （ ｓ ８ ） 与家庭生产方式 （ ｓ ９ ） 、 环境认知 （ ｓ １ ２ ） 、 环

境关心 （ ｓ １ ３ ） 、 社会信任 （ ｓ １ ４ ） 、地方归 属感 （ ｓ １ ５ ） 、

乡 规民约 （ ｓ １ ７ ） 、 社会参与 （ ｓ １ ９ ） 、村子环境治理执

行力 （ ｓ ２。 ）存在强相关关系 。 这些强关系影 响 因

素 同样属 于浅层影 响 因素 ， 浅层影 响 因 素会直接

影响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并且可 以发现 ， 浅层

因素主要集 中为认知情感类影响 因素与家庭 因素

两个大类 ， 即说 明农户 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的影 响

因素 中 ，对环境治理重要性 的认知 和对村庄 的情

感能直接影响参与意愿 ， 同 时家庭 的生活生产方

式及家庭收人也会直接影 响参与意愿 ， 整体上看 ，

农户是否会有环境治理 的参与意愿往往会考虑到

认知情感和物质两个主要层面 。

中层影响 因素 主要包括 了 文化程度 （ ＳＯ 、健

康状 况 （ ｓ ４ ） 、 拥 有 资 源 数 量 （ ｓｗ ） 、 政 府 宣 传

（ ｓ １ ６ ） 、 环境政策规制 （ ｓ １ ８ ） 和村干部身份 （ ｓ ２ ） ， 中

层影响 因素主要是直接对浅层影响 因素造成影响

或 间接对农户 环境治 理参与意愿产生影 响 的 因

素 ，这类变量存在着复杂性 的特点 ， 同时也是如何

提高农户 环境 治理参与 意愿 的 重 点 和难点 。 其

中 ， 中层影响 因素文化程度 （ ＆ ） 、健康状况 （ ｓ ４ ） 、

拥有资源数量 （ Ｓ
１ （ Ｊ

） 、 政府宣传 （ ｓ
１ ６ ） 、环境政策规

制 （ ｓ １ ８ ）会通过影响农户 的家庭收人 （ ｓ８ ） 、家庭生

产方式 （ ｓ ９ ） 、 环境认知 （ Ｓ １ ２ ） 、 环境关心 （ Ｓ ｌ ｓ ） 、社

会信任 （ ｓ １ ４ ） 、地方归 属感 （ ｓ １ ５ ） 、 乡 规 民约 （ ｓ
１ ７ ） 、

社会参与 （ ｓ １ ９ ） 、 村子环境治理执行力 （ ｓ ２ 。 ） 来 间

接影响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 并且村干部身份

（ ｓ ２ ）会通过影 响环境政策规制 （ ｓ
１ ８ ） 来影 响农户

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 同 时 ， 村干部身份 （ ｓ ２ ） 还会

受到底层变量 的影 响 ， 其他 中层影 响 因 素则不受

到其他底层变量的影 响 。

处 于深层 的影响 因素有社会 网络 （ ｓ？ ） 、年龄

（ ｓ ３ ） 、外 出务工 （ ｓ ５ ） 、 家庭人 口 数量 （ ｓ７ ） ， 深层影

响 因素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影响 因素 的根本 因

素 。 其 中 ， 年龄 （ ｓ ３ ） 、外 出务工 （ ｓ ５ ） 、 家庭人 口 数

量 （ ｓ７ ）会通过影 响社会 网 络 （ ｓ？ ） 来影 响农户 环

境治理参与意愿 的整个系统 ，社会 网络 （ ｓ？ ） 又会

通过影响村干部身份 （ ｓ２ ） 来影 响整个系统 ， 深层

影响 因素是影响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的本质致

因 ， 如果不重视深层影响 因素 的管控与强化 ，那么

很难从根源上实现有效 的农村环境治理 ，很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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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
Ｓ
９ 、
Ｓ

ｉ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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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性

