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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摘 要 ： 作 为 实 现 乡 村 振 兴 关 键 步 骤 的 农村 生 态 环境 和

人居环境 治 理
，
高度依赖农村居 民 环境参 与 行为 的提升 。 为 了

探析农村居 民 日 常 实 践 中 的 环境参 与 行 为 及其形 成 机 制
，
本

文 尝试提 出
“

社会信任 － 社 区 归 属 感 － 环境参 与 行 为
”

解释

框架
，
并 利 用 在福建省 长 汀 县开展 的 调 查数据进行 实 证 检验 。

研 究发现 ： 其 一
，
农村居 民 在 日 常 生 活 实 践 中 更 多 地参 与 同 自

身 利 益 直接相 关 的 环境行为
；
其二

，
农村居 民 对 乡 贤 能 人信任

与 制 度信任水平越高
，
其环境参 与 行为 越积极

；
其三

，
社 区 归

属 感在农村居 民 社会信 任 与 环境参 与 行 为 的 关 系 中 发 挥部 分

正 向 中 介作 用 。 本 文 认 为 社 区 归 属 感 的 培 养 以 及 环境参 与 行

为 的社会 空 间 与 精 神 空 间 的 塑 造
，
对 于 激发 农村 居 民 参 与 农

村 生 态环境 治理 的 积极性具有 重 要 意义 。

关键词 ： 农村居 民 社会信任 环境参 与行为 社 区 归属感

＊ 本文为 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 般项 目
“

乡 村生 态 环境协 同治理效应评价 与 机 制 创新研究
”

（ 项 目 编号
：

１ ９ Ｂ ＳＨ０ Ｓ ２
） 的阶段性成果 。

＊ ＊ 龚文娟
，

厦 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
，

研究方 向 为环境社会治理
；
杨康

，

厦 门大学党

委统战部科员 。



７ ７０ 环境社会学 ２０２２ 年秋季号
（
总第 ２ 辑

）

—

弓 丨言

乡村振兴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
，
为新时代 中 国解决

“

三农
”

问

题提供了方向性指引
，
做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是实现乡 村振兴战略

的第一步 。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
？

、 《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 （
２０ １ ８

－

２０２２ 年 ） 》
？ 等相关文件对农村环境治理提 出 了具体 的要

求 。
２０２ １ 年 ２ 月

， 《 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
＠ 指 出

，
到 ２０２５ 年

，
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

展
，
农村生态环境得到 明显改善

，
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推动农村人居

环境改善和绿色发展提出 了新的要求 。
２０２ １ 年 ４ 月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乡村振兴促进法 》
？ 正式出 台

，
不仅将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宜居纳人乡

村振兴建设的要求
，
同时明确 了建立包含社会协同 、 公众参与 的现代乡

村社会治理体制
，
为农户参与农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提供了法律支撑 。

农村居民作为农村环境协 同治理的主要实践者和受益群体
，
其环

境参与行为是农村环境治理能否取得 良好效果的重要基础 。 在 中 国
，
农

村居民环境参与行为还有其特殊的制度背景和文化情境 ： 首先
，
在制度

设置方面
，
农村环境治理及居 民环境参与在新 中 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

间 内处于被忽视 的状态
，
政策供给和法律法规支持相对欠缺

；
其次

，

“

熟人社会
”

的农村社区 中存在 的 乡 俗 民约
，
通过个人对声誉的关注

，

①《 中共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 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方案 〉 》 ，

中华人 民共

和 国 中 央 人 民 政府 官 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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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访问 日 期 ：

２０２ 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

② 《 中共 中央 国务院印发 〈 乡 村振兴 战略规划 （
２０ １ ８ ２０ ２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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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

２ 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

③ 《 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 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意见 》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农业农村 部 官 网
，

ｈ ｔ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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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访问 日 期 ：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 ５ 日 。

④ 《 中华人民共 和 国 乡 村 振 兴促 进 法 》 ，

中 国 人 大 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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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访问 日 期 ：

２０２ ２ 年 ７月２５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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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其环境行为
；

？ 最后
，
随着城市化推进和村庄外 出务工人员增加

，

村落中社会关系改变
，
人们 的交往范围和生活方式变化

，
均对农村居民

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和环境保护产生影响 。 研究表明
，
社会资本 、 地方知

识 、 声誉诉求 、 信任 、 群体认同等社会因素
，
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愈

加凸显其重要性 。

相较 自上而下 的管制型 乡 村环境治理
，
自 下而上 的参与型 乡 村环

境治理在构建可持续 乡 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方面
，
更具实践意义 。 因

此
，
如何结合地方特征

，
激励和引 导农村居 民在 日 常生活实践中

，
自 主

开展环境参与行为
，
构建依靠 内在动力运行的农村治理体系

，
成为学界

讨论的重要议题 。 本文尝试提出
“

社会信任 － 社区归属感 － 环境参

与行为
”

解释框架
，
探析农村居 民 日 常环境参与行为 的影响 因 素和作

用机制
，
并以在福建省长汀县开展的调查为例进行实证检验 。

（

一

）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１ ． 社会信任

社会学对信任 的研究始于齐美尔对交换行为 的研究
，
他认为离开

①徐志 刚 、 张炯 、 仇焕广 ： 《 声誉诉求对农户 亲环境行为 的影 响研究 以家禽养殖户 污染

物处理方式选择为例 》 ， 《 中 国人 口 ？ 资源与环境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１ ０ 期 。

② 何可 、 张俊飚 、 张露 、 吴雪莲 ： 《人际信任 、 制 度信任 与农 民环境治理参 与 意愿 以农

业废弃物资源化为例 》 ， 《 管理世界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５ 期 。

③ 颜廷武 、 何可 、 张俊飚 ： 《 社会资本对农 民环保投资意愿 的影 响分析 来 自 湖 北农村农

业废弃物资源化的实证研究 》 ， 《 中 国人 口 ？ 资源与环境 》 ２０ １ ６ 年第 １ 期 。

④ 唐林 、 罗小锋 、 张俊飚 ： 《 社会监督 、 群体认 同 与农户生 活垃圾集 中处理行 为 ：
基于 面子

观念的 中介和调节作用 》 ， 《 中 国农村观察 》 ２〇 １ ９ 年第 ２ 期 。

⑤ 唐 国建 、 王辰光 ： 《 回 归生活 ：
农村环境整治 中村 民主体性参与 的实现路径 以陕西省 Ｚ

镇 ５ 个村庄为例 》 ， 《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 （ 社会科学版 ）
２０ １ ９ 年第 ２ 期 。

