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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环境类基础设施农户合作供给意愿研究：以分散

式污水处理设施为例 

高旭阔，尹志伟①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长期以来,环境类础设施供给总量的不足严重阻碍了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为了探究农户

合作供给环境基础设施的影响因素,本文以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为例，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引入了农户

心理因素变量,并构建了农户合作供给意愿的理论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陕西省关中地区 570 户

农户的调查问卷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多群组分析检验了不同家庭年收入农户的模型路径差异。结果

表明：(1)农户的社会资本对合作供给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可通过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影

响合作供给意愿。(2)农户认知对合作供给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可通过价值感知的中介作用间接

影响合作供给意愿。(3)模型在农户家庭年收入分组中展现出较强的差异性。其中,高收入农户认知对

价值感知、价值感知对合作供给意愿的影响更强。因此，在加强环保理念宣传的同时，也要重视乡村

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农户政治效能感的提升，以提高环境类基础设施的供给水平。 

关键词：环境基础设施；合作供给意愿；社会资本；结构方程模型 

 

Research on farmers '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in the supply of rural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 

taking decentralized sewage treatment facilities as an example. Gao Xu-kuo,Yin Zhi-wei
①

( 1.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Xi’an,710055,Chnia) 

Abstract : For a long time, the lack of total supply of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has seriously hindered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 

cooperative supply of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this paper takes decentralized sewage treatment facilities 

as an example, based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 introduces farmers ' psychological factors variables, and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farmers '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in supply.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s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questionnaire of 570 farmers in Guanzhong area of Shaanxi Province, and 

the model path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family annual income farmers are tested through multi-group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 (1) The social capital of farmer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of 

cooperative supply, and can indirectly affect the willingness of cooperative supply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political efficacy. (2) Farmers ' cogni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of cooperative 

supply, and can indirectly affect the willingness of cooperative supply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value 

perception. (3) The model shows strong differences in the annual income group of farmers ' households. 

Among them, high-income farmers ' cognition has a stronger impact on value perception and value perception 

on cooperative supply willingness. Therefore,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it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cepts, 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rural social capital and the improvement of farmers' 

political efficacy, so as to improve the supply level of 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Key words：Environmental infrastructure ;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supply ; social capital ;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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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基础设施是指为生产和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环境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经济活动

正常进行的环境类公共服务系统，具有明显的经济外溢性。其主要包括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台、

农村公共厕所、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等。环境类基础设施直接影响到农村区域环境治理效能，在

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我国城乡发展的过程中，农村环境类

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足够重视，长期存在资金投入不足[1]、建设总量不

足、管护机制不健全[2]等问题。据统计，截至 2022 年，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仅为 31%[3]，

相较于 2017 年仅提升不足 7%，环境类基础设施的投资占比更是从 1.03%降低到 0.85%[4]。而

2018 年，日本农业区的污水处理率已达 99.7％，并且 79.2％的污水得到再利用[5]。我国农村污

水治理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供给主体较为

单一。特别是 2006 年农村税改全面落实后，以“三提五统”和“两工”为主要形式的筹资筹

劳制度取消，导致乡镇政府财力收紧，基层政府长期“自上而下”供给公共物品的模式并不能

满足需求，所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亟需向“多元化”转变[6]。2019 年，生态环境部等 9 部

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遵循“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的基本原则，采取地方财政补助、村集体负担、村民适当缴费或出工出力等方式建

设、管护污水处理设施。但在实际中，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陷入了“政府推动强、农户参与

弱”的治理困境[7]。那么，影响农户合作供给环境类基础设施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如何提高农

户的合作供给意愿？为此，本文将以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为例，分析和探讨农户合作供给环境

类基础设施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对提高环境类基础设施农户资金参与度和丰富农户合作供

给公共物品的理论基础有重要意义。 

 

1 文献回顾与模型构建 

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从本质上讲是农村公共物品。目前，针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问题，

已有文献主要从要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开展相关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主要聚焦于农村

