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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我概念的农户环境角色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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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

　　摘　要：农户环境角色是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以自我概念理论为基础，从
物质自我、精神自我、社会自我３个方面构建一套农户环境角色评价指标体系，基于 ＡＮＰ建

立农村环境治理中农户环境角色评价框架，利用Ｓｕｐｅ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软件对各指标进行赋权。研

究表明：精神自我、社会自我、物质自我依次是农户环境角色的主要评价维度。据此提出３条

政策：发挥文化育人功能培养凝聚农户生态情感，开展农户环境知识教育增强农户环保认知，
利用农村社会资本助建农户生态保护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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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建设生态宜居的农村是实施乡村生态振兴战

略的重要目标，但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环境问

题 逐 步 恶 化 并 成 为 农 村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重 要 瓶

颈［１］。因而在农村现代化建设的 迫 切 要 求 下，亟

需构建一种新型环境治理模式，推动农村生态文

明建设的进程。农户是农村主要居住者，作为农

村环境污染的制造者和农村环境治理的受益者，

农户应当主动承担起参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责

任，发挥农村主人翁的责任感［２］。为 此 如 何 发 挥

农民环境治理的主体作用，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主
动性、自觉性，建立健全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长效

机制，是当前国家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为此中

央政府进行决策部署，出台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村庄清洁行动方案》等一系列农村环境治理相关

文件，强调要动员农民群众，共同参与农村环境治

理，实现自主治理；地方政府也采取了积极的政策

落地措施，保障农户参与通畅［３］。在 政 府 的 大 力

支持下，农户参与的成效逐渐显现，但农户环境治

理参与的程度依然低下，具体表现为：农户参与意

识薄弱、参与范围狭窄、参与方式简单和参与程度

低［４］。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环境治 理 体 系 现 代 化

的逐步推进，农户环境治理参与的深度、广度等要

求也需不断提升。
因此提升农户的农村环境治理参与 质 量，不

仅需要采取普遍适用的政策措施，也需要根据不

同的农户环境角色采取针对性的促进策略。而当

前农户环境角色评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对该领

域的研究仍较为不足。因此，本文通过构建农村

环境治理中农户环境角色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农户

环境角色进行研究，为提升农户环境治理参与积

极性提供参考，从而根据农户的环境角色类型采

取不同的措施增加亲环境农户的数量，促进农村

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二、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

（一）农户自我概念与农户环境角色

自我概念的研究起源于西方心理学界对自我

的探讨。自我概念定义首次出现是在美国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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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詹姆斯的著作《心理学原理》中，他认为自我概

