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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人身份认知对村民参与村庄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
———基于陕西、宁夏两省份数据的考察

胡乃元　苏丫秋　朱玉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　为考察身份认知对村民参与村庄人居环境 治 理 的 影 响 及 其 作 用 机 制，基 于 对 陕 西、宁 夏 两 省７５８份 微 观

调查数据的分析，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将村民归属感 和 干 部 亲 近 感 作 为 内 部 人 身 份 认 知 的 两 个 维 度 进 行 实 证

分析。结果表明：１）内部人身份认知程度对村民参与村 庄 环 境 治 理 行 为 表 现 出 显 著 的 正 向 促 进 作 用；２）集 体 效 能

感在内部人身份认知对村民参与村庄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３）村民的亲社会倾向能够显著增强集

体效能感对村民参与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基于分析结果，建议以营造集体文化、凝聚集体意识、再造集体组织为

前提，弱化村社内部的异质性，增强村民对村社集体和 村 级 组 织 的 认 同 感，为 村 民 参 与 创 造 良 好 的 社 会 环 境，同 时

强化宣传教育，提高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意愿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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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关系人民

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的战略高度。在广

大农村地区，以生态宜居为目标的人居环境治理成

为各级政府改善民生、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点工作

之一，而推动村民参与、加强自主治理也已成为社会

共识。然而，尽管参与式治理有诸多优势，但“政府

干、百姓看”的现实状况并未得到有效改善，村民参

与严重不足，形成了一种农民“集体不作为”的怪异

局面［１］，治理效果也大打折扣。
针对这些问题，学界围绕村民参与进行了大量

研究，探究制约村民参与的影响因素和应对措施，主
要形成了以组织制度因素、利益博弈因素和文化观

念因素为代表的３类观点。组织制度的观点认为我

国的组织制度结构制约了村民参与，导致国家与农

村社会关系上的多重委托代理结构失衡，“强政府—
弱社会”的制度安排使得社会公众长期处于弱势地

位，与农民相关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补偿等

制度都存在严重缺失，农民对于制度的信任、政策导

向的理解等都存在偏差，同时这种政府主导的思想

也制约了公众参与意识，不利于良好参与局面的形

成；而利益博弈观点认为由于政策执行中不同主体

的利益诉求状况不同，加之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所

诱发的“搭便车”问题，进而影响了村民参与的积极

性，如何得桂等［２］在对移民搬迁政策实施的研究中，
指出干部畏难情绪与急功近利的思想以及乡村精英

的利益俘获等对政策实施造成了“非结构性制约”；
文化观念观点则倾向于认为由于快速城镇化导致农

村劳动 力 大 规 模 外 流，导 致 农 村 社 会 资 本 存 量 不

足［３］，进一步导致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内在动力薄

弱，农民的村庄归属感缺失，对环境的关心程度进一

步下降，加之农民环保意识薄弱、受教育水平较低等

导致其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不高［４］。
已有研究对于农户参与行为取得了比较全面的

