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２卷第５期　　　　　　　　　 西 南 大 学 学 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５月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ａｙ　２０２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１８／ｊ．ｃｎｋｉ．ｘｄｚｋ．２０２０．０５．０２１

基于因子分析的农民环境行为生成机制研究

管 宏 友

西南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要：基于渝东南２９８户农民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建构农民环境行为的生成机制．根据因子系数值将

其分为民族生态文化生成机制、环境素养生成机制、社会经济条件生成机制、政府支撑生成机制和区域认同生成机

制．并从民族生态文化、区域发展和农村生活污染治理体系３个方面探讨了民族地区农民环境行为的实行路径，力

图构建乡村环境自治新体系，借助乡村内部 生 态 文 化 的 力 量 引 导 农 民 环 境 行 为，推 动 乡 村 振 兴，促 进 民 族 地 区 社

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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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污染和生态破坏依旧严重的同时，伴随着消费主义、城市生活方式的扩展，“生活者的致害者化”

愈发凸显，农村生活污染已成为制约民族地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障碍．农村生活污染主要指农村生活

区域分散的非点源污染，包括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及固体废弃物污染，以及分散畜禽养殖的任意排放造成

的水体、土壤、生物和大气的污染［１］．
在我国现行的农村生活污染治理体系中，政府主导的末端治理占据了主要位置，农 民 主 体 地 位 的 相

对缺失造成治理效率的低下以及资 源 配 置 的 浪 费，另 外 建 立 在 城 市 生 活 污 染 基 础 上 的 点 源 治 理 技 术 难

以适用于农村生活污染的面源排放和面源生态破 坏 治 理．而 农 民 作 为 农 村 生 活 污 染 排 放 与 治 理 的 主 体，

其环境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农村生态 环 境 治 理 的 成 败［２－３］．因 此 研 究 农 民 的 环 境 行 为 并 对 此 进 行 合

理的规范与引导既是保护和改善农 村 生 态 环 境 的 重 要 举 措，也 是 农 村 生 活 污 染 创 新 治 理 和 农 村 生 态 文

明建设的客观要求．
环境行为没有太过于明晰的界定，多数研究将环境行为视为是在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的条件下，环境

主体做出的契合自身实际的选择，其行为结果对于改善环境状况与提升环境质量有着积极正向作用［４］．国

外对于环境行为的研究主 要 集 中 在３个 方 面．基 于 心 理 学 因 素 与 社 会 学 因 素 的 研 究 模 式，如 环 境 素 养 模

式［５］、负责任的环境行为模式［６］、计划行为论［７］、“价值—信念—规范”理论［８］以及多因素整合模式［９］；基

于内源性（个人认知、文化观念等）和外源性（外部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等）相结合的研究模式，如 ＡＢＣ理

论［１０］、以个性、责任与可行性为驱动的亲环境行为论［１１］、引入环境精神的环境行为理论［１２］；基于实证分析

和数学量化的研究模式，如Ｋａｉｓｅｒ等［１３］、Ｍａｌｏｎｅｙ等［１４－１５］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对环境认知、环境情感

以及环境行为意向等环境态度的组成部分进行测量与探讨，并将其应用于预测环境行为．国内对于环境行

为的研究大多是按照环境意识—环境态度—环境行为的递进关系来进行建构，按照不同的研究方法大致又

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采用不同方法实地调查和量化各区域农民环境行为，客观呈现影响不同区域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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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行为的因素的关系和机制，如于一尊等［１６］、田翠琴等［１７］、吕一河等［１８］的研究；另一类则深入挖掘当地

的生态文化资源，探究其在引导、规制农民环境行为中的作用，如李本书［１９］、白俊奎等［２０］诠释了渝东南民

族地区的民俗禁忌和宗教信仰的生态功能，认为原始禁忌和宗教信仰有力地维护了渝东南地区的原始自然

风貌，使当地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和谐相处的局面；陆泓等［２１］、何圣伦［２２］则对渝东南地区现存的建筑民