念是指“人类将自身看作客体，进而发展自我感觉

和关于自身态度的能力”［５］。罗杰斯（Ｃ．Ｒｏｇｅｒｓ）
又在詹姆斯的基础上，从对象和作用的角度整合

了主体我和客体我，他以现象学为基础研究自我

概念，认为自我概念包含了自我意识的组成系统、
看待自我的方式以及与自我相关的外 部 环 境［６］。
从学者对自我概念的界定，可见自我概念是个体

对自身的感知模式，构建自我概念的最终目的是

为了探求“我是谁”以及“我如何形成”。因而自我

概念能够反映出农户对自身环境角色的定位，可

以体现出农户在农村环境治理这一集体行动中对

自我环境角色的感知以及自身环境态度的认识。
因此，本文利用自我概念理论构建农户在农村环

境治理中环境角色的评价指标体系。

（二）农户自我概念的组成

詹姆斯提出自我概念的定义后，将“自我”分

为主我与客我，并认为客我即自我概念。在心理

学的研究史 上，心 理 学 家 集 中 研 究 客 我（自 我 概

念），而将 主 我 划 分 为 哲 学 等 相 关 领 域 的 研 究 范

围。詹姆斯主要分析的也是客体自我的结构，他

把客我具体分为许多不同的方面，主要为：一是物

质自我，二是精神自我，三是社会自我。其 中，物

质自我主要指个人的身体及其属性；精神自我是

指个人目标、抱负和信念等组成；社会自我是指他

人所看到的我［５］。库利进一步发 展 社 会 我 理 论，
提出“镜中我”，认为对他人意识的判断也是自我感

觉的来源之一［７］。根据学者对自我概念结构的组

成观点，本文也将农户在村庄环境治理行为中的自

我概念分为物质自我、精神自我和社会自我。

１．物质自我

物质自我 是 农 户 对 自 身 的 一 个 基 础 性 的 认

识，许多学者研究证实了不同个体特征的农户对

环境治理行为具有不同的认识，如性别和健康情

况是生产方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年龄、社会身份、
职业和工 作 外 出 经 历 对 自 我 的 主 观 认 知 产 生 影

响［８－９］。农户的性别、年龄、社会身份、健康状况、
职业、工作外出经历等影响农户环境角色的形成

与体现，反映了个体对自我存在、外貌、体能等方

面的基本自我认识，因此选取农户个人特征作为

农户物质自我的测量指标。

２．精神自我

精神自我是农户在物质自我的个体特征基础

上对农村环境治理这一行动中的“自我”的主观认

知。Ａｊｚｅｎ学者的 计 划 行 为 理 论 和Ｓｔｅｒｎ学 者 的

信念—价值—规 范（ＶＢＮ）理 论 的 主 要 观 点 指 出

了个体的精神上的认知、情感等是农户最初行为

态度 的 反 映，会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影 响 人 的 行

为［１０－１１］。因此本文选取了环境认知、村 庄 生 态 归

属感、生态情感、环境责任感知、精神满足等作为

精神自我下的二级指标。
环境认知反映的是农户对环境相关内容的了

解情况，体现其对环境的关心程度［１２］。村庄生态

归属感反映农户对村庄生态的主观态度，地方归

属感与个人环保意愿和环保行为息息相关，越强

的地方 归 属 感 越 容 易 产 生 农 户 的 环 保 行 为［１３］。
生态情感为人们对生态的态度情感反映，正向影

响环境行为，对生态具有强烈热爱感的人其环保

行为越丰 富［１４］。环 境 责 任 感 知 是 指 在 维 护 村 庄

生态环境 系 统 中 农 户 对 自 身 所 承 担 的 责 任 的 认

知［１５］。农户对环 境 的 责 任 认 知 是 农 户 亲 环 境 行

为的重要体现，当农户的环境责任认知被激活时，
其亲环境 行 为 有 效 增 强［１６］。精 神 反 映 人 的 主 观

意识，因此农户在村庄环境治理的过程中若能对

参与环境治理或村庄环境变好而收获精神上的愉

悦，说明农户在村庄环境治理这一集体行动中的

自身环境态度是较为积极的。

３．社会自我

社会自我由个体扮演的角色组成，指 的 是 我

们被他人如何看待或认可。社会自我维度选取正

式制度规制响应、非正式制度规制响应、关系网络

互动响应、环境民主权利行使响应和绿色生产技

术响应作为二级指标。
正式制度主要指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治理环境

的规制措施［１７］，其中的约束、引导、激励规制等对

农户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非正式制度一般由宗

教、文化、习俗等因素组成，主要指受到社会广泛

认可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在农村以村规民约

为代表［１８］。中国 传 统 乡 土 社 会 的 关 系 网 络 是 建

立在血缘和亲缘基础上的，农户的关系网络是拥

有社会资本的农户和关系者构成的社会结构。关

系网络中的成员相互影响大，因而可通过农户对

关系网络成员环境行为的互动，从而得知农户对

环保的态 度［１９］。环 境 民 主 权 利 是 农 户 对 其 生 存

和 发 展 的 环 境 依 法 行 使 决 策、管 理 与 监 督 的 权

利［２０］。农户若积极行使相应的环境民主权利，能

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农户对环境的关心，说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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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对环境治理具有积极性。在绿色生产技术的响