认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但仍存在一些不

足：第一，忽视了市场化、城市化以及村级治理行政

化所导致的其内部异质性。虽然有部分研究注意到

归属感与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之间的关系，但没

有注意到村干部作为村庄治理的带头人和公共资源

分配的主导者对普通村民产生的作用。在以村干部

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中，一些村民会天然地认为自

己是村干部的“内部人”，加之“项目制”所催化形成

的“分利秩序”，村民内外部人的认知逐渐增强，对个

人与集体关 系 的 再 认 知 对 村 庄 治 理 产 生 了 深 刻 影

响。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内部人更多地体现为一种

接近村庄权力中心的程度，虽然接近并不一定意味

着个体能够在村庄资源分配中占据优势，但这种心

理距离深刻影响了村民心理和行为。因此，乡村场

域中“内部人身份认知”如何对村民的环境治理参与

行为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内部机制如何等问题有

着独特的内涵，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第二，已有研

究对于内部人身份认知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多出

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而相对忽视了组织内部长

久形成的共同观念和集体效能感。虽然有部分研究

对社会资本在村民参与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但作

为一个基于地缘、血缘关系形成的社会组织，在村庄

场域中，个体对于集体行动的主观信任和对于共同

价值的追求对于行为的影响不容忽视；第三，对于参

与环境治理 这 类 个 体 收 益 小 于 个 体 成 本 的 行 为 而

言，亲社会倾向这类内部动机对个体是否参与集体

行动的决策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鲜有研究考察

这一变量的作用机制。
那么，村庄内部人认知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

村民的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村社集体的效能感在村

民参与中又发挥着什么作用？有何办法能促进村民

参与，提高村庄的自主治理能力？本研究基于对陕

西、宁夏两省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内部人身份

认知对村民参与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并对集体效

能感和村民亲社会倾向对该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行进

一步探讨，以期拓展村庄异质化背景下村民的身份

认同对村庄集体行动影响的研究，为新时代基层社

会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１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１．１　内部人身份认知和村民参与村庄环境治理

“内部人”和“外部人”是社会成员的一种划分方

式，发 源 于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等［５］对 社 区 的 研 究，他 们 认

为，社区本质上就是将内部人和外部人区分开来的

一个概念，这种区分会直接影响个体的态度与行为。
在组织行为 学 领 域，Ｓｔａｍｐｅｒ等［６］明 确 提 出 了 内 部

人身份认知（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ｓｔａｔｕｓ）这一概念，认

为内部人身份认知代表着“员工对作为组织成员所

获得的个人空间与接收程度的认知”，并从需求满足

程度、重要性感知和归属感３个维度来对其进行衡

量。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注重关系、人情、面子”的

文化情境下，内部人身份认知更多的表现为员工对

“自己人”身份的认知。综合来看，内部人身份认知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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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个人能否感知到组织对自己的包容，但这一概

念与组织支持感或者组织认同并不相同［７］；另外，组
织认同虽然也是衡量成员的归属感，但更多的反映

的是个人与组织的“一致性”，是对组织理念、文化、
行为的认同，而内部人身份认知则更多的衡量个人

能不能感受到自己属于组织的一部分。内部人身份

认知研究中一种重要的思路是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来

对员工—组织关系进行解释，认为员工感知到的组

织态度差异 会 对 员 工 的 绩 效 或 其 他 产 出 产 生 重 要

影响。
以往关于内部人身份认知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思

路是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来对员工—组织关系进行解

释，认为员工感知到的组织态度差异会对员工的绩

效或其他产出产生重要影响。但社会交换理论并不

完全适用于村庄场域，原因在于社会交换理论基于

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而村民与村庄集

体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包容共生的关系，尤其是环境

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个人参与的经济成本要高于经

济收益，因而这种参与更多的体现为一种责任感驱

动的内部动机，而非利益驱动的外部动机。此外，目
前关于内部人身份认知的研究多将其视为一个单维

构念，但在中国情景尤其是乡土人情社会背景之下，
村民内部人身份认知可能不再是一个单维构念［７］。
原因在于，在包含多重差序状态关系格局的情况下，
村民的内部人身份认知不仅受到其他村民和村社氛

围的影响，更受到掌握大量资源的村干部的影响，是
否村干部的“自己人”可能会使村民在资源配给、利

益获取等方面的感知不同，进而深刻影响村民的内

部人身份认知。例如，那些与村干部关系密切的村

民往往有更多机会借助其非正式地位反映问题、提

出意见，在农村场域中，这是一种最为常见的参与公

共事务的情形。
基于此本研究对内部人身份认知的两个维度划

分，借鉴组织归属感和社会距离的概念来对村民的

参与行为进行阐释。首先，内部人身份认知是村民

村社归属感的一种表现，而归属感强的个人更注重

集体利益，能够较好地在个人利益与组织长远发展

利益中做出取舍，“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会显著

降低，同时归属感还能促进村民的社区依恋和认同，
进而表现出对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其次，内部人身