⑥ 史恒通 、 睢党 臣 、 徐涛 、 赵敏娟 ： 《生态价值认知对农 民流域生态治理参与意愿的影 响

以陕西省 渭河流域为例 》 ， 《 中 国农村观察 》 ２〇ｎ 年第 ２ 期 。

⑦ 龚丽兰 、 郑永君 ： 《 培育
“

新 乡 贤
”

：
乡 村振兴 内生主体基础 的构建机制 》 ， 《 中 国农村观

察 》 ２ 〇 １ ９ 年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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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们之间 的一般性信任
，
社会 自 身将变成一盘散沙

，
因为几乎很少有

什么关系不是建立在对他人确定的认知上 。

？ 信任作为一种信念
，
体现

了个体在互动过程 中对他人和社会所表现 出 的
一种期待， 在 巴伯看

来
，
个体对社会和他人存在信任就是其对社会的发展和他人的行为存

在确定的预测
，
而社会和他人也基本确实按照这一预期行动 。

＠ 对于

信任产生的条件
，
福山 的理解是

，
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符合规范 、 富有

诚信且有合作意愿 的社会群体 中诞生
，
信任 的产生依靠人们共 同遵守

社会的整体规则
，
以及社会群体各个成员对社会的责任感 、 归属感 的

提高 。

④

学者们根据信任程度 以及信任主体的不 同
，
对社会信任进行 了分

类 （ 见表 １
） 。 普特南 、 福山等人将社会信任划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

任 。 特殊信任一般建立在宗族和亲情关系上
，
普遍信任则没有 固定对

象 。

？ 卢曼将社会信任区分为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 。 人际信任基于人际

关系建立
，
制度信任则基于契约 、 规范而形成 。

？ 吉登斯依据其后现代

性思想
，
将社会信任划分为人格信任和系统信任 。

？

信任对于人类社会发展 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 人们通过建立对社会

系统的信任和依赖
，
来克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

？ 信任有助于显著提

升公众的主观幸福感
，
由
一种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而产生 的主观感受往

①齐美尔 ： 《货 币哲学 》 ，
陈戎女 、 耿开君 、 文聘元译

，

北京
： 华夏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８ 年 。

② 尼克拉斯 ？ 卢 曼 ： 《 信任 》 ，

瞿铁鹏译
，

上海
：
上海世纪 出 版集 团

，

２００ ５ 年 。

③ 伯纳德 ？ 巴伯 ： 《 信任 的逻辑和局 限 》 ，

牟斌 、 李红 、 范瑞平译
，

福 州
：
福建人 民 出 版社

，

１ ９ ８ ９年 。

④ 弗朗西斯 ？ 福 山
： 《 信任 ：

社 会美德 与创造经济繁荣 》 ，

彭 志华译
，

海 口
 ：
海南 出 版社

，

２００ １年 。

⑤ 杨柳 ： 《 社会信任 、 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农 田灌溉系统治理绩效 的影 响研究 》 。 博士学位论

文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２０ １ ８ 年 。

⑥ 尼克拉斯 ？ 卢 曼 ： 《 信任 》 ，

瞿铁鹏译
，

上海
：
上海世纪 出 版集 团

，

２００ ５ 年 。

⑦ 安东尼 ？ 吉登斯 ： 《 现代性与 自 我认 同 》 ，

赵旭东 、 方文 、 王铭 铭译
，

北京
：
生活 ？ 读 书 ？

新知 三联书店
，

１ ９９ Ｓ 年 。

⑧ 安东尼 ？ 吉登斯 ： 《 现代性的后果 》 ，

田禾译
，

南京
： 译林 出 版社

，

２０００ 年 。



社会信任与农村居 民环境参与行为 ／ ７３

往会推动社会行为的产生 。

？ 信任既可能直接影响人们 的行为
，
也可能

借助其他要素
，
比如地方依恋 、 群体认同等主观类的认知和感受

，
对主

体的行为产生影 响 。

？ 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 中
，
要建立可持续治理模

式
，
农村居民 的社会信任是一个重要关切点 。

表 １ 社会信任分类

信任类 型 主要代表 主要特征

普遍信任
普特南 、 福 山

般无 固定对象

特殊信任 般建立于宗族 、 亲情关系上

人际信任
卢 曼

般基于人际关系建立

制度信任 般基于契约 、 规范而形成

人格信任
吉登斯

对人的信任

系统信任 对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的信任

２ ． 环境参与行为

亲环境行为是公众在 日 常生活 中表现 出 的对环境有利 的行为
，
具

体表现为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活动
，
采用绿色的生活方式等 。

＠？ 本研究

将环境参与行为定义为农村居 民在生产生活 中开展的对环境保护 、 资

源节约有益的行为以及在村庄环境治理过程 中 的参与行为 。

影响居民环境参与行为 的 因素包括 内外两方面 。 内部 因 素包括居

民 的行为控制 、 规则认知 、 参与意愿等 。 外部 因素则主要与地方政治 、

经济 、 文化 、 社会环境 、 亲密关系 、 朋辈压力等 因素关联 。 研究发现 ：

？Ｈ ｅ ｌ ｌ ｉｗ ｅ ｌ ｌ  Ｊ ．Ｆ ．

，

“

Ｈ ｏｗ
’

ｓＬ ｉ ｆｅ ？Ｃ ｏｍｂ ｉｎ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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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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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ｏ ． ２

，２００ ３
，ｐｐ

． ３ ３ １ ３ ６０ ．

② 王学婷 、 张俊飚 、 童庆蒙 ： 《 地方依恋有 助 于提 高农 户 村庄环境治理参 与 意愿 吗 ？ 基

于湖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 ， 《 中 国人 口 ？ 资源与环境 》 ２ 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

③Ｍ
ｙ
ｋ ｏ ｌ ａ ｓ Ｓ ．Ｐ ｏ ｓ ｋ ｕ 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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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 ｏ ． １
 ，２０ １ ８

 ，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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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环境参与行为
，
存在性别 、 年龄等人 口 学方面的差异

