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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对农户参与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护意愿的影响
———基于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的农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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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农户认知对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护意愿的影响机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框架,运用单边界加

支付卡式的改进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以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450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分析农户付费行为差异及关键因素。结果表明:不同生活污水治理模式下样本农户同意进入付费情景

的概率不同,支付意愿也不同,没有接入任何污水处理设施的农户同意支付概率与支付水平均最低。农户参与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管护意愿逻辑符合计划行为理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年龄、是否是党员、健康状

况、家庭总收入变量均对农户付费行为有显著影响。综上,应充分发挥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农户认知对其参与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管护的促进作用,鼓励党员、以及环保意识较强的农户率先参与污水处理设施管护,部分地区可探

索推行受益农户适当缴费或出工等管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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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purposeofthisstudyistoexploretheinfluencemechanismoffarmers’cognitiononthemanagementand

protectionbehaviorofdomesticsewagetreatmentfacilities,basedonthetheoreticalframeworkofplannedbehavior.

thisstudyusesthemicrosurveydataof450farmersinthewatersourceareaofthemiddlerouteofSouth-to-North

WaterProject,Heckmantwo-stagemodeltoanalyzethedifferencesandkeyfactorsoffarmers’paymentbehavior.The

resultsshowthat:Underdifferentdomesticsewagetreatmentmodes,theprobabilityand willingnesstopayof

surveyedfarmersaredifferent.Theprobabilityandleveloffarmerswhodonothaveaccesstoanysewagetreatment

facilitiesarethelowest.Theindexesofbehaviorattitude,subjectivenorm,perceivedbehaviorcontrol,age,whether
apartymember,healthstatusandtotalhouseholdincomedisplaysignificanteffectsonfarmers’paymentbehavior.

Thebehaviorlogicoffarmers’participationindomesticsewagetreatmentandmanagementconformstothetheoryof

plannedbehavior.Variablesincludingbehaviorattitude,subjectivenorm,perceivedbehaviorcontrol,age,wh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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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CPartymemberornot,healthstatusandtotalfamilyincomehavesignificanteffectsonfarmers’paymentbehavior.
Therefore,farmers’cognitionshouldbegivenfullplayinpromotingtheirparticipationinthemanagementandprotection
ofdomesticsewage.ThePartymembersandfarmerswithstrongenvironmentalawarenessareencouragedtotakethe
leadinthemanagementandprotectionofsewagetreatmentfacilities.Insomeareas,theimplementationofdomestic
sewagetreatmentandprotectionmethods,suchastheappropriatepaymentorworkbythebeneficiaryfarmerscould
beexplored.
Keywords cognition;theoryofplannedbehavior;ruraldomesticsewagetreatment;heckmantwo-stagemodel;

managementandprotectionofsewagetreatmentfacilities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农户息息相关,是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

亟待突破的现实困境。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支持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开展,并强调污水处理设施管

护机制建立的重要性。2019年7月,农业农村部等

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

导意见》,明确了当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的主要任

务,提到了“梯次推进、建管并重,发动农户、效果长

远”。2019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印发《关于

深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强调了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机制的重要性,提出

“建管并重、协同推进,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
南水北调中线调水工程,是长江最大支流汉江

中上游丹江口水库调水到北京市颐和园团城湖的输

水工程。随着水源地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化
粪池、洗涤等生活污水排放日益增加,农村生活污水

已经成为水体主要污染源之一,妥善处理好农村污

水,是保护水源地生态环境的重要保障。农户作为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护的参与者,对生活污水

治理的认知影响着参与积极性,其参与意愿及行为

对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开展和村水环境保护至关

重要。
当前,学术界也高度关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主

要是聚焦在治理模式、治理技术、处理设施管护问题

等主题,关于处理设施的管护机制、农户参与行为等

主题较少[1-6]。已有相关研究表明农民的积极参与

对提高农村环境治理效果尤为重要[7-8],其中也包括

少量的农户农村污水治理实证研究。相比于城市生

活污水处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有其自身的特点,与
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有着直接联系。付文凤

等[9]认为农户对生活污水污染源及治理必要性认知

类变量对农户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苏淑仪

等[10]认为村对生活污水治理政策宣传、知识普及日

常监管对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意愿有显著正影

响,褚家佳[11]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生活质量提升、
乡村旅游发展认知等变量对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