图 ３ 农户 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依赖性和 驱 动 力 分类 图

通过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 因素进行

Ｍ ＩＣＭＡＣ 分 析 ， 可将 ２ ０ 个影 响 因 素 分 为 以 下

几类 ：

Ｉ 区代 表 自 主 因 素 区域 ， 仅有 性别 （ 民 ）

一

个影响 因 素 ， 自 主 因 素 的 依赖 性 和 驱 动力 都不

大 ，

一般属 于独立 因 素 ， 与其他 因 素 的关联性小

并与其他 因 素 之 间 的关 系 简 单 ， 不容 易 引 发连

锁反应 。 ｎ 区代 表依赖 因 素 区域 ， 包 括文化程

度 （ ＆ ） 、村 干部 身份 （ ｓ２ ） 、 年 龄 （ ｓ３ ） 、 健康状况

（ ５４ ） 、外出 务工 （ ５５ ） 、 家 庭人 口 数量 （ ５７ ） 、 拥 有

资源数量 （ Ｓ １ Ｑ ） 、社会 网络 （ Ｓ？ ） 、政府宣传 （ Ｓ １ ６ ） 、

环境政策规制 （ Ｓ １ ８ ） ， 依赖 因 素一般能较强 地链

接到其他 因 素 ， 易 受其他 因 素控制 ， 但驱动力 不

强 ，是构成农户 环境治理参与 意愿 的最根本 、 最

关键 的 因 素 。 加强对依赖 因 素 的 治 理与 提升能

够显著影 响浅层 和 中层影 响 因 素对农户 环境治

理意愿 的 提高 ， 因 此应对依赖 因 素 进行重 点 治

理与提升其对整体系 统 的影 响 程度 。 ｍ 区代表

关联 因 素 区域 ， 关联 因 素 具有 高度依赖性 和 高

度驱动 力 的 特征 。 ］ｙ 区代 表驱动 因 素 ， 驱 动 因

素 的特征是具有高度 的驱动性力 和较低 的依赖

性 ， 不容易被影 响 ，

一般处 于结构方程模 型 的较

低层 。 ｖ 区在均值线上 ， 为调 整 因 子 ， 包括家庭

收人 （ ｓ８ ） 、 家庭生产方式 （ ｓ９ ） 、 环境认知 （ ｓ １ ２ ） 、

环 境 关 心 （ ｓ １ ３ ） 、 社会 信 任 （ ｓ １ ４ ） 、 地 方 归 属 感

（ ｓ １ ５ ） 、 乡 规 民约 （ ｓ １ ７ ） 、社会参与 （ ｓ １ ９ ） 、村子环境

治理执行力 （ ｓ２ 。 ） ， 在 图 ３ 中可观察到处于 ｖ 区 的

调整 因子具有高度 的驱动力 和具有处于均值水平

的依赖性 ，说明调整 因 子具有关联 因 素与驱动 因

素 的双重特征 ： 对整体系统 的影 响作用大并且处

于结构方程模型 的较低层 ， 在研究提升农户 环境

治理参与意愿 的研究 当 中 ， 需要通过对依赖 因 素

的治理与提升来影 响底层 因 素 的作用 ， 从而实现

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的整体提升 。

高农户整体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

以垃圾分类工作为例 ， 其 目 前工作重点 在于

防止垃圾分类反弹与解决居 民主观能动性差 的 问

题 。 主要方案是依靠打造
“

抬头可见 、驻足可观 、

心里常念 、人脑人心
”

的环境氛 围和提高居 民 自 然

驱动力与经济驱动力 来解决 问题 ， 即 提高居 民整

体 的环境认知水平 ，促进社会整体 的高质量参与 ，

或提高居 民参与垃圾分类所能获得的 自 然效益和

经济效益
［
２ ４

］

， 在现实生活 中 ， 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也主要是依靠宣传 、提高整体居 民文化程度 、建设

