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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能否有效进行乡村环境治理是建设美丽乡村、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社会资

本与乡村环境治理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是实现乡村环境治理的必要条件。通过发挥社会

资本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组织协调、促进沟通和规范参与等功能，能有效打破农户参与

乡村环境治理的信息不对称，破除“搭便车”的集体行为困境，充分发挥农户在乡村环境

治理过程中的微观主体作用。 

本文结合相关文献与农村实际情况，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行为方式与社会资

本进行定义。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分为绿色生产与人居环境整治两方面，社会资本主

要由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及社会规范构成。以此为基础，在农户行为理论、嵌入性社会结

构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等的指导下，在理论层面分析了社会资本三大核心要素，即社会

网络、社会信任与社会规范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而后本文对农户参与

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特征与社会资本现状进行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农户乡村环境

治理行为参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进行了测度，最后构建有序

probit模型与结构方程模型，利用甘肃省 1139份农户微观数据，对其作用路径进行了检

验。实证结果表明：①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②社会网络

与社会信任在农户的生活中仍占据重要地位，社会规范的制约作用有待发掘；③社会网

络能够通过影响经济理性与生态认知间接激励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④社会信任能提

升农户获取信息的效率，约束农户的“搭便车行为”，是结合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保障

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合作基础；⑤社会规范可通过行为约束机制与互动学习机制影

响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⑥社会信任对社会规范作用的发挥有正向调节作用。根据实

证结果，社会资本在信息传递、集体行为约束方面有重要影响，能有效协调农户参与乡

村环境治理行为。基于此，本文从搭建农村信息交流平台、推进农村诚信建设与加强农

村社会规范建设三个方面提出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提升路径。 

 

关键词：乡村环境治理行为 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 社会信任 社会规范 Probit 结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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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important to perform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EG) effectively 

if the government want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of countryside and cultivated 

land. There is a strong link between social capital (SC) and RE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lay emphasis on the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on REG. Because of the 

communication access,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norm constriction, SC can 

break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REG and break the 

dilemma of "free riding"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farmers, who are the micro subject in the process of REG.  

This paper defines the farmers' behavior of 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SC. The behavior of REG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aspects: green production 

and human settlement cleaning. Social capital is mainly composed of social 

network, social trust and social norm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make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farmers’ behavior of REG and SC. With the support of farmers' behavior 

theory and embedded social structur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SC 

on farmers’ behavior of REG, and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farmers' behavior of REG. Finally,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re constructed, and the effect path is tested by using 1256 samples of 

farm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behavior of REG still has room for 

improvement; (2) despite social norms, social network and social trust are 

important in farmers' life; (3) social network can indirectly motivate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REG;(4) social trust can restrict farmers' “free riding” behavio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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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ure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REG; ⑤  social norms encourage farmers 

participate in REG through behavior constraint mechanism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mechanism; ⑥ social trust has a positive moderation effect on social norm. 

According to these results, social capital can effectively encourage farmers taking 

part in REG.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gives method to encourage household’ 

behavior: building Online Accounts, awarding households with good credit and 

laying emphasis on rural norms. 

Keywords：Ru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ehavior;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 Social Trust; Social Norms; Probit;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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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农村人居环境的不协调问题日益凸显，全面

推动乡村环境治理已迫在眉睫。一方面，农业生产严重依赖化肥农药投入，农户亩均化

肥施用量远超世界平均水平(张福锁，2008)，农药有效利用率仅为 35%(黄炜虹，2017)，

地膜回收率仅为 60%（王太祥，2020）。目前，我国一半的污染来自农村，农村的生态环

境尤其是耕地已经成为污染的重灾区（李雪娇，2018）。另一方面，乡村人居环境整治面

临巨大压力，农户日均生活垃圾制造量达 3.2kg，农村垃圾年制造量接近两亿吨，垃圾处

理率仅为 62%（贾亚娟，2019）。当前农业生产、生活的现状与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要求

并不相符，乡村环境治理是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乡村振兴战略

方针，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为此，17 年中央 1 号文件明确提出，应加快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减少对农药、

化肥的过度依赖，遏制农业面源污染，通过引导农户减少农业投入品使用、鼓励农户采

纳节水技术与轮作休耕技术、倡导农户进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农业向清洁、节水、

环保的绿色生产形式转变。将乡村生态宜居作为振兴乡村的重要抓手，重视农村非正式

制度的作用。通过村规民约、道德责任感等非正式制度构建乡村治理体系，发挥农民在

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改善乡村生产生活环境中的主体作用，鼓励农户进行垃圾分离和资

源化利用、引导农户实现生活污水处理、普及卫生厕所等措施实现乡村人居环境整治，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新格局。 

16 年中央 1 号文件就指出，要重视非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尤其是乡村环境治理中的

重要作用，充分利用契合核心价值观的非正式制度在沟通、协调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为

中的积极作用，汲取其中合理的成分作为健全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现代农村治理

体系的养料。在正式制度发展落后、市场机制建设不完善的农村地区，社会资本在农户

参与公共行为决策与集体行动的过程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乡村自治与德治的

重要内容（张诚，2020）。社会资本作为农户掌握的重要的社会资源，是农户获取绿色农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研究——基于甘肃省农户调查数据 

2 

 

业技术信息、环境政策信息乃至进行环境监督的重要渠道（郑黎阳，2020），对打破信息

不对称，增加农户知识积累，进而推动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有重要作用。此外，社会资

本所依存的非正式信任与规范机制为遏制农户“搭便车”行为，破解农户参与乡村环境

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提供了可行的手段（史雨星，2019）。因此，立足于小农户仍是中国

农业经营主体的实际，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揭示农户参

与集体行动的动力，对引导农户积极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改善农村生产环境与人居环境，

乃至建设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1.1.2 研究意义 

在理论上，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作用路径与影响机理进

行分析，揭示社会资本在打破信息不对称、破除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集体行为困境方

面的重要作用，是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研究领域的丰富，是对乡村非正式制度与农

户集体行为研究领域的深入与系统化，对提高乡村现代化治理能力、健全乡村现代化治

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 

在实践上，构建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提升机制，对有效促进农户参与乡村

环境治理，突破农户集体行为困境，健全和提高乡村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实现

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1.2.1 国内外研究综述 

（1）关于乡村环境治理的研究。围绕乡村环境治理学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理论

探讨上，学者们主要研究乡村环境治理的必要性、优势、机制与可行路径。姚志友（2016）

认为建设乡村环境治理机制需要政府、农户、市场等多个主体互惠共生，平等互利，破除

集体行为困境，引导各主体参与公共治理，是构建现代化乡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必由之路。

张俊哲（2012）认为社会资本是实现乡村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资本的参与网络、人

际信任、制度信任与社会规范能协调社会各主体的集体行动，激发各主体参与集体行动

的积极性，从而改变政府为主体的“家长式”环境治理模式，充分调动社会各主体在改善

乡村环境过程中的作用，提高乡村环境治理效率。在现实路径方面，学者们主要围绕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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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环境治理模式及其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反思。比如，李妍辉（2011）认

为，在乡村，各主体污染环境的行为难以监管，政府“单引擎”的乡村环境治理模式难以

取得理想的成绩，因此，乡村环境治理应“多头参与”，充分发挥社会各主体尤其是农户

在保护乡土方面的积极作用，构建各主体协同发力的乡村环境治理长效机制；杜焱强

（2018）等指出，在中西部的农村地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欠缺、治理力度薄弱。农户缺

乏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渠道与热情，参与水平偏低。地方政府与农户监督失位致使企业

缺乏应有的社会监督机制，助长了企业的环境破坏行为;沈费伟（2016）认为，产权不清、

定位不明是乡村环境治理难题的症结所在，政府、农户、企业、环保组织等主体无明确权

责安排，环境治理资源的措置与浪费现象严重。明确各主体定位，激活各主体活力，发挥

各主体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是构建乡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关键。张俊哲(2012）认为

应该充分发挥政府、市场与农户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农户作为乡村环境治理

的直接收益者，应当引导农户积极参与乡村环境治理与监督，同时落实地方政府与村集

体的统筹协调、行政监管职责，规范市场主体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行为。关于乡村环境

治理的研究，学界基本达成乡村环境治理需要多主体共同参与、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

共识。 

（2）关于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研究。尚振田（2016）认为农户有着保护乡土

的传统情节，同时又是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直接受益者，是乡村环境治理各主体中最不

容忽视的主力军。治理乡村环境必须引导农户采纳清洁、节水、高效的绿色农业技术，鼓

励农户参与村容村貌的环境整治，从根本上实现农户与乡村生产、生活与生态环境的和

谐共存。针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研究主要有经济人与社会人两条路径。 

经济学家从“理性小农”假设出发，认为农户在作出行为决策时充满现实和理性（傅

新红，2010），比如，当环境保护与农业产出相矛盾时，农户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利润最大

化（余威震，2017）。而闵师（2019）则发现若能通过村级环境整治能降低农户的环境整

治成本，并通过乡村旅游能增加环境整治的边际效益，农户对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有积极

性会得到极大提升。此外，自身的资源禀赋条件也是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决策的

重要因素，如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因素会影响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Pan D，

2017）；同时农户又是“无知”的，“理性无知”的农户缺乏农业知识，按照过往经验与他

人做法，因而在农业生产时存在生产要素过量投入的“非理性”行为（纪月清，2016）。

因此黄晓慧(2020)研宄发现，农民对环境的认识，对环境的重要性的感知等因素都会对

农户参与环境治理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何可(2014)基于认知行为理论提出，政府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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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与环保政策宣传会有助于增进农户对的环境感知与绿色技术认知，而农户环境感知

与技术认知的改变会提高农户采纳绿色农业技术、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意愿。 

社会学家从社会人假设出发，对农户参与环境治理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环境关心、

个人规范、社会规范等社会心理因素方面（王建明，2015；陈寒非，2018）。在传统农村

社区，人们注重人情和感情的联系，理性并未完全支配农民的活动,非正式制度仍然发挥

着巨大的作用（丁从明，2018）。若农户能意识到环境的问题并关心环境问题的解决，农

户便倾向于采取亲环境行为（贾亚娟，2019）。因此社会学对农户环境保护行为分析的典

型理论代表是价值—信念—规范理论，该理论认为农户的生态价值取向决定其怀有何种

环境信念，进而催生农户相应的结果意识与责任归属，最终形成农户的个人规范（stern，

2000）。个人规范经由社会规范激活，使得农户超越经济利益，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郭

清卉，2019）。 

关于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研究，无论是经济人路径还是社会人路径，都比

较强调农户对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价值认知，强调要让农户打破农户资源约束，让农户

意识到乡村环境治理的行为长远的市场价值，并引导农户关心乡村环境的非市场价值，

最终提高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但是这忽视了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作为一