意愿具有正影响,这为本研究考察认知对农户参与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护意愿影响机制提供了一定借

鉴。通过梳理现有相关文献,我们认为以下3方面

仍亟待完善:一是现有研究没有关注水源地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中的农户参与行为;二是较少文献关注

农户污水治理模式,探讨不同模式下农户管护付费

行为;三是已有研究仅是利用Logit模型分析意愿

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框

架,运用单边界加支付卡式的改进条件价值评估法

(CVM),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深入分析认知

等对农户参与污水处理设施管护意愿及支付水平的

影响机制,以期引导农户参与设施管护,为我国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认知是行为的基础,个体对事物认知程度直接

或间接影响选择偏好和意愿,进而影响最终的行为

决策[12]。农户认知对其参与处理设施管护的影响

并不是单路径,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为激励农

户进行生态保护行为,有效提高农户参与积极性,对
农户参与行为结构进行深入了解,有针对性地提升

其行为结构。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ned
behavior,TPB)是由Ajzen[13]于20世纪80年代末

至90年代初基于理性行为理论提出的经典理论框

架,用于解释和预测个体行为和意愿,是社会心理学

领域影响深远的理论,大量用于解释和预测个体行

为和意愿[14]。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态度

(Attitudetowardthebehavior,AB)、主 观 规 范

(Subjectivenorms,SN)和感知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control,PBC)三项要素可分别影响行为

意向。计划行为理论广泛应用于农业问题农户行为

的研究[15-17]。行为主体意愿在主体参与事件全过程

中发挥着互相补充的重要作用:首先,行为前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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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判断与估计作为一种重要意愿,会在一定程度

上指导行为实现;其次,实际行为产生后,行为主体

意愿将对之前行为结果进行反思与回顾,从而对未

来行为提出有益指导,调整行为方向。因此,本研究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

行为控制三要素对农户参与设施管护意愿的影响

机理。

1.1 行为态度对农户参与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护

意愿的影响

行为态度是指个体对某一行为积极或消极评价

的程度[13],在本研究中是指农户在设施管护过程中

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所持的正向或负向态度。本研

究基于参与生活污水治理改善家庭环境与健康、村
环卫工作开展改善村水环境、参与生活污水治理改

善村水环境3方面构建指标,衡量农户的行为态度。
如果农户认为生活污水治理可以改善家庭卫生状

况、保障自身健康,那么农户更愿意参与处理设施管

护。如果农户认为生活污水治理以及村中环卫工作

开展可以改善村水环境,则农户参与设施管护的意

愿更强。
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1:农户对村生活污水治

理态度越积极,其参与污水处理设施管护意愿越

强烈。

1.2 主观规范对农户参与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护

意愿的影响

主观规范是指个体采纳或不采纳特定行为时所

感知到的周边社会压力[13],在本研究中是指农户是

否参与处理设施管护这一特定行为决策时所受到的

外界社会压力,包括有影响的个人、团体及其作用大

小。农村社会仍是一个“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

会”,人与人之间存在互相影响的社会关系[18],直接

或间接地影响着农村社会中村民意识与行为。受访

农户社交关系虽然简单却较为紧密,对是否参与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这一事件作决策时,会受到彼此之

间影响。因此,本研究测度农户是否会受到亲朋邻

里的示范性规范影响,如果农户对主观规范认同程

度越高,农户参与处理设施管护意愿越强烈。
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2:农户对参与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管护主观规范认同程度越高,农户参与管

护意愿越强烈。

1.3 感知行为控制对农户参与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管护意愿的影响

感知行为控制是指个体在实施某种行为时所感

受到的难易程度,并被认为反映了过去经验和预期

困难[13],在本研究中是指农户在进行处理设施管护

决策时,据其自身经验及预期阻碍所感受到的难易

程度,是影响农户进行决策时的重要驱动因素。本

研究分别从“自己可以代表家庭做决定”、“有充分时

间参与污水处理设施管护”、“有经济能力参与污水

处理设施管护”三方面来测度农户的感知行为控制。
一般来说,农户的感知行为控制能够对参与意愿产

生正影响。
据此提出研究假说 H3:农户对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管护感知行为控制越强,参与管护意愿越强烈。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如