；

？ 居 民对

政府的信任 、 环境参与行为的动机 、 环境态度 、 环境责任感 、 环境价值

观等对公众保护公共环境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

３ ． 社会信任与环境参与行为 的关系

社会信任水平提高会直接带动公众参与社区事务 的可能性提升
，

如采取更为友好 的生活 和耕作方式
，
或积极参与农村环境 的合作治

理 。

？ 同时
，
社会信任的提升通过提高农村居民参与农村地区环境治理

的意愿和积极性
，
转化为积极行动 。

？ 农村地区 的熟人社会特征 明 显
，

特殊信任基于宗族 、 亲情关系
，
有研究发现农村地区的特殊信任水平较

高
，
普遍信任水平相对低于特殊信任 。

？ 但特殊信任对象的局限性
，
导

致其对农村居民行为的影响受到削弱和抵消？
。 普遍信任对农村居 民 的

行为具有显著 的正 向影 响
，
有利于社区治理 。

？？ 当前 中 国农村地 区
，

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都有可能对农村居民的环境参与行为产生影响 。

制度信任的建立基于契约和规范
，
在农村地区具体表现为对村委

会 、 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 的信任 。 制度信任通过确定的规则 以及政府

部 门及人员 的合法行为获取居民信任
，
因此往往更加稳定

，
为乡村法治

①刘 云霞 ： 《人 口统计学变量对环境保护公众参与 意识 的影 响 实证研究 》 ， 《 环境保护 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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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李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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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制度保障 。 制度信任对农村居 民包括环境参与行为在 内 的社会参

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

？？？

在环境保护行为和环境风险沟通行为研究 中
，
亦有学者发现社会

信任的作用 。 龚文娟考察了 系统信任与公众参与环境风险沟通行为 的

关系
，
指 出公众对政府 、 市场 、 媒体／社团和专家等主体的信任程度存

在差异
，
同时

，
公众对系统的信任影响其风险应对行为 。

？
Ｂｏｈｒ 发现社

会信任水平的提升
，
可 以促进公 民提升环境和资源具有公共物 品属性

的认知 。

？ 本文尝试基于一手调查数据
，
剖析农村居 民不 同维度 的社会

信任对其环境参与行为的影响
，
提出如下假设 ：

Ｈ １
： 农村居 民的社会信任对其环境参与 行为 具有正 向 影响作

用
，
即农村居 民社会信任水平越 高

，
其环境参与行为 水平越 高 。

４ ． 社区归属感对环境参与行为 的影响

社区归属感是社区居 民对社区喜爱 、 依恋 的程度 。

？ 既往研究发

现 ： 社区归属感越高 的农户
，
越会愿意且积极参与到社区环境治理当

中 。 同时
，
农户参与行为 的增加也会进一步增强其对社区 的认 同与关

心 。

？ 作为社区归属感重要维度的社区依恋
，
对农户 的环境治理参与意

①何可 、 张俊飚 、 张露 、 吴雪莲 ： 《人际信任 、 制 度信任 与农 民环境治理参 与 意愿 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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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也有正 向影响作用 。

？ 同样
，
在城市居 民群体 中

，
对社区 的依恋能够

促进社区居民对环境保护和社区环境治理给予更多关注
，
提供更多人

力和物力支持 。

？ 社区归属感作为一种个体对社区情感上的认 同 、 喜爱

甚至依恋
，
来 自个体长时期在社区 中 与其他行动主体的互动 以及建立

起的紧密联系 和情感纽带 。 因此
，
社区归属感与社会信任程度紧密关

联
，
后者很可能会通过前者影响社区居 民参与环境保护在 内 的诸多社

区事务 。 因此
，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

Ｈ２
 ： 社 区 归属感在社 区 居 民社会信任与 环境参与 行为 之 间 发

挥正向 中介作 用 。

（

二
）
分析框架

１ ． 研究思路

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反映 了他们对家人 、 其他村 民 、 乡 贤 、 村干

部 、 各级政府等主体的信任状况 。 依据文献梳理
，
本文认为 ：

一方面
，

村民对其他行动者积极的信任态度和情感体验
，
会促使其对环境参与

行为取得的结果给予正面评价
，
趋 向 于将环境参与行为视为符合农村

居民行为规范的行为
，
且在环境参与过程 中能够充分理解各级政府 的

政策和规定
，
并利用同村居民 、 家人 、 乡 贤和各级政府等各方社会资源

参与环境保护
；
另
一方面

，

正是因为具备了一定的社会信任
，
农村居 民

对所居住的社区产生亲密感和归属感 。 为 了提升和维护居住社区 的优

良环境
，
居民积极评价所居住的农村社区 中有关环境保护的规范 。 具备

① 王学婷 、 张俊飚 、 童庆蒙 ： 《 地方依恋有 助 于提 高农 户 村庄环境治理参 与 意愿 吗 ？ 基

于湖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 ， 《 中 国人 口 ？ 资源与环境 》 ２ 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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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社区归属感的农村居 民会正面期待 自 身环境参与行为是否符合社

区规范
，
并愿意付诸实践

，
甚至会监督他人的参与行为 。 因此

，
本文提

出
“

社会信任 ＿ 社区归属感 － 环境参与行为
”

解释框架 。

２ ． 分析策略

依据上述假设与思路
，
本文数据分析模型如下 ：

总效应模型 ：

Ｙ ＝ ＣＸ ＋ ｅ
ｘ （

１
）

自 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模型 ：

Ｍ 
＝

ａＸ ＋ ｅ
２ （

２
）

中介效应模型 ：

Ｙ ＝ Ｃ
＇

Ｘ ＋ ｂＭ ＋Ｉ Ｘ＋ ｅ
３ （

３
）

其中
，

Ｘ 为 自 变量
；

｝

＂

为 因 变量
；

Ｃ 为总效应
，

Ｃ为直接效应
；

Ｍ

为社区归属感 （ 中介变量 ） ；

ａ 为 自 变量对 中介变量 Ｍ 的路径系数
；

６

是在控制 了 自 变量 ；ｒ 的影 响后
，
中介变量 Ｍ 对 因 变量 Ｆ 的效应

；

ｅ
ｉ

、

ｅ
２ 、

ｅ
３
为残差 。

通过实地访谈 、 参与式观察等方法
，
笔者获取了翔实的 田野资料

，

后文笔者将结合问卷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进行分析 。

三 数据与变量

（

一

）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 目
“

乡 村生态环境协 同

治理效应评价与机制创新研究
”