种集体行动，其自身存在的集体行动困境与信息不对称问题。 

（3）关于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研究。 

随着乡村环境治理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意识到社会资本与乡村环境治理之间存在着

紧密联系，社会资本是实现乡村环境治理的必要条件。在理论探讨上，王春荣（2013）等

认为，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具有促进农户沟通、整合多参与主体、组织与协调各

主体间集体行动、规范农户个体行为的功能。胡中应（2016）认为，乡村环境治理应当以

社会信任为基础，构建平等互利、主体广泛的参与网络，形成具备普遍约束性的社会规

范。胡志平（2019）等认为，社会资本是破除多主体集体行动困境，实现“政府、市场、

社会”三大主体共同参与、责任公担、利益共享的重要推手。在实证检验中，史雨星（2019）

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路、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能抑制农户在耕地保护合作方

面的“搭便车”行为。史恒通（2018）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流域治理行为的作

用不可一概而论，熟人网络能提升农户对村庄的社会认同，增强农户的资源获取能力，

推动农户参与流域治理。同时，与对陌生人的一般信任能降低农户对他人“搭便车”行为

的预期，激励农户参与流域治理。但过度的制度信任使得农户倾向于将流域治理推脱的

责任推过给政府，反而激发了农户的“搭便车”心理，不利于农户参与治理行动。颜廷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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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6)研究发现，制度信任在协调农户参与集体行动时有积极作用，拥有高水平制度

信任的农户对集体行动的达成持有良好的预期，更愿意参与集体行动。此外，农户的参

与网络、农户间的人际信任与村庄整体的社会规范也对推动农户参与集体行动有积极作

用。张翠娥等(2016)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公共治理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社会资本并

不必然导致农户参与公共治理。高水平的一般信任也会助长农户的“搭便车”行为，反而

不利于农户参与公共治理。 

此外，随着农村经济的逐渐发展，乡村社会资本的结构也不断变化。传统的“差序格

局”逐渐被打破，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关系在乡村生活中的作用逐渐衰落，传统的

村规民约也逐渐消亡。但现代社会资本并未及时填补旧有社会资本的空缺，这会对乡村

环境治理产生不利影响（姚志友，2016）。也有学者认为，相比较于城市层面或国家层面，

社会资本适应于乡村层面的环境治理行动，紧密的参与网络、高水平的社会信任以及互

惠互利的社会规范能有效提高乡村环境治理效率（肖永添，2018）。 

1.2.2 国内外研究动态述评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针对乡村环境治理已取得较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一定的空间：

第一，虽然农户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已成为共识，但研究多从环境关心、环境价值观以

及个人规范等角度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进行探究，缺乏对社会资本作用的考察，

忽略了社会资本在缓解信息不对称、打破集体行为困境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二，对社会

资本与乡村环境治理关系的探究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实证分析较少，并且实证

分析多局限于社会资本的某些方面对乡村环境治理单个行为的影响，缺乏系统性；第三，

针对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作用机理与影响路径未做充分的探索，实

证验证局限于简单的回归，未深入检验理论机制的存在性；第四，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

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影响的结论不统一，甚至部分结论相互矛盾，因而社会资本对农户参

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仍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对甘肃省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进行研究，以甘肃省农户参与绿色生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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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整治等行为为研究对象，首先是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行为特征与社会资

本的内涵进行界定；进而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利用嵌入性社会结构理论与集体行动理论

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而后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

与社会资本水平现状进行梳理，并构建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

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有序 probit 模型与结构方程模型对社会资本与农户参与乡

村环境治理行为之间的作用路径进行验证；最终依据上述结果提出对应的农户参与到乡

村环境治理政策建议，进而使农户真正成为乡村环境治理的行为主体之一，为健全自治、

德治、法治的乡村治理体系奠定基础。 

主要研究内容为包括以下七个部分：导论、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甘肃省农户参与乡

村环境治理的行为方式与社会资本特征分析、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方式及社会资本内

容的指标体系、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机理分析、社会资本视角下农

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证检验以及提出对策及展望。 

第一部分是导论部分。主要阐述文章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进展、研究

内容与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图。 

第二部分是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对本文研究中涉及到的相关概念进行了

说明，主要包括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社会资本、经济理性与生态认知。同时介绍了有

关理论基础，包括农户行为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与嵌入性社会结构理

论。 

第三部分是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影响的理论分析。 

第四部分是对甘肃省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行为特征与社会资本现状分析。通过

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样本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行为方式，总结目前农户所拥有社

会资本的结构特征。 

第五部分通过构建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指标体系，对农户乡村环境治理水平

进行测度。 

第六部分是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证研究，通过构建有序

probit 模型与结构方程模型对社会资本与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之间的作用路径进

行验证。 

第七部分是在掌握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作用路径的基础上，提出

提高乡村环境治理能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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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综合采用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法，以实证分析为主，农户行为理论、信息不对

称理论、集体行动理论与嵌入性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乡村环

境治理行为的影响路径。 

（1）问卷调查法。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设计简单合理、通俗易懂的问题和问卷，到甘

肃农村地区对相关农户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和访谈，获取第一手资料，为描述性统计分析

和实证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2）文献研究法。在论文写作的前期查阅了大量文献，并对收集到文献进行归纳整理和

深入分析，总结前人的研究思路、研发方法和研究成果，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很好的铺

垫。 

（3）统计与数理分析方法。在收集和整理有关数据与资料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对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作用路径进行验证。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1.4.1 研究思路 

    本文以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在界定清晰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与

社会资本的内涵之后，基于集体行动理论、嵌入性社会结构理论等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

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路径，结合甘肃省农村实际分析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

为与社会资本现状，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农户乡村环境治理参与水平进行测度，进而

构建有序 probit 模型与结构方程模型，利用甘肃省 1139 份微观农户的调研数据展开实

证分析，验证社会资本的三大核心要素，即社会网络、社会信任与社会规范对农户绿色

生产行为的作用路径。最后，基于实证检验的结果，提出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农户参与

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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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技术路线图 

 

研究背景 文献综述 理论基础 

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及社会资本现状描述 

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现状 

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水平评价 

1.4.2 技术路线图 

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提升路径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证检验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

的实证检验 

基于有序 probit 模

型的实证检验 

社会信任对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影响乡

村环境治理行为的正向调节作用分析 

社会网络、社会信任与社会规范对

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分析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理论分析 

农户社会资本现状 

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指标体系 参与水平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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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 

目前，学术界在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定义方面尚未达成共识。学者们从不同的维

度来阐述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主要有以下三种：（1）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石志恒（2020）

认为，农业面源污染的根源在于农户不当的农业生产行为，因而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

行为主要表现为农业绿色生产行为，并从废弃物回收、农药施用与化肥施用三个方面对

其进行了界定。李芬妮(2019)认为，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主要包括采纳少耕免耕技术、采

纳有机肥施用技术与秸秆还田技术三个方面。（2）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杜岩（2020）

认为，乡村生活环境作为乡村居民收入、居住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的统

称，直接表征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村民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应主要包括生活卫生

清理、垃圾分类、体育锻炼与健康防护等四个方面。周冲（2020）将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

治行为的范畴界定为：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处置、秸秆综合利用、地膜回收与可降解地膜

采纳、禽畜粪污资源化利用等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行为。（3）农户亲环境行为。周全（2017）

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行动描述为公众的亲环境行为，如垃圾分类投放行为、塑料包装

袋重复利用行为等。丁翔（2021）从农业生产的角度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进行了定义，认

为测土配方施肥行为、低毒农药采纳行为、土壤改良修复行为与绿色防控行为也属于农

户的亲环境行为。 

综上，结合样本区乡村环境现状与农户实际参与状况，本文认为农户作为理性人，倾

向于关注兼具公共物品特性与私人物品特性的行为，如生产行为与房前屋后的环境美化

行为，因此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应主要分为绿色生产与人居环境整治两个方面。绿色生产

方面包括农药施用行为、化肥施用行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为与耕地保护技术采纳行

为。人居环境整治方面包括垃圾处理行为与生活污水处理行为。 

2.1.2 社会资本 

Bourdieu（1986）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他认为理性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

中，需要在生产生活中与他人结成网络关系。这种参与网络赋予了理性人获取特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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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能给理性人创造收益，因而将其称之为社会资本。Putnam（1994）提出，社会资

本通过参与网络、人际信任与非正式规范对全体成员进行协调，能够提高群体的合作效

率。此后，社会资本逐渐成为解释集体行动的关键因素。如 Lochner（1999）认为居民之

间基于参与网络进行互动，最终在互动中形成对群体的认同与归属感，使得居民在集体

行动中能超越个人利益，达成集体行动。Narayan（2001）认为社会资本的测度应超越参

与网络的规模，个体间互动的频率、交往的融洽程度、参与网络中潜规则的遵守程度等

体现参与网路质量的指标都应纳入社会资本中。尽管学者们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于

社会资本的概念、内涵、特征等存在理解差异，但他们普遍意识到社会资本包含参与网

络的规模、对网络关系的信任及对对非正式规范的遵守三个方面。国内学者在引入社会

资本概念以后，在研究中也逐渐形成了以 Putnam 定义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的概念，认为社

会资本在狭义上应该至少包含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三个维度（张诚，2020），

根据农户具体的研究需要，可以将网络与信任按照农村的亲缘关系与地缘关系进行异质

性划分，如亲戚网络、邻里网络、亲戚信任与一般信任等。(桂勇等，2008;赵延东等，

2005)。 

综上，本文将社会资本界定为嵌入社会关系中，以信任为基础，以互惠规范为内容，

以社会网络为载体的一种特殊的生产性资源。以本文结合前人研究与甘肃的实际状况，

选取社会网络、社会信任与社会规范作为样本区社会资本的三大核心要素。 

2.1.3 生态认知 

生态认知是个体对环境治理的理解与获取环境知识的能力。姜维军（2019）提出，农

户的生态认知即是农户所掌握的如何在生产生活中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与如何保护环境的

了解，包含生产技术认知与环境影响认知两类。张淑娴（2019）认为，农户的生态认知除

包括生产环境变化感知与生产技术认知外，还应包括农户对环保法律、法规的认知。肖

钰（2021）指出，生态认知在包括环境影响认知与技术价值认知的基础上，还应包含对环

境的生态价值认知与经济价值认知。根据社会认知理论，社会资本作为重要的社会环境，

对农户的生态认知起到关键的作用。换言之，生态认知是社会资本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

中介变量。社会资本为农户提供了互动交流渠道与群体激励机制，提高了知识交流与分

享效率，最终通过影响农户的生态认知改变农户的行为决策。 

综上，目前学界在农户生态认知方面尚未达成共识。学者们基于自身的研究对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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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需要，往往从不同的维度赋予生态认知不同的含义。本文认为，狭义的生态认知至

少应包括技术认知与环境重要性认知，而具体到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生态认知，则

还应该包括农户对相关环境政策的了解程度认知。 

2.1.2 经济理性 

科尔曼（1990）认为，对于个体而言，不同的行为决策意味着不同的成本收益，所谓

的理性即为行动者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行动原则。陈美球（2008）在研究农户耕地保护