图1所示。

2 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2.1 研究区域及数据情况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研究团队2020年8月

对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湖北十堰两区县的入户调

查。调查选取了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A区和B县,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A区和B县共选取了11
个乡镇、24个村,最终选取了450个农户。调查问

卷包括村级调查问卷和农户调查问卷。为了确保数

据质量,调查采取一对一的面访形式。调查人员主

要为硕士,具有较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对农村生活

较为熟悉,在调查之前课题组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
农户调查中受访者为户主或家庭的决策者,村级调

查中受访者为村长、书记、主任等了解全村情况的

人。最终完成了24份村级调查问卷及450份农户

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包含了一系列的详细问题,重
点关注生活污水排放、村民环保意识、冲水厕所及化

粪池使用、污水处理设施管护意愿情况。

2.2 分析模型

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变量多与人相关,会导致

样本偏差问题。同样,对于具有支付意愿的农户,由
于某些原因(如,收入约束),其可能选择了拒绝支

付。在拒绝支付的农户中会存在真实的零支付群

体,即其支付意愿水平为零。如果在进行分析时不

考虑真实的零支付群体,那么就有可能引起样本选

择性偏差。因此,为克服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本研

究选择Heckman两阶段估计方法进行参数估计。
第一阶段,建立选择方程,对被调查的全体受访

农户进行Probit估计,分析农户是否愿意为污水处

理设施管护付费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这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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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生活污水治理认知 TPB理论分析框架

Fig.1 TPBtheoreticalframeworkofthecognitionofdomesticsewagetreatment

段,主要考虑地区变量、行为态度变量、主观规范变

量、感知行为控制变量、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村集

体参与变量、生活污水治理模式变量等对农户是否

选择付费这一行为的影响。将“农户愿意付费”记为

Y=1,用潜变量Y*表示,Y*的表达式如下:
Y*

i =Ziα'+ui (1)
式中:i表示第i位被调查农户;Yi=1,Y*

i =Ziα'+
ui>0;Y=0,Y*

i =Ziα'+ui≤0;Zi 为解释变量,α为

待估参数,ui 为随机扰动项。假定ui 服从标准正态

分布,Yi=1的概率为:

P(Yi =1)=F(Ziα')=Ф(Ziα')=∫
Ziα'

-∞
Ø(t)dt

(2)

式中:P(Yi=1)为第i个农户愿意付费的概率,由农

户家庭特征变量等一系列变量来解释;Ø(。)为标准

正态分布密度函数,Ф(。)为相应累计密度函数。
第二阶段,建立主回归方程,分析在选择为污水

处理设施管护付费的农户中,农户是否愿意为高水

平管护行为支付更高资金。只有当受访农户在第一

阶段选择了为污水处理设施管护付费后,第二阶段

的支付金额变量才能被观察到。在第二阶段的分析

中,考虑到OLS估计中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将第

一阶段估计得到的逆米尔斯比率作为第二阶段方程

修正变量与其他解释变量一起回归。将农户的支付

意愿水平用bid表示,用潜在变量bid*表示,bid*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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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式如下:

bid*=Xiβ+λiγ+εi (3)
式中:Xi 为解释变量,表示可能影响农户支付意愿

值的变量组;λi 为第一阶段估计中Y=1的全样本

估计逆米尔斯比率;εi 是随机扰动项,服从正态分

布,且均值为零。

2.3 变量选择

本研究把受访农户是否愿意付费以及支付水平

作为农户付费行为的代理变量。解释变量包括地区

变量、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村
集体参与、生活污水治理模式以及个人及家庭特征

变量7类变量。第一,地区变量,是指调查地区;第

二,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变量依据计

划行为理论设置,主要采用五级 Likert量表来衡

量;第三,村集体参与变量,包括是否是集中污水处

理设施覆盖村、对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满意度两个

变量;第四,生活污水治理模式变量,为分析不同生

活污水治理模式对付费行为的影响,主要指是否接

入集中污水处理设施模式;第五,个人及家庭特征变

量,在本研究中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由受访农户个

人特征、家庭经济特征组成,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是否是党员、是否是村干部、健康状况、家庭总收

入、家庭常住人口数量。各变量的赋值及描述性统

计见表1。

表1 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Table1 Variableassignmentanddescriptivestatistics