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6]、供给制度[8]、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对策[9-10]、供给效率[11]的研究，学者

们形成了以村民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共识，并持续关注以村民为主体的公共物品多

元协同供给模式的构建。在实证研究方面，学者主要关注农户合作供给的行为、意愿及影响因

素的研究。从 Putnam[12]首先研究了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物品合作供给行为的关系后，广泛学

者开始探讨社会资本对农村公共物品合作供给的影响。如 Kelly[13]认为社会资本对农户合作供

给供水系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部分学者也尝试从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解释其影响机制，如

Cruz[14]、王蕾[15]等从关系网络维度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合作供给的正向影响，彭文慧[16]则认为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核心。此外，已有文献也关注了除社会资本以外的因素，主要

可概括为三个层面，分别是政府和制度层面[17-19]，家庭和个人特征层面[20-21]和村级因素层面[23]。 

虽然现有文献从各个角度对合作供给意愿进行了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已有文献

大多进行了经济类基础设施的合作供给的研究，关于农村环境类基础设施的研究较为匮乏。二

是鲜有文献探讨社会资本和供给意愿之间可能存在的中介变量，这可能导致社会资本影响机

理解释的不充分。三是目前较多研究使用的是单一角度、单一变量影响关系的探究，没有考虑

到因素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并且家庭年收入作为农户合作供给意愿的重要动力也应考虑其中。 

鉴于此，本文将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并引入农户认知因素，将政治效能感、价值感知变量

分别作为社会资本和农户认知的中介变量纳入研究框架。利用陕西省关中地区的 570 份问卷

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通过多群组分析检验农户家庭年收入在模型中的差异性，为促进



 

 

农户合作供给环境类基础设施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1.1 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与合作供给意愿 

社会资本（SC,Social Capital）是指个人和群体之间产生的关联、互动和互惠作用，其主要

包含社会信任、社交网络和社会参与三个因素。农村环境类基础设施的合作供给是一种特殊的

非经济性集体行动行为，需要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理性往往

会与集体理性发生冲突，导致“搭便车”的现象出现。而我国农村多呈“片区”分布，普遍存

在以血缘、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关系网络，而这些以信任、网络为载体的社会资本将农村

社区变成了典型的“熟人社会”，那么既有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舆论对村民的行为起到了约束作

用，从而减少“搭便车”现象发生。此外，关系网络广、社会信任高的村民，一般具有较高的

组织动员能力，这部分农户可能在农村中声望、社会地位、社会参与度较高，其行为会受到社

会资本的约束，更有可能参与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的合作供给。因此，社会资本可能会正向影

响农户对污水处理设施的合作供给意愿。 

政治效能感（PE, Political Efficacy）由学者 Campbell[24]提出。后来，学者将其分为内部政

治效能感和外部政治效能感两个维度，被广泛认为是分析公众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本文主要

指的是政府信任和农户感知的政府响应诉求能力，属于外部政治效能感的范畴。一方面，有较

强的政治效能感的村民，对牺牲自身利益的公益政策的支持度越高[25]，对改善环境而非经济收

益的环境类基础设施供给更具积极态度；另一方面，农户合作供给环境类基础设施是一种响应

政策号召的行为，政治效能感可能在农户社会资本与合作供给意愿中存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

中的社会信任能增强个体对公共政策的回应感；社会参与使农户能更频繁地交流信息并提升

农户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减少误解和偏见，从而增强农户的政府信任；社会网络则会降低农户

政策参与成本，提升了政策参与能力和兴趣[26]。因此，农户政治效能感可能会正向影响农户的

合作供给污水处理设施意愿，并且政治效能感可能在社会资本和合作供给意愿中发挥中介作

用。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农户社会资本对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合作供给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农户社会资本对政治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农户政治效能感对合作供给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社会资本可通过政治效能的中介作用而正向影响农户合作供给意愿。 

