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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农民支付意愿研究
王 新，谢会强*

( 贵州大学 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为进一步明确农村居民维护农村公共环境责任，解决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成本高的问题，以农村居民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费用的支付意愿为研究对象，构建基于扩展规范激活理论的支付意愿理论分析框架。根据贵州

省 394 份农民调查问卷，选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农村居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重要影响因素和作用形式。
研究结果表明: 1) 农村居民在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方面的个体规范显著影响个体支付意愿; 2) 结果认知和责任归属

两个变量直接影响个体规范，农民结果认知也能够通过责任归属间接影响个体规范; 3) 社会规范在个体规范与支

付意愿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即农民的支付意愿不仅受到较稳定的个体规范的影响，也会受到身处社会环境的影

响。据此，建议各级政府重视农村居民环保意识和正确环保价值观的培养，激活农村居民内在道德义务感。同时，

制定完善包含维护农村环境卫生等内容的村规民约，大力营造人人爱护环境的良好氛围，使美丽的生活环境、干净

整洁的生活方式成为农民内在自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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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armers＇Willingness to Pay for Centralized Treatment of Ｒural Domestic Waste in Guizhou Province /
WANG Xin，XIE Huiqiang* / ( School of economics，Guizhou University，Guizhou 550025，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y of rural residents to maintain the rural public environment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high cost of centralized treatment of rural domestic waste，this paper takes the willingness to pay of rural res-
idents for centralized treatment of domestic waste as the research object，and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willingness to pay based on extended normative activation theory. Based on 394 questionnaires from farmers in Guizhou
Province，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s select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action forms of
rural residents＇domestic waste centralized treat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individual norms of rural residents in the
centralized treatment of domestic waste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individual willingness to pay; 2) Ｒesult cognition and respon-
sibility attribution directly affect individual norms，and farmers＇ result cognition can also indirectly affect individual norms
through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3) Social norms play a positive regulatory role between individual norms and willingness
to pay，that is，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y will be affected not only by more stable individual norms，but also by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herefore，it is suggested that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rural resi-
dents＇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rre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values，so as to activate rural residents＇ in-
ternal sense of moral obligation. At the same time，formulate and improve village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cluding the main-
tenance of rural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vigorously create a good atmosphere for everyone to care for the environment，and
make the beautiful living environment ，clean and tidy lifestyle become the internal conscious requirements of farmers.
Key words: rural domestic waste; willingness to pay; normative activation the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农村生态可持

续发展和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提升。随着农村居民消

费水平提升和购物方式的转变，农村生活垃圾数量

增加速度更快，种类更多，对我国乡村实现生态宜居

目标形成了较大阻力。2017 年，原国家卫计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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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农村每人每天产生 0. 86 kg 垃圾，一年累计产

生垃圾 3 亿 t 左右，并以每年 8% ～10%的速度持续

增长，垃圾产生量远远超过了垃圾处理能力。为进

一步增强村民环境与健康意识，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水平，2018 年以来，国家印发和实施了一系列与农

村环境整治相关的文件和方案，包括《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导则》、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 年 行 动 方 案 ( 2021 ～
2025 年) 》等。这些文件和方案都致力于解决农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和污水处理等突出问题，建设

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 ～
2022 年) 》明确指出，要“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建

立符合农村实际、方式多样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

系”。通过加大对农村生活垃圾的集中处理，切实

提高农户环保意识，营造农村良好人居环境，有效提

升农村居民幸福感、获得感。
为解决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面临的资金短缺

问题，2021 年 1 月，贵州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四部

门印发《贵州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行动方案》，

要求到 2021 年底，“实现全省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

系行政村全覆盖，鼓励先行先试，探索建立村民自治

的农村垃圾处理收费制度。”通过积极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大力推进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等基础设

施建设，农村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但是，农村居民环

保意识不强、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依然存在，需进一

步探索更加高效持久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措施。因

此，研究贵州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农民支付意愿

有着现实需求，通过对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因素进

行归纳总结，有利于为贵州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资金

筹集等工作提供参考。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居民亲环境行为需要付出

费用的支付意愿研究得到灵感，开始探讨农村生活

垃圾集中处理的农民支付意愿以及具体愿意支付的

额度等内容，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效参考。
唐旭［1］等基于浙江、辽宁、河北、四川和湖北 5 个省