份认知也是村民与村两委或村干部心理距离的一种

体现，当被当做“自己人”或这种心理距离较小时，村
民接触村干部和村庄公共事务的机会更多，意愿也

更加强烈，有助于改进互利协调效率，提高自愿合作

效率［８］，促进村民的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从“村社归属感”和“干部

亲近感”两个维度对村民的内部人身份认知进行研

究。并提出以下假说：

Ｈ１：内部人身份认知对村民参与村庄环境治理

有显著正向影响。

Ｈ１ａ：村庄归属 感 对 村 民 参 与 村 庄 环 境 治 理 有

显著正向影响。

Ｈ１ｂ：干部亲近 感 对 村 民 参 与 村 庄 环 境 治 理 有

显著正向影响。

１．２　集体效能感在村民参与村庄环境治理中的中

介作用

集体效 能 感 来 源 于 自 我 效 能 感，Ｂａｎｄｕｒａ［９］指

出，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身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

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将效能感

从个体水平发展到了群体组织层面，提出了集体效

能感的概念，将其界定为“组织成员对实现既定的组

织目标与组 织 绩 效 行 动 过 程 中 联 合 能 力 的 共 同 信

念。”在群体合作日益普遍化的今天，集体效能感这

一概念对个体在集体或组织中的态度和行为影响就

显得尤为突出。
村庄环境治理属于典型的公共利益问题，这意

味着这一问题只能通过集体而不是个体来解决，而

决定个体参与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自己所处

的集体是否有能力应对这一问题［１０］，如果个体认为

其他集体成员能够以有利于环境治理的方式行事，那
么个体很可能会采取相同的行为。因此，集体效能感

在激励个人参与环境治理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当前中国背景下，村社共同体既是基于地缘

和血缘关系形成的社会组织，又是带有一定行政属

性的基层自 治 组 织，承 担 着 社 会 治 理、公 共 物 品 供

给、集体经济发展等多重功能，由于地域差异、经济

社会发展差异巨大，因而村社集体的组织效能客观

上并不容易衡量，但生活于其中的村民对于集体效

能感却有较为准确的判断，这种判断基于其对集体

成员和组织的充分了解，也即个体“内部人”抑或“外
部人”的感知会影响对集体效能感的判断。进一步

地，这些判断会影响个人在集体中的态度和行动，如
对集体的认同、面临公共事务时能否保持一致并且

共同努力等［１１］，因而对于集体效能感较强的个体而

言，其在面临公共事务时更易于参与集体行动。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３６２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２２年 第２７卷　

Ｈ２：集体效能感在内部人身份认知对村民参与

村庄环境治理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Ｈ２ａ：集体效能 感 在 村 社 归 属 感 对 村 民 参 与 村

庄环境治理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Ｈ２ｂ：集体效能 感 在 干 部 亲 近 感 对 村 民 参 与 村

庄环境治理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１．３　亲社会倾向的调节作用

亲社会倾向是意图帮助他人的积极的社会行为

倾向，这种行为是个体自发并且对他人有益的行为，
不同于利他主义，亲社会倾向允许人们在采取行动

时具有利 己 的 动 机。亲 社 会 倾 向 根 源 于 人 的 社 会

性，任何个体都处于社会关系之中，从而产生了表现

为羞愧、内疚、移情等的亲社会性，以促进合作、增进

互惠，亲社会性使得“己”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

化，从而个体无法简单地被孤立出来，而总是要从一

定的社会关系中探究其行为，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个

体行为都具有亲社会的倾向，这种亲社会性将会导

向社会的合作［１２］。人们决定是否采取亲社会行为，
一方面受到个体的人格特质和认知因素的影响，另

一方面也受到所在组织或集体文化环境的影响。在

“熟人社会”的乡土文化环境之中，这种社会性得到

更高程度的体现，虽然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但乡村

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主构成的社会基本关系格局未

发生根本改变，因而亲社会倾向在村民合作互惠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高亲社会倾向的个体不仅能够更

加容易并精准地觉察到群体中其他人情绪的变化，
而且更加愿意适时为其提供帮助，正因如此，那些具

有高亲社会倾向的个体，对集体和他人有更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也更容易把自身对集体效能的认同或