应上，农户是理性经济人，若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愿

意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去接受绿色生产技术，说

明农户具有较好的环保意识，可反映农户的环境

态度［２１］。

三、农 户 村 庄 环 境 治 理 行 为 中 自 我 概

念指标体系分析研究方法选择

对于农户在村庄环境治理中的自我环境角色

进行评价，除了要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外，还需对

各指标 所 占 的 权 重 进 行 计 算。评 价 是 综 合 多 指

标、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定量进行分析的过

程。在 传 统 的 综 合 评 价 方 法 中，层 次 分 析 法

（ＡＨＰ）是传 统 综 合 评 价 方 法 中 定 性 与 定 量 结 合

的多目标决策的系统分析方法，适用于结构较复

杂、决策准则多且不易量化的决策问题［２２］。然而

这种传统的综合评价方法忽略决策层之间以及评

价指标之间通常存在的相互影响的问题，因此，为
了解决评价指标之间存在的反馈性以及相互制约

的问题，Ｔｈｏｍａｓ　Ｌ提出网络分析法（ＡＮＰ）；其核

心思想是将评价指标体系分为控制层和网络层两

个部分，网络层内部是互相影响的网络结构。
考虑到农户自我概念 中 的 物 质 自 我、精 神 自

我、社会自我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因而本

文采用网络层次分析法（ＡＮＰ）确定相关指标的权

重。网络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步骤如下：
第一步为构造网络结构。将影响评价目标的

关键指标筛选出，判断指标之间的依存关系，构建

网络结构。
第二步为确定层次元素单排序权重。通过专

家打分对评价指标进行重要性程度的两两比较，
得出归一化排序权重。

第三步为构造超矩阵。在通过以上标度意义

两两比较后，构造判断矩阵，从而形成超矩阵。
第四步为构造加权超矩阵，将矩阵归一化。
第五步为计算极限超矩阵及元素指标体系的

权重。极限超矩阵是对超矩阵进行稳定性处理以

反映元素的依存关系。

　　四、网 络 层 次 分 析 法 在 农 户 自 我 概 念

指标体系构建中的应用

　　网络层次分析法的指标权重的计算量较为庞

大，目前学界多用Ｓｕｐｅ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软件（ＳＤ）进行

相关指标权重的计算。ＳＤ软件可以计算指标间

具有依存关系 的 决 策 问 题，因 而 本 文 利 用ＳＤ软

件构建农户自我概念的ＡＮＰ结构模型并计算得

到超矩阵、加权超矩阵和极限超矩阵，从而得到农

户自我概念中各个指标的权重。

（一）构建ＡＮＰ结构模型

根据农户自我概念关键指标的筛选以及相关

指标间的依存关系，构建农户在村庄环境治理行

为中自我 概 念 的 ＡＮＰ结 构 模 型（如 图１）。图１
中的弯形箭头表示同一级指标各元素之间相互影

响，双向箭头表示一级指标下各元素之间相互影

响。物质自我、精神自我以及社会自我相互影响，
共同作用；物质自我、精神自我及社会自我下的指

标也彼此互相影响。

控制层

网络层

农户在村庄环境治理行为中的自我概念

物质自我（B1）

个人特征（B11）

精神自我(B2)

正式制度规制响应(B31)
非正式制度规制响应(B32)
关系网络互动响应(B33)
环境民主权利行使响应(B34)
绿色生产技术响应(B35)

环境认知(B21)
村庄生态归属感(B22)
生态情感(B23)
环境责任感知(B24)
精神满足(B25)

社会自我(B3)

图１　农村环境治理中农户环境角色

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模型图

　　（二）两两比较得出判断矩阵

在得出指标的超矩阵、极限超矩阵前 需 要 先

对相关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分析。本文各指标间的

两两比较通 过 咨 询３位 农 村 环 境 领 域 的 专 家 获

得，其重要性 程 度 标 度 确 定 方 法 如 表１。通 过 专

家的两两比较结果后，形成判断矩阵。
为了保证层次单排序的可信性，需要 对 判 断

矩阵一致 性 进 行 检 验，一 致 性 比 率ＣＲ＝ＣＩ／ＲＩ
（ＣＩ为相容性指标值，ＲＩ为平均一致性指标值）。
只有当ＣＲ＜０.１时，该判断矩阵才通过一致性检