份的调查数据对各地农村居民支付意愿进行了研

究，得出结论: 我国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收运的实际费

用与农村居民的支付意愿相差较远，生活垃圾收运

资金缺口较大。梁增芳［2］等认为农村生活垃圾的

集中化、科学化处理对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环境和农

业生产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而农户对农村生活垃圾

处理的支付意愿对农村生活环境的改善具有关键性

作用。邱成梅［3］等基于湖南省 14 个市( 州) 近 700

位农户的问卷数据，运用条件价值法估计农村居民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研究结果表明受访者

的支付意愿高于现行的收费标准。陈孝鑫［4］等对

福建省九地市的微观调研结果显示，高达 92. 4% 的

农村受访者愿意支付生活垃圾治理的相关费用。农

村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支付意愿可能与省域的经济发

展水平有明显的相关性。阿衣包塔·塞尔克［5］等对

西北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的

研究表明，新疆地区农村生活垃圾公共服务情况和

农户的环保认知显著影响农户生活垃圾治理费用支

付意愿。杨婕妤［6］等对甘肃省贫困农村地区的研

究表明，近 70%的农户愿意为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

理支付费用。西北地区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处理费

用收费工作也有基本的认识，其支付意愿情况并没

有人们想象中那么糟糕。
此外，另有一部分学者分析了农村居民性别、年

龄等个体特征和农村居民心理特征如何对支付意愿

产生影响，开始系统性地对居民的心理特征做探析。
在影响农村居民支付意愿的主观因素中，谢凯宁［7］

等基于冀、甘、陕三省实地调研数据，主要利用计划

行为理论框架分析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

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的环境情感

与环境认知对支付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规

范激活理论这一重要心理学理论，居民亲环境行为

意向会受到个体规范和对环境保护道德责任感的影

响，结果认知、责任归属两个核心变量在模型中作为

个体规范的前置变量发挥作用。规范激活理论已经

被广泛应用在国内亲环境行为研究中，学者们多在

规范激活模型核心变量的基础上添加其他变量，以

提高模型的适用度和解释力度，其中，最常见的做法

是将规范激活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的核心变量结合

在一起，从利己和利他两个角度分析人们的行为选

择与亲环境参与意愿。例如张琰［8］等利用两个理

论的核心变量，分析航空旅行者的责任意识等变量

对其环保态度和碳补偿支付意愿的正向影响作用。
王丽丽和张晓杰［9］则是根据规范激活理论和计划

行为理论探讨城市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因

素，研究证实了个体道德责任感对城市居民参与环

境治理行为意向形成过程的重要作用。万欣［10］等

基于以上两个理论的整合模型，深入探究公众对于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决策的参与意愿，研究证实个人

规范对公众参与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除了以上研

究成果中的航空旅行碳补偿支付意愿、城市居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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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境治理行为与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决策的参与意

愿研究，部分学者单独用规范激活理论解释人们的

节能行为( 吕荣胜［1］等) 。马歆［12］等基于规范激活

理论，探讨我国大学生食物浪费行为和促进光盘行

动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证明个体规范正向影

响参与意愿且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学者们前期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但可能存在一些局限。首先，目前对农村居

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的研究基本都采用微

观调查方式，国内发达省份与西北地区都有一定的

研究成果，但对西南省份的触达度还比较低。其次，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或者基于该理论与规范激活理论

一起探讨人们的亲环境行为，对于人们的亲环境行

为参与意愿研究中的利他思维和心理因素的影响研

究可能不够深入。因此，本研究以扩展的规范激活

理论为基础，主要探索影响贵州省农村居民生活垃

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的利他心理因素。其次，在贵

州省部分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调研，根据样本地实

际情况得出较为真实的结果，进而提出符合省内生

活垃圾处理的对策建议。

1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规范激活理论由施瓦茨［13］在 1977 年提出，用

于分析和预测人们根据自身的道德义务感可能会有

的行为意向。尽管在社会主流意识中总是希望更多

人参与到利他行为中，尤其是环保行为和其他社会

志愿行为，但现实并没有让人如愿。长时间以来，在

人们的感性认知中，通常认为人们实施利他行为或

者大部分亲社会行为的因素是物质回报，但有越来

越多的调查显示，人们这样做的动力来源于其内在

价值观。Schwartz 主张的正是在引导公众参与某种

利他行为或者亲社会行为时，可以从激活人们的道

德义务感，或者说是引导人们养成良好的个人规范

方面入手，从而达到目的。规范激活理论有以下几

个核心变量:

