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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对农户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福建、安徽、陕西三省的调研数据

毛馨敏，　卞莉莉

（福建农林大学 公管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２）

　　摘　要：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凸显，环境治理已成为当务之急，公众参与对政策可执行性的

促进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研究。文章以Ｐｕｔｎａｍ的社会资本理论作为概念框架，通过跟踪

福建、安徽、陕西三省农村环境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结

果表明：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群体规范对农户环境维护行为意愿和环境促进行为意愿均有显

著正向影响。为提高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意愿，政府应加强宣传和引导，以推进农村的环境

治理，进而实现“美丽乡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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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村生态 环 境 问

题日 益 凸 显，农 村 生 态 环 境 治 理 成 为 当 务 之 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攻坚克难，进一步实现生

态文明发展的新跨越，继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美丽乡村。建设美

丽乡村的重要理念是生态宜居，良好生态环境是

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公众参与作为一种新

的农村环境治理机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农户

作为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

中极为重要。在此背景下，对农户环境行为的研

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环境友好行为通常是指个人主动参与、付诸行

动来解决和防范生态环境问题的行为，一般包括参

与环境保护的宣传活动，愿意通过捐助参与环境保

护、参与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定［１－３］。根据众多学者

的研究发现，在探讨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的内在机理

时，大多从“个人层面”来讨论，如环境风险感知［４］、
环境知识［５］、环境认知［６］等。而农村环境治理是需

要许多个体共同参与才能解决的公共问题。所以，
对农户环境友好行为的研究，除了考虑个体因素之

外，还应考虑到人与人之间关系互动“关系层面”因
素的影响。而社会资本理论则可以提供了一个理

想的视角。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社会资

本主要由信任、规范和网络三个维度组成，指个体

之间的联系并内嵌于社会中的资源，有助于人们为

了共同利益进行协调与合作［７］。本文以Ｐｕｔｎａｍ的

社会资本理论作为概念框架，从以下三个层面即社

会信任、社会网络、群体规范与农户环境友好行为

意愿之间的理论关系，通过追踪福建、安徽、陕西三

省农村环境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

了上述三个层面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对农户环境

友好行为的两个不同层次的环境友好行为意愿，即
环境维护和环境促进意愿的影响，并从根本上提出

适行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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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本文以Ｐｕｔｎａｍ的社会资本理论作为概念框

架，Ｐｕｔｎａｍ认 为 社 会 资 本 之 间 较 好 的 轮 回 可 以

形成“社会均衡”，并且在持续的进化发展中产生

更高水平的信任、规范与组织。并在他自己的著

作中指出，社会资本中至关重要不能缺少的要素

就是 信 任，例 如 在 一 个 整 体 中，相 互 信 任 程 度 越

大，那么他们在一起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越高。与

此同 时，社 会 规 范 和 关 系 网 络 是 由 信 任 产 生 的。
而模 式、社 会 化 和 惩 罚 都 是 来 约 束 社 会 规 范 的。
基于Ｐｕｔｎａｍ的社 会 资 本 理 论 此 篇 文 章 认 为：影

响农户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的是社会信任、社会网

络、群体规范三个重要的社会资本。

（一）社会信任对农户环境友好行为意

愿的影响

在信任 维 度 上，Ｌｅｗｍａｎ认 为，需 将 社 会 信

任划分为人际信 任 与 制 度 信 任，且 人 际 信 任、制

度信任的 对 象 和 产 生 机 制 的 差 异 性 较 大，不 可

模糊地 统 一 对 待［８］。Ｂｒｕｎｉｅ认 为 社 会 成 员 之 间

的信任态 度 是 整 体 社 会 系 统 的 重 要 资 源，让 个

体在面临需要解 决 的 公 共 问 题 时 相 互 协 助 从 而

降低 行 动 的 交 易 成 本［９］。Ｃｏｌｅｍａｎ认 为 增 加 人

们自发 性 的 社 会 行 为，能 够 降 低 管 理 成 本［１０］。
制度信任是指个 体 在 人 和 人 交 际 过 程 中 受 到 的

法律法规等制度的约 束［１１］。部 分 学 者 在 研 究 环

境领域时发现社 会 信 任 会 对 个 体 环 保 行 为 意 愿

产生影响。例 如Ｐｅｔｚｏｌｄ　ａｎｄ　Ｒａｔｔｅｒ指 出 了 那 些

信任其他人会参 与 合 作 的 人 会 更 积 极 主 动 地 参

与到环境保护活动 中［１２］。Ｈａｒｌａｎｄ认 为，在 面 对

环境问题中，个人 对 其 他 人 的 行 为 的 信 任 度，对

其行 为 决 策 有 直 接 影 响［１３］。根 据 以 上 的 分 析，
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Ｈ１：社 会 信 任 对 其 环 境 维 护 行 为 意 愿