验。利用Ｓｕｐｅ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软 件 对 网 络 层 所 有 的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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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所得结果均小于０．１，
均通过一致性检验。

表１　网络层次分析法的评分标度及其含义

评分标度 具体含义

１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具有同等重要性

３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一 个 元 素 比 另 一 个 元 素

稍微重要

５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一 个 元 素 比 另 一 个 元 素

明显重要

７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一 个 元 素 比 另 一 个 元 素

强烈重要

９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一 个 元 素 比 另 一 个 元 素

极端重要

２、４、６、８ 为上述相邻判断的中值

　　（三）形成超矩阵Ｗ、加权超矩阵Ｗ 和

极限超矩阵Ｗ∞

　　构建农户在村庄环境治理行为中自我概念评

价指标ＡＮＰ的初始超矩阵Ｗ 如下：

Ｗ＝
Ｂ１Ｂ１ Ｂ１Ｂ２ Ｂ１Ｂ３
Ｂ２Ｂ１ Ｂ２Ｂ２ Ｂ２Ｂ３
Ｂ３Ｂ１ Ｂ３Ｂ２ Ｂ３Ｂ

■

■

■

■３
其中，Ｂ１Ｂ１ 是 以 二 级 指 标 物 质 自 我（Ｂ１）元 素 组

中两两比较所得的判断矩阵；Ｂ１Ｂ２ 表示分别以一

级指标物质自我（Ｂ１）元素组为准则，与二级指标

精神自我（Ｂ２）元 素 组 中 两 两 比 较 所 得 的 判 断 矩

阵；Ｂ１Ｂ３ 表示 分 别 以 一 级 指 标 物 质 自 我（Ｂ１）元

素组为准则，与二级指标社会自我（Ｂ３）元素组中

两两比较所得的判断矩阵；通过对元素两两重要

性比较，构 造 判 断 矩 阵，求 得 对 应 的 排 序 向 量。

Ｂ２Ｂ１、Ｂ２Ｂ２、Ｂ２Ｂ３、Ｂ３Ｂ１、Ｂ３Ｂ２、Ｂ３Ｂ３ 的表示含义

与上述同理。
将上述 所 得 的 所 有 判 断 矩 阵 输 入 到Ｓｕｐｅ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软件中，便可得到超矩阵Ｗ、加权超矩阵

Ｗ、极限超矩阵Ｗ∞。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仅给出

１位专家的矩阵结果。

Ｗ＝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７　０．８３　０．０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００　０．８３　０．６７　０．６３　０．８０ ０．００
０．１９　０．００　０．４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３８　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１９　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９　０．１７　０．４４　０．２４　０．３０　０．３８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２０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１１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２３　０．２８　０．２１　０．００　０．１８　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５０　０．６７　０．１９　０．２１
０．２３　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０　０．２３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０　０．３３　０．１７　０．１５
０．３８　０．５５　０．４８　０．００　０．４１　０．００　０．５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６　０．４８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

■

■

■

■７　０．０７
　　通过对上文的所得的超矩阵进行列归一化处 理后得到加权超矩阵，加权超矩阵Ｗ 如下：

Ｗ＝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３２　０．７１　０．００ ０．６０　０．５１　０．００ ０．６７　０．５３　０．５１　０．６４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００ ０．３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３２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１５　０．００ ０．８０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３８　０．２４　０．２６　０．３３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１６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１３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　．

■

■

■

■０１
　　通过对加权超矩阵进行ｋ次幂运算，以实现

对加权超矩阵的稳定性处理，从而得到极限超矩

阵Ｗ∞＝ｌｉｍ
ｋ→∞
Ｗｋ。极限超矩阵权重见表２。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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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极限超矩阵权重