居、风土人情、服饰图腾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中凝练了少数民族先民们朴素的生态观及其环境行为．
随着农村环境污染态势的恶化，学界开始从多学科视角包括文化因素、社会制度以及社会政策等社会

结构方面的视角研究农民这一环境主体的行为方式．彭远春［２３］、景军［２４］、陈阿江［２５］将环境行为研究纳入社

会体系中，强调文化传统、宗教习俗、村约民规等文化因素对于农民环境行为具有导向性的影响作用．王

芳［２６］、林梅［２７］则不仅仅只考虑农民这一单一的环境主体，而是将其放入政府—企业—公众这个由利益相

关者组成的博弈集合中进行综合考虑，强调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制度、环境政策的制定与

实施等对于农民群体环境行为的宏观作用和影响．
国内外有关环境行为的研究多集中在影响因素和行为模式等领域，对于特定区域的农民群体进行实证

研究较为缺乏．我国民族地区的生活习俗、乡规民约、宗教信仰中蕴含的生态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引导制约着当地人们的环境行为，维系着当地的生态平衡，但当前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由于疏于考

量民族地方性公众的环境行为，缺乏公众行动的基础，面临执行困难，社会效率低下等现实问题，未能彻

底解决民族地区生态脆弱的问题．文章尝试以特定民族区域的农民群体为研究对象，探究该地区农民环境

行为的形成机制．

１　研究设计

１．１　数据来源

研究所选的区域为渝东南，渝东南地处四川盆地东南部大娄山和武陵山两大山系交汇的盆缘山地，属

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湿润区，降水极为充沛，境内多山地、丘陵以及江河．山地连绵起伏．渝东南地区有着极

为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凭借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少数民族聚居特色，渝东南已逐渐成为西南地区的旅游

重地．但以喀斯特岩溶地貌为主的自然环境使得该区域的发展仍旧面临着较严峻的生态考验，比如生态脆

弱性高、生态敏感性强、生态退化等，这些都在影响着渝东南的区域稳定和进一步发展．
本研究以农民环境行为作为一级指标，并针对渝东南区域环境特点选择了１３个与农民环境行为有关

的三级指标，田野调查依托“西南民族地区农民环境行为与农村生活污染研究”课题，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２日

至８月２０日对酉阳县和黔江区包括后溪镇、苍岭镇、阿蓬江镇、溪口镇和龙潭镇在内５个土家族和苗族聚

居村落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提取二级主因子并以此来分析农民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和生成机制．共计发

放问卷３５０份，其中有效问卷２９８份．
选取的１３个环境行为研究三级指标包括：Ｘ１人口结构及性别特征、Ｘ２经济收入、Ｘ３教育程度、Ｘ４

社会经验及经历、Ｘ５自然环境约束、Ｘ６地域文化、Ｘ７宗教和乡规民约、Ｘ８生活生产方式、Ｘ９区域认同

感、Ｘ１０环境知识了解程度、Ｘ１１环境认知态度、Ｘ１２基础设施建设、Ｘ１３政府宏观政策．
１．２　研究方法

因子分析是一种能简化多变量并能按照相关性强度进行类别划分的技术，其目的在于将多个相互关联

的原始变量指标组合成相互独立的少数几个能充分反映总体信息的指标．因子分析能够在保证不丢失整体

信息的前提下解决了多重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２８］．因子分析作为一种反映变量相关性和整体信息的方法在

指标评价体系构建中也被广泛应用［２９－３０］．存在ｎ个变量ｙ１，ｙ２，ｙ３…ｙｎ，并在ｍ 个测量样本中对该ｎ个变

量进行观测，其结果则可表示为１个ｍ×ｎ阶的原始数据矩阵：

Ｙ＝

ｙ１１ ｙ１２ … ｙ１ｎ
ｙ２１ ｙ２２ … ｙ２ｎ
… … … …

ｙｍ１ ｙｍ２ … ｙｍｎ

熿

燀

燄

燅

３６１第５期　　　　　　　　　管宏友：基于因子分析的农民环境行为生成机制研究



由于不同影响因子在数量级和量纲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因子分析之前必须要对这些不同的变量进行标准