信任转化为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Ｈ３：亲社会倾向在集体效能感对村民参与村庄

环境治理行为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提出图１的理论模型。

图１　理论模型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２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２０２０年１０—

１１月在陕西 及 宁 夏 两 省 份 开 展 的 实 地 调 研。课 题

组集合地方信息，综合考虑不同村庄的群众基础、产
业结构、自然条件差异等因素，采取分层抽样和简单

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汉中、安康、中卫、吴忠

和银川市５市２１个县（区）的５７个村庄作为调查区

域，每个村社 随 机 抽 取１０～１５个 群 众 作 为 调 查 对

象，共发放问卷８３２份，剔除无效样本后获得７５８份

有效问卷，有 效 问 卷 率 为９１．１１％。考 虑 到 剔 除 无

效问卷可能导致的偏差问题，本研究对全部样本和

有效样本进行 了Ｔ 检 验、结 果 显 示，两 个 样 本 差 异

不大，表明可以对其进行后续分析。问卷调查的主

要内容包括：受访者的个人及家庭特征、村社基本信

息、公众环境感知信息、公众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基

本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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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变量测度

自变量：内部人身份认知。目前学术界在 进 行

内部人身份认知相关研究时，多 采 用Ｓｔａｍｐｅｒ等［６］

共同开发的单维度６题项测量量表，该量表的普适

性和可靠性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得到了良好的证

实。但根据前 文 分 析，农 村 受 到 乡 土 中 国“差 序 格

局”的影响而表现出“内外有别”的局面，村民不仅能

感受到其他村民对自己的“包容感”，更能深刻感受

到自己是否是村干部的“内部人”。因此，现有的单

维结构不一定能涵盖内部人身份认知的内容，也难

以清晰揭示内部人身份认知的内涵。基于此，本研

究 将 内 部 人 身 份 认 知 划 分 为 “村 庄 归 属 感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 ０．８２８）”和 “干 部 亲 近 感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７７５）”两个维度，其中，村庄归属

感借鉴Ｓｔａｍｐｅｒ等［６］的６题项量表进行测量，干部

亲近感则借鉴已有的研究，采用“总体而言，村干部

和我的关系很好；在涉及我利益的事项上，村干部非

常重视我的意见；我非常信任村干部”３个题项进行

测量。
因变量：村民参与社区环境治理行为。在 本 研

究中，村民参与是指村民在涉及农村环境治理的任

一方面（如 参 与 决 策、建 言 献 策、监 督 举 报、管 理 维

护）所进行的活动，用李克特５点量表法进行衡量，
其中１表示“从未参与”，５表示“经常参与”。

中介变量：集体效能感。在本研究中，集体效能

感是村民对村庄集体实现既定目标与绩效过程中联

合能力的共同信念，表现为对“村两委”组织能力及

村民集体行动能力的信任感。借鉴叶先宝等［１３］的５
题项量表进行测量（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２４）。

调节变量：亲 社 会 倾 向。本 研 究 采 用Ｇｒａｎｔ［１４］

对亲社会倾向的研究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包含４
个题项的李克特５点量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９０２）。

控制变量：为了尽量减少除解释变量之外的其

他变量对于结果预测的影响，本研究基于现有研究

的思路，选择了１０个控制变量，分别为性别、年龄、
家庭人口数、受教育程度、收入、是否常住农村、是否

社区干部、环境重要性感知、家庭到村委会距离、是

否搬迁户。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自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

