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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厕所革命”中村民主体性参与的 

问题及对策分析 

——以重庆市永川区为例 

张明鑫 方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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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 商贸学院,重庆 402460) 

【摘 要】：选取重庆市永川区“厕所革命”示范镇 A 镇进行实地调研,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方法深入研究了村民

改厕意愿、村民主性体参与程度、厕所后期维护管理情况以及村民对改厕的满意度四方面内容,发现村民主体性参

与存在中间环节参与较弱、主体性参与深度不足、主体性参与缺乏持续性等问题,最后为有效发挥村民主体性参与

提出了以下建议:(1)建立有效激励机制;(2)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3)加强厕所后期维护管理;(4)构建整体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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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厕所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厕所的好坏影响着人们生活水平。据新华网报道,2015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厕所革命”作出

重要指示。同年 7 月,总书记在吉林延边考察时要求将“厕所革命”推广到农村地区。自此,农村“厕所革命”得到重视并真正

走进人们的视野。2017 年 11 月出台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提到要加快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并特别强调发挥

村民的主体作用。村民作为农村“厕所革命”的直接受益者,其是否作为主体参与进来,不仅影响“厕所革命”的推行,还影响村

民对改造厕所的评价。但是目前农村“厕所革命”中村民主体性参与仍存在参与积极性低、主人翁意识不强等许多问题。本文

以重庆市永川区 A镇为例研究“厕所革命”中村民主体参与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旨在为基层政府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提供建议,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1 文献综述 

从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主体”这一概念,到现在 21世纪“以人为本”口号的提出,学界对人的主体性这一问题的探索从未

中断(张建玉,2011)。参与,即介入、投入、卷入、浸入,是主体对活动的能动性作用过程(王升、刘晓鹏,2004)。而关于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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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的概念界定,目前国内外学界还未有一个统一明确的说法,且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领域。 

目前国内外学者们对主体性参与已进行大量研究,其核心议题是:如何有效发挥主体性参与作用,主要表现在影响因素分析

和中介路径探索两方面。关于有效发挥主体性参与作用的影响因素,学者们主要从社区治理方式和公民参与程度两个角度进行分

析。从社会治理方式角度,第一,陈丽霞(2009)指出行政力垄断和公民参与之间的矛盾是造成主体参与困境的主要原因;第

二,“后单位”社会治理中公民参与机制的创新需要具有可操作性和较高的认同感(吴卉,2015);从公民参与程度角度,曹煜玲和

张军涛在 2010年提出主体性参与方式多样化,提倡“公共对话”,加快各种行为主体从个体理性向公共理性的转变进程。关于中

介路径探索,多数研究者从村民角度切入,主要关注点集中在共同意识层面、政治参与能力层面、治理资源的整合层面三个层面。

在共同意识层面,袁方成指出广大农民在社区发展中认同感归属感的形成和责任感荣辱感的塑造等共同意识对其积极参与具有

重要影响。在政治参与能力层面,村民政治参与能力结构包含村民素质和公民意识两个要素(叶媛秀、古小明,2010),即村民素质

的提高和社区公民性的成长是实现真正村民参与的必需要素(曹煜玲、张军涛,2010)。在治理资源的整合层面,主体性参与应在

社会资源的补充与介入基础上,实现权利的委托与利益分配之间的平衡(唐刚、彭英,2016;潜莎娅、黄衫、华晨,2018;唐国建、

王辰光,2019)。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农村“厕所革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状、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何推进三个方面。在农村“厕所

革命”现状中,沈峥、刘洪波(2019)指出自 2015 年以来“厕所革命”逐步从景区扩展到全域、从城市扩展到农村、从数量增加

到质量提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有所提高(杨旋、王岩,2019)。在“厕所革命”存在的问题中,范彬、王洪良在 2018 年指出在

乡村改厕事业进程中仍存在政策的短视性、技术模式的局限性、管理的粗放性等问题;吴宗璇(2018)认为厕所革命实施的区域不

平衡现象突出、农村居民思想认识水平有待提高、资金投入相对不足、技术水平亟待进一步提升;张姣妹、徐聪聪(2019)针对洛

阳市农村厕所改革现状与问题进行探讨,发现存在干群联系不密切、宣传不到位、思想观念难以扭转等问题。就农村“厕所革命”

推进措施而言,吴宗璇(2018)提出要加强宣传引导,提高思想认识,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强科技研发,提高技术水平;沈峥、刘洪

波(2019)认为要推动我国“厕所革命”需遵循“因地制宜”原则,重点研发环境友好、节水节电、资源化利用、安全卫生、便于

管理的厕所技术,鼓励产学研合作,发展“厕所革命”龙头企业,结合美丽乡村和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厕所革命”典型示范。 

而关于在农村“厕所革命”进程中的村民主体性参与,现有文献的研究还比较缺乏,且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村民教育方面,多

侧重理论阐述,实证研究和验证较少。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村民主体性参与在农村“厕所革命”进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在对重庆市

永川区 A 镇为期长达 5 个月的调研基础上,本文采用定性的方法进行深入的数据分析,找出农村“厕所革命”进程中主体性参与

的问题,并尝试提出创新性、可行性的建议。 

2 实证研究 

2.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重庆市永川区的实地调研,通过重点调查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了重庆市永川区 A 镇 J 河村作为

调研地点。在了解当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将农户分为村委会统一改厕的、村民自行改厕的、没有改厕的三种类型。接着,在全

村范围内随机抽取农户并到其家中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共发放问卷 60份,最终收取有效问卷 52份。 