（ 项 目 编号 ：

１ ９ Ｂ ＳＨ０８２
） 团 队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及 ２０２ １ 年 １ 月 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开展的 田野调查 。 数据形

式包括问卷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 。 选取长汀县及其下辖村庄作为 田 野

点
，
主要是考虑到长汀县经历了长期 的水土流失治理

，
并取得优秀的绿



７ ７Ｓ 环境社会学 ２０２２ 年秋季号
（
总第 ２ 辑

）

色经济发展成果 。

问卷调查采取多阶段混合抽样方法
，
选取了福建省长汀县的村庄

开展 。 第一步
，
以水土流失 治理效果为标准

，
抽取 了 长汀县 ３ 个 乡

镇
；
第二步

，
每个乡 镇随机抽取 １

￣ ２ 个村庄
；
第三步

，
在每个村庄

中 随机抽取农户
，
每户调查 １ 位村 民 。 本次调查过程 中

，
问卷采用现

场填答的方式
，
共发放问卷 ３ １ ３ 份

，
回收有效问卷 ３ ０５ 份

，
有效 回 收

率为９７ ．４４％
。

围绕主题
，
团 队还开展了实地走访 、 座谈会 、 深人访谈等活动

，
其

中座谈和访谈对象包括镇政府负责人 、 村党支部书记 、 村委会成员等村

干部 、 乡 贤能人 、 合作社负责人 、 农村普通居民等
，
受访者均为长汀县

本地人 。

（

二
）
变量设置

１ ． 因变量

本文 因变量是农村居 民 的环境参与行为
，
指农村居 民在生产生活

中参与 的对环境保护 、 资源节约有益的行为 以及在村庄环境治理过程

中 的行为 。 本文通过 ８ 个题项测量农村居 民 的环境参与行为
，
分别是

“

我在农业生产 中会注意控制农药化肥 的使用量
”

、

“

我不会随意丟弃

塑料膜等农业废弃物
”

、

“

我会将生产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收集
”

、

“

我

不会将家畜 （ 鸡鸭 、 猪 、 羊等 ） 粪便随意倾倒
”

、

“

我在生活 中会注

意节约用水用 电
”

、

“

我会主动为改善村庄环境提 出 意见建议
”

、

“

我

会主动参加社区组织的环境保护行动
”

和
“

我会为村庄环境改善提供

资金 、 物品和劳动力支持
”

。 利用李克特量表
，
每题答项为

“

完全不

符合
”

至
“

完全符合
”

５ 个等级
，
并赋值 １ 分到 ５ 分 。 通过询问受访

者环境参与 行 为 与 上述 ８ 个题项 的符合程度
，
对其加 总 得 到 综合

评分 。

２ ． 自 变量

本文 自 变量为社会信任 。 社会信任通过一定的对象和主体来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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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希望建立公平的互动与合作空 间
，
社会信任在其 中表现为各主体

之间对彼此行为可预测性和稳定性的期待 。

？ 本文将社会信任定义为农

村居民对农村环境治理过程 中不同参与主体的信任
，
参与主体涉及其

他村民 、 亲人 、 乡 贤 、 各级政府 、 企业 、 农业合作社等 。 本文通过 １ ０

个题项测量社会信任
，
分别是

“

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可 以信任

的
”

、

“

我的家人是可 以信任的
”

、

“

我家的邻居是可 以信任的
”

、

“

除邻

居 以外的同村村民是可以信任的
”

、

“

在村里的企业／合作社是可 以信任

的
”

、

“

村里的乡 贤／能人是可以信任的
”

、

“

村委会干部是可以信任的
”

、

“

乡 ／镇政府是可 以信任的
”

、

“

县政府是可 以信任的
”

和
“

中央及省政

府是可 以信任 的
”

。 利用李克特量表
，
每题答项为

“

完全不符合
”

至

“

完全符合
”

５ 个等级
，
并分别赋值 １ 分到 ５ 分

，
加总得到

“

社会信任
”

变量
，
分值越高代表受访者社会信任度越高 。

３ ． 中介变量

社区归属感作为展现居 民对社区依恋程度 的变量
，
指社区居 民居

住于本社区时
，
表现出对社区 中 的人 、 社会关系 、 文化的认同 以及将 自

身视为社区社会关系 的一部分所表现出 的荣誉 、 热爱等情感 。

？ 其评价

标准已经比较成熟
，
本文通过 ４ 个题项测量农村居民 的社区归属感

，
分

别是
“

我在村庄有家的感觉
”

、

“

我喜欢我 的村庄
”

、

“

我很 自豪告诉别

人我住在哪里
”

和
“

如果不得不搬走我会很不舍
”

。 利用李克特量表
，

每题答项为
“

完全不符合
”

至
“

完全符合
”

５ 个等级
，
并分别赋值 １ 分

到 ５ 分
，
加总得到

“

社区归属感
”

变量
，
分值越高代表受访者 的社区

归属感越强 。

４ ． 控制变量

既往研究已经证实人 口 特征及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对农户 行为 的影

①史宇鹏 、 李新荣 ： 《公共资源与社会信任 ：
以义务教育为例 》 ， 《经济研究 》 ２ 〇 １ ６ 年第 ５ 期 。

② 汪雁 、 风笑天 、 朱玲怡 ： 《 三峡外迁移 民 的社 区归属感研究 》 ， 《 上海社会科学 院学术季刊 》

２００ １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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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