量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变量显著区

别于其他变量，模型与数据吻合较好（卡方自由度比

值＝２．７２９＜３，ＣＦＩ＝０．９３０＞０．９，ＧＦＩ＝０．９１４＞０．９，

ＮＦＩ＝０．９１４＞０．９，ＲＭＳＥＡ＝０．０７０＜０．０８，ＳＲＭＲ＝

０．０６９＜０．０８），且各变量条目在相应变量的载荷显

著（Ｐ＜０．００１），在信效度检验的基础上，本 研 究 采

用求均值的方法对量表得分进行处理。

３　实证分析

３．１　数据同源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调查问卷存在数据来源相同或调查

主体类似的 情 况，可 能 存 在 数 据 同 源 偏 差 的 问 题。
因此本研究采用两种方法对数据同源偏差问题进行

了检验：首先，进行 Ｈａｒｍａｎ单因子检 验，结 果 显 示

存在两个特征值大于１的因子，且未旋转时第一个

因子的解释总方差小于４０％（为３３．９２２％），说明本

研究的数据同源偏差问题可以忽略；其次，采用验证

性因子分析，将所有参与假设检验的量表题目共同进

行单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拟合效果很

差，卡方 自 由 度 比 值＝３６．２８８，ＣＦＩ＝０．５０６，ＧＦＩ＝
０．４９７，ＮＦＩ＝０．４９７，ＲＭＳＥＡ＝０．１８３，ＳＲＭＲ＝
０．１５５。因此，可以判定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数据同

源偏差问题。

３．２　变量描述统计

描述性统计 表 明（表１）：村 民 参 与 环 境 治 理 行

为总体水平不高，同时个体之间差异较大；大多数村

民的村庄归属感比干部亲近感水平要高，同时个体

之间差异也小于干部亲近感；此外，大多数村民的亲

社会倾向高于集体效能感。相关性分析表明各变量

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３．３　假设检验

根据 Ｂａｒｏｎ等［１５］以 及 Ｐｏｒｔｅｒ等［１６］的 经 典 论

文，本研究首先采用层级回归，逐步加入控制变量、
自变量以及中介变量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２所

示：模型１是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模型，模型２
和３分别是加入自变量内部人身份认知的两个维度

的回归模型，模型４是加入中介变量集体效能感的

回归模型。可以看到，自变量的两个维度村庄归属

感（β＝０．１５２，Ｐ＜０．０１）和 干 部 亲 近 感（β＝０．２８，

Ｐ＜０．０１）都对村民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

此假说 Ｈ１ａ和 Ｈ１ｂ均 得 到 验 证。值 得 注 意 的 是，
相对于村庄归属感，干部亲近感对村民参与行为的

影响要更大，且同时加入两者后村庄归属感的影响

不再显著，表明对于一般村民而言，其参与行为更容

易受到与村干部关系感知的影响，村民越被村干部

视为“自己人”，那么也会越愿意参与到村庄公共事

务之中，村干部通过“拟亲化网络”而形成的“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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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描述统计、相关性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指标　　　　
Ｉｔｅｍ　　　　

均值

Ｍｅａｎ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参与行为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村庄归属感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干部亲近感

Ｃａｄｒｅ

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

集体效能感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亲社会倾向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参与行为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６９　 １．４７　 １

村庄归属感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４．２７　 ０．５９　 ０．２３３＊＊＊ １

干部亲近感

Ｃａｄｒｅ　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
３．６６　 ０．９１　 ０．３２４＊＊＊ ０．４２＊＊＊ １

集体效能感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３．５４　 ０．８５　 ０．２９９＊＊＊ ０．２５５＊＊＊ ０．３７９＊＊＊ １

亲社会倾向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４．１７　 ０．８１　 ０．３８７＊＊＊ ０．４８５＊＊＊ ０．４３２＊＊＊ ０．２３５＊＊＊ １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Ｎｏｔｅ：＊，＊＊ａｎ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１０％，５％，ａｎｄ　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表２　层级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因变量：村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模型１