1. 1 结果认知

结果认知包括很多内容，具体到生活垃圾集中

处理问题上，则是看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随意堆放

和处理方式对土壤质量、人居环境和身体健康等可

能造成的负面后果是否有正确认识。如果对未实施

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造成的负面结果有更加深刻

的认识，就会理解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视农村生活垃

圾处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原因，规范自身行为。

1. 2 责任归属

责任归属主要指个体在对地区环境破坏等现象

进行归因时是否将责任归于自身和生活在该地区的

居民，一般来说，只有承认个人的生活垃圾处理行为

选择与环境质量高度相关，人才有可能唤醒自身在

环境保护和地区长远发展方面的道德责任感。责任

感是道德评价的基本尺度，积极承担应尽的职责，是

对自我和对社会所尽职责的认知和信念，也是对应

遵守的规范、承担职责的自觉态度。
1. 3 个体规范和行为意向

个体规范是人们在长期学习和生活实践经验

中，根据自己的经验积累和基本价值判断逐步形成

的社会生活准则，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

内在行为逻辑。这种自我行为逻辑一旦形成就具有

一定的稳定性，个体的行为意向也随之突显出来。
从本文研究主题来说，理解环境保护和生活垃圾集

中处理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其中，将会有效促进农

村居民的支付意愿，为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出一份力。
在规范激活理论的基本模型中，个体规范是影响个

人行为意向最直接的因素，个体是否做出亲社会行

为由自身的个体规范所决定。结果认知和责任归属

是个体规范的两个前置变量，当个人对事情发展有

清晰的结果认知，更偏向于将责任归属于自己时，个

体就会有较高的道德责任感。在亲社会行为和亲环

境行为中，表现为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和环境保护

参与意愿和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 农民对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结果认知

正向影响个体规范;

H2: 农民对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责任归属

正向影响个体规范;

H3: 农民在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方面的个体

规范正向影响其支付意愿;

自规范激活理论提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学

者们都将规范激活理论变量间的关系当作调节模

型，即个体规范直接影响个人行为意向，并受到结果

认 知 和 责 任 归 属 的 调 节。直 到 2009 年，

deGroot＆Steg［14］进行了 5 项亲社会行为研究，结果

表明规范激活理论是中介模型。即结果认知对责任

归属有显著影响，责任归属对个体规范有显著影响，

个体规范对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在影响路径上表

现为“结果认知 － － ＞ 责任归属 － － ＞ 个体规范 －
－ ＞ 行为意向”。张晓杰［15］等认为，一个人认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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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环境保护方面有责任或者认为自己可以为环境

保护出一份力之前，他必须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
之后，个体责任感增加了亲环境行为的道德义务感，

这种道德义务感直接决定个体亲社会行为意图。相

反，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就不会产生对

此行为后果的责任感或考虑行为的有效性，而没有

责任感，个人就不会实施与个体规范相一致的行为。
因此，规范激活理论是中介模型。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 农民对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结果认知

对责任归属起正向促进作用;

H5: 结果认知通过责任归属对个体规范起正向

促进作用;

吕荣胜［11］等在运用规范激活理论研究公众节

能行为时，将社会规范作为节能个人规范和节能行

为之间的调节变量，并用实证研究证明了社会规范

的调节作用。黄粹［16］等认为，即个人在考虑是否采

取亲环境行为时，亲人、朋友等和所处的环境起一定

的带动作用和规范个人亲环境行为的作用。人的行

为并非仅由自身的价值观或态度决定，同时也会受

到众多社会因素影响，在心理学上，我们将其称作从

众效 应。对 于 人 类 为 何 会 出 现 从 众 行 为，魏 真

瑜［17］等认为主要是为了获得社会支持，被群体接

受; 也为了维持积极的自我感受，与他人达成友好关

系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

追求一种群体身份认同感与归属感。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6: 社会规范在个体规范与支付意愿之间起正