体制机制等手段来影响居 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成本

与效益来提高居 民参与意愿与行为 。 同 时 ，计划

行为理论 同样也指 出 了感知 因素会对意愿和行为

产生影响 ［ ２ ５ ］

。 由此可见 ，提高农户 环境治理参与

意愿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居 民选择参与所能带来 的

整体效益大于整体成本 。 认知情感 因素属于精神

效益 ，家庭收人与家庭生产生活方式属 于经济效

益 ，参与治理会产生参与成本 。 综上 ， 只有当参与

治理的成本必须小 于精神效益 与经济效益之 和

时 ， 居 民才会选择参与 。 那么 如何提高精神效益

与经济效益 ， 降低参与成本便是提高参与意愿 的

关键性问题 。 何 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

影响精神效益与经济效益和参与成本 的深层次 因

素 ，通过解决深层次 因 素来改变效益与成本 的现

状 ， 以此提高农户 的参与意愿 。

（ 三 ） 农 户 环 境 治 理 参 与 意 愿 的 Ｍ ＩＣ

ＭＡＣ 结 果分析

将可达矩阵 Ｍ 数据代人 （ ５ ） （ ６ ）式当 中进行计

算 ，得出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的各个影响 因素 的

依赖性和驱动力 ，计算结果详见表 ５ 。 根据表 ５ 绘

制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 因素驱动力 和依赖

性分类 图 ，详见 图 ３
，用于对风险 因素 的分析 。

表 Ｓ 农户 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 因 素依赖性和驱 动 力

因素 依赖性 驱动力 因素 依赖性 驱动力

Ｓ
ａ １ １ １ Ｓｎ １３ ４

ｓ２ １ ２ ５ Ｓｉ ２ １０ １ ９

ｓ
３ １ ４ １ Ｓ

１ ３ １０ １ ９

ｓ４ １ １ １ Ｓ
１ ４ １０ １ ９

Ｓｓ １ ４ １ Ｓ１ ５ １０ １ ９

Ｓ
６ ２ １ Ｓ

１ ６
１ １ １

ｓ７ １ ４ １ Ｓｉ ７ １０ １ ９

Ｓｓ １ ０ １ ９ Ｓｉ ｓ １ １ ６

ｓ９ １ ０ １ ９ Ｓ１ ９ １０ １ ９

Ｓ ＼ ０ １ １ １ Ｓ２ ０ １０ １ ９

－

－

０

８

６

４

２

０

８

６

２


Ｉ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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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论与建议