化处理以消除变量之间的差异．假定标准化后的变量为ｘ１，ｘ２，ｘ３…ｘｎ，由因子分析的基本假设可知ｎ个

标准化变量可由ｎ个新标准化变量即因子ｆ１，ｆ２，ｆ３…ｆｎ 线性表示．
ｘｊ＝ａｊ１ｆ１＋ａｊ２ｆ２＋…＋ａｊｎｆｎ（ｊ＝１，２，…，ｎ）

式中：ａｉｊ（ｉ，ｊ＝１，２，…，ｎ）为构成载荷矩阵Ａ 的因子载荷．又假设ｎ个因子是按照其方差贡献率由大到

小进行排列，选取ｍ 个贡献率较大的因子用来表示整体信息（ｍ 个因子的累积贡献率在８５％以上），上式

又可改写为：

ｘ１＝ａ１１ｆ１＋ａ１２ｆ２＋…＋ａ１　ｍｆｍ ＋ｅ１
ｘ２＝ａ２１ｆ１＋ａ２２ｆ２＋…＋ａ２　ｍｆｍ ＋ｅ２


ｘｍ ＝ａｍ１ｆ１＋ａｍ２ｆ２＋…＋ａｍｍｆｍ ＋ｅｍ

烅

烄

烆
其他矩阵形式可表示为：

ｘ＝Ａｆ＋ｅ
式中：ｅ１，ｅ２，ｅ３…ｅｍ 为误差项，也可称作特殊因子，分别只对某一原始观测变量起作用；ｆ１，ｆ２，ｆ３…ｆｍ
为公共因子，是对每个原始观测变量都起作用的因子；ａｉｊ（ｉ，ｊ＝１，２，…，ｎ）为因子载荷，由此表达式可

以得到载荷矩阵Ａ．ａｉｊ的绝对值越大，表明公共因子对于标准化变量依赖程度越大．
从选取的三级指标中提取具有共线性关系的二级指标，用其方差累积率来表征三级指标的关系．因子

ｆ１，ｆ２，ｆ３…ｆｍ 对全部变量的方差贡献可表示为：

Ｍｊ＝∑
ｍ

ｉ＝１
ａｉｊ

Ｍｊ 作为衡量公共因子相对重要性的指标，其值越大，表征因子贡献率越大，因而将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

来作为权重．若同时将公共因子按方差贡献率由大到小排序和将特征值由大到小排序，则有：

λｊ＝∑
ｎ

ｉ＝１
ａ２ｉｊ＝Ｍｊ

继而用二级指标来描述或表示一级指标的公式为：

ｆ＝
λ１

∑
ｍ

ｊ＝１
λｊ
ｆ１＋

λ２

∑
ｍ

ｊ＝１
λｊ
ｆ２＋…＋

λｍ

∑
ｍ

ｊ＝１
λｊ
ｆｍ

２　分析与讨论

２．１　农民环境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经过综合分析和检验，得出这些影响因素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然后选择性提取５个主因子，表１为

是特征值及各主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从表１可以发现，从１３个因子里面选取５个主因子能够解释总方

差的８６．７１８％．
表１　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

因子 特征值 方差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１　 ３．６７９　 ３０．６０９　 ３０．６０９

２　 ２．４３５　 １８．７３１　 ４９．３４０

３　 １．９８１　 １５．２４２　 ６４．５８２

４　 １．５１５　 １１．６５０　 ７６．２３２

５　 １．３６３　 １０．４８６　 ８６．７１８

　　表２为因子载荷矩阵，用来表征上述５个主因子由哪些因子变量提供解释信息．第１个主因子主要与

地域文化、宗教和乡规民约和生活生产方式正相关，反映的是民族区域的生态文化塑造作用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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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个主因子主要与自然环境约束、环境知识了解程度、环境认知态度正相关，反映的是居民对环境的关