投入时发现，农户的经济理性是对种植收益的认可程度，农户作为理性人，再进行耕地

保护投入时与厂商一样，会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姚柳杨（2016）基于“生态理性人”假设，

认为农户会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短期收益与长期收益之间寻求均衡点，以整个生态

经济系的长期收益最大化为追求目标。因此，农户对耕地保护行为的成本收益判断会对

其保护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综上，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生产性的资本，具有协助农户获取信息资源、降低合作成

本、减少集体行为不确定性的重要功能。这些功能势必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

成本收益产生重要影响，最终影响农户的行为决策。依据甘肃农村的实际状况与研究需

要，本文认为将经济理性分为参与成本与预期收益两部分。 

2.2 理论基础 

2.2.1 农户行为理论  

农户行为研究可分为以下两条路径：一是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在经典经济学框

架下分析农户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二是引入“社会人”假设的行为经济学框架，

将心理学因素引入农户的价值判断中分析农户的行为选择。 

在“理性人”假设下，农户作为无情感的经济理性人，在信息完全的情况下，计算不

同投入产出的成本收益比，最终做出利润最大化的行为选择。舒尔茨是“理性小农”学派

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传统的农民“贫穷而有效率”，这是因为农户受限于传统农业生产的

边际要素递减规律，无法通过农业投入获得高额的回报率，农民虽贫穷但理性。贝克尔

（1965）也持有类似观点，其认为农户以家庭为单位，按照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决策逻辑进

行家庭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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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以塞勒为代表，其构建了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和有限自利为核心假设

的行为经济学理论框架。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个人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因素对农户

行为决策的作用越来越为学界认可。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个人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

素通过影响个体的价值判断影响个体的行为决策。 

2.2.2 集体行动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 

集体行动理论最早由奥尔森（1965）提出，理性人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当集体

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时，理性人会以“私利”为重，将实现“公利”的责任转嫁给他人，

最终导致集体行动的失败。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兼具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的特征。虽

然农户在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过程中，通常只关注房前屋后的人居环境整洁及所承包耕地

的保护，但村容村貌的整洁与生产环境保护的收益又同时为全体村民共享，因而村民总

是希望自己承担更少的责任而让其他村民担负更多的责任。因此，当参与网络薄弱、社

会信任欠缺、群体规范无力时，农户由于参与成本的限制与对他人“搭便车”行为的担

忧，会倾向于将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责任推卸给其他农户，自己仍然延续传统的农业生

产方式，通过增大农药、化肥的施用量以获取短期作物产量的提高，在村容村貌的治理

方面也缺乏积极性。依据集体行动理论，集体行动的达成需要实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

的同意，也需要对“搭便车”行为予以约束。而社会资本可通过信任约束、规范约束等非

正式约束机制对个体的“搭便车”行为予以约束，同时可通过网络连接降低个体参与集

体行动的成本，因此，社会资本在协调集体行动过程中有重要作用。 

信息不对称这一现象早在 70年代便受到三位美国经济学家（阿克罗夫、斯宾塞、斯

蒂格利茨）的关注和研究，是指经济活动中，信息优势的一方会利用有利地位损害信息

劣势一方的权益。信息不对称使得信息优势的一方在集体行动中占据有利地位，扭曲群

体内部的利益分配，打击信息弱势成员参与集体行动的积极性，阻碍集体行动的达成。

在绿色农业技术与绿色激励政策方面，政府是信息优势的一方，需要将信息传递给农户。

但以政府为主导的信息传播和信息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农户难以获取适合自己农业生产

的绿色技术知识，更难以了解相关的农业绿色补贴政策，绿色生产技术普及的瓶颈与绿

色补贴政策的寻租空间会打击农户采纳绿色农业技术、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积极性。而

在环境破坏行为的监管方面，农户是信息优势的一方，村集体难以对农户破坏乡村环境

的行为进行全面的监管与及时的处罚，这会使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成为一个“柠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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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不当行为的农户会逐渐将采纳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农户挤出。 

2.2.3 嵌入性社会结构理论 

Granovetter（1985）认为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过于注重“理性人”假设，忽

视了代理人的“社会人”属性，而合理并且准确的解释个体行为需要兼具“经济人”与

“社会人”的双重视角，为此他提出了嵌入性社会结构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的经济行

动并不完全是原子化和孤立的，而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中。参与网络、社会地位、群体价值

观等情景因素对个体的行为决策有重要作用。个体决策不完全是“经济理性”的结果，也

可能受到社会资本等嵌入性因素的影响。社会因素会影响个体的价值判断，因而“理性

人”的经济行为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其行为选择随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苏春艳，

2004)。 

社会资本是重要的嵌入性社会环境，对打破信息不对称、破解集体行为困境，引导农

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有重要作用。社会网络能拓宽农户信息获取渠道、社会信任能提高

农户获取信息的准确性与真实性、社会规范为农户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模仿对象，能显

著提升农户对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生态认知，激励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同时，

社会网络的互帮互助、社会信任的合作约束、社会规范非正式规制，可有效地抑制农户

的“搭便车”行为，提高农户的预期收益，减少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心理成本，改

善农户经济理性，推动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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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影响的理论分析 

社会资本是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制度化关系所组成的涉及持久网络的实际或潜在资源，

可归结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三个维度（马红玉，2020）。其中，规范是信任

的保障，信任是网络拓展的基础，三者能通过协调社会结构中的集体选择以促进集体行

动的达成。社会资本一方面可拓阔农户的信息获取渠道，增强农户的信息获取效率，推

动农户提升生态认知，打破知识匮乏与信息不对称困境，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的非正式约

束机制可调节农户对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理性预期，通过影响经济理性间接激励农户采

取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刘斐，2021）。 

社会网络是人或群体间组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体系，是农户获得社会资源的重

要渠道（姜维军，2019）。社会网络主要通过信息获取、集体认同与参与支持三条路径影

响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信息获取是指社会网络能够降低农户信息搜寻成本，拓

宽农户获取绿色农业技术知识的渠道，帮助农户便捷地获取技术支持（赵秋倩，2020）。

这有助于农户提升生态认知，降低农户采纳绿色生产行为的不确定性，提高农户绿色生

产的积极性。集体认同是指在频繁的交流中农户会萌发对群体的认同感，将群体利益纳

入进成本收益判断中，意识到参与乡村环境治理对改善其生活条件的重要性，提高其对

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预期收益，促使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参与支持是指农户可通过

社会网络及时地获得帮工支持与信息支持，这种支持能降低参与难度、分摊参与成本，

提升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积极性。比如，在垃圾处理与绿色生产的过程中，农户依

托社会网络交换信息、互帮互助会使其感到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更加轻松，改善经济理性

判断，提升其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社会网络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有正向影响。 

  H1a：社会网络可通过提升农户生态认知中介作用于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 

  H1b：社会网络可通过改善农户经济理性中介作用于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 

 

农户的社会信任是指农户在与他人长期交往中形成的信任关系（周怡，2015）。乡村

环境治理行为具有集体属性，乡村环境治理的成功需要全体农户的共同参与，是农户间

合作的结果（张诚，2020）。从“集体行动”的角度看，合作依赖于准确的信息和可靠的

执行。因此，社会信任可通过信任约束与信息过滤影响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信任约

束是指社会信任消解了合作的交易成本，有助于达成合作（罗小娟，2019）。若农户在参

与乡村环境治理的过程中采取“搭便车”策略，该农户必然受到其他农户的道德谴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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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之间的社会信任将被破坏，最终导致与他人的合作成本上升。因此，高水平的社会

信任会减少农户对“搭便车”行为的担忧，影响农户的经济理性，进而激励农户参与乡村

环境治理。信息过滤是指高水平的社会信任能提高农户分享信息的意愿及获得信息的准

确性与真实性，打破合作中的信息不对称并形成互惠利他的集体行为。这既能提升农户

从其他村民那里获得绿色农业技术的效率，也能帮助农户了解环境治理政策，推动农户

建立正确的生态认知，促进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社会信任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有正向影响。 

  H2a：社会信任可通过提升农户生态认知中介作用于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 

  H2b：社会信任可通过改善农户经济理性中介作用于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 

社会规范是社会力量发布的标准或规则（Cialdini，2004），其包含群体中其他人采

纳的实际行为（描述性规范）与其他人认为应该采纳什么样的行为（命令性规范）两部分

（Ellickson，2003）。从描述性规范角度看，社会规范可通过互动学习影响农户参与乡村

环境治理。互动学习是指，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农户倾向于通过模仿周围人的行为降低

学习成本，提高学习效率与决策成功率。农户在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时，需要打破旧有的

行为惯性。周围农户的乡村环境治理行为为农户提供了便利的学习途径，有助于农户提

高生态认知，形成新的行为准则（赵秋倩，2020）。因此当周围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

为时，农户将倾向于采取相同的行为；从命令性规范角度看，社会规范可通过行为约束

影响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石志恒，2021）。农村是“人情社会”，农户期望得到群体的

认可和尊重，遵循群体中大多数人认可的行为是获得群体认可和尊重的基础（张福德，

2016）；农户可通过遵循群体约束释放“合群”信号，维持社会信任并换取同他人合作的

机会（陈坤，2011），因此社会规范能有效地约束“搭便车”现象。在经济理性的指导下，

当周围农户认为应当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时，为更好的融入群体，农户会选择遵从他人的

看法而采取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社会规范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有正向影响。 

  H3a：社会规范可通过提升农户生态认知中介作用于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 

  H3b：社会规范可通过改善农户经济理性中介作用于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 

高水平的社会信任能提高农户间联系的紧密度，这不仅能提升农户在社会网络中获

取信息的广度与速度，同样能保证农户获取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过广的社会网络在

扩大农户信息获取量的同时也会导致信息检索低效问题。高水平的社会信任在此时起到

了信息过滤的作用，提高了农户的信息获取效率。同时，高社会信任的农户有着较低的

合作成本，能更轻易的获得其他农户的支持，从而增强社会网络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

理的影响。可见，社会信任在社会网络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影响中起“增强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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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社会信任在社会网络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农户群体组织较为松散，而社会信任能够降低管理成本，增加人们的自发行为，并在

潜移默化中促使其服从组织权威（科尔曼，1999）。高社会信任水平的农户更倾向于相信

他人的观点，这会促使农户接纳他人的意见，更有可能遵守命令性社会规范。同时，高水

平的社会信任能提升农户对他人行为的价值判断，更乐于模仿、学习周围人的绿色环保

行为，从而强化描述性社会规范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

出以下假设： 

H5：社会信任在社会规范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图 3.1 社会资本对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路径 

 

4 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特征与社会资本现状分析 

5.1 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文在大量阅读社会资本、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有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甘