有显著影响

假说 Ｈ２：社 会 信 任 对 其 环 境 促 进 行 为 意 愿

有显著影响

（二）社会网络对农户环境友好行为意

愿的影响

社会网络 重 点 是 重 视 人 们 之 间 的 互 动 和 联

系，个体在做决策时不是孤立的，他所在的社会网

络会影响 着 他 的 决 策［１４］。中 国 农 户 之 间 存 在 着

繁杂的社会网络关系，所以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

们的生产活动［１５］。农村是个“乡土本位”的社会，
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得以存在的基础环境。每个

网络层面中夹杂着丰富或异质性的信息资源，通

过其关系获取信息资源，并依靠传播、引导与效仿

等方式从 而 助 推 自 身 行 为 决 策［１１］。根 据 以 上 的

分析，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Ｈ３：社 会 网 络 对 其 环 境 维 护 行 为 意 愿

有显著影响

假说 Ｈ４：社 会 网 络 对 其 环 境 促 进 行 为 意 愿

有显著影响

（三）群体规范对农户环境友好行为意

愿的影响

群体规范是通过周围社会环境的评价对个体

信仰和评 估 结 构 的 形 成 产 生 潜 移 默 化 的 影 响 作

用［１６］。就群体规范论述及表征而言，其范畴宽泛

且较复杂，包括行为准则、风俗习惯、道德伦理和

价值标准等［１７－１８］。而在农村地区，诸多 学 者 研 究

发现道德伦理处于群体规范的核心且发挥重要作

用，如不遵守规定的村民要承担失去和睦的邻里

关系、个人面子及名誉声望等惩罚［１９］。根据以上

的分析，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Ｈ５：群 体 规 范 对 其 环 境 维 护 行 为 意 愿

有显著影响

假说 Ｈ６：群 体 规 范 对 其 环 境 促 进 行 为 意 愿

有显著影响

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假设模型如图１所示。

社会信任

社会网络

群体规范

环境维护行为意愿

环境促进行为意愿

H1
H2

H4
H3

H5
H6

图１　研究模型

三、数据来源、变量定义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０１８年

７月对福建省、安徽省、陕西省３省农户参与环境

污染整治的问卷调查。选取这三个地方展开调研

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三地方位于东、中、西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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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三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经济水平都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其次三地之间的距离较远，一定程度上防

止了空间的内生性；另一方面，选取这三个最早一

批开展农村环境整治的省份，农村环境治理体系

和完善程度有差别，可以有效区分样本的变异度。
其中，福建省中选取福州市的闽清、宁德的古田、
三明的沙县、南平的延平和武夷山、龙岩的新罗和

永定共７个县区；安徽省中选取合肥市的长丰和

肥东、阜阳的阜南和界首共４个县区；陕西省中选

取西安的临潼、延安的宝塔、榆林的靖边共３个县

区，一共调查了１４个县，每个县区选取４～５个乡

镇（共３４个 乡 镇），每 个 乡 镇 选 取２～６个 村（共

１０２个村）；为 了 确 保 调 查 结 果 的 真 实 性，问 卷 采

取面对面的方式进行调查。内容涉及个体特征、
家庭特征、农户对环境的心理感知和参与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的情况等。问卷共回收５２９份，除 去

无效问卷，最终获得５０９份有效问卷。
分析发现，样本具有以下特征：①调查对象主

要以男性为主，占比５１．６７％。②中老年人居多。
样本多数处于４６～６５岁，占５４．０２％；３６～４５岁

６３人，占１２．３８％；３５岁 以 下４９人，占９．６３％。
原因是当前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大多数