注度；第３个主因子主要与人口结构及性别特征、经济收入、教育程度、社会经验及经历正相关，反映的是

个人的社会经济条件；第４个主因子主要与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宏观政策正相关，反映的是区域环境的建

设和管理；第５个主因子主要与区域认同感正相关，反映的是居民对生活区域认同程度的心理状态．因而

能够确定民族区域的生态文化塑造、环境关注度、个人社会经济条件、区域环境建设和管理以及区域认同

度作为二级指标．
表２　因子载荷矩阵

评价指标 １　 ２　 ３　 ４　 ５

Ｘ１ －０．３１８ －０．０５６　 ０．９０７ －０．１４２　 ０．２１８

Ｘ２　 ０．１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６２９　 ０．０１４　 ０．２１６

Ｘ３ －０．２７８　 ０．１２１　 ０．９２５ －０．４９８ －０．１６０

Ｘ４　 ０．１６０ －０．５３０　 ０．５３６ －０．３５０　 ０．２９１

Ｘ５ －０．４０９　 ０．８９９ －０．２６３　 ０．０６０　 ０．３５７

Ｘ６　 ０．５７９ －０．３９１ －０．４７９　 ０．２８６　 ０．１９６

Ｘ７　 ０．５９６ －０．４２２ －０．３３７　 ０．２７６　 ０．０８３

Ｘ８　 ０．７２２　 ０．０８２　 ０．１２１　 ０．０４６ －０．４１３

Ｘ９　 ０．０２８　 ０．１４４ －０．４５１ －０．２７１　 ０．９３１

Ｘ１０　 ０．０９８　 ０．５５３　 ０．２４９　 ０．２７１　 ０．２１２

Ｘ１１ －０．３１６　 ０．８３３ －０．１８９　 ０．１９３　 ０．０２２

Ｘ１２ －０．３７６ －０．４５７ －０．１６２　 ０．９４３ －０．１０６

Ｘ１３　 ０．１２５　 ０．２１５　 ０．４１７　 ０．８９３ －０．４２２

　　二级指标对于一级指标农民环境行为的权重由各因子的贡献率确定，本研究共提取出５个二级指标因

子，由表１可知对应的特征值为３．６７９，２．４３５，１．９８１，１．５１５，１．３６３．由公式λｊ／∑
５

ｊ＝１
λｊ（ｊ＝１，２，３，４，５）可计算

出各因子的贡献率为０．３３５，０．２２２，０．１８，０．１３８，０．１２５．农民环境行为评价体系可由表３直观表现出来．
表３　农民环境行为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农民环境行为 民族区域的生态文化塑造（０．３３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环境关注度（０．２２２） Ｘ５

Ｘ１０

Ｘ１１

个人社会经济条件（０．１８）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区域环境建设和管理（０．１３８） Ｘ１２

Ｘ１３

区域认同度（０．１２５） Ｘ９

　　所以农民的环境行为一级指标可以表示为：

ｆ＝０．３３５ｆ１＋０．２２２ｆ２＋０．１８ｆ３＋０．１３８ｆ４＋０．１２５ｆ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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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农民环境行为的生成机制探析

根据本研究中二级指标因子系数的 大 小 可 以 将 农 民 环 境 行 为 的 形 成 机 制 按 影 响 程 度 从 大 到 小 依 次

归纳为民族生态文化生成机制、环境素养生成机制、社会经济条件生 成 机 制、政 府 支 撑 生 成 机 制 和 区 域

认同生成机制．
（１）民族生态文化生成机制

民族生态文化由具有地域特色的宗教、乡规民约和生活生产方式等方面构成，对于促成农民环境行为

的形成，调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化解生态危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民族生态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

重要形态，在民族演化和民族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变迁，塑造了农民生态保护的群体意识，

影响着当地农民的环境行为，成为控制农村生活污染现象的一个重要内驱力．
由于城镇化以及由城镇化引起的包括人口增长、社会异化在内一系列联动效应的不断冲击，使得这些

在特定自然生态环境下各少数民族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中所衍生出的生态文化正在慢慢消失，其传统生态