2.2调研问题 

实地走访调研发现,永川区农村“厕所革命”主要是村委会统一招标进行改厕,区政府出资 30%,镇政府和村委会出资剩下的

70%,村民不需要再额外出资,这从很大程度上为村民改厕减轻了负担。在调研中发现自行改厕的村民全程都由自己完成,没改厕

的村民则与其相反几乎没参与到改厕过程。因此,本文从改厕前、中、后三个时期重点研究了村委会统一改厕类型下村民的主体

性参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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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村民改厕意愿 

村民的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着“厕所革命”的推进,“厕所革命”前期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是调动村民的参与意愿。在村委会

统一改厕的这些村民中,有 66.67%是在村干部宣讲了当地“厕所革命”的政策后就积极同意进行改厕,另外 33.33%的人是在村干

部的反复劝说下才同意改厕的。该数据能反映出“厕所革命”前期,村民有主体性参与,但整体上来说参与度不高。 

2.2.2“厕所革命”进程中村民主性体参与程度 

村民是农村“厕所革命”的受益主体,更应该成为厕所的建设主体。在调研中发现村委会统一改厕的村民都参与了化粪池选

址以及挖坑等村委会规定的必要流程,而参与厕所设计等具体过程的村民仅占 3.7%,缺乏深度参与。 

2.2.3厕所后期维护管理 

建造一个厕所很容易,但要维护管理好却很难。厕所后期的维护应该是“厕所革命”的重点,维护管理不当则前功尽弃。要

加强后期维护管理,经费到底应该由谁承担仍然是个难题。如表 1所示,将统一改厕的人与自行改厕的人进行对比发现:村委会统

一改厕的村民有 66.67%表示由于政府已经帮助修建好厕所,后期维护管理应该自己出资,有 29.63%的村民依然想从头到尾都由政

府管。相比之下,自行改厕的村民有 64.29%希望政府出资以达到对自身改厕的一种补贴或奖励,有 28.57%的人认为自己受益应该

自行解决。 

表 1村民认为后期管理维护费用该由谁出 

 
希望政府出资 自己出资 不清楚 总计 

自行改厕 64.29% 28.57% 7.14% 100% 

村委会统一改厕 29.63% 66.67% 3.70% 100% 

 

2.2.4村民对改厕的满意度 

村民的满意度与认可度是衡量“厕所革命”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不仅要把厕所修好改好,更要让村民用好。如表 2 所

示,有 77.87%的村民对改造厕所的评价总体上是满意的,说明村民对“厕所革命”的认可度较高。在调研中还发现一些现象:村民

由于文化水平限制,无法做出一个较为具体的评价,只能是大体上做一个判断;存在少部分人在建设过程中参与度低但对产品的

期望又过高。 

表 2村民对改造厕所的满意度 

回答类别 户数 百分比 百分比向上累计 

非常满意 4 14.82% 14.82% 

满意 15 55.56% 70.38% 

一般 5 18.52% 88.90% 

不满意 3 11.10% 100% 

非常不满意 0 0 100% 

总计 2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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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村民主体性参与存在的问题 

(1)中间环节参与较弱。 

分析上述调研问题发现,在农村“厕所革命”中,村民虽然整体上主体性参与度都不高,但在中间环节最为明显。中间环节为

厕所的改建环节,不仅关乎村民的切身利益,也严重影响着“厕所革命”的完成度。但村民由于传统服从权威观念,大多表现为服

从性参与,缺乏主人翁意识。 

(2)主体性参与深度不足。 

村民作为农村“厕所革命”不可或缺的主体,应该在厕所规划、建设上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但在永川区的实际情况中,

村民更多是以相应的“政策性”参与为主,参与的几乎都为选址、挖坑等规定但又简单的事项,参与不够深入。 

(3)主体性参与缺乏持续性。 

村民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参与只是体现在某一个环节上,而没有贯穿农村“厕所革命”的全过程,可持续的内生动力不足,

这也加大了“厕所革命”的难度。 

4 对策建议 

为了进一步解决农村厕所革命推行难的问题,在深入分析永川区“厕所革命”的发展模式、改厕思路以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以下建议: 

(1)建立有效激励机制。永川区厕所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村民的参与度,但是村民改厕的积极性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在

调研中发现,大部分已经改厕的村民希望得到一定的补偿。政府可以考虑适当地给予改厕村民补助,以调动其积极性。 

(2)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永川区政府可以通过多渠道收集有效数据和信息,增强政策实施的前瞻性,保持政策的稳定

性和连续性,减少“今天一个政策,明天一个政策”情况,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 

(3)加强厕所后期维护管理。在后期管理建设上,可以与公益组织合作建立专门的服务队伍来负责后续的维护、粪渣的清运

回收利用,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卫生厕所运行保障系统,确保改厕工作能见到实效,持续推进下去。 

(4)构建整体规划。从长远来看,农村改厕是为了更好地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美丽乡村的建设,而不仅仅是让村民用上卫生厕

所。因此,永川区厕所革命从前期的规划到建设过程的资金标准再到后期维护管理,应围绕着美丽乡村建设而进行合理规划。 

5 结语 

在农村“厕所革命”中村民主体性参与问题上,本文以重庆市永川区 A 镇为例,从村民的改厕意愿、主体性参与程度、后期

维护管理和满意度四个方面入手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但是本文缺乏对村民主体性参与事项的深入挖掘,希望后续研

究可以加强对村民主性体参与具体要参与到哪些环节或事项上去才能真正起到作用方面的分析,为政府在真正发挥村民主体作

用提供参考性建议。厕所虽小,却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厕所虽隐,也能折射出文明的程度。有效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从而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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