1.2 农户认知、价值感知与合作供给意愿 

个体的认知是指对所获信息进行筛选、组织和理解的过程。认知心理学理论认为，任何个

体的意愿都是由其所具有的认知决定的，进而影响个体的决策和行为。可以说“认知”是“意

愿”的前置因素，其作用路径为“个体认知→行为意愿”。农户合作供给意愿可能受多种认知

的影响。首先，环境认知是识别和解释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根本因素[27]，包括重要性认知、现

状认知、环境政策等。农户的环境认知越高，其亲环境行为动机也会更加明确，那么合作供给

污水处理设施的意愿也可能越强。此外，村民对基础设施认知也通过降低风险成本、提升感知

收益而促进合作供给行为[28]。因此，农户认知（FC,Farmers' Cognition）可能会正向影响农户

合作供给污水处理设施的意愿。 

价值感知（PV, Perceived Value）是村民基于自身认知视角，对某一产品或者服务的效益进

行的主观评价。农户的价值感知包括了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是农户在考察自身资源禀

赋和生计策略的基础上对行为所获利的重新评估[29]。因此，当农户对污水处理行为具有越高的

价值感知，意识到村域污水处理可能带来环境、经济等多方面的效益，其合作供给意愿也会提



 

 

升。价值感知也可能在农户认知和供给意愿中存在中介作用。实际上，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

首先会通过认知来判断行为或政策是否对有利，进而其影响其行为意愿[30]。所以农户对污水治

理和环境问题具有的认知水平不同，会导致个体对污水处理设施的价值感知存在差异，农户会

根据认知和经验判断污水处理可能为以后的生活带来的价值，从而影响其合作供给意愿。因此，

价值感知可能会正向影响农户合作供给污水处理设施意愿，并且价值感知可能在农户认知和

合作供给意愿中发挥中介作用。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5：农户认知对合作供给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6：农户认知对价值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7：农户价值感知对合作供给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8：农户认知可通过价值感知的中介作用而正向影响合作供给意愿。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农户合作供给意愿的理论模型： 

社会资本 政治效能感

合作意愿

农户认知 价值感知

H2

H3

H7

H4：中介作用

H1

H5

H8：中介作用

H6  

图 1 农户合作供给意愿理论模型图 

Fig1 Theoretical model of farmers '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in supply 

2 研究方法与实验设计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次课题组调研的时间为 2022 年 9~12 月，问卷主要来源于西安、咸阳两地的 6 县（区），

分别为蓝田县、周至县、鄠邑区、三原县、泾阳县和礼泉县。调研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首先，在每个市选取 3 个县（区），根据发展水平再在每个县分别选取 2～

3 个乡镇，进而根据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情况和距离城镇距离分别在每个乡镇选取 3～5 个村庄，

最后根据村庄规模随机抽取 20～25 位村民。本次调研采取户主面对面访谈的方式填写。剔除

无效问卷 70 份后，剩余有效问卷 570 份，问卷有效率为 89.1％。此次接受调研的女性 274 人，

占比 50.7％，男性 266 人，占比 49.3％；受访者平均年龄为 53 岁，并且年龄 51～60 岁的人数

最多，占比 22.8％；从受教育程度来看，高中学历以下的人数最多，占比 64.2％，其中大多数

受访村民学历集中在初中，占比 34.2％。在农户的年总收入情况来看，农户的家庭年收入总体

水平不高，主要集中在 10 万元以下，占比 59.5％。总体来看，调研样本各项特征与林丽梅[27]

研究接近，可认为数据具有一定代表性。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 

Table 1  Sampl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2.2 研究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可以探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还能够通过研究这些关系结构揭示潜在的因

果关系。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农户合作供给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关系。结构方程模型包