老年人多在家务农或照顾小孩，与农村现实情况

较为符合。③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文化程度为

初中及以下 者 占８９．２％。受 访 者 受 教 育 程 度 普

遍较低。④调查对象少部分为党员。党员比例仅

占１０．４１％。⑤调查对象大部分为中下等收入水

平。所调 查 的 农 户 年 收 入 在１０万 元 以 下 的 占

７８．５８％；１０～２０万元收入的占１５．５３％；２０万元

以上的仅占５．８９％。样本基本情况见表１。
表１　农户个体特征及基本情况描述

类别 分组 户数 占比／（％）

性别　　
男 ２６３　 ５１．６７
女 ２４６　 ４８．３３

≤３５　 ４９　 ９．６３

＞３５～４５　 ６３　 １２．３８
年龄　　 ＞４５～５５　 １４６　 ２８．６８

＞５５～６５　 １２９　 ２５．３４

＞６５　 １２２　 ２３．９７

≤６　 ２７５　 ５４．０３

受教育年限（年）
＞６～９　 １７９　 ３５．１７

＞９～１２　 ３５　 ６．８７

＞１２　 ２０　 ３．９３

是否党员
是 ５３　 １０．４１
否 ４５６　 ８９．５９
３万元及以下 ２０１　 ３９．４９
３～５万元（不含５万元） ５０　 ９．８２

家庭收入 ５～１０万元（不含１０万元） １４９　 ２９．２７
１０～２０万元（不含２０万元） ７９　 １５．５３
２０万元及以上 ３０　 ５．８９

　　（二）变量描述性统计

综合已有研究［２０－２１］及实地调研的情况，本文选

取变量表征方式详细说明如下：选取“村里的人是

可以相信的”［２２］、“相信政府是为群众服务的”［２２］、
“不在家钥匙请邻居保管”［２３］这三个变量来表征社

会信任；“生活中也会关注环境的相关信息”、“每逢

村干部选举我会积极参加”［２４］，这两个变量表征社

会网 络；“如 果 别 人 不 保 护 环 境，我 会 采 取 行

动”［２５］、“我会按照村里的规定扔垃圾”［２６］，这两个

变量表征群体规范。“是否愿意花时间了解环境的

相关信 息”、“是 否 愿 意 对 生 活 垃 圾 进 行 分 类 处

理”［２１］来表征环境维护行为意愿；“是否愿意参与

环境宣传活动当中”、“是否愿意向政府提出环境治

理意见”［２７］。本文采用李克特５分法对结构方程

模型中的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群体规范三个潜变

量进行测量（１＝完全不同意，２＝较不同意，３＝一

般，４＝较同意，５＝非常同意）；对于环境行为意愿，
本文借鉴李秋成［２０］等的研究，将农户的环境行为

意愿分为环境维护行为意愿和环境促进行为意愿

两个潜变量进行测量（１＝是，０＝否）。据此，对社

会资本和环境行为意愿的变量说明及统计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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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农户社会资本、环境行为意愿的变量说明及统计

潜变量 测量项目 均值 标准差

村里的人是可以相信的（ＳＴ１） ２．６５４　 １．１３１
社会信任（ＳＴ） 不在家钥匙请邻居保管（ＳＴ２） ２．８２４　 １．４８６

相信政府是为群众服务的（ＳＴ３） ３．５０９　 １．５３４

社会网络（ＳＮ）
村干部选举我会积极参与（ＳＮ１） ３．７２８　 １．４２８
生活中会关注环境的相关信息（ＳＮ２） ２．５１４　 １．３６７

群体规范（ＧＮ）
如果别人不保护环境，我会采取行动（ＧＮ１） ３．３６３　 １．４７９
我会按照村里的规定扔垃圾（ＧＮ２） ３．７０７　 １．３１７

环境维护行为意愿（ＥＭＩ）
是否愿意花时间了解环境的相关信息（ＥＭ１） ０．６４３　 ０．５２５
是否愿意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ＥＭ２） ０．７６６　 ０．４２４

环境促进行为意愿（ＥＰＩ）
是否愿意参与环境宣传活动当中（ＥＰ１） ０．７５６　 ０．４３０
是否愿意向政府提出环境治理意见（ＥＰ２） ０．７８４　 ０．４１２

　　（三）研究方法

１．研究方法的选取

社会资本、环 境 行 为 意 愿 属 于 主 观 认 知，所

以具有 主 观 测 量 误 差 的 特 点。结 构 方 程 模 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ＥＭ）可 为 处 理

难以观测主观潜变量，同时还能分析变量的误差，
是将测量与分析融为一体的计量研究［２８］。所以，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将社会资本对环境行为意