潜变量 
Latentvariable 

变量含义

Definition

观测变量与赋值

Observedvariableandassignment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error

被解释变量

Dependent
variable

参与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设施管护的意愿

是否愿意参与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护:愿意=1;不愿

意=0
0.889 0.315

生活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管护支付水平

农户最终的支付水平 6.168 3.275

地区变量

Regionalvariable

受访农户所在区县 A县/区=1 B县/区=0 0.497 0.501

生活 污 水 治 理 改 善

家庭环境与健康

是否认同生活污水治理改善家庭环境与健康:非常不

同意=1;不同意=2;无所谓=3;同意=4;非常同意=5
3.946 0.449

行为态度

AB

村环 卫 工 作 开 展 改

善村水环境

是否认同村环卫工作开展改善村中水环境:非常不同

意=1;不同意=2;无所谓=3;同意=4;非常同意=5
3.914 0.464

生活 污 水 治 理 改 善

村水环境

是否认同村生活污水治理改善村水环境:非常不同

意=1;不同意=2;无所谓=3;同意=4;非常同意=5
3.744 0.772

主观规范

SN

村民 及 朋 友 的 选 择

预期

是否认同村民及朋友会同意污水处理设施管护:非常

不同意=1;不同意=2;无所谓=3;同意=4;非常同

意=5

2.848 0.679

村民 和 朋 友 的 选 择

影响力

是否认同自己做选择时会考考虑村民及朋友的选择:

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无所谓=3;同意=4;非
常同意=5

2.759 0.644

可以 代 表 家 庭 做 决

定

自己可以代表家庭做决定: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
2;无所谓=3;同意=4;非常同意=5

3.934 0.313

感知行为控制

PBC

有充 分 时 间 参 与 污

水处理设施管护

有充分时间参与污水处理设施管护: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无所谓=3;同意=4;非常同意=5
2.914 0.913

有经 济 能 力 参 与 污

水处理设施管护

有经济能力参与污水处理设施管护:非常不同意=1;

不同意=2;无所谓=3;同意=4;非常同意=5
2.499 0.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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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潜变量 
Latentvariable 

变量含义

Definition

观测变量与赋值

Observedvariableandassignment

均值

Mean

标准差

Standarderror

村集体参与

Villagecollective

participation
variable

是否 是 集 中 污 水 处

理设施覆盖村

村中是否有集中的污水处理设施:有=1,无=0 0.630 0.483

农村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成效满意度

对本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的满意度:非常满意=1;满
意=2;无所谓=3;不满意=4;非常不满意=5

2.322 0.723

生活污水治理模式

Domesticsewage
treatmentmode

污水 是 否 接 入 集 中

污水处理设施模式

农户生活污水是否接入城(集)镇处理管网或村落集

中污水处理设施:是=1;不是=0
0.694 0.461

性别 受访者性别:男=1;女=0 1.320 0.467

年龄 受访者年龄:实际年龄值 54.660 11.361

文化程度 受访者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职
校、中专=3;大专=4;本科及以上=5

1.571 0.726

个人及家庭特征

Individual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

是否是党员 受访者是否是党员:是=1;否=0 0.136 0.343

是否是村干部 受访者是否是村干部:是=1;否=0 0.057 0.231

健康状况 受访者的健康状况:健康=1;有轻微病症不影响劳

动=2;有慢性病,劳动能力弱=3;不能劳动=4
1.415 0.693

家庭总收入 受访家庭去年的家庭年总收入 3.889 3.603

家庭常住人口数量 受访家庭家中的常住人口数量 3.086 1.674

3 实证分析

3.1 调查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状

调研地以山地丘陵为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

式分为接入城(集)镇管网统一处理、村落集中处理、
农户分散处理3大类,村庄生活污水治理模式与其

地理特征、农户分布、生活污水原有的收集方式密切

相关。A区和B县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村

庄覆盖率分别为83.50%、43.70%,农户分散处理

设施覆盖率近90%。

3.2 不同模式农户付费行为分析

在调查抽样时兼顾村落集中污水处理设施覆盖

以及未覆盖的村庄,对农户家庭生活污水治理模式

而言,26户农户生活污水接入城(集)镇处理管网,
占总样本比为5.90%;280户农户生活污水接入村

落集中污水处理设施管网,占总样本比为63.49%;