（
一

） 研 究 结论

文 中基于对 已有 的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的

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 提炼 出影 响农户 环境治理参

与意愿 的影 响 因素 ，并采用 ＩＳＭ 模型来分析农户

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 因素 的传导路径及影响 因

素之间 的层级结构 ，并在 ＩＳＭ 模型分析结果 的基

础上使用 Ｍ ＩＣＭＡＣ 分析方法进一步分析各影 响

因素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的影响强度及各传

导路径 的影响强度 。

ＩＳＭ 模型结果发现 ：年龄 （民 ） 、外 出务工 （ Ｓ５ ） 、

家庭人 口数量 （各 ） 、社会网络 （ Ｓ？ ）属于农户环境治

理参与意愿整体系统 中 的深层影 响 因 素 。 中层影

响 因素包括文化程度 （ ＳＯ 、健康状况 （ Ｓ４ ） 、拥有资

源数量 （ Ｓ １ Ｑ ） 、政府宣传 （Ｗ环境政策规制 （心 ） ，

会通过影 响农户 的家庭收人 （各 ） 、 家庭生产方式

（各 ） 、环境认知 （ Ｓ １ ２ ） 、 环境关心 （ Ｓ １ ３ ） 、 社会信任

（ Ｓｈ ） 、地方归属感 （ Ｓ １ ５ ） 、 乡 规 民约 （ Ｓ＾ ） 、社会参与

（Ｓ １ ９ ） 、村子环境治理执行力 （各 。 ）来 间接影 响农户

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 浅层 的影响 因素主要有性别

（各 ） 和家庭收人 （ Ｓｓ ） 。 需要说 明 的是 ， 经过计算 ，

家庭 收人 （ Ｓｓ ） 与 家庭 生产方式 （ ＆ ） 、 环境认 知

（心 ） 、环境关心 （ Ｓ １ ３ ） 、社会信任 （ Ｓ １ ４ ） 、地方归属感

（Ｗ 乡规民约 （ Ｓ １ ７ ） 、社会参与 （ Ｓ １ ９ ） 、村子环境治

理执行力 （各 。 ）存在强相关关系 。

基 于 Ｍ ＩＣＭＡＣ 分 析 结 果 发 现 ： 文 化 程 度

（ ３ １ ） 、村干部身份 （ ３ ２ ） 、年龄 （ ３３ ） 、健康状况 （ ３４ ） 、

外 出务工 （ Ｓ ５ ） 、家庭人 口数量 （ Ｓ７ ） 、拥有资源数量

（＾ 。 ：＾社会 网 络 巧＾ ：＾政府宣传 巧＾ ：＾ 环境政策

规制 （ Ｓ １ ８ ） 属 于依赖 因 素 ； 家庭收人 （ Ｓ ８ ） 、 家庭生

产方式 （ Ｓ ９ ） 、环境认知 （ Ｓ
１ ２ ） 、环境关心 （ Ｓ

１ ３ ） 、社会

信任 （ Ｓ
１ ４ ） 、地方归 属感 （ Ｓ

１ ５ ） 、 乡 规 民约 （ Ｓ
１ ７ ） 、 社

会参与 （ Ｓ １ ９ ） 、村子环境治理执行力 （ Ｓ ２ 。 ）是具有关

联 因素与驱动 因素特征 的调整 因子 。

（ 二 ） 对策建议

第一 ，提高农户 环境治理参与意愿要从家庭

物质 因素与认知情感 因素人手 。 提高农户对环境

治理的认知水平 ， 提高其参与环境治理 的精神效

益 ， 同 时也要提高其家庭收人 ，改变其家庭的生产

生活方式 。 例如 ， 推广农业环保新技术 ， 推广无污

染化肥等来改变农村家庭生产生活方式 。

第二 ，要通过教育 、 宣传 、政策等方式方法来

提高整体农户 的 环境保护 的认知水平 和情感 因

素 ，要发挥村干部 、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 ， 提高村

子环境治理执行力 。 同 时 ， 也需要提高农户 整体

收人水平 。 主要方式是要对农户 的农地 、池塘等

资源进行产权 明 晰 ， 农地与池塘等资源是农户 的

收人来源之一 ，也是影响农户生产 的重要 因素 ， 确

保农业资源 的产权 明 晰能够促进农村治理效果与

提高农业资源 的利用效率 。

第三 ，要鼓励外 出务工 的农户返乡 就业 ，推进

二孩 、三孩生育政策 的 落地 。 人 口 与人 口 流动性

是保持农村社会活力 的关键 ， 也是农村社会 网络

保持
“

熟人社会
”

的 重要 因 素 ， 社会 网络与人 口 是

促进实现农户 环境治理参与高意愿 的深层原 因 ，

“

熟人社会
”

状态下 的农村社会 网 络关 系更加 密

切 ，对环境认知 、情感 因 素 的影 响更大 ，农户 能够

起到 自 我监督 、 自 我管理 、 自 我学 习 的作用 ， 能够

更好地提高教育 、 宣传 、政策等方式 的效果 ，进而

提高农户参与治理的意愿 。

四 、 反思与展望

目前国 内使用 ＩＳＭ ＭＩＣＭＡＣ 组合方法 的文

章数量并不多 ，
ＩＳＭ 模型与 ＭＩＣＭＡＣ 分析方法作

为两种独立的研究方法既可以组合使用 ，也可 以单

独使用 。
ＩＳＭ 模型 的优势在于其能够揭示不 同 因

素之间 的传导路径和层级结构 ，但也存在不足之

处 ：其不能够体现出不同层级因素之间及各种传导

路径之间 的影响强度 。
ＭＩＣＭＡＣ 分析方法则是建

立在 ＩＳＭ 模型 的基础上 ， 利用可达矩 阵计算各个

因素 的依赖性和驱动力 的大小 ，来分析各个 因素 的

影响强度及各因素对整体系统 的作用情况 ， 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弥补 ＩＳＭ 模型的不足 ，但 ＭＩＣＭＡＣ 分