向调节作用。
最后，模型框架如下图所示:

图 1 模型框架图

2 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21 年 7 月在贵州省安顺

市普定县、毕节市黔西县、黔南州福泉市 3 地的实地

入户调研。调研共发放 429 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

后，得到有效问卷 394 份，有效问卷率为 91. 84%。
在根据已有研究问卷设计出本次调研问卷初稿

后，对部分农村居民进行了预调研，并对问卷调研效

果进行测试。问卷设计主要借鉴了谢凯宁［7］、郭清

卉［18］、靳慧蓉［19］、赵楚楠［20］以及吴建兴［21］等在研

究亲社会行为和应用规范激活理论时的做法，再根

据研究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进

行问题设计，问卷主要包括: 1) 农村居民个体特征，

包括个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收入水平几个

方面; 2) 研究模型核心变量部分，包括结果认知、责
任归属、个体规范、支付意愿和社会规范 5 个变量。
因为这些变量都属于无法直接观测的潜变量，因此

通过观测题项进行测量，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法，按

照程度由低到高，从 1 至 5 分进行赋值，从 1 到 5 分

别代表题项描述与农户个人想法的符合程度，1 =
“非常不符合”，2 =“不太符合”，3 =“一般”，4 =
“比较符合”，5 =“非常符合”。

关于受访者的人口统计特征，详情见表 1: 1 )

从性别上来看，在 394 位受访者中，男性和女性占比

基本相当，与贵州省总体男女比例基本一致; 2 ) 受

访者年龄主要在 14 岁至 60 岁之间，其中，21 岁至

30 岁年龄段的受访者最多; 3 ) 受访者受教育程度

普遍不高，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 54. 8%，这样的学

历情况与贵州省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基本相同，

而且应该比实际情况更好一点，因为调研时间为暑

期假期，选取了部分学生参与到笔者的调研中，在一
表 1 受访者个体特征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分类 频 次 占比 /%

性别 男 195 49. 49
女 199 50. 51

年龄 14 ～ 20 岁 79 20. 05
21 ～ 30 岁 104 26. 40
31 ～ 40 岁 67 17. 01
41 ～ 50 岁 64 16. 24
51 ～ 60 岁 63 15. 99
61 岁及以上 17 4. 31

学历 大专或本科及以上 93 23. 60
高中 85 21. 57
初中 129 32. 74
小学 64 16. 25
没上过学 23 5. 84

月收入 5000 元以上 28 7. 11
4000 ～ 5000 元 35 8. 88
3000 ～ 4000 元 71 18. 02
2000 ～ 3000 元 188 47. 72
2000 元以下 72 1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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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样本信度与收敛效度检验结果

变 量 观察变数
参数显著性估计 因素负荷量 题目信度 组成信度 收敛效度

Unstd. S. E. t-value p Std. SMC CＲ AVE

结果认知 ＲC1 1． 000 — — — 0． 818 0． 669 0． 877 0． 641
ＲC2 1． 141 0． 059 19． 343 ＊＊＊ 0． 872 0． 760 — —
ＲC3 0． 81 0． 049 16． 573 ＊＊＊ 0． 781 0． 610 — —
ＲC4 0． 864 0． 058 15． 004 ＊＊＊ 0． 725 0． 526 — —

责任归属 OＲ1 1． 000 — — — 0． 787 0． 619 0． 876 0． 639
OＲ2 1． 011 0． 055 18． 212 ＊＊＊ 0． 870 0． 757 — —
OＲ3 0． 903 0． 057 15． 73 ＊＊＊ 0． 786 0． 618 — —
OＲ4 0． 845 0． 056 15． 075 ＊＊＊ 0． 749 0． 561 — —