变量 Ｃ１１ Ｃ２１ Ｃ２２ Ｃ２３ Ｃ２４ Ｃ２５ Ｃ３１ Ｃ３２ Ｃ３３ Ｃ３４ Ｃ３５

Ｃ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Ｃ２１　 ０．６１　 ０．６１　 ０．６１　 ０．６１　 ０．６１　 ０．６１　 ０．６１　 ０．６１　 ０．６１　 ０．６１　 ０．６１

Ｃ２２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Ｃ２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Ｃ２４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１８

Ｃ２５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Ｃ３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Ｃ３２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Ｃ３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Ｃ３４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Ｃ３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四）指标权重结果分析

通过对３位专家的局部权重和全局权重进行

平均，得到表３所示的指标权重排序结果。

１．一级指标权重排序分析

由表３可知，一级指标中权重占比最 高 的 是

农户 精 神 自 我，其 次 是 社 会 自 我，最 后 是 物 质 自

我。农户精神自我排第一位，因为精神更多反映

的是个体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因此当农户具有环

境相关认知、生态责任等亲环境情感，说明其对环

境较为关注，更能体现农户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

环境角色。农户社会自我排第二位，这是因为农

户是理性经济人，往往会先获取外界的环境价值

取向，继而判断内心的选择是否符合自身利益的

同时又合法合理，因此，受到社会环境影响下的农

户对亲环境行为的响应更多是农户在权衡利弊下

做出的理性选择，并非出于内心，这也可能使得该

情形下的行为效果比精神自我驱动下产生的亲环

境行为效果差。因而，农户环境角色评价中，精神

自我比社会自我更能反映农户对环境的态度，体

现出农户是属于哪一种环境行为者。农户物质自

我权重最小，这是因为物质自我主要是通过对农

户环境行为产生影响从而间接体现农户的环境角

色，因此物质自我对农户环境态度、行为的反映较

小，所占的权重较低。

表３　农村环境治理中农户环境角色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局部权重 全局权重 总排序

物质自我Ｂ１ ０．０００ 个人特征Ｃ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１

精神自我Ｂ２ ０．６１７

环境认知Ｃ２１　 ０．３６８　 ０．２６８　 ２

村庄生态归属感Ｃ２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５１　 ６

生态情感Ｃ２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１０

环境责任感知Ｃ２４　 ０．４９４　 ０．２７１　 １

精神满足Ｃ２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４　 ９

社会自我Ｂ３ ０．３８２

正式制度规制响应Ｃ３１　 ０．１１１　 ０．０４７　 ７

非正式制度规制响应Ｃ３２　 ０．２４９　 ０．０９３　 ５

关系网络互动响应Ｃ３３　 ０．２４７　 ０．１０９　 ３

环境民主权利行使Ｃ３４　 ０．３０６　 ０．０９９　 ４

绿色生产技术响应Ｃ３５　 ０．０８７　 ０．０３４　 ８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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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二级指标权重排序分析

由表３可知，二级指标中指标权重占 比 从 高

到低依次是：环境责任感知、环境认知、关系互动

响应、环境民主权利行使、非正式规制制度响应、
村庄生态归属感、正式制度规制响应、绿色生产技

术响应、精神满足、生态情感、个人特征。排 序 第

１的为农户环境责任感知，这可能的解释是：责任

意识是指对个体应尽责任的自觉意识和积极履行

的行为倾向［２３］，因此若农户具有较强的环境保护

责任意识，说明其具有保护环境的自觉意识与行

为倾向，并且在意识的指导下保护环境的行为倾

向更容易发现，从而更能体现农户在村庄环境治

理这一集体行动中的自我环境角色以及自身环境

态度。排序第２的环境认知与环境责任感知权重

比较接近，这是因为环境认知体现着农户是否学

习相关环境知识，虽然可能存在着被动学习，但是

这是农户亲环境行为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实现的体

现，因而，环境认知所占的权重相对也较大。排序

第３、４、５、６、７、８、９位的二级指标权重相接近，排

序最后的个人特征权重与其他指标差异较大，可

见个人特征较难直接体现农户的环境角色。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通过建立农户在村庄环境治理行为中自我概