愿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

２．模型设定

建立测量各潜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 模 型，模

型分为以下三种形式：

η＝βη＋Γξ＋ζ （１）

ｙ＝Λｙη＋ε （２）

ｘ＝Λｘξ＋δ （３）
方程（１）是总的结构方程模型，表示内生潜变

量η和外源变 量ξ之 间 的 关 系，模 型 中 的β和Γ
是系数矩阵，ζ为 残 差 项。方 程（２）和 方 程（３）是

测量模型，表示可观测 变 量ｙ、ｘ与 内 生 潜 变 量η
和外生潜变量ξ之间的关系，Λｙ 和Λｘ 则表示 回

归权数，ε和δ表示测量误差。

四、数据结果与分析

（一）社会资本及环境行为意愿的信度

和效度检验

为增强文章的可信性和有效性，本文 进 行 了

验证性因子分析及信度和效度的检验，结果为表

３所示。信度 是 指 问 卷 的 可 信 程 度，根 据 测 量 问

卷的整体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的 值 为０．５３７。同 时，各

潜变量的组 合 信 度 的 值０．５４１～０．６４５。可 知 本

文内部结构性较好，具有良好的可信度。效度是

指测量方法能准确反映测量变量的程度。本文运

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样本数据因子分析，所得结果

的ＫＭＯ 值 为０．６０３。总 体 来 看，模 型 适 合 做 因

子分析。综合来看，模型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即
表明模型具有较强的建构强度。

表３　测量变量与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潜变量测量题目项 标准化载荷 组合信度 平均提炼方差
社会信任（ＳＴ） ０．７１　 ０．４５
村里的人是可以相信的（ＳＴ１） ０．６７＊＊
不在家钥匙请邻居保管（ＳＴ２） ０．６９＊＊
相信政府是为群众服务的（ＳＴ３） ０．６５＊＊
社会网络（ＳＮ） ０．６７　 ０．５１
村干部选举我会积极参与（ＳＮ１） ０．７８＊＊
生活中会关注环境的相关信息（ＳＮ２） ０．６４＊＊
群体规范（ＧＮ） ０．６３　 ０．４７
如果别人不保护环境，我会采取行动（ＧＮ１） ０．７２＊＊
我会按照村里的规定扔垃圾（ＧＮ２） ０．６４＊＊
环境维护行为意愿（ＥＭＩ） ０．７２　 ０．５７
是否愿意花时间了解环境的相关信息（ＥＭ１） ０．７５＊＊
是否愿意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ＥＭ２） ０．７６＊＊
环境促进行为意愿（ＥＰＩ） ０．７６　 ０．６１
是否愿意参与环境宣传活动当中（ＥＰ１） ０．７６＊＊
是否愿意向政府提出环境治理意见（ＥＰ２） ０．８０＊＊

　　　　　注：＊＊表示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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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模型拟合和检验假设