？ 因此
，
本文将人 口 学变量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设置为控制变量 。

其中人 口学变量包括性别 、 年龄 、 受教育程度 、 户 口所在地
，
社会经济

地位变量包括职业 、 家庭年收人 、 家庭年支出 、 家庭存款 、 主观收人水

平评价和主观生活水平评价 。 变量说明见表 ２
。

表 ２ 变量说明

变量 赋值 说明

人 口 学变量

（ 控制变量 ）

性别 ０ 二 男
；

１
二 女

年龄 定距变量

受教育程度

０
？

７
：０＝ 未 受过教 育

；

１
二 小

学
；

２ 二 初 中
；

３ 二 中专
；

４ 二 局

中
；

５ ＝ 大专
；

６ 
＝ 本科

；

７ 二 研

究生及 以上

户 口所在地

１ ． 本市城镇户 口
；２ ． 本市农业

户 口
；３ ． 外地城镇户 口

；４ ． 夕 卜

地农业户 口

社会经济地位变量

（ 控制变量 ）

职业

１
￣

１ ５
：１

： 机关／社 团／事业 单

位领导
；

２ 
＝ 机关／社 团／事业单

位普通 职 员
；

３＝ 企 业 管 理人

员
；

４
＝ 企业普通员 工

；

５ 二 私

营 企 业 主
；

６＝ 军 人／警 察／武

警
；

７ ＝ 农 林 牧 渔 工 作 人 员
；

Ｓ 二 务工人员
；

９ 
＝ 保姆／家庭服

务 人 员
；

１ ０＝ 离 退 休 人 员
；

１ １
二 下 岗 ／失 业／待 业 人 员

；

１ ２ 二 学 生
；

１ ３＝ 家 庭 主 妇
；

１ ４ 二 个体户
；

１ ５ ＝ 其他

家庭年收人 定距变量

家庭年支 出 定距变量

家庭存款 定距变量

主观收入水平评价
１ ． 上等

；

２ ． 中上等
；

３ ． 中等
；

４ ． 中下等
；

５ ． 下等

赋值越大
，

主观收入水

平评价越高

主观生活水平评价
１ ． 富 裕

；

２ ． 小 康
；

３ ． 温 饱
；

４ ． 贫 困

赋值越大
，

主观生活水

平评价越高

① 唐林 、 罗小锋 、 张俊飚 ： 《 社会监督 、 群体认 同 与农户生 活垃圾集 中处理行 为 ：
基于 面子

观念的 中介和调节作用 》 ， 《 中 国农村观察 》 ２〇 １ ９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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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赋值 说明

环境参与行为

（ 因变量 ）

８ 个题项

１ 分 ＝ 完全不符合
；

２ 分 ＝ 不 太

符合
；

３ 分 ＝ 般
；

４ 分 ＝ 比较

符合
；

５ 分 ＝ 完全符合

分值越高
，

环境参与行

为越活跃

社会信任

（ 自 变量 ）

１ ０ 个题项

１ 分 ＝ 完全不符合
；

２ 分 ＝ 不 太

符合
；

３ 分 ＝ 般
；

４ 分 ＝ 比较

符合
；

５ 分 ＝ 完全符合

分值越高
，

社会信任水

平越高

社 区归属感

（
中介变量 ）

４ 个题项

１ 分 ＝ 完全不符合
；

２ 分 ＝ 不 太

符合
；

３ 分 ＝ 般
；

４ 分 ＝ 比较

符合
；

５ 分 ＝ 完全符合

分值越高
，

社 区归属感

越强

四 分析与发现

（

一

）
农村居 民环境参与行为

表 ３ 呈现了本研究 中受访者的环境参与行为情况 。 从整体得分情况

来看
，
受访者 的环境参与行为得分均值为 ３ １ ．９ １ 分

，
最大值为 ４０ 分

，

最小值为 ２３ 分 。 总体而言
，
受访者的环境参与行为状况 良好 。

通过对环境参与行为不同维度 的分析
，
本文发现

，
农村居 民 的环

境参与行为存在差异 。 农业生产 中 的环境参与行为和节约用水用 电行

为 的得分
，
显著高于村庄公共领域 中环境参与行为 的得分 。 注意生产

中控制农药的使用 、 不会将家畜 （ 鸡鸭 、 猪 、 羊等 ） 粪便随意倾倒 以

及注意节约用水用 电都符合受访者的切身利益 。 而主动参加社区组织

的环保活动 、 为社区环境卫生改善提供资金 、 物品 和劳动力支持 以及

主动为改善村庄环境提出意见建议等行动
，
相对而言需要投人更多时

间精力
，
同时转换成现实利益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
因此村民在村庄公

共领域的环境参与行为得分相对偏低 。 这
一发现与 多轮 ＣＧＳ Ｓ 调查 的

结果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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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农村居 民环境参与行为

单位 ： 分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环境参与行为 ２３ ４０ ３ １ ． ９ １ ２ ． ９４ ６

我在农业生产 中会注意控制农药化肥的使用量 １ ５ ４ ． ０ ２ ０ ． ６９ ３

我不会随意丢弃塑料膜等农业废弃物 ２ ５ ４ ． ３ ７ ０ ． ５ ６４

我会将生产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收集 １ ５ ３ ． ４ ０ ０ ． ８４ １

我不会将家畜 （ 鸡鸭 、 猪 、 羊等 ） 粪便随意 丨质倒 １ ５ ４ ． ３ ３ ０ ． ６ ８ ０

我在生活 中会注意节约用水用 电 １ ５ ４ ． ７ ８ ０ ． ５ ２ ２

我会主动为改善村庄环境提 出 意见建议 １ ５ ３ ． ３ ０ ０ ． ８ ６ ５

我会主动参加社 区组织 的环境保护行动 １ ５ ３ ． ８ ２ ０ ． ７４ ７

我会为村庄环境改善提供资金 、 物 品和劳动力支持 １ ５ ３ ． ８ ３ ０ ． ７ ６ ３

（

二
）
农村居 民社会信任状况

表 ４ 呈现了农村居民 的社会信任情况 。 样本中农村居民 的社会信任

得分均值为 ４０ ．０ ８ 分
，
其 中最小值为 ２２ 分

，
最大值为 ５０ 分 。 总体而

言
，
受访者的社会信任水平较高 。

表 ４ 农村居 民社会信任状况

单位 ： 分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社会信任 ２２ ５ ０ ４ ０ ． ０ ８ ４ ． １ ０９

对社会绝大多数人 的信任 １ ５ ３ ． ７ ８ ０ ． ７ ０ ８

对家人的信任 ２ ５ ４ ． ９ ３ ０ ． ３ １ ６

对邻居的信任 ２ ５ ３ ． ９４ ０ ． ５ ５ ０

对除邻居外的 同村村 民 的信任 １ ５ ３ ． ３ ８ ０ ． ６ ５ ９

对村庄企业 ／合作社的信任 １ ５ ３ ． ４ １ ０ ． ５ ７ ９

对 乡 贤／能人 的信任 １ ５ ３ ． ６０ ０ ． ６ １ ０

对村委会干部的信任 １ ５ ３ ． ８ ９ ０ ． ７４ ７

对 乡 ／镇政府 的信任 １ ５ ４ ． ０ ７ ０ ． ７ 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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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对县政府 的信任 ５ ４ ． ３４ ０ ． ７ ６６