念指标体系，利 用 ＡＮＰ评 价 方 法 得 出 相 关 指 标

权重，根据一级指标的重要性排序可知，农户的自

我概念组成中精神自我、社会自我、物质自我依次

降低，在二级指标的权重中，排序依次是环境责任

感知、环境认知、关系互动响应、环境民主权利行

使、非正式规制制度响应、村庄生态归属感、正式

制度规制响应、绿色生产技术响应、精神满足、生

态情感、个人特征。可见，农户环境角色主要由精

神自我体现，其中环境责任感知、环境认知等是主

要的体现。

（二）政策启示

１．发 挥 文 化 育 人 功 能，培 养 凝 聚 农 户 生 态

情感

随着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实施，文化育 人 的 教

化功能逐渐显现；在农村环境整治中提升农户亲

环境角色的形成，文化育人的作用是从农户的思

想上进行重塑，因而成效更为持久、深刻。但当前

农村的文化育人功能较弱并存在以污染为代价发

展经济等不良文化之风。因而，应积极实施文化

育人调节农户的生态情感，同时遏制不良环境文

化的形成与发展，具体可通过利用歌曲、舞蹈、话

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将优秀的农村文化

蕴含其中，从而广泛宣传。

２．开 展 农 户 环 境 知 识 教 育，增 强 农 户 环 保

认知

认知是个体在行为选择中的主要依 据，影 响

个体行为决策。然而，当前农户环境缺乏，农村环

境知识教育薄弱；因此培育农户相关环境知识可

提高农户环保认知，继而有助于农户亲环境角色

的形成。然而，农户环境认知的丰富化、科学化的

实现难以一蹴而就，需要持续对农户环境知识进

行教育。加强农户环境知识教育，具体可通过利

用乡贤等开展农村环境知识教育课堂、建设农家

书屋等环境知识载体。

３．利用农村社会资本，助建农户生态 保 护 精

神家园

我国农村存在着一张张关系网，形成 彼 此 熟

悉的环境从而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本。而农村社会

资本的内在张力对农户亲环境角色的形成具有一

定的作用机理，农村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关系网络

等影响农户环境行为决策选择。因而利用农村社

会资本对农户的环境治理行为逻辑进行影响，具

体可通过 增 加 农 户 间 互 动 等 提 升 农 户 间 的 信 任

感、促进关系网络的形成。

参考文献：

［１］许玲燕，杜建国，汪文丽．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的演化博

弈分析［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７（０５）：１７－２６．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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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１１９－１２６，１５９－１６０．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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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４１

（０８）：１５００－１５１２．
［４］曾睿．农村环境保护 和 农 民 参 与 的 关 联 度［Ｊ］．重 庆 社

会科学，２０１７（０２）：６１－６９．
［５］威廉·詹姆 斯．心 理 学 原 理［Ｍ］．唐 键，译．上 海：商 务

印书馆，１９６３．
［６］刘化英．罗杰斯对自我概念 的 研 究 及 其 教 育 启 示［Ｊ］．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０６）：３７－３９．

３３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６卷　

［７］库 利．人 类 本 性 与 社 会 秩 序［Ｍ］．北 京：华 夏 出 版

社，１９８９．
［８］喻永红，张巨勇．农 户 采 用 水 稻ＩＰＭ 技 术 的 意 愿 及 其

影响因素———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Ｊ］．中国农村经

济，２００９（１１）：７７－８６．
［９］孙世民，张媛 媛，张 健 如．基 于Ｌｏｇｉｔ－ＩＳＭ 模 型 的 养 猪

场（户）良好 质 量 安 全 行 为 实 施 意 愿 影 响 因 素 的 实 证

分析［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２（１０）：２４－３６．
［１０］Ａｊｚｅｎ　Ｉｃｅｋ．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
ｓｅｓ，１９９１，５０（０２）：１７９－２１１．