个体规范 IN1 1． 000 — — — 0． 724 0． 524 0． 853 0． 593
IN2 1． 034 0． 07 14． 672 ＊＊＊ 0． 782 0． 612 — —
IN3 1． 405 0． 11 12． 745 ＊＊＊ 0． 811 0． 658 — —
IN4 1． 031 0． 085 12． 18 ＊＊＊ 0． 759 0． 576 — —

支付意愿 WP1 1． 000 — — — 0． 850 0． 723 0． 871 0． 695
WP2 1． 25 0． 066 18． 809 ＊＊＊ 0． 908 0． 824 — —
WP3 0． 93 0． 058 16． 129 ＊＊＊ 0． 733 0． 537 — —

注:＊＊＊、＊＊、* 分别为 0. 001、0. 01、0. 05 的显著性水平

定程度上拉高了受教育水平; 4) 受访者月收入普遍不

高，在 2000 ～3000 元区间的人最多，占比 47. 72%，考虑

到人们在收入上可能存在谦虚或者隐瞒的情况，这样

的收入水平也能满足农村地区的基本生活。

3 实证检验

3. 1 模型信、效度检验

模型检验参考陈苗苗［22］等的做法，选取了因素

负荷量、平均方差萃取量( AVE) 与组成信度( CＲ)

对问卷的组成信度、收敛效度进行检验。根据表 2

可以看到，根据模型和调研数据计算出的因素负荷

量均大于 0. 6，CＲ 值均大于 0. 7 ，AVE 值均大于

0. 5，表明问卷的组成信度、收敛效度较好。
表 3 中显示加* 的数值是 AVE 值开平方后的

结果，与两个不同变量的相关系数值的平方作比较，

该结果均大于其横向及纵向的数值，则表明每个构

面间的区分效度良好。从研究模型中可知，除了个

别异常数值，对角线上的数值均大于潜在变量与其

他潜在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并且这些值均在 0. 7
以上，说明本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 3 样本区分效度检验结果

项 目 AVE 支付意愿 个体规范 责任归属 结果认知

支付意愿 0. 695 0. 834* — — —

个体规范 0. 593 0. 281 0. 770* — —

责任归属 0. 639 0. 330 0. 832 0. 799* —

结果认知 0. 641 0. 310 0. 758 0. 788 0. 801*

3. 2 模型结果分析

选取农村居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作为

潜在因变量，意在测量农村居民愿意为生活垃圾处

理支付的意愿程度以及参与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坚

定程度。基于规范激活理论，同时考虑中介效果与

调节效应，选取结果认知、责任归属、个体规范和社

会规范作为潜在自变量，用以测量农村居民认知层

面、个体规范和社会规范各维度对支付意愿的影响

程度。变量的具体定义与测度见表 4。
3. 2. 1 各影响因素对农户个体规范和支付意愿的

直接效果分析

利用 Amos24. 0 软件对文章构建的模型进行检

验，相关路径系数结果如表 5 所示，包括结果认知、
责任归属对个体规范的影响路径，以及个体规范对

农村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路径。由表 5 中结果可

知，结果认知显著影响责任归属和个体规范，责任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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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变量选择及含义

变 量 含 义 赋 值

结果认知 ＲC1 环境保护是十分重要的 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法，按照程

度由低到高，从 1 至 5 分进行赋

值，从 1 到 5 分别代表题项描述

与农户个人想法的符合程度: 1 =

“非常不符合”; 2 =“不太符合”;

3 =“一般”; 4 =“比较符合”; 5 =

非常符合。

ＲC2 生活垃圾的集中处理可以改善农村的居住环境和卫生情况

ＲC3 生活垃圾的集中处理可以让大家养成爱护环境的意识和习惯

ＲC4 总体而言，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会带来一些正面影响

责任归属 OＲ1 每个人都需要为他们周围的环境污染负责

OＲ2 妥善处理生活垃圾是每个人共同的义务

OＲ3 自觉做到保护环境也是在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OＲ4 如果自己的某些行为破坏了环境，你会感到有点失责和愧疚