括是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其基本形式如下。 

测量模型： 

y =  Λyη +  ε                              （1） 

x =  Λxξ +  δ                              （2） 

式（1）和（2）中，x 和 y 分别是内生潜变量（政治效能感、价值感知、合作供给意愿）

和外生潜变量（社会资本、农户认知）的观测值；η 和 ξ 分别是与 y 和 x 相关联的潜变量；Λy

和Λx是外生潜变量和内生潜变量的因子载荷矩阵；ε 和 δ 是模型的测量误差。 

结构模型： 

η = α + Γξ + ζ                              （3） 

 式（3）中，α 为常数项； Γ 是潜变量之间的直接效应的路径系数矩阵；ζ 是结构模型中

的误差项。 

2.3问卷设置与变量定义 

各个潜变量题项以国内外成熟问卷的题项结合本文研究修正，1~5 表示被调查者是实际情

况和题项描述内容的符合性。问卷的第一部分为人口统计学变量，其中包括性别、年龄、学历、

家庭人口数和家庭年收入。问卷的第二部分为潜变量的观测指标题项，参照苗珊珊[31]的研究，

将社会资本维度分为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社会参与三个维度来设定。在李燕[32]等对政治效能

感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政府信任、农户对政府回应能力的感知来观测政治效能感。在价

值感知的题项设置中，主要从农户的环境、经济、社会价值感知结合有用性感知和价值意义感

知设定题项；农户认知的题项设置主要根据环境政策认知、环境认知、重要性认知、现状认知

来设定。 

 

项目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女 293 51.4 

男 277 48.6 

年龄 

21～30 岁 49 8.6 

31～40 岁 92 16.1 

41～50 岁 123 21.6 

51～60 岁 130 22.8 

60 岁以上 176 30.9 

受教育程度 

未受过教育 35 6.1 

小学 136 23.9 

初中 195 34.2 

高中 145 25.4 

大学（专）及以上 59 10.4 

家庭年收入 

2 万以下 71 12.5 

2-5 万 134 23.5 

5-10 万 134 23.5 

10-15 万 144 25.3 

15 万以上 87 15.3 

家庭人口数 

1 口人 17 3 

2-3 口人 122 21.4 

3-4 口人 142 24.9 

4-5 口人 167 29.3 

6 口及以上 122 21.4 



 

 

表 2 问卷测量指标题项 

Table 2  The latent variable questionnaire measurement index items 

变量 名称/编码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个人及家庭特征 

性别 男=1；女=0 0.486 0.500 

年龄 
21～30 岁=1；31～40 岁=2；41～50 岁=3； 

51～60 岁=4；60 岁以上=5 
3.512 1.307 

学历 未受过教育=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学（专）及以上=5 3.100 1.070 

家庭年收入 2 万以下=1；2～5 万=2；5～10 万=3；10～15 万=4；15 万以上=5 3.074 1.262 

家庭人口数 1 口=1；2～3 口=2；3～4 口=3；5～6 口=4；6 口以上=5 3.447 1.133 

社会资本 

（SC） 

SC1 您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1～5） 3.240 1.071 

SC2 您对亲朋邻里的信任程度（1～5） 3.553 0.936 

SC3 您与本村村民的交流密切程度（1～5） 3.393 0.985 

SC4 村里乡党有困难找您帮忙的频率（1～5） 3.128 1.095 

SC5 您联系人中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的比例（1～5） 2.663 1.111 

SC6 您参与村里集体活动的频率（1～5） 2.479 1.186 

政治效能感 

（PE） 

PE1 我认为政府办事是公平公正的（1～5） 3.421 0.948 

PE2 我认为政府回应农户合法利益诉求是及时的（1～5） 3.400 1.041 

PE3 我认为政府会在意村民的意见（1～5） 3.484 0.992 

PE4 我信任政府和村委会的决定（1～5） 3.405 1.025 

价值感知 

（PV） 

PV1 我认为建设污水处理设施会对基础设施的完善非常有意义（1～5） 3.554 1.045 

PV2 
我认为村庄的污水治理好了,我们会生活在一个更好的环境里（1～

5） 
3.665 1.060 

PV3 我认为良好的村容村貌会为村庄带来经济效益（1～5） 3.553 1.129 

PV4 我认为治理好村庄的污水也是对整个社会发展有价值的（1～5） 3.586 1.116 

PV5 
我认为建设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会让我们收集、处理污水更加有方

便（1～5） 
3.688 1.069 

农户认知 

（FC） 

FC1 我了解农村目前污水治理的现状与情况（1～5） 3.132 1.150 

FC2 我认为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对于农村生态文明发展非常重要（1～5） 3.200 1.147 