［１１］Ｓｔｅｒｎ　Ｐ　Ｃ．Ｎｅｗ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ｃｏ－
ｈｅｒ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ｂｅｈｖｉｏｕｒ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２０００，５（０３）：４０７－４２４．

［１２］李 兵 华，朱 德 米．环 境 保 护 公 共 参 与 的 影 响 因 素 研

究———基于环保举报热线 相 关 数 据 的 分 析［Ｊ］．上 海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３７（０１）：１１８－１２８．
［１３］Ｃｈｅｎ　Ｎ，Ｌａｒｒｙ　Ｄ，Ｆ　Ｔｒａｃｅｙ．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ｐｌａｃｅ　ａｔｔａｃｈ－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ｏｒｄ－ｏｆ－ｍｏｕｔ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ｔｗｏ

ｃｉｔ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２０１８，３６：１－１１．

［１４］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Ｍ　Ｊ，Ｈｏｖｌａｎｄ　Ｃ　Ｉ．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Ｍ］．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１－１４．

［１５］戴志利．农 村 居 民 生 态 意 识 和 健 康 意 识 与 生 态 消 费

关系的实证研究［Ｄ］．长沙：湖南大学，２０１０．
［１６］郭利京，林 云 志，周 正 圆．村 规 民 约 何 以 规 范 农 户 亲

环境行 为？［Ｊ］．干 旱 区 资 源 与 环 境，２０２０，３４（０７）：

６８－７４．
［１７］胡 平 波．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中 农 民 合 作 行 为 激 励 分

析———基于正 式 制 度 与 声 誉 制 度 的 协 同 治 理 关 系

［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３，３４（１０）：７３－８２，１１１．
［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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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７６－９４，１８７－１８８．
［１９］王翊嘉，左 孝 凡，黄 森 慰．正 式 网 络 加 剧 了 农 村 居 民

收入不平 等 吗？———基 于 福 建 省、安 徽 省３２０农 户

的调查［Ｊ］．石 家 庄 铁 道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９，１３（０２）：１５－２３．
［２０］陈叶兰．论农村 环 境 自 治 权［Ｊ］．武 汉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２５（０１）：１００－１０５．
［２１］余威 震，罗 小 锋，黄 炎 忠，等．内 在 感 知、外 部 环 境 与

农户有机肥替代技 术 持 续 使 用 行 为［Ｊ］．农 业 技 术 经

济，２０１９（０５）：６６－７４．
［２２］陈晓红，杨志慧．基于 改 进 模 糊 综 合 评 价 法 的 信 用 评

估体系研究———以我国中小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

研究［Ｊ］．中国管理科学，２０１５，２３（０１）：１４６－１５３．
［２３］谭小宏，秦启文．责 任 心 的 心 理 学 研 究 与 展 望［Ｊ］．心

理科学，２００５（０４）：９９１－９９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ｏｌ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

Ｗｅｎｇ　Ｙｉｑｉｎｇ，Ｈｕａｎｇ　Ｋｅｙａｎｇ，Ｈｕａｎｇ　Ｓｅｎｗｅｉ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ｕｊｉ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ｕｚｈｏｕ　３５０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Ｆａｒｍｅｒ’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
ｔｅｍ．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　ｓｅｔ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ｏｌｅ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ｅｌｆ，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ｌｆ．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Ｐ，

ｉ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ｔｏ　ｇｉｖ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ｔｏ　ｅａｃ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ｓｅｌｆ，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ｅｌｆ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ｏｌ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ｏ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ｂｙ　ｇｉｖｉｎｇ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ｕ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ｕｓ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ｏ　ｈｅｌｐ　ｂｕｉｌ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ｈｏｍ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ｏｌｅ；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

４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