个体规范 IN1 在你个人的价值观里，生活垃圾的处理有利于保护环境

IN2 处理生活垃圾需要持续地付出时间和精力

IN3 就算离开家去其他地方，也不应该乱扔垃圾

IN4 在任何情况下，每个人都应该保护环境

社会规范 SN1 你在环境保护中的做法有受到家庭成员的影响

SN2 你会经常和朋友们讨论生活垃圾的集中处理问题

SN3 村里经常组织大家对公共道路等进行打扫

SN4 你会受到关于村规明约中环境保护标语的影响

支付意愿 WP1 你可以理解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收费

WP2 你个人比较赞成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收费

WP3 你愿意为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付费

属显著影响个体规范，且农户个体规范正向影响农 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意愿。
表 5 SEM 相关路径检验指标

路 径 Estimate S. E. C. Ｒ. p

结果认知 － － － ＞ 责任归属 0. 725 0. 054 13. 506 ＊＊＊

结果认知 － － － ＞ 个体规范 0. 289 0. 081 3. 588 ＊＊＊

责任归属 － － － ＞ 个体规范 0. 720 0. 096 7. 467 ＊＊＊

个体规范 － － － ＞ 支付意愿 0. 464 0. 086 5. 424 ＊＊＊

注:＊＊＊、＊＊、* 分别为 0. 001、0. 01、0. 05 的显著性水平

由上表所示，在扩展的规范激活理论设定框架

内，结果认知正向影响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

中农村居民的责任归属( β = 0. 725，p ＜ 0. 001 ) ，假

设 H4 得到验证。结果认知( β = 0. 289，p ＜ 0. 001)

和责任归属( β = 0. 720，p ＜ 0. 001) 正向影响农村生

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中农村居民在生活垃圾处理和

环境保护方面的个体规范，假设 H1 和 H2 得到验

证。研究结果还证实，农村居民对农户生活垃圾集

中处理行为的个体规范正向影响其支付意愿，因为

标准化路径系数 β 为 0. 464，同时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 p ＜ 0. 001) ，假设 H3 得到证实。
3. 2. 2 责任归属在结果认知与个体规范之间的中

介作用分析

利用 Bootstrap 法进一步对农户结果认知与个

体规范之间可能存在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与分析。
利用 Amos24. 0 软 件，对 Bootstrap 总 体 重 复 取 样

1000 次，在 95%的置信区间下检验标准化路径系数

是否显著。若置信区间下的区间估计值不包含 0，

则表示对应的标准化系数显著，若区间估计值包含

0 则表示对应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不显著。由表 6 可

知，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结果认知不仅

显著影响个体规范，也通过责任归属对个体规范产

生间接影响。间接效果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 552，

通过 0.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直接效果路径系数

为 0. 289，通过 0. 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总效果也

通过 0.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假设 H5 得到验证。
因为直接效果与间接效果均显著，因此，责任归属在结

果认知与个体规范之间的中介效果为部分中介效果。
3. 2. 3 个体规范与支付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分析

3. 2. 3. 1 个体特征在个体规范与支付意愿之间的

调节( 干扰) 作用分析

实地调研时统计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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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责任归属变量的中介效应检定

影响路径 点估计值
系数相乘积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SE Z Lower Upper Lower Upper

间接效果 0. 522 0. 105 4. 971 0. 33 0. 757 0. 325 0. 74

直接效果 0. 289 0. 119 2. 429 0. 065 0. 541 0. 059 0. 539

总效果 0. 812 0. 066 12. 303 0. 694 0. 959 0. 689 0. 956

月收入等个体特征，用于检定个体特征是否对个体

规范到支付意愿之间的影响作用产生干扰。因个体

规范和支付意愿变量均为潜在变量，在 Amos24. 0
实际操作中，将以上个体特征分组以检定不同群组

的结构系数、共变异数和因素负荷量是否有差异。
具体地，将性别分为两组，将年龄、学历和收入以调

研问卷上的分法，各分为五组。结果均未达到显著

性水平，表明在本次研究中受访者性别、年龄等个体

特征在个体规范到支付意愿之间无干扰效果存在。
3. 2. 3. 2 社会规范在个体规范与支付意愿之间的

调节( 干扰) 作用分析

通过结构方程分析潜在变量的干扰作用，目前

使用较多的方法是 Ping［23］的二阶段评估方法，将交

互作用简化成一个指标，验证相互作用的效果。在
Amos 程序中的具体做法则分 2 个阶段，第 1 步，在

测量模型中估计指标负荷的测量参数和线性潜在变

量的误差，在第 2 步中，这些估计用于计算指标因素

负荷量和交互项的误差方差。使用 SPSS 24. 0 和 A-
mos 24. 0 程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调节效应，采