肃的实际情况与研究需要，根据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的基本原则设计了本研究的调

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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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时既按照科学性原则，在参考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本与各类乡

村环境治理行为进行了严格的界定，也根据合理性的原则，并结合甘肃本地的实际情况，

对具体指标进行了论证与筛选，以期具体指标能贴合甘肃农户的实际状况，真实可靠地

反映当地农户的社会资本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情况。同时，遵循可行性原则，问卷问题

避免使用学术术语，尽量采用农户易理解的当地词汇。此外，问卷在设计时依据一级指

标对问题进行区块划分，如将调研农户社会网路方面的问题合并在一个区块，方便农户

思考、作答。在每个问题区块内部，按照由浅入深，先事实后态度的逻辑顺序对问题进行

排序，降低问题对农户的诱导性与倾向性，尽可能避免“结构性问题”。 

4.1.2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课题组 2019 年 7-12 月在甘肃省张掖市、陇南市、定西市、平

凉市、庆阳市等 5 个市的调研，共计 15 个乡镇 40 村。本次调研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

样相结合的方式，先在每个市（州）随机选取 3 个乡镇，再在每个样本镇随机选取 2～3

个样本村，最后在每个村随机选取 30户农户进行调研。调研采取调研人员与农户“一对

一”访谈的形式展开，问卷内容涉及农户家庭状况、农村公共环保品供给、农村垃圾处

理、农户参与农业绿色生产、农户社会资本等方面。为保障调查质量，所有调研人员均在

前期接受了相关培训。调研发放了1200问卷，再剔除数据严重缺失与质量极差的问卷后，

剩余 1139份问卷进入研究，有效率 94.9%。 

4.1.3 农户基本特征分析 

本小节主要通过对样本区内受访者（户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

政治身份、风险偏好程度与基础设施可得性等基本禀赋条件进行收集和整理，一方面可

对样本区内农户的禀赋条件有一个基本认识，另一方面可以初步判断样本区农户是否符

合甘肃农村的实际情况，具备广泛代表性与区域的特异性。 

如表 4.1 所示，户主年龄以中老年居多，35～49 岁受访户主占比 53.4%，50～65 岁

的占比为 30.8%；文化程度总体偏低，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 77.8%；28.6%的农户家庭拥

有 4～6人的劳动力，70.6%的农户家庭的劳动力在 3人（含 3人）以下，家庭规模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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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的中型家庭为主，占比 77.5%，7～9人的大型家庭占比 8.8%；72.3%的户主为风险中

立者，20.7%的户主为风险规避者；认为水利设施比较完善或非常完善的仅占 20.3%。由

此可见，本文的研究样本基本符合甘肃农村现实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 4.1  样本农户家庭及户主的基本特征 

变量 分类 频数/

个 

比例/% 变量 分类 频数/

个 

比例/% 

性别 男 888 70.9 家里劳

动力数

量 

0～3 884 70.6 

女 364 29.1 4～6 358 28.6 

年龄/岁 <35 143 11.6 7～9 10 0.8 

35～49 665 53.4 家庭规

模 

0～3 149 11.9 

50～65 383 30.8 4～6 970 77.5 

>65 52 4.2 7～9 110 8.8 

受教育程

度 

小学及以下 444 33.5 >10 10 0.8 

初中 530 44.3 愿承担

风险程

度 

比其他农户

少 

258 20.7 

高中及中专 196 15.7 与其他农户

一样 

901 72.3 

大专及以上 82 6.5 比其他农户

多 

84 6.7 

家中是否

有村干部 

是 143 11.4 家到县

城距离 

<6km 236 19.2 

否 1109 88.6 6～10km 249 20.2 

家中是否

有党员 

是 160 12.9 10～20km 275 22.4 

否 1079 87.1 20～30km 192 15.6 

亲戚是否

担任村干

部 

是 156 12.5 30km以上 273 22.2 

否 1096 87.5 水利设

施完善

程度 

很不完善 216 17.3 

亲戚是否

为党员 

是 209 16.8 不太完善 310 24.8 

否 1037 83.2 一般情况 471 37.6 

是否参加 是 513 41.4 比较完善 221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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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 否 707 57.1 非常完善 33 2.6 

 

4.2 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特征分析 

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生活的主体，是乡村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主要受益者，是乡

村环境多元治理体系的核心。乡村环境治理需要调动广大农户的积极参与，在农业生产、

日常生活等环节引导农户采取绿色可持续的行为方式。而社会资本在乡村环境治理中具

有建立互信、促进沟通、规范参与等组织协调功能（王春荣）。稳定而宽广的社会网络、

互信互惠的社会氛围以及互利互惠的共同规范是引导农户打破集体行为困境、参与乡村

环境治理的必要条件。因此，本章结合甘肃省农村实际状况，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

的主要行为方式及其社会资本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初步介绍农户的相关状况。 

4.2.1 农户参与农业绿色生产行为特征分析 

（1）传统农药、化肥投入的增加在促进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导致了农村面源污染问题

与土壤退化问题。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强调要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实

现化肥、农药零增长。在这一背景下，农户的农药、化肥施用行为作为农业绿色生产的重

要环节逐渐得到重视。如图 4.1 所示，58.8%的农户和 52.5%的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施

用过低毒农药和有机农药，相比于复杂的有机农药，农户更倾向于施用低毒农药。67.2%

的农户施用过有机肥，仅有 48.8%的农户会选择以种植绿肥的方式回复土地肥力。甘肃农

户普遍采用半畜半农的农业经营方式，并且多数农户有将粪便当作“有机肥（农家肥）”

施用的耕作习惯，因而农户在有机肥施用行为表现更好。 

（2）农膜残留会严重破坏土壤的理化性质、抑制农作物产出，是农业面源污染的重

要来源之一。在甘肃各级政府的综合治理下，地膜污染治理已初见成效。如图 3.1所示，

有69.1%的农户会选择回收地膜，但低于农业农村部制定的80%的地膜回收率目标。此外，

少耕免耕、秸秆还田等保护性耕作技术在甘肃农村的采纳意愿并不高，受耕作习惯与技

术认知水平的制约，仅有 49.2%的农户采纳过相关耕地保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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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方式 

4.2.2 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特征分析 

对农户而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属于公共品的范畴，又带有私人物品特性。因为相对

于整体的村容村貌，农户更关注自己房前屋后的整洁。因此，结合甘肃省实际状况，农户

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行为包括以房屋周边为范围采取的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与生活污

水处理两个方面。如图 4.2 所示，仅有 44.2%的农户有将生活垃圾倒入集中点（垃圾池）

的生活习惯，农户生活垃圾处理积极性较差。59.6%的农户会将生活污水倒入下水道，超

过 4成的农户仍然会将生活污水随意排放。 

 

 

图 4.2  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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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样本区域内农户社会资本现状分析 

4.3.1 社会网络现状 

农村社区的知识传播与技术扩散具有明显的“隐性”特征，非正式交流是农业技术传

播的重要形式，也是政府技术推广服务的重要补充。因此，农村地区特殊的地缘、血缘与

业缘关系就使得社会网络成为农户获取农业知识技术，进而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重要媒

介。如图 4.3所示，甘肃农村地区仍属于“人情社会”，农户有着宽泛的社会网络，68%的

农户常拜访居民数量在 5人以上，78.6%的农户见面打招呼的熟人数量在 5人以上。42.2%

的农户月均拜访其他村民频率在 5 次以上，农户与亲戚好友、其他村民之间地走动仍比

较频繁，社会网络连接较为强劲。 

 

图 4.3  农户社会网络状况 

4.3.2 社会信任现状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是实现乡村环境治理的前提和基础。信任将农户

利益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共同面对风险、承担责任的信任关系，将农户结成休戚与共、互

惠互利的命运共同体。鉴于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公共物品性与私人物品性的双重特性，

社会信任是协调农户行动策略、提高农户获取信息真实性、改善农户参与环境治理预期

收益的重要力量。如图 4.4 所示，85.1%的农户人为其他村民值得信赖，81.5%的农户认

为其他农户在追寻个人利益时会兼顾集体利益，这表明样本区农户对其他村民有较好的

常登门拜访的村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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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程度。样本区农户对其他村民信任程度较高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农户在填写问

卷时会自觉地对涉及自身评价的问题进行美化。另一方面，样本区农村规模普遍较小，

规模在 200 户-600 户之间，农户之间关系紧密、交流频繁，高密度的交流、合作增大了

构建良好信任关系的价值，因此农户的社会信任水平较高。参照孙鹏飞（2020）对农户社

会信任的综合评价，若 1~5 级的里克特量表对农户社会信任进行测度，农户对其他农民

的信任评分平均为 4.094 分，对家人的信任评分甚至达到了平均 4.811 分，与本文的调

研状况基本吻合。然而，仅有 25.7%的农户愿意借钱给其他村民，表明在涉及到具体的金

钱利益时，农户决策仍然非常谨慎。这一现象符合农村实际，借钱给其他村民既是社会

信任的体现，也涉及到农户自身经济水平、其他村民的偿债能力等诸多因素。 

 

图 4.4  农户社会信任状况 

4.3.3 社会规范现状  

在农村社会中，社会规范是农民总体价值取向的体现，通过道德、习俗与观念等非正

式制度协调农户与农户、农户与集体之间的生产、生活关系，保证农村社会的延续。社会

规范分为描述性规范与命令性规范两类。农户所面对的描述性规范是其对周围人实际行

为的感知，命令性规范则是农户在行为选择时面对的群体压力感知，即周围人对事务赞

成与否的态度。如图 4.5所示，59.7%的农户注意到自己的亲戚在农业生产与农村生活中

采纳过绿色环保的行为方式。同时，分别有 59.5%和 60.2%的农民发现自己的邻居、朋友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采纳绿色环保的行为方式。这表明，得益于样本区农户宽泛、密切的

社会网络，接近 6 成的农户能感受到周围人采纳过绿色环保的行为方式，农户在做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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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乡村环境治理的行为决策时极易受到描述性规范的影响。 

此外，如图 4.6 所示，32.2%和 35.1%的农户认为朋友与亲戚对采纳绿色环保的行为

方式持支持态度，超过 4 成的农户认为邻居对采纳绿色环保的行为方式持支持态度。另

外有 4 成左右的农户认为亲戚、邻居与朋友对采纳绿色环保的行为方式持不反对的中立

态度。尽管农户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能感受到应积极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群体压力，但

大量持中立态度的村民会削弱积极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社会风气。 

 

图 4.5  农户面临的描述性规范 

 

图 4.6  农户面临的命令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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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户的乡村环境治理行为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根据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

统计，除有机肥施用与地膜回收行为之外，农户在低毒农药施用、有机农药施用、绿肥种

植、耕地保护技术采纳方面都变现不佳，五成以上的农户未采纳过相关的绿色生产行为。

而农户人居环境整治行为的统计显示，超过五成的农户没有将生活垃圾倒入垃圾及重点

的习惯，四成的农户不会将生活污水排入下水道。无论是在生产方面还是生活方面，农

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水平都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2）农村地区仍然是典型的“熟人社会”。社会网络与社会信任在农户的生活中仍占