对 中 央及省政府 的信任 ５ ４ ． ７４ ０ ． ５ ９９

通过对社会信任不 同维度 的分析
，
本文发现农村居 民 的社会信任

针对不同对象存在差异 。 受访者人际信任水平基本上呈现随亲密程度

的下降而下降的趋势
，
其对家人 的信任得分均值显著高于对邻居及 同

村村民 的信任
，
而其对除邻居外 的 同村村 民 的信任水平为 ３ ．３ ８ 分

，

显著低于其他人际信任 的维度 。 同时
，
可 以发现受访者对各级政府的

信任水平较高
，
这与过往研究关于村民对地方政府信任偏低 的发现不

一致
，
但符合政府信任呈差序分布 的发现

，
即 随着政府层级 的提升

，

受访者的信任得分逐渐提高 。 长汀县是生态治理示范县
，
在这里

，
村

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
，
在很大程度上提升 了他们对环境治理规范 的认

可与执行 。

在进行影响 因 素分析之前
，
本文先对农村居 民 的社会信任进行 了

因子分析 （ 见表 ５
） 。 通过对社会信任量表进行 巴特利球形检验 （ Ｐ ＜

０ ． ００ １
） 、

ＫＭＯ 检验 （
０ ． ８〇７ ＞ ０ ． ７〇０

）
以及信度分析 （ 克朗 巴哈系数 ＝

０ ． ８ ３４＞ ０ ． ７００
） ，
本次调查得到 的结果适合进行 因子分析 。 采用主成分

法和最大方差法旋转后
，

一共抽取了三个公因子 。 其中第一个公因子包

括
“

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可 以信任的
”“

我 的家人是可 以信任 的
”

“

我家的邻居是可以信任的
” “

除邻居 以外 的同村村 民是可 以信任 的
”

，

本文将其命名为
“

人际信任 因子
”

；
第二个公 因子包括

“

在村里 的企

业／合作社是可以信任 的
”“

村里的 乡 贤／能人是可 以信任 的
”

，
本文将

其命名为
“

能人信任 因子
”

；
第三个公因子包括

“

村委会干部是可 以信

任的
” “

乡 ／镇政府是可以信任的
” “

县政府是可 以信任的
” “

中央及省

政府是可以信任 的
”

，
本文将其命名 为

“

制度信任 因子
”

。
三个公 因子

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６５ ．９４４％
。



７ Ｓ４ 环境社会学 ２０２２ 年秋季号
（
总第 ２ 辑

）

表 ５ 农村居 民社会信任各维度 因子分析

项 目 人际信任 因子 能人信任 因子 制度信任 因子

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是可 以信任 的 ０ ． ６９ ８ ０ ． ２０ ３ ０ ． １ ０２

我 的家人是可 以信任的 ０ ． ６ １ ５ ０ ． ３ ３ ９ ０ ． ２４６

我家 的邻居是可 以信任 的 ０ ． ７ ７ ３ ０ ． １ ５ ３ ０ ． １ ０ ７

除邻居 以外的 同村村 民是可 以信任 的 ０ ． ６６２ ０ ． ３ ９２ ０ ． １ ５ ９

在村里的企业／合作社是可 以信任 的 ０ ．  １ ４０ ０ ． ８ ５ ６ ０ ． １ ０９

村里 的乡 贤 ／能人是可 以信任的 ０ ．  １ ９ ５ ０ ． ６４ ７ ０ ． ３ ７ ６

村委会干部是可 以信任 的 ０ ． ２２６ ０ ． ３ ８ ６ ０ ． ６６６

乡 ／镇政府是可 以信任 的 ０ ． ０９ ３ ０ ． １ ８ ７ ０ ． ８ ５ ７

县政府是可 以信任 的 ０ ．  １ ４ ３ ０ ． １ ２０ ０ ． ８ ８ １

中央及省政府是可 以信任 的 ０ ．  １ ６４ ０ ． ０ １ １ ０ ． ７ ９ ５

特征值 １ ． ４ １ ０ １ ． １ ４ ３ ４ ． ０４２

方差贡献率 １ ４ ． ０９９ ％ １ １ ． ４２ ７ ％ ４０ ． ４ １ ８ ％

注
： 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 。

（
三

）
社会信任与环境参与行为关系

为 了便于考察居 民社会信任与环境参与行为 的关系
，
本文将社会

信任因子值转换为 １ 分到 １ ００ 分的得分
，

？ 将环境参与行为和 因子分析

得出 的社会信任的三个维度分别作为 因变量与 自 变量
，
纳人 回归模型 。

同时依据研究设计
，
将 中介变量社区归属感以及人 口学变量 、 社会经济

地位变量纳人模型 中 （ 见表 ６
） 。 本文对变量进行 了共线性诊断

，
结果

表明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
Ｖ ＩＦ

） 都小于 ５
，
即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问题。 由表 ６ 模型 １ 至模型 ３
，
随着不同变量的加人

，
模型调整 炉逐渐

提局 。

模型 ２ 显示
，
能人信任与制度信任对环境参与行为 的正 向影 响显

① 转换公式 ： 转换后的因子值 ＝

（ 因子值 ＋ Ｂ
）＊ Ａ

，
其 中 Ａ ＝ ９ ９／

（ 因子最大值 因子最小

值 ） ， （
１ ／ Ａ

） 因子最小值 。 该公式的使用参见边燕杰 、 李煜 《 中 国城市家庭 的社会

网络资本 》 ， 《清华社会学评论 》 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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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
即农村居民对乡 贤能人和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

，
其环境参与行

为越积极 。 人际信任对环境参与行为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
可能的解释是

人际信任考察的是村民对于与其有亲密关系或具有相 同特征 的村 民群

体的信任
，
而亲密关系群体在个体客观特征及主观认知上与受访村 民

差异较小
，
趋同化 的主观体验对受访者的环境参与行为产生积极推动

的作用有限 。 因此
，
假设 Ｈ １ 得到部分验证 。 模型 ３ 中加人社区归属感

变量后
，
能人信任和制度信任对环境参与行为的影响降低

，
社区归属感

显著正 向影响环境参与行为
，
说 明信任对环境参与行为 的作用部分通

过社区归属感实现 。

表 ６ 农村居 民环境参与行为 影响 因素线性 回 归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性别 ０ ． ０ ８ ９ ０ ． ０４４ ０ ． ０４ ８ ０ ． ０４０ ０ ． ０２９ ０ ． ０ ３ ９