Ｍｏｄｅｌ　１

模型２

Ｍｏｄｅｌ　２

模型３

Ｍｏｄｅｌ　３

模型４

Ｍｏｄｅｌ　４

常数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４４６＊＊＊

（４．９７２）
２．６１５＊＊＊

（５．３１３）
２．８５７＊＊＊

（５．８９６）
２．８４１＊＊＊

（５．９６７）

村庄归属感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０．１５２＊＊＊

（３．０８４）
０．０５４
（１．０４５）

０．０２４
（０．４８１）

干部亲近感

Ｃａｄｒｅ　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

０．２８＊＊＊

（５．５４０）
０．１８８＊＊＊

（３．５６４）

集体效能感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０．２６１＊＊＊

（５．２９５）

控制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７５８　 ７５８　 ７５８　 ７５８

Ｒ２　 ０．２６５　 ０．２７５　 ０．３０３　 ０．３２９

调整Ｒ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２５６　 ０．２６４　 ０．２９２　 ０．３１７

Ｆ值Ｆｖａｌｕｅ
Ｆ（１０　７４８）＝２６．９９，

Ｐ＝０．０００

Ｆ（１１　７４７）＝２５．６８１，

Ｐ＝０．０００

Ｆ（１２　７４６）＝２７．０３５，

Ｐ＝０．０００

Ｆ（１３　７４５）＝２８．０１８，

Ｐ＝０．０００

　　注：括号里面为ｔ值。下同

Ｎｏｔｅ：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　ｉｎ　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ｅｓ．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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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村庄有效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１７］。此外，中介

变量集体效能感对村民参与行为也有显著正向影响

（β＝０．２６１，Ｐ＜０．０１），表明集体效能感较强的村民

有更愿意参与村庄环境整治，与前述假说相符，其中

介效应将在后面加以检验。
采用ＳＰＳＳ宏 中 的 Ｍｏｄｅｌ１４（假 设 中 介 模 型 的

后半段受到调节，与本研究的理论模型一致），在控

制性别、年龄、家庭人口数等变量的情况下对有调节

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表３结果发现，在加入中介变

量后，村庄归属感对村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直接影

响不显著，但对中介变量集体效能感影响为正且显

著（β＝０．１８０，Ｐ＜０．０１），同时集体效能感对村民环

境治理 参 与 行 为 影 响 为 正 且 显 著（β＝０．２６７，Ｐ＜

０．０１），表明集体效能感在村庄归属感对村民环境治

理参与行为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效应，也即村庄

归属感对村民参与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集体效能感

发挥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归属感本身体现出了对集

体的一种信赖，对一般村民而言，强烈的归属感使得

他们更能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也对集体行动更有信

心，因此假说 Ｈ２ａ得到验证；此外，集体效能感与村

民亲社会倾向的交乘项对村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影

响为正且显著（β＝０．０８８，Ｐ＜０．１），表 明 亲 社 会 倾

向能够在集体效能感对村民的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

影响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激发村民参与集体行

动的动机，从而增强集体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因此假

说 Ｈ３得到验证。

表３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村庄归属感为自变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参与行为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集体效能感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常数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８１４＊＊＊

（６．０７７）
－０．１８５
（－０．４９４）

村庄归属感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０．０７１
（－１．３７２）

０．１８０＊＊＊

（４．３４８）

亲社会倾向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０．４１６＊＊＊

（７．８１４）
０．１３５＊＊＊

（３．２００）

归属感×亲社会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０．０２２
（０．５３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７０）

集体效能感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０．２６７＊＊＊

（５．８４７）

集体效能感×亲社会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０．０８８＊

（１．９０８）

控制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７５８　 ７５８

Ｒ２　 ０．３７　 ０．１０５

调整Ｒ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３５６　 ０．０８８

Ｆ值Ｆｖａｌｕｅ　 Ｆ（１５　７４２）＝２８．９９７，Ｐ＝０．０００ Ｆ（１３　７４４）＝６．７１５，Ｐ＝０．０００

　　进一步的调节中介效应检验和简单斜率分析表

明（图２），对于亲社会倾向较高的村民（Ｍ＋１ＳＤ），
集体效能感对其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相对于亲社会倾

向较低的村民（Ｍ－１ＳＤ）而言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关

系（斜率更 大），表４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 验 也 证 明 了 这

一点，正负一个标准差的效应差为０．０３２　８，同时其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 样 的９５％置 信 区 间 不 包 含 零，表 明 了