据重要地位。有 7 成的农户常登门拜访的村民数量在 5 人以上，接近 8 成的农户见面打

招呼的熟人数量在 5 人以上，8成农户认为其他村民值得信赖。广泛的社会网络与高水平

的社会信任为农户在集体行动中达成共识，激励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提供了可能。 

（3）社会规范的制约作用有待发掘。有接近 6成的农户能观察到其他农户采纳绿色

环保的行为方式，这为农户提供了学习、模仿绿色环保行为方式，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起

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但鼓励农户积极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社会风气并未形成，超过 4成

的农户对他人是否采纳绿色环保的行为方式持无所谓的中立态度，非正式约束的“无力”

会削弱社会规范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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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水平评价 

根据前文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方式的定义，本文将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

行为分为农业绿色生产行为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两个方面。 

5.1 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指标体系 

（1）农户参与绿色生产行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并推动农业绿色化生产成为农村生

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重要路径，也成为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大举措。

作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最重要的微观主体，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应尽可能地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对环境的负面作用。李芬妮（2019）依据农作物产前、产中、产后的

三阶段，分别选取了少耕免耕技术、有机肥施用技术和秸秆还田技术代表农户的绿色生

产行为。石志恒（2020）与王学婷（2021）则根据绿色生产技术类别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

进行划分，并选取有机肥施用、绿肥种植、测土配方施肥、化肥减施来表征化肥施用行

为，选取无公害农药施用、传统农药减施来表征农药施用行为，选取地膜回收、秸秆回

收、节水灌溉来表征农户资源利用行为。 

因此，基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副作用的双重视角，结合前人研究，本文将

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划分为四个方面，并采用综合指标表征农户绿色生产行为：①农药施

用，包括低毒农药和有机农药施用行为。②化肥施用，包括有机肥施用、绿肥种植行为。

③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地膜回收行为。④耕地保护，如是否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 

（2）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乡村环境是乡村生产环境、生活环境、生态环境

的综合体（周全，2020）。其中，乡村生活环境作为农户生活水平、居住条件、基础设施

可得性的集中反映，是乡村环境治理水平的直接表征，包括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

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村庄规划管理等各个方面。对农户而言，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兼具

公共物品特性与私人物品特性。这是因为，相比于政府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过程中强调

村容村貌、公共卫生的提升，农户更关注自家房前屋后的环境美化。因此，结合农村实

际，本文选取“垃圾是否扔至集中处理点”与“生活污水是否排入下水道”来表征农户的

人居环境整治行为。具体指标体系见表 5.1： 

表 5.1  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指标体系 

指标类别 指标含义 赋值标准 

绿色生产行为 农药施用 是否施用有机农药 1=是，0=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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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施用低毒农药 

 化肥施用 是否施用有机肥 

  是否种植绿肥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是否回收地膜 

 耕地保护 是否采纳耕地保护

技术（如少耕免耕

技术） 

人居环境整治行为 垃圾处理 垃圾是否倒入垃圾

集中点 

 生活污水排放 生活污水是否排入

下水道 

5.2 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参与水平 

由于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为无法被直接观测到的潜在变量，因此本文参照孙鹏飞

（2019）的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综合指标进行降维，并采用主

成分分析法对其进行赋分，从而更好的诠释农户的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现状。 

运用 spss22.0 软件对上述构建的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进行因子分析，在采用最大

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后，得到农户绿色生产行为与人居环境整治行为两个公因子，两个

公因子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如表 5.4 所示，公因子 F1 主要由“是否采纳耕地保护技术”、

“是否施用低毒农药”、“是否施用有机农药”、“是否施用有机肥”、“是否种植绿肥”、“是

否回收地膜”这 6个与农业生产行为的指标构成，而公因子 F2主要由“是否将垃圾扔至

集中点”与“是否将污水排放至下水道”构成。F1与 F2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30.380%与

13.109%，特征值分别为 2.543 和 1.106，据此我们可计算出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主

成分得分： 

F = (30.380% ∗ FAC1 + 13.109% ∗ FAC2)/(30.380% + 13.109%) 

其中，FAC1与 FAC2 为因子得分值与其特征值算数平方根的乘积 

表 5.4  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成分矩阵 

 F1 F2 

是否采纳耕地保护技术 0.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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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施用低毒农药 0.686  

是否施用有机农药 0.705  

是否施用有机肥 0.615  

是否种植绿肥 0.614  

是否回收地膜 0.562  

是否将垃圾扔至集中点  0.537 

是否将污水排放至下水道  0.873 

注：小于 0.3的系数不予显示 

本文根据乡村环境治理行为主成分分值的高低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水平进

行了评级，主成分分值在-1.5以下的农户划为“参与水平极差”，主成分分值在（-1.5~-

0.5）之间的农户划为“参与水平较差”，主成分分值在（-0.5~0.5）之间的农户化肥“参

与水平一般”，主成分分值在（0.5~1.5）之间的农户划为“参与水平较好”，主成分分值

在 1.5 以上的农户划为“参与水平极好”。每阶段样本区农户频数与占比如表 5.5 所示，

参与轻度较好与参与水平极好的农户占比为 38.2%，表明 2020 年样本区农户乡村环境治

理行为参与水平较低。参与水平极差与较差的农户共占比 31.7%，而参与水平一般的农户

仅占比 30.1%，这说明样本区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参与水平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表 5.5  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参与水平 

类别 划分标准 频数 占比 

参与水平极差 -2.31~-1.5 175 13.9 

参与水平较差 -1.5~-0.5 224 17.8 

参与水平一般 -0.5~0.5 378 30.1 

参与水平较好 0.5~1.5 384 30.6 

参与水平极好 1.5~1.66 95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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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影响的实证检验 

6.1 基于有序 probit 模型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本文将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划分为参与水平极差、较

差、一般、较好到极好 5个层次，属于有序多分类变量。鉴于因变量为有序多分类变量，

传统的线性模型在分析时会存在较大缺陷，因此本文采纳有序 probit 模型分析社会资本

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并对社会信任在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对农户参与乡村

环境治理行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 

6.1.1 有序 probit模型的构建 

由于因变量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行为划分为 5个层次，因此有序 probit模型形

式如下： 

𝑦𝑖
∗ = 𝛽𝑆𝐶𝑖 + 𝛾𝑥𝑖 + 𝜀𝑖 ,     𝑖 = 1,2… ,5     (1) 

其中，𝑦𝑖
∗是农户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 5 个等级，𝑆𝐶𝑖为社会资本变量，是本文核心变

量，𝑥𝑖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𝛽和𝛾为其系数，𝜀𝑖为残差。有序数列𝑦𝑖存在如下关系： 

𝑦𝑖 = 𝐹(𝑦𝑖
∗) = {

1      𝑦𝑖
∗ < 𝛼1

2         𝛼1 ≤ 𝑦𝑖
∗ < 𝛼2

…
5        𝑦𝑖

∗ ≥ 𝛼4

    (2) 

 其中，𝑦𝑖为离散数组{1,2…,5}，代表第 i个农户的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水平，𝛼1到𝛼4

为待估参数，将𝑦𝑖
∗划为不同区间。因此，y 的第 i 个观测值 j 落入某一个区间的概率为： 

𝑃(𝑦𝑖 = 𝑗) =

{
 

 
𝐹(𝛼1 − 𝛽𝑆𝐶𝑖 − 𝛾𝑥𝑖)      𝑗 = 1

𝐹(𝛼𝑗 − 𝛽𝑆𝐶𝑖 − 𝛾𝑥𝑖) − 𝐹(𝛼𝑗−1 − 𝛽𝑆𝐶𝑖 − 𝛾𝑥𝑖)      2 ≤ 𝑗 ≤ 𝐽 − 1
…

1 − 𝐹(𝛼𝑗−1 − 𝛽𝑆𝐶𝑖 − 𝛾𝑥𝑖)     𝑖 = 5

(3) 

6.1.2 有序 probit模型的变量选取 

（1）因变量。根据前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与主成分分析结果，因变量选取农户参与乡

村环境治理行为的 5 个等级。 

（2）核心自变量。核心自变量社会资本分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与社会规范三个维

度。其中，社会网络包括“常拜访居民数量”、“月均拜访居民频数”和“见面打招呼熟人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研究——基于甘肃省农户调查数据 

29 

 

数量”三个具体指标，社会信任包括“其他村民是否值得信赖”、“其他村民在追求个人利

益时是否兼顾集体利益”和“是否愿意借款给其他村民”三个具体指标，社会规范包括

“亲戚是否采纳绿色环保行为方式”、“邻居是否采纳绿色环保行为方式”、“朋友是否采

纳绿色环保行为方式”以及“亲戚认为我应该采纳绿色环保行为方式”、“邻居认为我应

该采纳绿色环保行为方式”、“朋友认为我应该采纳绿色环保行为方式”六个具体指标。 

进而，运用 spss22.0 软件对上述农户社会资本指标体系进行因子分析，在采用最大

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后，得到社会网络、社会信任、描述性规范与命令性规范四个公因

子，四个公因子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如表 6.1 所示，公因子 D1主要由“亲戚是否采纳绿色

环保行为方式”、“邻居是否采纳绿色环保行为方式”、“朋友是否采纳绿色环保行为方式”

三个指标构成，表征描述性社会规范。公因子 D2主要由“亲戚认为我应该采纳绿色环保

行为方式”、“邻居认为我应该采纳绿色环保行为方式”、“朋友认为我应该采纳绿色环保

行为方式”三个指标构成，表征命令性社会规范。公因子 D3主要由“常拜访居民数量”、

“月均拜访居民频数”和“见面打招呼熟人数量”三个指标构成，表征社会网络。公因子

D4 主要由“其他村民是否值得信赖”、“其他村民在追求个人利益时是否兼顾集体利益”

和“是否愿意借款给其他村民”三个指标构成，表征社会信任。D1、D2、D3与 D4的方差

贡献率分别为 20.571%、19.992%、14.448%与 13.835%，特征值分别为 3.330、1.930、

1.757 与 1.244，具体成分矩阵见表 6.1。社会网络与社会信任可直接由因子得分表示，

而社会规范则由描述性社会规范与命令性社会规范两个公因子合并而成，其计算公式为： 

DN = (20.571% ∗ D1 + 19.992% ∗ D2)/(20.571% + 19.992%) 

同样，社会资本的主成分得分可由四个公因子的因子得合并而成，其计算公式为： 

DT = (20.571% ∗ D1 + 19.992% ∗ D2 + 14.448% ∗ D3 + 13.835 ∗ D4)/68.846% 

 