99户农户生活污水仅使用分散处理设施处理,占总

样本比为22.45%;36户家庭没有接入任何污水处

理设施,占总样本比为8.16%。

不同生活污水治理模式下样本农户同意进入付

费情景的概率与支付意愿不同,但差距不大。其中

接入城(集)镇处理管网的农户平均支付意愿为

6.27元/(月·户),接入村落集中污水处理设施的农

户平均支付意愿为6.24元/(月·户),采用农户分散

处理模式的农户平均支付意愿为6.16元/(月·户),
家中没有接入任何污水处理设施的农户平均支付意

愿为5.39元/(月·户)。

3.3 农户付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3.3.1 变量间多重共线性检验

如果自变量之间高度相关或完全相关,将引起

回归系数标准差过大,甚至导致回归系数无法确定。
故在进行回归之前,对各个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

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诊断。一般认为方差膨胀因

子(VIF)大于10,容差小于0.1,即可认为存在多重

共线问题。经过多重共线诊断分析,由结果可知最

大方差膨胀因子 VIF小于10,容差大于0.1,均在

合理范围之内,表明现有变量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

重共线性问题。由于篇幅有限,仅展现以地区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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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样本户生活污水治理模式的分布

Table2 Distributionofdomesticsewagetreatmentmodesofsamplehouseholds

生活污水治理模式    
Domesticsewagetreatmentmodes    

样本镇(乡)

Sampletown

样本村

Samplevillage

样本农户

Samplehouseholds

接入城(集)镇处理管网模式

Modeofconnectingurban(town)treatmentpipenetwork
 1  1  26

接入村落集中污水处理设施模式

Modeofaccesstovillagecentralizedsewagetreatmentfacilities
11 21 280

农户分散处理模式

Farmerhouseholddecentralizedtreatmentmode
 9 16  99

没有接入任何污水处理设施

Notconnectedtoanysewagetreatmentfacilities
 9 15  36

表3 不同生活污水治理模式下农户进入付费情景概率及支付意愿

Table3 Probabilityandwillingnesstopayoffarmersunderdifferentdomesticsewagetreatmentmodes

生活污水治理模式    
Domesticsewagetreatmentmode    

同意进入付费情景概率/%
Probabilityofagreeingtopay

支付意愿/(元/(月·户))

Willingnesstopay

接入城(集)镇处理管网模式

Modeofconnectingurban(town)treatmentpipenetwork
100.00 6.27

接入村落集中污水处理设施模式

Modeofaccesstovillagecentralizedsewagetreatmentfacilities
89.29 6.24

农户分散处理模式

Farmerhouseholddecentralizedtreatmentmode
88.89 6.16

无污水处理设施

Notconnectedtoanysewagetreatmentfacilities
77.78 5.39

作为因变量,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生
活污水治理模式与家庭及个人特征变量作为自变

量,检验结果如表4。综合全部检验结果来看,各自

变量之间的共线程度在合理范围之内。

3.3.2 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结果

表5 为 农 户 支 付 意 愿 以 及 支 付 水 平 的

Heckman两阶段模型回归结果。Heckman两阶段

模型模拟结果显示 Waldchi2=144.35、P=0.000<
0.01,表明模型中至少有1个协变量具有不等于0
的效应,即模型的拟合度较好。从结果来看,在第一

阶段中生活污水治理改善家庭环境与健康、村环卫

工作开展改善村水环境、生活污水治理改善村水环

境、村民及朋友的选择预期、有经济能力参与污水处

理设施管护、健康状况、家庭总收入变量通过了显著

性检验,表明上述变量是影响农户是否同意付费的

关键因素;在第二阶段中村环卫工作开展改善村水

环境、有充分时间参与污水处理设施管护、年龄、是
否是党员、家庭总收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上述

变量是影响农户支付水平的关键因素。
行为态度变量中村环卫工作开展改善村水环境

变量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分析中1%的置信水平

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表明在其他变量不

变的情况下,受访农户对村环卫工作开展改善村水

环境认同度越高,其愿意支付的概率越大、支付水平

越高;生活污水治理改善家庭环境与健康、生活污水

治理改善村水环境变量在第一阶段分析中在1%的

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表明在其

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受访农户对生活污水治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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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