这一结果的稳健性。

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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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以村庄归属感为自变量的调节中介效应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ａ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指标　　　
Ｉｔｅｍ　　　

亲社会倾向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效应值

Ｅｆｆｅｃｔ

标准误

ＢｏｏｔＳＥ

下限

ＢｏｏｔＬＬＣＩ

上限

ＢｏｏｔＵＬＣＩ

ｅｆｆ１（Ｍ－１ＳＤ）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９
调节中介效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ｆｆ２（Ｍ） ０．０４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７４

ｅｆｆ３（Ｍ＋１ＳＤ）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４　 ０．１１

ｅｆｆ２－ｅｆｆ１　 ０．０１６　２　 ０．００９　９　 ０．００２　２　 ０．０３７　１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对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３－ｅｆｆ１　 ０．０３２　８　 ０．０２３　５　 ０．００８　２　 ０．０８４　６

ｅｆｆ３－ｅｆｆ２　 ０．０１６　６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４８　９

　　注：ＢｏｏｔＬＬＣＩ指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９５％区间下限，ＢｏｏｔＵＬＣＩ指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样９５％区间上限。下同。

Ｎｏｔｅ：ＢｏｏｔＬＬＣＩ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９５％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ｏｆ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ｎｄ　ＢｏｏｔＵＬＣＩ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９５％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ｏｆ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图２　以村庄归属感为自变量的调节作用

Ｆｉｇ．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ａ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类似地，在以干部亲近感为自变量的模型中，在
控制性别、年龄、家庭人口数等变量的情况下对有调

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表５结果发现，干部亲近感

对村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直接影响为正且显著（β＝
０．１１１，Ｐ＜０．０５），对中介变量集体效能感影响为正

且显著（β＝０．３６８，Ｐ＜０．０１），同时集体效能感对村

民环境治理参 与 行 为 影 响 为 正 且 显 著（β＝０．２２４，

Ｐ＜０．０１），表明集体效能感在村庄归属感对村民环

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也即

干部亲近感不仅会直接影响到村民参与行为，还会

通过影响村民对集体的信任进而影响到村民的参与

行为，那些与村干部关系亲近的村民可以接触到更

多的信息，对村干部的能力也有更清晰的认知，这在

一定程度上会增强村民对集体行动的信心，因 此 假

说 Ｈ２ｂ得到验证；此外，集体效能感与村民亲 社 会

倾向的交乘项对村 民 环 境 治 理 参 与 行 为 影 响 为 正

且显著（β＝０．０９４，Ｐ＜０．０５），表 明 亲 社 会 倾 向 能

够在集体效能感对 村 民 的 环 境 治 理 参 与 行 为 的 影

响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因此假说 Ｈ３得 到 进 一

步验证。
进一步的调节中介效应检验和简单斜率分析表

明（图３），对于亲社会倾向较高的村民（Ｍ＋１ＳＤ），
集体效能感对其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相对于亲社会倾

向较低的村民（Ｍ－１ＳＤ）而言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关

系（斜率更 大），表６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 验 也 证 明 了 这

一点，正负一个标准差的效应差为０．０７７　３，同时其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抽 样 的９５％置 信 区 间 不 包 含 零，表 明 了

这一结果的稳健性。

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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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以干部亲近感为自变量）

Ｔａｂｌｅ　５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ｔｅｓｔ（ｗｉｔｈ　ｃａｄｒｅ　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　ａ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参与行为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集体效能感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常数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９８３＊＊＊

（６．４７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９３）

干部亲近感Ｃａｄｒｅ　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
０．１１１＊＊

（２．１５２）
０．３６８＊＊＊

（９．８８３）

亲社会倾向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０．３６１＊＊＊

（６．８７１）
０．０９３＊＊

（２．３１１）

亲近感×亲社会

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０．０２５
（０．６８４）

０．０１８
（０．７０２）

集体效能感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０．２２４＊＊＊

（４．６６１）

集体效能感×亲社会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０．０９４＊＊

（２．０５１）

控制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７６０　 ７６０

Ｒ２　 ０．３７　 ０．１８８

调整Ｒ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３５７　 ０．１７３

Ｆ值Ｆｖａｌｕｅ　 Ｆ（１５　７４４）＝２９．１７２，Ｐ＝０．０００ Ｆ（１３　７４６）＝１３．２７０，Ｐ＝０．０００

表６　以干部亲近感为自变量的调节中介效应

Ｔａｂｌｅ　６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ｃａｄｒｅ　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　ａ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指标　　　
Ｉｔｅｍ　　　