FC3 我认为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对于环境改善是有作用的（1～5） 3.286 1.189 

FC4 我了解国家近些年对于环境的补贴政策以及重视程度（1～5） 3.086 1.192 

合作供给意愿 

（WP） 

WP1 我愿意为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缴纳费用（1～5） 3.170 1.150 

WP2 
我支持村集体建设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并让农户集体出资的做法

（1～5） 
3.181 1.098 

WP3 
我会引导村里的亲戚朋友加入到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的合作（1～

5） 
3.480 1.054 

 

3数据检验与实证分析 

3.1信效度分析 

对问卷 22 个题目进行信度效度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各潜变量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

大于 0.7，组合信度 CR 大于 0.8，表明各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较好，具有良好的可靠性；KMO

值为 0.938，大于 0.7，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量表的总体效度良

好；各维度的平均方差提取量 AVE 在 0.59~0.75 之间，大于 0.5 的标准，说明潜变量具有良好

的收敛效度；各个潜变量的 KMO 值在 0.75~0.90 之间，大于 0.7 的标准，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 3 验证性因子分析 

Table 3 Variabl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题项 因子载荷 CR AVE KMO 值 

SC1 0.8 

0.89 0.59 0.9 

SC2 0.68 

SC3 0.68 

SC4 0.79 

SC5 0.8 



 

 

SC6 0.83 

PE1 0.79 

0.88 0.64 0.84 
PE2 0.78 

PE3 0.79 

PE4 0.84 

FC1 0.87 

0.92 0.75 0.85 
FC2 0.88 

FC3 0.89 

FC4 0.83 

PV1 0.82 

0.92 0.69 0.89 

PV2 0.81 

PV3 0.84 

PV4 0.82 

PV5 0.87 

WP1 0.89 

0.89 0.75 0.75 WP2 0.87 

WP3 0.85 

 

利用 AVE 指标来进行潜变量之间区别效度的判别。如表 4 所示，表格对角线的部分是 AVE

值的平方根，其数值在所在行和列均为最大，说明五个潜变量均在相对独立的构面，故区别效

度符合分析要求。因此，可以认为所用问卷收集的数据可靠，量表设计合理。 

 

表 4 区别效度分析 

Table 4  Distinguishing validity analysis 

潜变量 SC PE FC PV WP 

SC 0.77     

PE 0.26 0.8    

FC 0.13 0.11 0.87   

PV 0.15 0.17 0.36 0.83  

WP 0.33 0.31 0.48 0.40 0.87 

 

3.2 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 

 

表 5 模型拟合度检验表 

Table 5  Model fit test table 

指标分类  拟合结果 参考值 拟合情况 

绝对适配指数 

GFI 0.943 ＞0.9 理想 

AGFI 0.928 ＞0.9 理想 

RMSEA 0.038 ＜0.08 理想 

χ2/df 1.843 1~3 理想 

增值适配度指数 

NFI 0.956 ＞0.9 理想 

RFI 0.949 ＞0.9 理想 

IFI 0.979 ＞0.9 理想 

TLI 0.976 ＞0.9 理想 

CFI 0.979 ＞0.9 理想 

简约适配度指数 
PGFI 0.753 ＞0.5 理想 

PNFI 0.836 ＞0.5 理想 

 

利用 Amos 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拟合。将拟合度指标分为绝对适配指数、增值适配指数和

简约适配指数进行分析。如表 5 所示，卡方自由度比为 1.843，RMSEA 为 0.038 小于 0.08，满

足标准。GFI、AGFI、NFI、RFI、IFI、TLI、CFI 均大于 0.9，简约适配度指数 PGFI 和 PNFI

均大于 0.5，说明模型拟合情况良好，可以进行结构方程实证检验。 



 