年龄 ０ ． ００６
－

０ ． ００２ ０ ． ０ ０３ ０ ． ００２ ０ ． ００２ ０ ． ０ ０２

受教育程度 ０ ． ０４９ ０ ． ０２ ３ ０ ． ０ ３ ７ ０ ． ０２ １ ０ ． ０２ ８ ０ ． ０ ２ １

户 口所在地 ０ ． ０７ １ ０ ． ０５ ７ ０ ． ０ ３ ９ ０ ． ０５ ２ ０ ． ０ １ １ ０ ． ０ ５ １

家庭年收人 ０ ． ２４２ ０ ． ０９ ７ ０ ． １ ９ ８ ０ ． ０ ８ ９ ０ ． １ ６６ ０ ． ０ ８ ６

人际信任 ０ ． ０ ８ ５ ０ ． ０５ ７ ０ ． ０９３ ０ ． ０ ５ ６

能人信任 ０ ． ２ ８ ９

－

０ ． ０９ １ ０ ． ２４ ３
－

０ ． ０ ８ ９

制度信任 ０ ． １ ５ ３ ０ ． ０３ ９ ０ ． １ ２５

－

０ ． ０ ３ ８

社 区归属感 ０ ． １ ９３ ０ ． ０４ ５

Ｎ ３ ０５ ３ ０５ ３ ０５

调整 尺
２

０ ． ０５ ２ ０ ■ ２ １ ５ ０ ■ ２６ ２

Ｆ 检验值 ４ ． ０７４ １ ０ ． ６２ ８ １ ２ ． ０ ７ １

＊

／
； ＜ ０ ． ０ ５

，

＊ ＊

／
； ＜ ０ ． ０ １

，

＊ ＊

＞ ＜ ０ ． ００ １
。

注
： 模型 中 的系数为标准 回 归系数 。

村民 Ａ 是其所在村 的一位环卫工人
，
负责所在行政村 ４ 个 自 然村

的环卫工作
，
其对村民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与评价较高 。 他认为近年来

由 于政府和村委会干部的积极作为
，
村容村貌发生 了积极变化

，
他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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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工作的收人增加了
，
村民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

你看这条沥 青路
，
我每天都要扫 的

，

不 让路面 上有垃圾和树

叶
，
村里人 出 来走路看着就舒服 了 。

大 家开心
，
我也开心 。 路上他

们都会主动跟我打招 呼
，

说我 扫得很干净 。 扫 地也没什 么 技术要

求
，

就是要慢慢来
，
你认真一点

，
什 么路都能扫干净 。 这个沥青路

是村里 向县政府争取来的
，
花 了 很 多 钱的

，
打扫干净一点

，
我 自 己

心里也舒坦 。 马路边墙上有壁 画
，
每一 户 都有

，

他们 院子里也都是

很干净的
，
我要是 大路没扫 干 净

，
自 己 都 觉得 不 好 意 思

（
笑

） 。

（
２０２ １ ０ １ ＣＮ０２

）

农村居民对村庄的归属感
，
以及对村委会干部 、 镇政府的信任

，
激

发其对村庄治理规范／规则 的认同
，
促进他们 的环境参与行为 。 值得注

意的是
，
农村居民 的社会信任水平对其环境参与行为具有 的影 响在不

同维度上存在差异
，
即制度信任与能人信任对环境参与行为具有显著

的正 向影响 。 这与过往研究 的结论相吻合
，
即人际信任尤其是对亲人 、

朋友的特殊信任往往不能对农村居 民 的环境参与行为产生正 向影 响
，

甚至 由 于此类信任关系 的封闭性与 内 向性而对农村居 民 的环境参与行

为产生消极影响 。

（
四

）
社区归属感对村民社会信任与环境参与行为 的 中介作用

为 了更细致地探究社会信任对环境参与行为 的影 响机制
，
本文使

用简单 中介模型 Ｂｏｏ ｔｓ ｔｒａｐ 检验方法对社区归属感进行了 中介模型检验。

将 自 变量社会信任 、 因变量环境参与行为 、 中介变量社区归属感纳人模

型
，
样本量选择 ５０００

，
在 ９５％ 的置信区间下

，
结果如表 ７ 所示 。 检验

结果表明
，
社会信任对农村居 民 的社区归属感具有显著的直接正 向影

响 （
上限 ＝ ０ ． １ ８９

，
下限 ＝ ０ ． ４５０

） ，
效应值为 ０ ． ３ １ ９

。 而在控制社区归

属感的影响后
，
农村居 民 的社会信任对其环境参与行为 的直接正 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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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仍显著 （
上限 ＝ ０ ． ２５０