亲社会倾向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效应值

Ｅｆｆｅｃｔ

标准误

ＢｏｏｔＳＥ

下限

ＢｏｏｔＬＬＣＩ

上限

ＢｏｏｔＵＬＣＩ

ｅｆｆ１（Ｍ－１ＳＤ）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８６
调节中介效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ｆｆ２（Ｍ） ０．０８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７　 ０．１２１

ｅｆｆ３（Ｍ＋１ＳＤ） ０．１２３　 ０．０２９　 ０．０７０　 ０．１８７

ｅｆｆ２－ｅｆｆ１　 ０．０３６　９　 ０．０１５　６　 ０．００７　３　 ０．０６８　８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对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３－ｅｆｆ１　 ０．０７７　３　 ０．０３３　７　 ０．０１３　１　 ０．１４６　９

ｅｆｆ３－ｅｆｆ２　 ０．０４０　４　 ０．０１８　５　 ０．００６　３　 ０．０７９　４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研究结论

本研究将内部人身份认知这一概念引入村社场

域，并基于现实考虑将其划分为村庄归属感和干部

亲近感两个维度对村民参与村庄环境治理行为的影

响，超越了单一的归属感视角对村民参与行为的影

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其影响机理，探讨了

集体效能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和亲社会倾向在其中

的调节作用，得到了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内部人身

份认知程度对村民参与行为具有正向驱动作用；第

二，内部人身份认知对村民参与行为的积极影响通

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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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以村庄归属感为自变量的调节作用

Ｆｉｇ．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ａ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过集体效能感的中介作用进行传导；第三，亲社会倾

向能够有效增强集体效能感对村民参与行为的积极

影响。

４．２　研究意义及启示

本研究丰富了农村环境治理中关于村民参与的

研究，对于农村环境自主治理进行了有益探索，同时

拓展了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研究思路，有助于进一

步厘清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

制。通过本研究研究结论可引发以下３点启示：首

先，在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村庄“熟人社会”文化渐

趋消解的背景下，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乃至乡村振兴

的实现要以营造集体文化、凝聚集体意识、再造集体

组织为前提，通过提高村民的社会包容感、强化村干

部的公共服务意识来弱化村社内部的异质性，避免

形成“分利秩序”，让绝大多数村民都能产生对村社

的归属感和村干部的信赖感，进而增强其参与公共

事务的意识；其次，要以村级组织能力建设为核心，
着力提高村民对村庄集体行动能力的信心。通过集

体产权制度 改 革、网 格 化 治 理 等 措 施，塑 造 共 同 利

益，进而提高村民对村社集体和村级组织的效能感，
为自主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最后，要加强社会

教育，结合村庄传统和地方性知识，通过制度激励、
文化引导、公德宣传等措施提高村民的亲社会倾向，
调动村民的主人翁精神，为村庄规则的运行提供基

础保障和机制支撑。

４．３　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学界普遍将内

部人身份认知作为一个单维度构念，但本研究结合

国情和村庄实际情况进行了两个维度的划分，虽然

这一划分有现实和理论依据作为支撑，但作为一种

探索性探究，仍可能存在维度划分不合理或测量不

准确的问题；第二，本研究对于参与行为的测度较为

简单，没有按照参与的深度或参与的广度进行分类

研究，而在不同的分类标准下，各变量的影响程度可

能存在不同；第三，本研究重点探讨村民个人层民的

认知对于其参与行为的影响，而对村级层面的客观

变量考虑不够，这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对于上述问题，有必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

细化，深入探讨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影响因素和作

用机制，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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