表 6.1  社会资本成分矩阵 

 D1 D2 D3 D4 

亲戚是否采纳绿色环保行为方式 0.877    

邻居是否采纳绿色环保行为方式 0.889    

朋友是否采纳绿色环保行为方式 0.911    

亲戚认为我应该采纳绿色环保行为方式  0.889   

邻居认为我应该采纳绿色环保行为方式  0.893   

朋友认为我应该采纳绿色环保行为方式  0.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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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拜访居民数量   0.822  

月均拜访居民频数   0.774  

见面打招呼熟人数量   0.645  

其他村民是否值得信赖    0.565 

其他村民在追求个人利益时是否兼顾集体利益    0.795 

是否愿意借款给其他村民    0.803 

注：小于 0.3的系数不予显示 

 

（3）控制变量。本文控制变量包括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与生产条件三个方面。农户

个体特征由农户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与风险偏好水平表征；家庭特征由家庭人口数

与家庭劳动力数量表征；生产条件由“是否加入合作社”、“土地离硬化道路远近”和“水

利设施便利程度”表征。具体指标体系见表 6.2： 

表 6.2  有序 probit模型指标体系 

变量分类 具体指标 赋值标准 

因变量 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 依据主成分分值分为 5 个等级，1=参与水

平极差，5=参与水平极好 

核心自

变量 

社会

资本 

社会网络 3个社会网络指标的因子得分值 

社会信任 3个社会信任指标的因子得分值 

社会规范 6个社会规范指标的因子得分值 

控制变

量 

农户

个体

特征 

年龄 连续变量 

性别 1=男，2=女 

受教育程度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及中专，

4=大专以上 

风险偏好水平 1=厌恶，2=中立，3=偏好 

家庭

特征 

家庭人口数 连续变量 

家庭劳动力数量 连续变量 

生产

条件 

是否加入合作社 1=是，0=否 

土地离硬化道路远近 1=1公里内，2=1-3公里，3=3-6公里，

4=6公里以上 

水利设施便利程度 1-很不完善，2=不太完善，3=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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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比较完善，5=非常完善 

 

6.1.3 有序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表 6.3 有序 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社会资本 0.720
***
      

社会网络  0.032   0.031 0.032 

社会信任   0.100
***
  0.115

***
 0.131

***
 

社会规范    0.492
***
 0.497

***
 0.500

***
 

网络*信任      0.018 

规范*信任      0.066
*** 

年龄 0.003 0.002 0.002 0.001 0.002 0.003 

性别 -0.001 0.013 0.009 -0.031 -0.026 -0.019 

受教育程度 0.141
***
 0.141

***
 0.136

***
 0.129

***
 0.130

***
 0.125

***
 

风险偏好水

平 

0.125
*
 0.168

**
 0.175

***
 0.170

**
 0.158

**
 0.147

**
 

家庭人口数 0.008 0.001 0.006 -0.006 0.002 0.009 

家庭劳动力

数量 

-0.057* -0.036 -0.038 -0.046 -0.052 -0.058 

是否加入合

作社 

0.185
***
 0.204

***
 0.195

***
 0.161

**
 0.161

***
 0.162

***
 

土地离硬化

道路远近 

-0.050 -0.061 -0.053 -0.087
**
 -0.071 -0.064 

水利设施便

利程度 

0.175
***
 0.235

***
 0.234

***
 0.162

***
 0.162

***
 0.158

***
 

 

由模型 1 回归结果可知，社会资本的系数为 0.720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社

会资本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有正向影响。模型 6 展示了社会网络、社会信任与

社会规范各自在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过程中的作用。社会网络的系数为 0.032，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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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 H1未得到验证。社会网络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影

响须进一步验证。社会信任的系数为 0.31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社会信任对农户

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有正向影响，信息过滤能打破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任约束

能抑制“搭便车”行为，信息的真实、通畅与集体行动保障推动了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

行为，假设 H2得证。社会规范系数分别为 0.500，且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社会

规范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有正向影响，描述性规范通过互动学习机制改变了农

户对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生态认知与价值判断，命令性规范通过非正式的群体观念

对农户的行为选择施加“软约束”，保障集体行动的达成，促进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

假设 H3得证。 

此外，模型 6的结果现实，社会网络与社会信任的交互项不显著，假设 4未能得证。

而社会规范与社会信任的交互项系数为 0.066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社会信任对社会规

范作用的发挥有正向调节作用。农户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使得农户更倾向于遵循他人的

看法，并更乐于模仿他人的绿色环保行为，最终推动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假设 5 得

证。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受教育水平系数为 0.134 且在 1%水平上显著，受教育水

平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有正向影响，学历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参与乡村环境治

理。风险偏好水平系数为 0.145 且在 5%水平上显著，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涉及新型农

业技术的采纳，越是厌恶风险的农户越不愿意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是否加入合作社”为

0.168，且在 1%水平上显著，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能得到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

信息，可在生产环节享受到互助服务，这会激发农户的社会参与意识，有助于推动农户

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水利设施便利程度”系数为 0.164且在 1%水平上显著，较好的水利

设施可得性能降低农户的农业劳动投入，农户可将富余的劳动要素投入到新型农业技术

的采纳上，如绿肥种植、深耕等，提高了农户的乡村环境治理参与水平。 

6.2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中介效用分析 

基于有序 probit 模型的回归分析只能检验社会资本与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

之间的相关性，并且由于社会资本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在分析过程中涉及到多个变量，

有难以直接测量、难以避免主观测量误差等特点，这使得有序 probit 模型难以准确的验

证、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作用路径。而结构方程模型具有容许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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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因变量含测量误差，分析多个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关系的优点,同时，是验证变量

的中介作用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基于生态认知

与经济理性的中介作用，详细验证社会网络、社会信任与社会规范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

治理行为的作用机制。 

6.2.1 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SEM）包括:①测量模型,反映潜变量和可测变量间的关系;②结构模

型,反映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结构方程模型的基本形式可由 3 个矩阵方程式所代表: 

测量方程：𝑥 = Λ𝑥𝜉 + 𝛿             (4) 

                               𝑦 = Λ𝑦𝜂 + 𝜖             (5) 

结构方程：𝜂 = Β𝜂 + Γ𝜉 + 𝜁     (6) 

式（1）式外生变量测量方程。其中,表示由外生潜变量（社会资本）组成的列向量;X

表示外生指标列向量; Λ𝑥是系数矩阵,反映外生指标与外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表示误差

项。式(2)是内生变量测量（经济理性、生态认知）方程。其中,表示由外生潜变量组成

的列向量;Y 表示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内生指标列向量;表示有内生潜变量组成的列向

量; Λ𝑦表示系数矩阵,反映内生指标与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表示误差项。式(3)为结构

方程。其中,B表示系数矩阵,反映经济理性、生态认知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潜变量之间的

关系;是系数矩阵,反映社会资本潜变量对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潜变量的影响;ζ表示残差

向量。 

6.2.2 结构方程模型变量选择 

（1）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指标选取与第五章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指标体

系相同。 

（2）社会资本。指标选取与第六章社会资本指标体系相同。 

（3）经济理性与生态认知。经济理性与生态认知在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

理行为的影响中有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本文选取“参与乡村环境治理很有价值（E1）”、

“参与乡村环境治理并不麻烦（E2）”、“参与乡村环境治理并不浪费多少时间(E3)”来描

述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经济理性，选取“绿色农业认知情况（K1）”、“绿色农业

重要性认知情况(K2)”、“生物农药了解程度（K3）”、“有机肥了解程度(K4)”、“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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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了解程度（K5）”来描述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生态认知。研究变量的具体情

况如表 6.4所示。 

 

表 6.4  变量说明及其描述型统计 

变量分类 具体指标 赋值标准 

乡村环境

治理行为 

绿色生产行

为 

是否处理地膜（G1） 1=是，2=否 

是否采纳耕地保护技术(G2) 1=是，0=否 

是否施用有机肥(G3) 

是否种植绿肥(G4) 

是否施用无公害农药(G5) 

是否施用有机农药(G6) 

人居环境整

治行为 

是否将生活垃圾倒入集中点（G7） 

是否将生活污水倒入下水道（G8） 

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 可登门拜访的居民数(N1) 1=5人一

下，2=5人

以上 

月拜访居民频数(N2) 

见面打招呼居民数(N3) 

社会信任 是否愿意向村民提供借款(B1) 1=是，0=否 

是否认为其他村民是诚实并值得信赖的(B2) 

其他村民之间是否是相互信赖的(B3) 

社会规范 亲戚是否采用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S1) 1=是，0=否 

邻居是否采用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S2) 

朋友是否采用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S3 

亲戚认为我应该采取环保的生产方式(S4) 不可能～非

常可能=1-5 邻居认为我应该采取环保的生产方式(S5) 

朋友认为我应该采取环保的生产方式(S6) 

经济理性 预期收益 参与乡村环境治理很有价值（E1） 完全不同

意～完全同

意=1-5 

参与成本 参与乡村环境治理并不麻烦（E2） 

参与乡村环境治理并不浪费多少时间(E3) 

生态认知 技术认知 绿色农业认知情况（K1） 完全不了

解～非常了有机肥了解程度(K4)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研究——基于甘肃省农户调查数据 

35 

 

生物农药了解程度（K3） 解=1-5 

重要性认知 绿色农业重要性认知情况(K2)  

政策认知 环境治理政策了解程度（K5） 

6.2.3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分析 

（1）信度、效度检验。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需要确保量表的可靠性，因此本文采用

spss22.0对各组潜变量进行了信度分析。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克朗巴哈系数值为0.666，

社会资本整体克朗巴哈系数为 0.679，各潜变量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的克朗巴

哈系数为 0.620、0.567、0.800，说明问卷的信度良好。为了衡量问卷整体的内在结构是

否合理，本文进一步对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和社会资本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如表 6.5 所示，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农户乡村环境治理新闻给进行测度后，得到 KMO

值为 0.791，Bartlett 球型检验的𝜒2值为 1210.067，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问卷结构

效度良好，变量间有较强的相关性。提取的 2个公因子方差贡献率达 44.488%，各变量标

准因子载荷系数分别为 0.393、0.491、0.500、0.379、0.377、0.324、0.330、0.765，

均大于 0.3，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社会资本进行测度后，得到

KMO 值为 0.746，Bartlett 球型检验的𝜒2值为 5417.149，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问卷

结构效度良好，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各观测变量的方差贡献率显示，提取的 4个

公因子方差贡献率达 68.846%，社会网络标准因子载荷系数分别为 0.690、0.611与 0.452，

社会信任标准因子载荷系数为 0.330、0.650 和 0.668，社会规范的标准银子在和系数为

0.791、0.821、0.853、0.810、0.816 和 0.769，表明各潜变量内部一致性良好。 

表 6.5  量表的信度检验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标准

因子

载荷 

克朗

巴哈

系数 

变量类

别 

变量

名称 

标准因

子载荷 

克朗巴哈

系数 

乡村环境治

理行为 

G1 0.393 0.666 社会信

任 

Tr1 0.330 0.567 

G2 0.491   Tr2 0.650  

G3 0.500   Tr3 0.668  

 G4 0.379  社会规 Sn1 0.791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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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G5 0.377   Sn 0.821  