析方法 同样存在缺陷 ，其是根据可达矩 阵进行计

算 ， 由 ０ 和 １ 组成的可达矩阵往往会忽略了 系统 中

因素之间 的细微关系 ， 这也导致 了ＭＩＣＭＡＣ 分析

结果可能会与现实情况出现些许偏差 。

在现有的相关研究当 中 ，有部分学者在意愿行

为悖离主题的研究当 中将 ｌｏｇ ｉ ｔ 模型与 ＩＳＭ 模型结

合使用 ，通过 ｌｏｇ
ｉ ｔ 模型 的 回 归结果选择显著变量

进行结构分析 ，这种做法在传统计量 中属于一种创

新的研究方法 。 同 时 ，也存在着不足 ： 放人模型 的

变量无法做到面面倶到 ，所做的结构层次分析可能

会存在局限性问题 。 我 国学术发展正值蓬勃发展

阶段 ，计量研究方法作为社会科学一把利器 已成为

研究的主流方法 。 计量方法也为不 同主题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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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带来了许多研究角度和影响 因素 ，研究角度的

多样化和影响 因素 的不 同选择也造成 了对于某一

主题的核心影响 因素难 以把握的难题 ， 如何在众多

影响 因素当 中提取出最核心 的影响 因素并提出 相

应的对策建议成为 了许多研究开展的痛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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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农业面源污染 治理参 与 意愿 的 影 响 兼论环境

规制 的调节效应 ［ Ｊ ］ ． 世界农业 ， ２０ ２ １  （ ０３ ） ：
５ ９ ６９ ．

［９ ］宾幕容 ，覃一枝 ， 周发 明 ． 湘 江流域农户 生猪养殖污染

治理意愿分析 ［ Ｊ ］ ． 经济地理 ， ２ ０ １ ６ ， ３ ６ （ １ １ ） ：
１ ５ ４ １ ６ ０ ．

［ １ ０ ］杨思 宇 ， 杨龙 ， 李羿枝 ， 等 ． 虚 拟社会 网 络 、 收入状况

与农户 环境治理支付意愿 基于 闽豫川 农户 调研

数据 ［ Ｊ ］ ． 农业现代化研究 ， ２ ０ ２ １ ， ４ ２ （ ０ ３ ）  ：
４ ５ １ ４ ６ １ ．

［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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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２ ０ １ ８ ， １ ８ （ ０ ４ ） ：
１ １ ９ １ ２ ６ ， １ ５ ９ １ ６ ０ ．

［ １ ２ ］孙前路 ， 房可欣 ， 刘 天平 ． 社会规范 、社会监督对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参与 意愿与行为 的 影 响 基于广义

连续 比模型 的 实证分析 ［ Ｊ ］ ． 资源科学 ，
２０２０

，
４２ （ １ ２ ）

：

２３ ５ ４ ２３６９ ．

［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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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 ０ （ ０４ ） ：

综上所述 ，在一些研究较为成熟 的领域 ， 亟需

将研究领域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厘清各种要素之

间 的影响路径及要素对整体系统的影响强度 ，提炼

研究领域的未来研究重点方向 ，针对整体系统 中 的

重要 因素及重要影响路径进行更加深人的探究 。

１ ３６ １ ４ ８ ．

［ １ ４ ］李坦 ， 陈敏 ， 王欣 ． 生计资本 、环境风险感 知对农户 厨

余垃圾治理支付意愿 的影 响 ［ Ｊ ］ ．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

２０ ２０ ， １ ９ （ ０ ５ ） ：
６４ ３ ６ ５ ３ ．

［ １ ５ ］唐林 ， 罗 小锋 ， 张俊飚 ． 环境规制 如何影 响农户 村域

环境治理参与意愿 ［ Ｊ ］ ． 华 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 ， ２ ０ ２０ ， ３ ４ （ ０ ２ ） ：
６４ ７ ４ ．

［ １ ６ ］唐林 ， 罗 小锋 ， 黄炎忠 ， 等 ． 主动参 与还是被 动选 择 ：

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及效果差异分析 ［ Ｊ ］ ． 长

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 ２ ０ １ ９ ， ２ ８ （ ０ ７ ） ： 
１ ７４ ７ １ ７ ５ ６ ．

［ １ ７ ］贾亚娟 ， 赵敏娟 ． 环境关心 和制度信任对农户 参与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意愿 的影 响 ［ Ｊ ］ ． 资源科学 ， ２ ０ １ ９ ， ４ １