Table4 Multicollinearitydiagnosisresults

变量类别  
Variablecategory  

变量名称

Variable

共线性统计Collinearitystatistics

容差 Tolerance VIF

因变量

Dependentvariable

地区变量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护支付水平 0.819 1.221

生活污水治理改善家庭环境与健康 0.852 1.174

村环卫工作开展改善村水环境 0.811 1.233

生活污水治理改善村水环境 0.808 1.237

村民及朋友的选择预期 0.871 1.148

村民和朋友的选择影响力 0.864 1.158

可以代表家庭做决定 0.960 1.041

有充分时间参与污水处理设施管护 0.634 1.578

有经济能力参与污水处理设施管护 0.707 1.414
自变量

Independentvariable
是否是集中污水处理设施覆盖村 0.934 1.071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满意度 0.933 1.072

污水是否接入集中污水处理设施模式 0.813 1.229

性别 0.855 1.170

年龄 0.678 1.476

文化程度 0.672 1.489

是否是党员 0.628 1.592

是否是村干部 0.664 1.506

健康状况 0.898 1.114

家庭总收入 0.846 1.181

家庭常住人口数量 0.919 1.088

  注:容差值和VIF是诊断多重共线性量度指标,容差值介于0~1,VIF值介于1~∞,一般认为容差<0.1,VIF>10,

即可认为存在多重共线问题。

Note:TolerancevalueandVIFarediagnosticmulticollinearitymeasureswithtolerancesrangingfrom0to1andVIF

rangingfrom1to∞.Generally,ifthetoleranceislessthan0.1andtheVifismorethan10,itisconsidered

thattherearemultiplecollinearproblems.

家庭环境与健康、生活污水治理改善村水环境认同

度越高,其愿意支付的概率越大。说明农户行为态

度越积极,其越可能实施参与污水处理设施管护,研
究假说H1得到证实。一般而言,随着现代农村经

济水平快速发展和生活方式极大改善,农户普遍开

始关注生态健康,关注自身所处农村的生态环境质

量,农户为改善当地生态效益更愿意参与污水处理

设施管护,为管护付费。鉴于此,农户积极的生活污

水治理态度能促进其参与污水处理设施管护。
主观规范变量中村民及朋友选择预期变量在第

一阶段分析中1%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系数为正,而村民和朋友的选择影响力并没有通

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受访农户对村中村民及朋友的选择预期程度越高,
其愿意支付的概率越大。可见,农户主观规范对设

施管护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说 H2得到

验证。尽管村民和朋友的选择影响力变量未通过显

著性检验,但受访农户仍然会受到村民和朋友选择

的间接影响,预期村民和朋友做出选择的农户,更愿

意参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护。鉴于此,农户

的主观规范认同程度越高,农户参与处理设施管护

意愿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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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结果

Table5 AnalysisresultsofHeckmantwo-stagemodel

变量类别 
Variablecategory 

变量名称

Variable

第一阶段(是否愿意付费)

Thefirststage(Payornot)
第二阶段(支付水平)

Thesecondstage(Paymentlevel)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误差

Standarderror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误差

Standarderror

地区变量

Regionalvariable

受访农户所在区县 -0.041 0.218 0.347 0.346

生活污水治理改善家庭环境与健康 0.369** 0.179 -0.424 0.425
行为态度

AB
村环卫工作开展改善村水环境 0.428*** 0.169 -1.413*** 0.471

生活污水治理改善村水环境 0.269*** 0.124 -0.343 0.254

主观规范

SN

村民及朋友的选择预期 0.631*** 0.172 0.091 0.289

村民和朋友的选择影响力 0.131 0.177 0.239 0.267

可以代表家庭做决定 0.052 0.258 -0.314 0.539
感知行为控制

PBC
有充分时间参与污水处理设施管护 -0.172 0.119 0.628*** 0.226

有经济能力参与污水处理设施管护 0.640*** 0.205 0.014 0.278

村集体参与

Villagecollective

participation

是否是集中污水处理设施覆盖村 0.276 0.204 -0.372 0.357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满意度 0.113 0.163 0.308 0.233