，
下 限 ＝ ０ ． ４４９

） ，
效应值为 ０ ． ３５０

。 农村居 民

的社会信任通过社区归属感 的 中介路径对其环境参与行为也具有显著

的间接正 向作用 （
上限 ＝ ０ ． ０２９

，
下限 ＝ ０ ． １ １ ８

） ，
效应值为 ０ ． ０７０

。

表 ７ 中 介模型检验
（

ｉＶ 
＝

２８ ３
）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效应类型 效应值 标准误 上 限 下 限

环境参与行为 社会信任
直接效应 ０ ． ３ ５ ０ ０ ． ０ ５ １ ０ ． ２ ５ ０ ０ ． ４４９

间接效应 ０ ． ０ ７ ０ ０ ． ０２３ ０ ． ０２ ９ ０ ． １ １ ８

环境参与行为 社 区归属感 直接效应 ０ ． ２ １ ９ ０ ． ０４４ ０ ．  １ ３ ３ ０ ． ３ ０５

社区归属感 社会信任 直接效应 ０ ． ３ １ ９ ０ ． ０６６ ０ ．  １ ８ ９ ０ ． ４ ５ ０

同时
，
本文发现社区归属感仅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
农村居民的社

会信任对其环境参与行为 的影 响还存在其他 中介变量 的作用
，
如人们

的行为态度 、 主观规范 、 知觉行为控制通过影响个体的行为信念 、 规范

信念而间接影响其实际行为 。 限于文章篇幅
，
本文未详细论述 。 社区归

属感作为一种规范信念
，
可能与 自 我效能感 、 行动意愿等行为信念和控

制信念一起在社会信任与农村居 民环境参与行为 的关系 中发挥 中介作

用 。 因此
，
假设 Ｈ２ 得到部分验证 。

实地调查 中获得的访谈资料也佐证 了上述结论 。 村 民 Ｂ 是 Ｎ 村 的

一位草莓种植户
，
其草莓大棚离村庄主干道以及河道都很近 。 除了照看

草莓园 的生意
，
村 民 Ｂ 在空 闲 时间会主动参与河道与道路保洁工作 。

他认为 Ｎ 村发生大的改变
，
跟政府和村两委的积极作为有很大关系 。

我们村以前是长 汀远近 闻 名 的 穷村
，
外村姑娘都 不 愿 意嫁到

这里来 。
从我们村开始 治理水土流失 以后

，

从省里 的领导到县里还

有镇上的领导
，
包括我们村的 书记

，
都给我们村的发展提供 了 很大

帮 助 。 所 以我们村的人一 直很支持村里 的 工作
，

以 前建村委大楼
，

我们村民把 自 己 家 宅基地无偿捐 了 出 来 。 后来村里建灌溉水渠
，
村

民们也都是 出 了 很大力 的
，

大 家都知道这是为 了 村子好的 。 最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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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们村的环境啊 、 房子啊都弄得很好
，
每 家每 户 生 活也好

，

大 家

也都是希望村里环境好一 点 的 。 我这草莓 园 离 村里 的 河跟马路都

很近
，
村容村貌搞好 了

，
来采摘的 游客也 多 了

，

生意 自 然好 。 我们

自 己也很愿 意把村里 的环境搞好 。 （
２０２ １ ０ １ ＣＮ０３

）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受农村居 民主客观条件约束 的认知
，
对社区归

属感具有正 向影 响
，
社区归属感又对农村居 民 的环境参与行为有显著

的正 向影响 。 这
一结论证 明 了

“

社会信任 － 社区归属感 － 环境参与行

为
”

影响机制 的存在 。 这
一机制 的验证为今后开展农村环境治理工作

，

激发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提供 了理论支持
，
即可 以通过提

升农村居民 的社会信任水平和社区归属感激发其环境参与行为 的积极

性 。 农村居民 的 自 我效能感 、 获得感 、 幸福感等主观态度也是行为态

度 、 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等观念的具象化表现
，
未来研究应考虑纳

人上述要素
，
拓展环境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 。

五 结论与讨论

在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背景下
，
激励和 引 导农村居 民积极主动参与

环境保护和治理
，
是未来环境政策需重视 的面 向 。 本文提 出

“

社会信

任 － 社区归属感 － 环境参与行为
”

解释框架
，
并利用福建省长汀县农

村居民 的调查数据 以及访谈资料
，
检验了作为重要社会资本的社会信

任对农村居民环境参与行为的影响 。 主要结论如下 ： 第
一

，
农村居民 的

社会信任 中 的能人信任与制度信任正 向影响其环境参与行为
，
即能人

信任与制度信任水平越高
，
农村居民 的环境参与行为越积极

；
第二

，
社

区归属感在农村居 民社会信任与环境参与行为 的关系 中发挥部分正 向

中介作用 。

２０ 世纪 中叶
，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 的影 响下

，
面对法 国社会快速城

市化以及 由此流行的消费主义
，
本着批判的精神

，
列斐伏尔提出 了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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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社会空间理论
”

。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
，

“

空间既不是

一个
‘

主体
’

，
也不是一个

‘

客体
’

，
空 间是一个社会现实

，
是一组关

系和形态
”

？
。 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空 间是

“

空 间实践
”

、

“

空 间表象
”

和
“

再现性空间
”

的三位一体。 其 中空 间实践即对物质空 间 的生产与

再生产
，
是实在的

，
可以被感知的

；
空间表象则与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

以及生产关系下 的秩序密切联系
，
是人们通过符号和概念构造 出 的空

间
，
是使用者与社会环境联系 的纽带

，
也塑造着人们的行动 以及对空间

的再生产
；
而再现性空间则是基于前两者而提出 的

，
是空间实践 、 空 间

表象的辩证结合 。

？ 苏贾在列斐伏尔 的研究基础上
，
将空 间划分为物质

空间 （ 对应空间实践 ） 、 精神空 间 （ 对应空 间表象 ） 和生活／社会空 间

（ 对应再现性空间 ） 。

？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
，
不单单是物质空 间 的改造

，

也是居民思维空 间 、 精神空 间 的塑造
，
更是情感连接 、 社会关系 的编

织 。 在乡村环境治理的过程 中
，
农村居 民 的环境参与行为受到村貌改

造 、 庭院整治 、 社会信任 、 廉耻心／荣誉感 、 邻里监督与示范效应 、 地

方习俗 、 社区归属感等多元因素的影响
，
而村民的环境参与行为直接影

响 乡村环境治理的效果 。

本研究在农村居 民 的个体情感连接和社会关系层面为实现农村环

境有效治理提供 了新启示 。 乡 村振兴与农村环境治理不仅是对农村社

区 自然环境 、 人居环境的改造
，
也是对农村当前社会关系变化的思考

，

以及对农村居民社会认知 的充分了解和改造提升 。 在政策设计层面
，

一

方面要完善农村环境治理相关管理办法和物理空 间
；
另
一方面

，
需要依

据与农村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社会空 间和认知空 间
，
制定激励政策激

发农户环境参与的积极性 。 具体做法可包括 ： 其一
，
发挥以 乡 贤为代表

的乡村能人的作用
，
通过带动村民提升创业创收能力 的同时

，
凝聚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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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乡村能人的信任
，
提升其参与农村环境治理事务 的意愿与能力

；
其

二
，
通过规范各级政府及工作人员在环境治理中 的行为

，
强化农村环境

治理的政策 、 资金 、 技术支持
，
巩固村民对各级政府及工作人员 的信任

水平
，
提升其环境治理参与 意愿

；
其三

，
通过邻里示范／监督 、 村邻

“

红黑榜
”

及
“

最美乡村人
”

等做法
，
激发村民 的荣辱感及对农村社区

的归属感和群体认同
，
提升农村居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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