（ ０ ８ ） ：
１ ５ ００ １ ５ １ ２ ．

［ １ ８ ］苏淑仪 ，周玉玺 ，蔡威熙 ．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中农户 参

与意愿及其影响 因素分析 基于 山东 １ ６ 地市 的调

研数据 ［Ｊ ］ ．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
２０２０

，
３４ （ １ ０ ） ：

７ １ ７ ７ ．

［ １ ９ ］唐林 ， 罗小锋 ，余威震 ． 外 出 务工经历 、制度约束 与农

户 环境治理支付意愿 ［ Ｊ ］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 ， ２ ０２ １ ， ２ １ （ ０ １ ） ：
１ ２ １ １ ３ ２ ．

［ ２ ０ ］李芬妮 ，张俊飚 ，何可 ，等 ． 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

治理的影响分析 基于湖北省 １ ００７ 个农户调研数据

［ ：［］ ．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
２０２０

，
２９ （ ０４ ） ：

１ ０２ ７ １ ０３９ ．

［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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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 ０ ２ １ ，

１ ３ （ ０ ３ ） ：
１ ６ ８ １ ７ ５ ．

［ ２２ ］ＭＡＮＯＨＡＲＡＮＳＨＲＩＮＡＴＨ ，ＫＵＭＡＲＰＵＬ ＩＭ Ｉ

ＶＥＮＫＡＴＡＳＡ Ｉ
，ＫＡＢＩＲＧＯＬＡＭ ，ｅ ｔａ ｌ ．Ｃｏｎ ｔｅｘ

ｔｕａ ｌｒｅ ｌａ ｔ ｉｏｎ ｓｈ ｉ ｐ ｓａｍｏｎｇ
ｄｒｉｖｅ ｒ ｓ ａｎｄ ｂ ａ ｒｒｉｅ ｒ ｓｔｏｃ ｉ ｒ ｃｕ

ｌ ａｒｅ 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 ｉｎ ｔｅｇ ｒａ ｔｅｄＩＳＭａｎｄＤＥＭＡＴＥＬａｐ

ｐ
ｒｏａ ｃｈ ［ Ｊ ］ ，Ｓｕ ｓ ｔａ ｉｎａｂ ｌ ｅＯ ｐｅ

ｒａ ｔ ｉｏｎ 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ｕ ｔｅ ｒ ｓ
，

２０ ２２ ， ３ ．

［ ２ ３ ］ Ｊ ＩＨＫＵＡＮＧＣＨＥＮ ．Ａｎｅｘｔｅｎ ｓ ｉｏｎａ ｌＭ ｉ ｃｍａ ｃｍｅ ｔｈｏｄ

ｔｏ ｉ ｄｅｎ ｔ ｉ ｆｙｔｈｅｋｅｙｆａ ｃ ｔｏ ｒ ｓ
［ Ｊ ］ ，Ａ ｃａｄｅｍ ｉ ｃ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

Ｂｕ ｓ ｉｎｅ ｓ ｓ＆？Ｍａｎａｇ ｅｍｅｎ ｔ
， ２ ０ ２０ ， ２ （ ０ ５ ） ．

［ ２４ ］杜欢政 ，聂雨晴 ， 陆莎 ， 等 ． 上海垃圾分类资源化利用

的现状 、 问题与实践路径 ［ Ｊ ］ ． 中 国环境管理 ，
２ ０ ２２

，
１ ４

（ ０ ２ ） ：
１ ３ １ ８ ．

［ ２ ５ ］ 
ＡＪＺＥＮＩ ．Ｔｈ ｅＴｈｅｏ ｒｙｏ ｆｐ ｌ ａｎｎｅｄｂ ｅｈａｖ ｉｏｕ ｒ

：Ｒｅａ ｃ

ｔ ｉｏｎ ｓａｎｄｒｅ ｆ ｌｅ ｃ ｔ ｉｏｎ ｓ ［ Ｊ ］ ， Ｐ ｓ ｙ ｃｈｏ ｌｏｇｙ
＆Ｈ ｅａ ｌ ｔｈ ， ２ ０ １ １ ，

２６ （ ０ ９ ） ：
１ １ １ ３ １ １ ２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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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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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Ｓ ｃｈｏｏ ｌ ｏ ｆ Ｐｕｂ ｌ ｉ ｃ Ａｄｍ ｉｎ ｉ ｓ ｔ ｒ ａ ｔ ｉ ｏｎａｎｄ Ｌ ａ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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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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