由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的整体适配度检验指标

可知（表４），初 步 拟 合 的χ
２ 为 １３５．１３８，但 是

ＣＭＩＮ／ＤＦ、ＲＭＲ、ＧＦＩ、ＮＦＩ、ＲＦＩ、ＣＦＩ、ＰＣＦＩ、

ＡＩＣ指标都不符合评价标准。根据模型路径系数

与修正指数修正后，模型的χ
２ 显著变小为６０．４９２，

各适配度评价指标均符合评价标准。结构方程模

型所得的回归结果及路径如图２所示。

表４　结构方程的评价体系及拟合结果

统计检验量 建议值 初步模型 最终模型

ＣＭＩＮ／ＤＦ ＜２　 ３．６１０　 １．８９０

ＲＭＲ ＜０．０５　 ０．０８１　 ０．０４９

ＲＭＳＥＡ ＜０．０８　 ０．０７４　 ０．０４１

ＧＦＩ ＞０．９０　 ０．６９４　 ０．９１３

ＡＧＦＩ ＞０．９０　 ０．９１５　 ０．９５９

ＮＦＩ ＞０．９０　 ０．８４７　 ０．９０２

ＲＦＩ ＞０．９０　 ０．８４５　 ０．９２８

ＣＦＩ ＞０．９０　 ０．８９５　 ０．９１３

ＰＣＦＩ ＞０．５　 ０．４４２　 ０．５３１

ＰＮＦＩ ＞０．５　 ０．４１２　 ０．５０１

ＡＩＣ 同时小于独立和饱和模型 １９７．１３８，１３２，４０４．６６３　 １２８．４９２，１３２，４０４．６６３

ＣＡＩＣ 同时小于独立和饱和模型 ３６０．５３９，４６２．６４３，４７９．８８５　 ３０７．７０６，４６２．６４３，４７９．８８５

　　（三）社会资本对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

效应检验结果分析

　　通过比较标准化路径系数本文发现，不 同 层

次社会资本对环 境 行 为 意 愿 的 影 响 具 有 明 显 的

差异性（见表５）。具体而言，在 环 境 维 护 行 为 意

愿中，社会 资 本 中 的“社 会 网 络”影 响 最 强（β３＝
０．５４３），其次 为“群 体 规 范”（β５＝０．４７７）和“社

会信任”（β１＝０．２５０），说明在环境维护行为意愿

中，农户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最强，其次对他人的

信任程度和群体意见的压力也会对其环境维护行

为意愿产生影响。在环境促进行为意愿中，社会

资本中的“群体规范”影响最强（β６＝０．２７８），其次

为“社会 信 任”（β２＝０．１９９）和“社 会 网 络”（β４＝
０．１１２），说明在环境促进行为意愿中，农户会受到

群体规范的影响最强，其次是对他人的信任度和

接触的人际关系及信息网络也会对其环境促进行

为意愿产生影响。具体假设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

的结果为图２所示。

表５　社会资本对环境行为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回归

路径 非标准化系数（Ｎ．Ｃ）标准误差（Ｓ．Ｅ）临界比率值（Ｃ．Ｒ）标准化系数（Ｓ．Ｃ）显著性（Ｐ）

社会信任→环境维护（ＳＴ→ＥＭ） ０．２６５　 ０．０７２　 ２．７６４　 ０．２５０ ＊＊＊

社会信任→环境促进（ＳＴ→ＥＰ） ０．２１７　 ０．２３１　 ２．０７１　 ０．１９９　 ０．０３８

社会网络→环境维护（ＳＮ→ＥＭ） ０．６２８　 ０．０７７　 ３．５９８　 ０．５４３ ＊＊＊

社会网络→环境促进（ＳＮ→ＥＰ） ０．１２４　 ０．１０７　 ２．３３８　 ０．１１２　 ０．０１９

群体规范→环境维护（ＧＮ→ＥＭ） ０．５７２　 ０．１９５　 ２．７８６　 ０．４７７ ＊＊＊

群体规范→环境促进（ＧＮ→ＥＰ） ０．３２４　 ０．１１０　 １．０１８　 ０．２７８　 ０．０３１

　　注：＊、＊＊和＊＊＊分别表示通过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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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假设模型检验结果

　　根据图２的结果可以看出，社会信任对环境

维护行为意愿的路径系数为０．２５，在１％的显著

水平上正向影 响 农 户 参 与 环 境 治 理 意 愿，假 设１
得到了验证，且社会信任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会使

农户参与环境维护意愿增加０．２５个标准差；社会

信任对环境促进行为意愿的路径系数为０．２０，在

５％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

愿，假设２得到了验证，且社会信任每增加一个标

准差，会使农户参与环境促进意愿增加０．１９９个

标准差。可能的 解 释：首 先，来 自 邻 居 亲 戚 和 政

府的信任度在一 定 程 度 上 为 农 户 参 与 环 境 治 理

提供了良 好 的 保 障，进 而 提 高 农 户 的 参 与 环 境

治理意 愿。在 经 济 比 较 不 发 达 山 地 区，农 户 与

邻居和亲朋好友 长 期 的“串 门”、与 邻 居 的“抬 头

不见低 头 见”等 交 流 形 成 了 比 较 强 烈 的 情 感 认

同，信任程度越高 则 越 能 降 低 行 动 成 本，农 户 更

愿意参 与 到 农 村 环 境 治 理 中。其 次，农 村 环 境

是具有公 共 属 性 的 物 品，一 定 程 度 上 需 要 政 府

的扶持政 策，若 农 户 对 政 府 的 信 任 程 度 越 高 就

越有利于 对 农 村 环 境 治 理 的 内 心 认 同，增 强 农

户对未来 环 境 治 理 美 好 前 景 的 信 心，从 而 提 高

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
社会网络对环境维护行为意愿的路径系数为

０．５４，在１％的 显 著 水 平 上 正 向 影 响 农 户 参 与 环

境治理意愿，假设３得到了验证，且社会网络每增

加一个标准差，会使农户参与环境维护意愿增加

０．５４３个标准 差；社 会 网 络 对 环 境 促 进 行 为 意 愿

的路径系数为０．１１，在５％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

响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假设４得到了验证，且
社会网络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会使农户参与环境