 G6 0.324   Sn3 0.853  

 G7 0.330   Sn4 0.810  

 G8 0.765   Sn5 0.816  

社会网络 NET1 0.690 0.620  Sn6 0.769  

NET2 0.611  生态认

知 

K1 0.663 0.779 

NET3 0.452  K2 0.482  

经济理性 E1 0.660 0.810 K3 0.496  

E2 0.747  K4 0.579  

E3 0.778  K5 0.446  

 

（2）模型拟合优度检验。通过 AMOS24.0 软件检验结构方程的拟合优度（表 6.6）。

其中 RMSEA为 0.05，卡方自由度比（CMIN/DF）为 4.228，GFI、CFI、TLI、IFI等均大于

0.9，表明模型的总体拟合度较好。 

 

表 6.6  SEM拟合优度检验 

拟合度指

标 

绝对拟合度 增量拟合度 

RMSEA RMR GFI AGFI CFI TLI IFI 

评价标准 <0.05 <0.05 >0.9 >0.9 >0.9 >0.9 >0.9 

实际值 0.05 0.05 0.92 0.91 0.91 0.90 0.91 

 

（3）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分析。如表 6.7所示，经济理性与生态认知是社会资本对农

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重要的中介变量。社会网络、社会信任与社会规范均可以通过

经济理性与生态认知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表 6.7  SEM路径检系数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

数 

S.E. C.R. 

社会网络→经济理性 0.111
**
 0.066 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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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任→经济理性 0.241
***
 0.237 5.117 

社会规范→经济理性 0.217
***
 0.063 9.5452 

社会网络→生态认知 0.171
***
 0.061 6.526 

社会信任→生态认知 0.210
***
 0.207 4.779 

社会规范→生态认知 0.358
***
 0.058 10.973 

经济理性→乡村环境治理行

为 

0.073
**
 0.012 2.186 

生态认知→乡村环境治理行

为 

0.568
***
 0.017 12.542 

社会规范→社会信任 0.238
***
 0.016 5.639 

社会信任→社会网络 0.343
***
 0.168 6.046 

 

社会网络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社会网络对经济理

性的路径系数为 0.111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户经济理性有正向影响。

社会网络有助于农户从亲朋好友中获取帮工支持与技术支持，降低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

理的参与难度与参与成本，提高其对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预期收益，改善农户的经济理

性。社会网络对生态认知的路径系数为。0.171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社会网络对

农户生态认知有正向影响。社会网络拓宽农户获取绿色农业技术与环境治理政策的信息

渠道，降低农户的信息获取成本，提高农户对乡村环境治理的生态认知。经济理性对乡

村环境治理行为的路径系数为 0.073 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经济理性对农户参与乡村环

境治理行为有正向影响。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行为决策是对比成本收益后的结果，

这表明社会网络能够通过改善农户的经济理性间接激励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生态认

知对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路径系数为 0.568 且在 1%水平上显著，生态认知对乡村环境治

理行为有正向影响。这表明社会网络能提升农户的生态认知，进而间接作用于农户乡村

环境治理行为。假设 H1a、H1b成立。 

社会信任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社会信任对社会经

济理性的路径系数为 0.241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社会信任对经济理性有正向影响。

社会信任能消解农户的合作成本，是达成合作的基础。高水平的社会信任能减少农户对

他人“搭便车”行为的担忧，减少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不确定性，同时还能提升

农户对村庄集体的社会认同，提升农户对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预期收益，改善农户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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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理性。因此社会信任可通过改善农户的经济理性间接促进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

社会信任对生态认知的路径系数为 0.210 且在 1%水平上显著，社会信任对生态认知有正

向影响。高水平的社会信任会提高农户分享信息的意愿，有助于农户获得准确、可靠的

农业技术信息。这表明社会信任可通过改善生态认知间接推动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

假设 H2a、H2b成立。 

社会规范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社会规范对经济理

性的路径系数为 0.217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社会规范对经济理性有正向影响。一方面，

社会规范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对农户破坏乡村环境的行为予以惩治、处罚，能提高农户

破坏乡村环境的行为成本。另一方面，农户通过遵守群体规范释放“合群信号”，赢得其

他农户的尊重，更好的融入农村集体。因此，社会规范能通过改善农户的经济理性激励

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使农户在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时的呈现从众现象。社会规范对生

态认知的路径系数为 0.358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社会规范对生态认知有正向影响。农

户缺乏科学的农业知识，要打破原先的行为惯性，采取高技术含量的乡村环境治理行为

有一定难度。而周围人的实际行为为农户提供了学习样板，降低了农户的学习成本，有

助于提高农户的生态认知。因此，社会规范可通过提升农户的生态认知间接推动农户参

与乡村环境治理。假设 H3a、H3b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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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7.1 研究结论 

（1）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农户在低毒农药施用、有

机农药施用、绿肥种植、耕地保护技术采纳方面都变现不佳，一半以上的农户未采纳过

绿色生产行为。超过五成的农户没有将生活垃圾倒入垃圾及重点的习惯，四成的农户不

会将生活污水排入下水道。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强度的测度

显示，参与强度较好与参与轻度极好的农户占比仅为 38.2%，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参与

水平较低，农户在乡村环境治理过程中处于边缘化的尴尬位置。在当前阶段，农户参与

乡村环境治理的水平仍较低。构建多方共治共享的乡村环境合作治理体系与治理机制，

充分发挥农户作为乡村环境治理重要微观主体的作用，是建设乡村环境治理良好格局的

重要课题。 

（2）农村地区仍然是典型的“熟人社会”，社会网络与社会信任在农户的生活中仍占

据重要地位，社会规范的制约作用有待发掘。广泛的社会网络与高水平的社会信任为农

户在集体行动中达成共识，激励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提供了可能。基于主成分分析法

的农户社会资本水平测度显示，接近五成的农户有着良好的社会资本水平，可有效地通

过社会资本获取农业技术信息与资源。然而，社会资本水平差与较差的农户占比总计

37.3%，社会资本水平极差的农户占比总计为 10.2%，这表明农村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农

户存在社会资本逐渐瓦解甚至丧失的现象，鼓励农户积极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社会风气

并未形成，非正式约束的“无力”会纵容农户的“搭便车”行为，恶化农户参与乡村环境

治理的集体行为困境。 

（3）社会网络能够通过影响经济理性与生态认知间接激励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

紧密的社会网络能帮助农户获得亲朋好友的帮工支持与技术支持，降低农户参与乡村环

境治理的参与难度与参与成本，提高其对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预期收益，改善农户的经

济理性。此外，社会网络能宽农户获取绿色农业技术与环境治理政策的信息渠道，降低

农户的信息获取成本，这有助于农户提升绿色农业技术认知，降低农户采纳绿色生产行

为的不确定性，增强农户抵御采纳新技术风险的能力。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行为决

策是基于生态认知水平对比成本收益后的结果，依托社会网络交换信息、互帮互助会使

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更加轻松，提升其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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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信任能提升农户获取信息的效率，并能通过调控合作成本约束农户的“搭

便车行为”，是结合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保障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合作基础。高水

平的社会信任能减少农户对他人“搭便车”行为的担忧，减少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

为的不确定性，同时还能提升农户对村庄集体的社会认同，提升农户对参与乡村环境治

理的预期收益，改善农户的经济理性，引导农户超越利己行为的局限性，激励农户参与

互惠利他的乡村环境治理行为。此外，高水平的社会信任会提高农户分享信息的意愿，

有助于农户获得准确、可靠的农业技术信息，间接促进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 

（5）社会规范可通过行为约束与互动学习影响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社会规范以

非正式约束的形式提高农户破坏乡村环境的行为成本，制约农户在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过

程中的“搭便车”行为。为更好的融入农村集体，农户会通过参与乡村环境治理释放“合

群信号”。基于此，社会规范可解决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搭便车”问题，影响农户的经

济理性，最终推动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此外，农户缺乏科学的农业知识，要打破原先

的行为惯性，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有一定难度。而周围人的实际行为为农户提供了学习样

板，降低了农户的学习成本，有助于提高农户的生态认知。因此，社会规范可通过提升农

户的生态认知间接推动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 

（6）社会信任在社会规范对农户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高社会信任水平的农户更倾向于相信他人的观点，这会促使农户接纳他人的意见，更乐

于模仿、学习周围人的绿色环保行为，从而强化社会规范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

的影响。 

7.2 对策建议 

（1）搭建农村社会信息交流组织平台。通过搭建各类适用于农村和农户的交流平台，

拓宽农户信息交流渠道，为农户合作交流、获取政策信息创造条件。适当开展互联网施

用相关培训，依托网络平台，组织以村为单位的绿色生产技术宣传活动与人居环境整治

教育活动，鼓励农民分享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经验、教训，提倡农户间互帮互助行为。以

乡村精英与乡村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强化对处于社会网络中心位置的乡村精英会组织的

环境教育和培训，使其充当环境保护宣传的模范先锋，充分发挥社会网络的信息传递优

势。 

（2）通过宣传教育、信息公开与奖惩机制推进乡村诚信建设，重塑乡村社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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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乡村公共精神，发挥村镇干部的权威优势，发扬风格，带头领导农户参与乡村环境

治理行为，在实践中培育合作精神和公共精神，强调乡村环境治理的集体利益。同时，推

进乡村环境信息公开，打破乡村环境合作治理的“信息孤岛”，利用政府公告、微信公

众号、公开栏等手段公布信息，打破信息不对称，缓解农户与农户之间、农户与集体之间

的信任危机。最后，重视乡村环境治理信用体系建设，建立破坏环境行为黑名单，为环境

保护和治理有突出贡献农户和组织授予奖励。 

（3）加强农村社会规范建设，梳理乡村环境治理参与典型，引导农户积极参与。一

方面，通过农村参与乡村环境治理典型人物与事迹的发现与挖掘，树立农户身边的典型

案例形成示范效应，引导农户积极参与乡村环境治理。另一方面，重视村规民约对农户

行为的引导、约束作用。以非正式的、接受度高的村规民约为抓手，提炼其中维护村庄环

境整洁、保证长远发展的进步内容，以此为依托加强乡村环境治理宣传，鼓励、支持农户

积极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 

7.3 研究展望 

在阅读参考了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并对相关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及实证分析的基础

上，本文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路径机制进行了探索。依据

调研地区的实际情况与对数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发现：①农户在参与乡村环境治理

的过程中，更关注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部分，因此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分为绿

色生产和人居环境整治两方面。但由于乡村环境治理的公共物品特性，农户面临着集体

行为困境，因此参与水平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②社会资本对打破信息不对称、破解集