 

 

 

 
图 2 农户合作供给意愿结构方程模型图 

Fig.2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farmers '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in supply 

 

表 6 结构方程路径检验表 

Table 6  Structural equation path test table 

路径 标准化系数 P 值 C.R. 对应假设 检验结果 

SC→WP 0.195 *** 4.415 H1 成立 

SC→PE 0.408 *** 8.60 H2 成立 

PE→WP 0.221 *** 4.980 H3 成立 

FC→WP 0.321 *** 7.235 H5 成立 

FC→PV 0.416 *** 9.290 H6 成立 

PV→WP 0.220 *** 5.092 H7 成立 

***、**、* 分别表示  0.1％  、1％和  5％  的显著水平。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运行结果如表 6 所示，六条路径均在 P＜0.1％的水平下显著，且路径

系数为正，则假设 H1~H3、H5~H7 均成立。在对合作供给意愿的影响中，社会资本、政治效

能感、农户认知、价值感知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195、0.221、0.321 和 0.220。说明在四个潜变

量中，农户认知对合作供给意愿的正向影响最强烈，其次是社会资本和价值感知，而社会资本

对农户合作供给意愿的影响则较小。此外，社会资本对政治效能感、农户认知对价值感知也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从因子荷载的角度来看，在社会资本的 6 个观测指标中，SC6 的因子荷载最

大，为 0.82，说明农户的社会参与是对农户社会资本存量影响最大的因素。可能的原因是农户

的社会参与度越高，越容易建立其相互之间的互惠互信机制以及社交网络，从而提升农户的社

会资本存量；政治效能感的 4 个观测指标中，PE4 的因子荷载最大，为 0.84，说明政府信任是

对政治效能感影响最大的因素。可能的原因是农户对政府决策的信任不仅反映了他们对政府

工作的认可，也体现了他们对政策决策的信任，这种信任使农户对于政府的公正性、透明度、

回应性等多个方面产生了积极态度，所以政府信任越高，农户的政治效能感越高；在农户认知

的 4 个观测指标中，FC3 的因子荷载最大，说明环境改善认知是对农户认知影响最大的因素。

可能原因农户的认知结构中，环境改善及其变化是他们最为关注且感知最为深刻的方面，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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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的生产和生活与自然环境紧密相连，他们对环境的直接体验和感受在形成整体认知时起

到了关键作用；在价值感知的四个观测指标中，PV5 的因子荷载最高，为 0.87，说明污水处理

设施的有用性感知是对农户价值感知影响最大的因素。可能原因是对于农户而言，有用性是农

户评估污水处理设施价值时最直接、最直观的考量因素，污水处理设施的主要功能在于便于处

理生活污水，减少环境污染。因此，设施的感知有用性能否满足农户的便利性需求，直接决定

了他们对设施的价值评价。 

 

3.3 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探究政治效能感和价值感知在合作供给意愿中是否起中介作用（假设 H4、H8），运

用 bootstrap算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选择Bias-Corrected和 Percentile置信区间置信度为 95％。

如果在检验下 Bias-Correctede 和 Percentile 的上限和下限不经过 0 点，则证明潜变量的中介效

应显著。运行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中介效应检验表 

Table 7  Mediation effect test table 

影响路径 效应值 
Bias-Corrected 95%CI Percentile 95%CI 

中介效应占比 
下限 上限 下限 上限 

SC→PE→WP 

总效应 0.285 0.200 0.369 0.199 0.368 

31.6% 直接效应 0.195 0.105 0.286 0.106 0.287 

间接效应 0.090 0.054 0.137 0.052 0.133 

FC→PV→WP 

总效应 0.412 0.341 0.485 0.339 0.483 

22.1% 直接效应 0.321 0.236 0.405 0.236 0.405 

间接效应 0.091 0.054 0.138 0.051 0.135 

 