促进意愿增加０．１１２个标准差。可能的 解 释：首

先，农户积极参与村委会组织的活动，使得农户主

人翁意识和归属感更强，更愿意参与到环境治理

中。其次，农户主动通过网络渠道获取资源，往往

眼界更为开阔，主动关心环境相关信息的农户更

愿意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意愿。
群体规范对环境维护行为意愿的路径系数为

０．４８，在１％的 显 著 水 平 上 正 向 影 响 农 户 参 与 环

境治理意愿，假设５得到了验证，且群体规范每增

加一个标准差，会使农户参与环境维护意愿增加

０．４７７个标准 差；群 体 规 范 对 环 境 促 进 行 为 意 愿

的路径系数为０．２８，在５％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

响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假设６得到了验证，且
群体规范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会使农户参与环境

促进意愿增加０．２７８个标准差。群体规范作为一

种非正式制度规范，在当今农村社会中，血缘和地

缘形成的传统规范等道德伦理能较好约束和引导

农民参与社会活动，尤其是农村环境更多具有公

共属性，如果不参与集体活动约束力越强，那么对

公共领域的自治约束力就较大，进而更有助于增

强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识。
综上所述，社会资本对环境行为意愿 的 路 径

系数越显著，且方向是正相关，则说明农户的社会

资本储量对环境行为意愿有较强的正向影响，社

会资本储量越丰富，农户越愿意参与到农村环境

治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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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本文基于福建、安徽、陕西３省的农村环境调

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

户环境友 好 行 为 意 愿 的 影 响 因 素 进 行 了 深 入 研

究。首先，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群体规范 对 农 户

环境维护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影响程度为：
社会网络＞群体规范＞社会信任。其次，社会信

任、社会网络对农户环境促进意愿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其影响程度为群体规范＞社会信任＞社会

网络。

六、对策建议

通过以 上 实 证 分 析 来 看，社 会 资 本 通 过 社

会信任、社会网络、群 体 规 范 影 响 着 农 户 参 与 环

境治理的意愿。目 前，随 着 农 村 劳 动 力 的 外 流，
农村社会 资 本 受 到 一 定 程 度 的 影 响，如 何 合 理

运用农村现有的 社 会 资 本 提 高 农 户 参 与 环 境 治

理的意愿，推动农 户 参 与 农 村 环 境 治 理，从 而 促

进“美 丽 乡 村”的 目 标 实 现，本 文 提 出 以 下 的 政

策建议：
（１）加强农村合作组织建设，增进农户的人际

信任。发动村民积极参与农村合作组织，建立起

农户之间互惠合作功能，促使农户与农户之间形

成良好的信任机制。同时，彰显农村合作组织的

模范功能，在遵守村规民约、村落习俗等起到领导

作用，还可以通过提高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提高农户之间的凝聚力，更好地发挥群体规范制

约作用，进而减少环境治理过程中交易成本。
（２）考虑环境治理中农户的利益需求，提高农

户的制度信任。良好的法律制度与政策环境是农

户参与环境治理的保障，政府在考虑环境治理问

题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农户的利益需求。从政策层

面建立起系统的环境保障体系，制定合理的环境

补贴标准，明晰环境治理补偿对象和补偿途径，进
一步提高农户的制度信任及调动其参与环境治理

的意愿。
（３）加强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宣传，提高农户保

护农村环境的意识，充分发挥媒体互联网的监督

作用，强化农村道德约束作用的发挥。农村作为

具有乡土气息的熟人社会，注重讲“情”、“礼”，更

多的是以乡规民约为代表的乡间约定［２９］，所以要

充分发挥村委会的带头作用，带头遵守村规民约

等，更好的发挥群体规范的制约作用。
（４）构建多层次环境治理信息渠道，拓宽农户

的关系网络。结合农村合作组织、村委会等载体，
利用网络、电视和广播、新闻发布会等多种途径构

建多层次环境治理信息渠道，尤其是通过环境治

理的集体活动，增进农民的交往并形成情感交流

与经营互动，拓宽林农关系网络；而农户要善于利

用关系网络渠道获取资源，从而提高参与环境治

理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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