生活污水治理模式

Domesticsewage
treatmentmode

污水是否接入集中污水处理设施

模式

-0.064 0.228 0.411 0.375

性别 -0.116 0.222 -0.384 0.357

年龄 0.003 0.011 -0.068*** 0.016

文化程度 0.040 0.175 0.351 0.262家庭及个人特征

Individual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

是否是党员 0.232 0.437 0.889* 0.558

是否是村干部 -0.703 0.589 -0.251 0.832

健康状况 -0.396*** 0.131 0.302 0.294

家庭总收入 0.067* 0.045 0.059* 0.048

家庭常住人口数量 0.023 0.068 0.045 0.095

常数项 -6.142 1.862 15.309 4.356

Mills Lambda -2.105 1.562

rho -0.681

检验 Sigma 3.090

Waldchi2 144.350

Prod>chi2 0.000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Note:***,* *,and* weresignificantatthestatisticallevelsof1%,5%,and10%,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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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知行为控制变量中有经济能力参与污水处理

设施管护变量在第一阶段分析中在1%的置信水平

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有充分时间参与污

水处理设施管护变量在第二阶段分析中在1%置信

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自己可以代表

家庭做决定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其

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受访农户在参与污水处理设

施管护时感受到的困难程度越低,其参与处理设施

管护概率及支付水平会越高,研究假说 H3得到验

证。鉴于此,农户处理设施管护感知行为控制越强,
参与管护意愿越强烈。

家庭及个人特征变量中家庭总收入变量在第一

阶段和第二阶段10%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系数为正,这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受访农户家庭收入越高,其参与管护概率及支付水

平更高。身体健康状况在第一阶段1%的置信水平

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为负,这表明在其他变量

不变情况下,身体越健康的受访农户参与污水处理

设施管护的概率越大;年龄和是否是党员变量在第

二阶段1%和10%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系数分别为负、正,这表明年龄越大受访者其愿

意支付的水平越低,可能原因有在农村中年龄越大

赚钱途径相对越少,对钱的支出愈加谨慎,同时对农

村生活污水危害性认知越缺乏;党员支付意愿较高,
说明党员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一线人员,在
积极建设美丽乡村中更愿意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
积极参与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利用2020年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湖北

省十堰市的农户调查数据,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探讨

认知对农户参与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护意愿影响机

制,为避免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运用 Heckman两

阶段模型,分别对数据进行第一阶段估计,分析农户

是否愿意付费的影响因素,在对第一阶段估计基础

上将逆米尔斯比率作为第二阶段方程的修正变量与

其他解释变量一起回归,进行第二阶段的支付水平

影响因素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不同生活污水治理模式下样本农户同意进入

付费情景的概率不同,支付意愿也不同,没有接入任

何污水处理设施农户同意支付概率与支付水平均最

低。接入城(集)镇处理管网农户同意支付的概率为

100%,平均支付意愿为6.27元/(月·户);接入村

落集 中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农 户 同 意 支 付 的 概 率 为

89.29%,平均支付意愿为6.24元/(月·户);采用

农户分散处理模式农户同意支付的概率为88.89%,
平均支付意愿为6.16元/(月·户);家中没有接入任

何污水处理设施农户同意支付的概率为77.78%,平
均支付意愿为5.39元/(月·户)。

2)农户参与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护意愿逻辑符

合计划行为理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

制、年龄、是否是党员、健康状况、家庭总收入变量均

对农户付费行为有显著影响,证实了前文提出的假

设。其中,在第一阶段中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

行为控制、健康状况、家庭总收入变量通过了显著性

检验,是影响农户是否同意付费的关键因素;在第二

阶段中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年龄、是否是党员、
家庭总收入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是影响农户支

付水平的关键因素。

4.2 建议

基于上述实证分析以及研究结论,给出如下

建议:

1)充分发挥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农户认知对其

参与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管护的促进作用。农户在考

虑参与处理设施管护时,经济理性是农户行为决策

的基础,同时还会受到社会压力、从众心理影响,应
积极推广、宣传生活污水治理带来的生态效益,鼓励

党员以及环保意识较强的农户率先参与处理设施管

护,在多方合力下,更好地推动认知对农户参与生活

污水处理管护的促进作用。

2)部分地区可推行受益农户适当缴费或出工等

管护方式。在实地调研中发现管护资金来源缺乏是

影响设施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考虑调研中的

农户响应,可以适当探索建立受益农户付费制度,提
高农户自觉参与污水处理设施管护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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