根据 Bootstrap 运行结果，Bias-Corrected 和 Percentile 的上下限均不包含 0 点，说明两条

路径的总效应、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均显著。所以，政治效能感在社会资本和合作供给意愿之

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价值感知在农户认知和合作供给意愿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H4、H8 成

立。 

4  基于家庭年收入的多群组分析 

4.1 多群组分析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多群组分析主要用于验证研究模型在不同的群体中是否相等或存在

参数不变性。首先，为了探究测量模型是否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群体，进行测量模型的验证性因

子分析。对测量模型添加约束，将模型设置为因子载荷相等的模型，使其成为嵌套模型。对限

制模型与未限制模型的卡方、自由度差值进行 P值检验，如果 P值＜0.05，则证明测量模型在

两个分组中具有发生明显变化，说明测量题项不适用于不同群体。 

 

表 8 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性分析 

Table 8  Test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分组 家庭年收入组 

限制模型 模型一：因子载荷相等 模型二：路径系数相等 

ΔDF 17 6 

ΔCMIN 20.358 20.296 

P 值 0.256 *** 

模型是否变化 否 是 



 

 

***、**、* 分别表示 0.1％ 、1％和 5％ 的显著水平。 

 

由表 8 的模型一可知，家庭年收入组 P 值均大于 0.05，证明量表测量题项适用于不同分

组的群体，具有不变性。其次，进行结构模型的恒等性检验。将结构模型限制为路径系数相等，

使其成为嵌套模型，通过对比限制模型与未限制模型的卡方和自由度变化来判断模型是否存

在显著差异。如果 P＜0.05，则说明模型的结构路径有明显差异。由表 8 模型二检验结果可知，

家庭年收入的 P 值小于 0.05，说明在不同分组群体中模型出现显著差异。本文选择无约束的

预设模型进行多群组分析，多群组分析模型适配度良好。 

4.2 基于家庭年收入的多群组分析 

 

表 9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群组分析 

Table 9  Multi-group analysis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路径 

家庭年收入 

10 万及以上                   10 万以下                     T值差 
路径系数 路径系数 异检验 

SC→WP 0.142* 0.170** 0.303 

SC→PE 0.375*** 0.396*** 0.767 

PE→WP 0.190** 0.257*** 0.385 

FC→WP 0.306** 0.359*** 0.813 

FC→PV 0.555*** 0.274*** 3.422 

PV→WP 0.376*** 0.124* 2.557 

χ2 /df 1.434 

0.914 

0.73 

0.977 

0.028 

GFI 

PGFI 

CFI 

RMSEA 

***、**、* 分别表示 0.1％ 、1％和 5％ 的显著水平 

 

多群组分析结果如表 9 所示。受样本量及样本随机性的影响，本文参照荣泰生[33]的方法，

选取对应路径系数临界比值（Critical Ratios for Difference between Parameters）对路径进行系数

T 值差异性检验，选取 T 大于 1.96 即存在显著差异的路径作比较。从家庭年收入来看，在农

户认知→价值感知的路径中，高收入农户（β＝0.555,P＜0.1％）比低收入农户（β＝0.274,P＜

0.1％）更显著；在价值感知→合作供给意愿的路径中，高收入农户（β＝0.376,P＜0.1％）比低

收入农户（β＝0.124,P＜5％）更显著。这说明高收入农户认知对价值感知的正向影响更强，价

值感知对合作供给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强。可能原因是高收入农户大多数非农收入占比较大，因

此其社会互动更加丰富，见识和眼界也较为宽广，对环境和污水处理设施的认知更为透彻，容

易对污水处理行为形成积极的价值感知，所以高收入农户认知对价值感知的影响大于低收入

农户。并且高收入农户因为自身可支配收入较高，自主消费意识比低收入群体强烈，可能存在

社会需要和自我需要的消费心理，所以价值感知更容易对合作供给意愿产生积极影响。 

5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本文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陕西省关中地区 6 县共 570 户农户的实地调研，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结合乡