保护观念受到冲击，并日趋淡漠化，不同程度地失去了其对民众原有的规范和约束功能，造成了民众对生

态保护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旁观者心理．实现民族生态文化从逐步弱化转入被动强化再到理性保护的转变是

促成民族生态文化得到传承和革新，进一步发挥其环境行为规范和塑造作用的重要举措．
（２）环境素养生成机制

农民环境素养主要包括农民主体在后天学习和实践中逐渐获得并能够影响主体环境行为的环境知识了

解程度、环境认知态度、环境价值观念等，表征的是农民主体对于环境的关注程度．农民环境素养的高低决

定着农民对环境的关注度大小，继而决定农民做出正向环境行为的意愿度．
农民是农村环境的主要当事人，他们的环境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农村环境保护的成败．受文化水平

的影响，农民污染信息感知能力相对较弱，他们普遍认为只要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３）社会经济条件生成机制

社会经济条件包括人口结构及性别特征、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社会经验等在内，反映农民主体的

社会地位以及经济基础对于其环境行为的影响程度．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条件越好，已有的社会经历中

接触过环境相关事物的农民越容易促使其正向环境行为的形成．
当前农村面临着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而留守在农村地

区的劳动力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社会资本相对缺乏、思想观念上难以摆脱对传统农业模式的依赖，难以实

现区域的产业转型，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４）政府支撑生成机制

区域环境建设和管理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宏观政策两个方面，反映的是政府对于农村环境管理的

支撑作用，彰显出政府在引导农民环境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当前农村普遍存在农村环境设施供给不足的

短板，而长期以来以牺牲农村和农业利益为代价促进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导致目前我国城乡差别较大，

农村的财政能力和农村居民的支付能力较弱．另一方面，囿于环境管理机构的倒“金字塔”结构，越往下数

量越少，规模越小，环保专业技术人员越缺乏，环保技术装备越差，环境监管执法能力越薄弱，导致农村环

境政策供给严重不足．
（５）区域认同生成机制

区域认同表征是在共同的族源和相 近 的 自 然 社 会 环 境 作 用 下 生 存 的 居 民 对 特 定 环 境 以 及 特 定 历 史

传统的情感依赖．区域认同的生成以个体为基 础，建 构 在 个 体 对 特 定 区 域 的 理 解 和 认 识 的 基 础 上．个 体

的生活经历会集结为一种稳定的心理倾向，随着历史的发展，个体之间就某些具体社会现象 或 者 问 题 的

认知产生交集，并经不断地联结而形成民族特有的记 忆．实 质 上，区 域 认 同 也 就 是 一 个 建 构 民 族 存 在 意

义和加深民族联结纽带的过程．但是受农村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及农 村 体 制 急 剧 变 迁 的 影 响，农 民 之 间 的

信任关系以及联结纽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以及农民异质性 增 加 使 得 农 村

社会的空心化和原子化程度加深，邻里效应不断弱化，农民对于农村 的 认 同 感 和 归 属 感 下 降，继 而 也 降

低了农民亲环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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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政策启示

从因子分析研究中可以得出渝东南地区农民环境行为的生成机制可分为民族生态文化生成机制、环境

素养生成机制、社会经济条件生成机制、政府支撑生成机制和区域认同生成机制．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１）实现民族生态文化从边缘化走向理性保护．民族地区应坚持地区传承和区域融合发展并行的理性

保护模式，在满足农民美好生活的同时努力挖掘、传承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注重平衡“传统”与“现代”，构

建乡村环境自治新体系，借助乡村内部生态文化的力量推动乡村振兴，既保护传统生态文化，又实现“生态

宜居”，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２）农村污染治理体系应从单一主导化走向多元参与化．引导农民积极践行亲环境行为，增强农民参

与环境治理的意愿，提高农民的环境治理能力，继而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并降低农村污染治理成本，

有力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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