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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住宅商品能源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四川农村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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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理工大学，四川 成都 610059） 

【摘 要】：基于理性行为理论(TRA)初步建立了农村居民商品能源消费行为的理论模型,通过入户问卷调查的方

法收集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农村住宅商品能源消费行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与现有相关研究结

果基本一致。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的能源消费态度和主观规范对其能源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并都间接影响

农村居民住宅商品能源消费行为;(2)农村居民的态度与主观规范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研究结论有利于能源政

策制定者制定社会节能策略,对鼓励农村居民可持续能源消费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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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一个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能源消

费需求大幅增加,能源消费结构正从传统的非商品能源消费过渡到商品能源消费。因此,农村住宅商品能源消费对我国能源发展

的总体规划和布局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于农村能源消费的研究范围广泛,取得一系列成果。王效华,高树铭通过分析中国农村不同时期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的主

要问题,提出了中国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挑战和对策,为中国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依据。苗向荣分析了在城镇背景

下农村能源的消费现状,提出了农村能源结构调整路径和建议。家庭人口数、家庭收入、地形等为影响农村家庭能源消费最为显

著的因素。此外,能源的商品化程度以及升级方式也直接显著影响农村能源消费。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研究多集中于农村能源可持续发展、能源结构及宏观影响因素上,忽视了能源消费问题上农户的主体作

用。农村住宅的节能主体是农村居民,研究明确农村居民主体的作用对节能降耗、能源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在

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方法,初步构

建农村住宅能源消费行为影响因素模型,提出研究假设,并利用问卷调查数据验证其理论模型。 

1 理论基础与模型 

根据理性行为理论,行为态度是指个体对执行某种行为的认知和评价,积极的行为态度可以加强个体行为意愿。主观规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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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对实施某种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外部压力。行为意向是对个体执行某一特定行为的倾向的量度,作为实际行为的前置变量,

对行为有重要的解释和预测作用。因此,提出假设: 

H1:农户的行为态度对其住宅商品能源消费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 

H2:农户的主观规范对其住宅商品能源消费行为有显著影响 

H3:农户的行为意向对其住宅商品能源消费行为有显著影响 

此外,基于对理性行为理论和习惯的认知,本文认为态度、主观规范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4:农户能源消费态度与其主观规范之间存在相关性。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问卷设计 

本研究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参照成熟量表,并结合农村实际特点设计问卷,主要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住宅商品能源消

费行为和其影响因素三个部分。住宅商品能源消费行为由商品能源消耗量反映。态度测量指标是基于 Schoenau等开发的。主观

规范是参考岳婷的量表开发的。行为意向是参考 Chen开发而来。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意向的测量指标采用 5分制李克特量表

进行打分评价。 

2.2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四川省成都市及其周边城市作为研究区域,采用分层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选取了彭州市东星小区、广汉市双堰村、

德阳市新龙村、邛崃市火井镇张家坝、雅安市吴岗村、内江市大庄村和尚腾新村 7 个村,共获取 413 份问卷,实际有效问卷 368

份。在这些样本中,男性占 40%,女性占 60%;其中 42-56 岁样本占 46.3%,因为白天年轻人外出上班较多;36.1%人的最高教育是小

学,32.3%人的最高教育是初中,农村整体教育水平偏低。根据实地调研的可获得性,本文的住宅商品能源只涉及电力与天然气两

种商品能源。 

3 实证结果分析 

3.1测量模型 

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如表 1所示。一般认为 Cronbach’sα系数大于 0.70时,表明数据可靠性较高,0.60以上可以接受。

效度可以通过测量指标在自己潜在变量的因子荷载来检查,因子荷载系数大于 0.50,则认为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效度。分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都大于0.60,测量指标的因子荷载系数都大于0.50,表明本研究的测量指标是比较可靠的,测量模型也具有良

好的效度。 

3.2结构模型 

运用 Amos21.0 分析软件对本文所提出的假设模型进行拟合度检验,研究结果显示:CMIN/DF 指标为 1.971,介于 1 到 3 之

间;RMSEA指标为 0.046,小于 0.05;GFI指标为 0.973,AGFI指标为 0.949,NFI指标为 0.927,CFI指标为 0.966,TLI指标为 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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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大于 0.9。以上拟合指标均符合参考标准,说明模型拟合整体效果良好。结构模型和假设路径如图 1所示。总的来说,4个因果

假设关系路径中,3个假设被接受,结果如表 2所示。 

3.2.1农村居民的能源消费态度和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的影响。 

农村居民对能源消费的态度与能源消费的意向呈显著正向影响关系(β=0.138,P<0.05)。居民对于能源的喜欢、方便、安全

等感知程度越强烈,其能源消费意向的影响也越显著。假设 1得到接受。然而农村居民用能的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不显著

(β=0.117,P>0.1),四川农村居民的能源消费意向受到身边的家人、朋友和认识的人的影响较小。原假设 2被拒绝。 

同时,能源消费态度和主观规范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β=0.137,P<0.1),这说明内在信念的形成可能与社会群体给予的压力

有关,而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的态度也会影响其对外在压力的接受度,二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原假设 H4也被接受。 

3.2.2农村居民能源消费意向影响实际行为。 

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的意向与其实际行为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向因果关系(β=0.186,P<0.05),说明能源消费的意向,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预测和影响实际的消费行为,这与党宁等的研究结果一致,原假设 H3也得到接受。 

 

图 1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图 

4 结论与展望 

研究显示农民的态度和主观规范对其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并且间接影响农民住宅商品能源消费行为;农民的生活习惯对其

能源消费量有负向的影响;农民的态度、主观规范与习惯之间都互相存在相关性影响。 

农民是能源消费的主体和参与者,地方政府部门应当对当地进行合理规划,不断健全能源基础设施,提高服务水平,进一步强

化农民对商品能源的态度和满意度;同时加大宣传教育,倡导绿色住宅,不仅要培养节能的生活习惯和方式,还要形成正确的社会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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