村社会资本和农户环境认知视角去系统分析了农户合作供给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意愿的影响

因素，得到了以下结论： 

（1）农户的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合作供给意愿，并可通过政治效能感



 

 

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合作供给意愿；农户认知正向影响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合作供给意愿，并

可通过价值感知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合作供给意愿。从作用路径来看，政治效能感对合作供给

意愿的影响最大，价值感知对合作供给意愿影响最小。各个潜变量对合作供给意愿的影响的大

小排序依次是：农户认知＞政治效能感＞价值感知＞社会资本。 

（2）多群组分析结果显示，结构方程模型各路径在农户家庭年收入分组上展现出一定差

异性。高收入农户认知对价值感知、价值感知对合作供给意愿的正向影响更显著。说明高收入

群体的合作意愿更容易收到农户心理认知因素的影响，这可能与高收入群体非农占比收入占

比较大、社会互动与认知水平更强有关。 

当前的研究虽然为我们揭示了社会资本与农户心理因素对农村环境类基础设施合作供给

意愿的影响，并探讨了社会资本可能存在的中介变量。但仍有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在本文

的展望部分将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设想，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提

供参考。 

（1）由于时间、人力以及调研地区政策的不明晰性，本文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

如户主的性别、学历等个人因素，可能对家庭的合作供给意愿产生一定影响，激励型政策、规

制型政策也可能对模型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着手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

性问题。 

（2）本文采取更为间接和综合性的方法来评估农民的合作供给意愿，但是农户投入金额

的大小能够直观反映农民对于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差异，并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

从而在现实层面为抽象的“意愿”提供了具体的测度方式。因此，在陕西省关中地区有相关合

作实践与政策规定明晰时，可以从将意愿以具体金额的形式进行意愿测量。 

5.2 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以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为例，为促进环境类农村基础公共设施的合作

供给意愿，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优化农村社区交流平台，培育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干部

干、群众看”的现象，有的群众认为这是政府的事，有的认为这是面子上的事，为此不关心、

不过问、不参与，村民主体意识亟待加强。应展丰富多样的社区活动，鼓励村级社会团体的建

设，如文化娱乐组织、志愿服务组织等，增强村民之间沟通交流，提升农户的信任水平与社会

参与度；搭建农户线上、线下信息交流平台，扩大农户社交网络，加大政策信息在农户之间的

传播广度，加深村民之间的整体情谊，使归属感、集体荣誉感得到有效提升，充分调动主体积

极性，从而促进农户参与环境类基础设施的合作供给。 

（2）提升基层组织能力，增强政治效能感。相比以往，村庄环境基础设施往往是由政府

出资建设，农户政策意识不强，政策参与度不够。政策基层政府、村委会应充分发挥自身能力，

做好惠民政策和公共基础服务等，提升农户的政府信任。同时，针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

筹措与供给方式，定期组织村民大会、座谈会等活动，邀请村民参与政策讨论和决策。例如充

分听取农民群众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意愿和需求，积极引导村民以适当方式参与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相关项目方案设计、过程建设、运行维护和成效监督。并通过定期培训和教育，提高

基层工作人员的政策解读能力，加强村民对政策的认同感和参与度，增强农户的政治效能感。 

（3）定期开展环保宣传教育工作，提升农户认知水平。目前村民对环境类基础设施的重

要性认知不足，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刻，制约了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应利用广

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多渠道开展环保宣传教育活动，

提高农户对于农村污水处理重要程度的认知；加强农户自身的环境价值观建设，注重试点先行，



 

 

突出典型经验总结凝练，以点带面推进治理。加强环境设施建设质量管理，建立有制度、有标

准、有队伍、有经费、有监督的运行管护机制，使农户认识到农村污水治理以及生态环境能够

带来的环境价值、经济价值以及社会价值，聚焦于思想层面提升环境类基础设施农户的合作供

给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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