体行为困境，引导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有重要作用。社会网络能拓宽农户信息获取渠

道、社会信任能提高农户获取信息的准确性与真实性、社会规范为农户提供了良好的学

习、模仿对象，能显著提升农户对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生态认知，激励农户参与乡村环

境治理行为。同时，社会网络的互帮互助、社会信任的合作约束、社会规范非正式规制，

可有效地抑制农户的“搭便车”行为，提高农户的预期收益，减少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

理的心理成本，改善农户经济理性，推动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 

但是，受限于研究时限与研究能力，本文仅探究了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的社

会资本路径，这只是乡村环境治理的一个主体，一个方面。乡村环境治理涉及政府、企

业、社会组织与公众多个主体，依托社会资本协调多主体，合作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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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构建起乡村环境治理体系，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此外，社会资本基

于经济理性与生态认知的中介作用，间接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产生影响的机理，

仅仅是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角度的初步分析。社会资本与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

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作用机制，如社会资本还可通过激发生态理性、环境关心、利他价值

观等社会心理学因素对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产生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对农户的“社

会人”身份也应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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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学生生涯步入尾声，毕业近在咫尺。回首漫漫求学路，这一路

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没有他们的支持与鼓励，就没有我个人的成长，在此谨向他们致

以最真挚的感谢！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在我求学过程中地悉心指导。导师对农村的深入了解，对学术的

严格要求，以及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我学生生涯的启蒙者兼

领路人。从研究生一年级第一篇小论文的撰写，到后来核心论文的发表，再到最后毕业

论文的写作，导师在对我的指导过程中一直保持这极大地耐心，将踏踏实实的学术钻研

精神、实地调研的问题导向意识完完本本的展现在我眼前，我也在跟随导师做学、做事

的过程中获得了宝贵的学术积累与人生经验。 

其次，感谢研究生期间的每一位授课老师，老师们扎实的理论功底、内容丰富的授课

内容为我奠定了进一步深造的基础，不拘泥于课本、紧跟学术前沿的随意挥洒更使我对

学术未来充满期待。  

再者，我要感谢朝夕相处三年的舍友与同班同学们，感谢舍友们在生活上的相互包

容，感谢同学们在学术上的互相帮扶，三年的学习生活因为你们而轻松愉快；同时还要

感谢我的师姐、师兄以及师妹给予我无私的帮助与配合，祝你们前程似锦。 

此外，我还要感谢一直以来对我的学业加倍支持的家人，是您们无私的爱成就了如

今的我，让我心有所依，自由翱翔。如今，我将会用日渐丰满的羽翼为您们遮风挡雨。 

最后，向百忙之中评审本论文的各位老师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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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农户生产生活状况调查问卷 

尊敬的受访者： 

您好！本次调查采取无记名方式且调查结果只做研究之用，请您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填写，多

谢合作！ 

一、农户家庭情况 

1、您的年龄为      ，性别      ，家中是否有村干部      （①是 ②否）。是否有党员      （①

是  

②否）。 

2、主要亲戚中是否有村干部      （①是 ②否）。是否有党员      （①是 ②否）。 

3、您家中总人口为      人，有劳动力的人数为      人。其中，务农人数为      ，女性务农人

数为      ，老年务农人数为      ，外出打工人数为      。 

4、您的受教育程度为      。①小学及以下   ②初中   ③高中及中专  ④大专及以上   

5、您家的生计方式为      ①纯农业种植 ②家庭养殖兼种植 ③半农半工；④家中自己做生意兼种

植；⑤除农业之外的其他方式 

6、您家是否加入农村合作社      ？（①是 ②否）您家距离县城位置       

①5 公里以内 ②6-10 公里 ③11-20 公里 ④21-30 公里 ⑤31 公里及以上。 

7、您的土地距离硬化道路远近？  ①1 公里内  ②1-3 公里  ③3-6 公里  ④6 公里以上 

8、 您家在一年生产经营中雇用劳动力为      人*天（工）。 

9、 您家务农劳动时间占家庭总劳动时间的比重      。①0-20% ②21%-40% ③41%-60 ④61%-80%  

⑤80%-100% 

10、参与农业订单程度    。①从不参与 ②偶尔参与 ③一般 ④时常参与 ⑤经常参与 

12、水利设施完善程度      。①很不完善 ②不太完善 ③一般 ④比较完善 ⑤非常完善 

13、有无自然灾害______（①有 ②没有） 如果有，每亩大约损失多少钱_________ 

14、政府是否对专业化生产有补贴      （①是②否），补贴有       ①种子②农药③化肥④农机 

⑤农业保险⑥现金，额度为      元。 

15、我愿意承担的风险程度      。①比其他农户少 ②和其他农户一样 ③比其他农户多 

16、您家房屋总面积________（①100 平米以下②100-200 平米③200-300 平米④300 平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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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户家庭收入（单位：元） 

您家每年收入为_________元，其中农业收入为_______元,非农收入为________元 

您每年工作________天，其中参与农业劳作________天，非农工作______天 

三、家庭承包土地情况（单位：亩） 

土地总面积 

其中 土壤质量 

地块数 
承包面积 流入土地 流出土地 高肥力 中等肥力 低肥力 

        

（土地总面积应等于农户承包地面积+转入土地面积-流出土地面积） 

四、农业投入与产出情况 

作物品种（如棉花、小麦

等） 

总产量

（斤） 

商品量

（斤） 

总产值

（元） 

播种面积

（亩） 

总成本（元） 

不包含人工成本 

人工成本

（人*天）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第四种        

第五种        

（注：商品量指销售农产品的数量） 

五、人居环境整治行为 

1.村里有垃圾集中投放点吗____（①有  ②没有）2 您是否将垃圾投放到垃圾集中投放点（①是 ②否） 

3.在过去一年里, 您有专门收集过生活垃圾的意愿吗？______（①有②没有）如果有，有没有进行实际的

行动？_____（①有②没有） 

4.您家是否对下列各类废弃物进行过回收_____________（多选）。（①废纸  ②废弃电池、电子设备   ③

厨余垃圾④废塑料瓶  ⑤废弃易拉罐  ⑥废金属  ⑦可再生塑料  ⑧废弃塑料瓶  ⑨废弃衣物、纺织品） 

5.是否将生活污水随意排放____（①是  ②否） 

6.在处理畜禽养殖的污水时，是否将粪便跟尿液分离后再进行处理___（①是  ②否） 

7.您是否会将厨房剩余的食物残渣及不含洗涤剂的相对干净的水收集起来喂牲畜____（①是 ②否） 

8.您家是否将储存的处理水用于农田灌溉或绿化____（①是  ②否） 

9.您家的生活污水是否全部排入同一个下水道进行集中处理____（①是  ②否） 

六、农业生产 

1.对绿色农业的认知情况如何？____（①非常不了解 ②不了解 ③一般 ④了解 ⑤非常了解）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户参与乡村环境治理行为研究——基于甘肃省农户调查数据 

 46 

2.您认为绿色农业是否重要？_____（ ①非常不重要 ②不重要 ③一般 ④重要 ⑤非常重要）  

3、是否了解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或有机食品？___（①非常不了解 ②不了解 ③一般 ④了解 ⑤非常

了解） 

4、是否了解生物农药？_____（ ①非常不了解 ②不了解 ③一般 ④了解 ⑤非常了解） 

5、是否了解有机肥？ _____（①非常不了解 ②不了解 ③一般 ④了解 ⑤非常了解） 

6.是否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_____（①是 ②否）    是否使用低毒农药？___（①是  ②否） 

7.是否使用有机农药？____（①是   ②否）       是否处理地膜？____（①是  ②否）    

8.是否焚烧秸秆？___（①是 ②否）      化肥是否过量使用？_____（①是 ②否） 

9.是否添加有机肥？____（①是   ②否）          是否种植绿肥？____（①是   ②否） 

10.是否参与过如耕地保护等各类培训？_____（①是   ②否） 

11.是否听说过测土配方施肥____（①是 ②否)   是否使用过测土配方施肥___（①是 ② 否） 

12.是否采用喷灌、滴灌等节水设备？______（①多数种植面积采用 ②少数种植面积采用 ③基本是传统的

大水漫灌）  

13、是否清楚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及地膜使用造成的危害？____（①非常不了解 ②不了解 ③一般 ④了

解 ⑤非常了解） 

14、是否知道地膜不回收会对土壤性状、农作物的生长等产生危害？____ （①是  ②否） 

      15、本村是否实施农业节水工程？______（①是  ②否） 

16、如果过量使用农药化肥，您是否会因破坏农地环境而感到内疚？ ________（①完全不会 ②有一些内

疚 ③非常内疚） 

17.我认为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是一件有价值的行为____（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一般 ④同意 ⑤非常

同意） 

18. 参与乡村环境治理并不麻烦____（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一般 ④同意 ⑤非常同意） 

19. 参与乡村环境治理并不浪费时间____（①非常不同意 ②不同意 ③一般 ④同意 ⑤非常同意） 

七、社会资本 

1.可以登门拜访的村民数_______（①1 人  ②2 人  ③3 人  ④4 人  ⑤5 人以上） 

2.每月拜访村民的频数______（①1 次  ②2 次  ③3 次  ④4 次  ⑤5 次以上） 

3.了解有关环保法的数量_______（①1 部  ②2 部  ③3 部  ④4 部  ⑤5 部以上） 

4.是否赞成“保护环境，人人有责”______（①是 ②否） 

5.是否愿意向村民提供借款________（①是 ②否） 

6.是否赞成村民是诚实的，并值得信赖_______（①是 ②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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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是否赞成村民只为自身利益而忽视他人利益________（①是 ②否） 

8.村民之间是否是相互信赖的______（①是 ②否） 

9.现在有关环境问题的说法都是夸大其词，您同意这种说法吗_______（①是 ②否） 

10 与您见面打招呼的居民数_____（①1 人  ②2 人  ③3 人  ④4 人  ⑤5 人以上） 

11、亲戚是否采取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如秸秆或地膜回收利用）_____（①是  ②否） 

12、邻居是否采取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如秸秆或地膜回收利用）_____（①是  ②否） 

13、朋友是否采取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如秸秆或地膜回收利用）_____（①是  ②否） 

14、村政府会认为，在生产过程中我应该采取环保的生产方式。______ 

（①非常不可能   ②不可能  ③一般  ④可能   ⑤很有可能） 

15、亲戚等会认为，在生产过程中我应该采取环保的生产方式。______ 

（①非常不可能   ②不可能  ③一般  ④可能   ⑤很有可能） 

16、好友等会认为，在生产过程中我应该采取环保的生产方式。______ 

（①非常不可能   ②不可能  ③一般  ④可能   ⑤很有可能） 

17、邻居等会认为，在生产过程中我应该采取环保的生产方式。______ 

（①非常不可能   ②不可能  ③一般  ④可能   ⑤很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