用 Sobel［24］ 检验进行了 Z 检验，得出 lambda 值 =
3. 698，theta 值 = 8. 654; 然后，将这些计算值指定为

包含相互作用项的结构模型中的常数。此外，使用

单一指标作为交互项的指标，为了创建交互项的单

一指标，社会规范和个体规范两个指标以均值为中

心，考虑多重共线性，使用其平均得分形成交互项。
利用 Amos24. 0 程序计算得出路径系数 = 2. 48，p ＜
0. 05，调节效应显著，证明社会规范在个体规范与支

付意愿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假设 H6 得到验证。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4. 1 研究结论

运用扩展的规范激活理论框架研究农村生活垃

圾集中处理农户支付意愿，得出以下结论:

( 1) 农村居民在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方面的个体

规范显著影响个体支付意愿，证明农户个体道德责

任感在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意向形成过程中

具有重要作用。居民一旦形成环保的价值观念，农

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工作将会更加高效，较高的支

付意愿也将有效缓解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成本高

这一难题。
( 2) 结果认知和责任归属两个变量直接影响个

体规范，农民结果认知也能够通过责任归属间接影

响个体规范。从结果认知来说，能够正确认识到亲

环境行为对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乃至促进社会和经济

发展这一方面，人们才有可能对与环境保护相关的

行为持有更加积极的态度，也会更加清楚周围环境

变化与自己采取亲环境行为与否有密切联系。积极

的责任归属会极大促进个人道德责任感的形成，道

德责任感也就是个体规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个体采取环保行为，在本次研究

中表现为有较高的支付意愿。
( 3) 社会规范在个体规范与支付意愿之间起正

向调节作用。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中证实了农民

在亲环境行为选择上存在从众效应，说明人的行为

并非仅由自身的价值观或态度决定，同时也受到众

多社会因素的影响。规范激活模型中的核心变量为

个体规范，经过不断发展和各位学者的研究证实，个

体规范在人们行为意向和行为方面的预测作用明

显。加入社会规范变量，在农村居民的生活情境下

讨论其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支付意愿，分析结果更

加贴近现实中的居民参与意愿与行为选择。
4. 2 启示

针对以上几点研究结论，在促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行动过程中，有如下几点启示:

( 1) 政府应重视农村居民环保意识和正确环保

价值观的培养，加强环保知识的宣传教育，激活农村

居民内在的道德义务感。在个体规范及行为意向的

影响因素中，通过宣传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带来

的好处，能够让居民有正确的结果认知。带领农民

群众推进移风易俗、改进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
广阔的农村地区是农村居民赖以生存的地方，政府

应注重培养居民的责任感，更多考虑个人和社会长

远发展，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 2) 建立健全农村人居环境管护长效机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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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政府主要起监管作用，不定时检查管辖区农村环

境卫生维护情况，明确农民维护公共环境责任，庭院

内部、房前屋后环境整治由农户自己负责，同时，对

公共区域的卫生情况做好监督和意见反馈。其次，

建立完善将农村环境卫生涵盖在内的村规民约，深

化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 3) 发挥村民主体作用和示范作用。首先，可

以通过短视频形式，定期推送环境保护宣传视频，鼓

励大家自觉学习新知识，提升实际参与环境治理的

能力。从众效应在亲环境行为中已经证实个体在亲

人、朋友或邻居的带动下在环境保护行为选择上有

更高的意愿，由此，应注重树立示范，发挥引领作用。
一是开展环境卫生评比工作，在村与村之间、户与户

之间形成一定的竞争意识和提升意识。二是发挥村

干部、党员以及在环境保护工作中有突出表现人员

的示范作用，积极影响个体在面对亲环境行为时表

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使美丽的生活环境、干净整洁

的生活方式成为农民内在自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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