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美丽乡村建设的现状及农户参与意愿分析 

——基于徐州睢宁县的调查分析 

孙远奎 黄东 孙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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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工程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8） 

【摘 要】：美丽乡村建设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指出要进行美丽乡村

建设,建设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以睢宁县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

深入走访农户,对目前睢宁县美丽乡村建设的现状及影响农户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因素进行调查分析,并从加大宣

传力度,提升农户受教育水平,发展本地经济作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美丽乡村 农户意愿 因素分析 

“三农”问题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习近平主席 2017年 10月 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

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随后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推进乡村绿

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概念的核心,也是保证我国基础和谐稳定的基础。2013年农业部启动“美丽乡村”创

建活动,全国各地无数村子竞相参与评比美丽乡村建设,2014 年农业部正式对外发布生态保护型模式、社会综治型模式、环境整

治型模式、休闲旅游型模式等十种美丽乡村模式。时至今日江苏省也涌现出多个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例如徐州马庄村的香包远

近闻名,睢宁沙集镇的淘宝村致富显著,苏州长江村被誉为长江名花,无锡阳山村的水蜜桃被人们赞不绝口。 

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也从不同方面对美丽乡村进行研究,其中大部分研究的是不同地区进

行美丽乡村的不同建设模式,政府如何发挥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职能作用,以及对国外乡村建设情况的研究分析,只有少数文献

关于美丽乡村建设中农户的参与情况及参与意愿的研究。农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是美丽乡村的建设者,是推动美丽乡村建

设的根本力量。谈到美丽乡村建设我们就不能够忽略农民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参与主体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的作用,美丽

乡村建设最终还是建设成为农民宜居宜业的美丽农村。 

在上述研究背景下,课题小组成员以江苏省睢宁县的美丽乡村建设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不同村子走访,对睢宁县美

丽乡村建设的现状以及农户参与的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调研、分析,主要的内容包括:美丽乡村建设中农村的现状、农民参与美

丽乡村建设的意愿、影响农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因素,并通过这些调查、分析,提出相应的提升农民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建议。 

1 苏北美丽乡村建设现状:以徐州睢宁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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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宁县作为江苏省重点帮扶县和农业大县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导,大力进行美丽乡村建设,

发展多层次产业,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致力于提升人民收入与幸福指数。几年来睢宁县的美丽乡村建设颇有成效,初步探索出一条

具有睢宁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姚集镇高党村 2017年 8月获评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沙集电商被誉为全国“淘宝第一镇”便

是最好的例子。 

1.1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实地调查走访是获得一手研究资料的方法之一,本次调查数据主要来源于对睢宁县凌城镇、邱集镇、沙集镇、魏集镇、双沟

镇五个镇十个行政村进行的实地问卷调查,一共发放 300份问卷,剔除 21份无效问卷,回收 279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 93%。;

男性有 201 人占总人数的 72.04%,女性有 78 人占 27.96%,男性占比远多于女性,这与我国农村里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有一

定关联。 

1.2睢宁县美丽乡村建设现状 

1.2.1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善。 

“想致富、先修路”,交通运输作为经济发展的“先行官”,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道路建设更是一个地区的根

本建设。通过调查发现:95.7%的受访农户所在村子已经实现了道路硬化,仅有 4.3%的受访农户所在村子没有实现道路硬化,目前

睢宁县通灰黑公路的比重达到 100%,这说明“村村通公路”这一政策在睢宁基本得到了贯彻实施,县政府注重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不过作为“村村通共路”的姊妹工程“村村通公交”工程在睢宁县的实施差强人意。近五 

成受访农民表示近三年来公共交通只改善了一点,四成受访农民表示近三年来公共交通没有改善。相比较于城市里十几分钟

一班且价格两元的公交,村民表示所在地区一天几个班次且最高票价 6 元的公交不是很方便实惠,希望县政府能够加大对公共交

通的支持,增加公交班次,降低公交价格。 

1.2.2公共设施服务供给增加显著。 

将农村建设成一个生态文明,农民幸福指数高的农村,离不开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设施与服务。在对农户生活用水的使用情

况进行走访发现:超九成五的受访农户使用的生活用水为自来水,仅有极少数受访者使用的生活用水为井水,同时在走访中我们

发现当地在进行自来水管道设施的升级工作,这说明在自来水设施建设方面睢宁基本实现了区域内全覆盖。生活幸福指数是否高,

农民的厕所和农村的环境卫生是两个重要影响因素。在农户关于家庭厕所为何种厕所的回答中显示:有七成的受访农户家庭使用

的还是自己盖的到了夏天会有臭味散发的简易旱厕,而不是统一的干净整洁的公共厕所或者说水冲式厕所。县政府可以在这方面

学习其他地区的改厕工程,实现粪便处理无害化,推进睢宁县农村地区的“厕所革命”。“厕所革命”不是简单的新建和改造,科

技创新才是“革命”二字的真谛所在。推进“厕所革命”县政府应该立足于本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同有关机构密切合作,创造

出有特色的改厕措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通过对村子的环境卫生情况调查研究发现:超九成的受访农户所在村子有专人负

责打扫卫生;九成以上的受访农户所在村子实现了垃圾的集中处理,这说明如今区内已经基本做到了每个村都有专人打扫路面,

维护环境,绝大多数垃圾也都实现了集中处理,这使得不少村子的整洁程度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1.2.3文娱空间规划供给初步实现。 

美丽乡村建设一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建设的过程,缺少了精神文明的美丽乡村是缺乏内涵的美丽乡村。在对文娱空

间规划的调查研究发现,超过七成的地区已经对文娱空间做出了具体规划,部分地区规划已经完全落实实施。目前全部村子都已

经安装了健身器材,第一届富有农村特色的广场舞比赛已经开展。但是观察发现大部分的公园、图书馆等场所设立在建制镇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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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周围,文娱空间规划供给镇一级基本实现,未来还可以进一步下沉到村一级。 

2 睢宁县农户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2.1农户参与意愿分析 

2.1.1农户更愿意参与切身相关的公共服务供给。 

调查研究发现村民们参与度最高的项目便是垃圾处理这一项,在睢宁县没有实行“组保洁、村收集、县转运处理”的三级保

洁模式。以前,大部分乡村里随地乱扔垃圾现象非常普遍,到了夏天不仅蚊蝇到处飞还影响美观,而在这一模式实行以后,作为全

市第一个实现农村保洁全区域外包的县,睢宁县辖区内的乡村、庄组的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如今村民们能够自觉将垃圾丢进垃

圾桶里,生活污水也不再随意排放。 

2.1.2农户愿意为道路等基础设施承担部分资金。 

如今睢宁县的主干道百分百实现了通灰黑公路,然而对于如何解决道路修建最后一公里难题,县政府的财政还是心有余而力

不足。基于此我们对村子内部的道路如何出资修建进行了调查,超过七成的农户选择村民政府一起出钱修建,8.28%的受访农户选

择政府出钱修建,近两成的受访农户选择村民自己出钱修建。这说明对于村子内部的道路基础设施修建,农户还是很乐意为此出

资的。县政府可以借鉴其他地区采取的村民政府一起出钱修建的方式,发挥政府资本的牵头作用,吸纳民间资本共同建设,解决农

村道路最后一公里难题。 

2.1.3农户更希望接受相对公平的收费模式。 

公平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则之一,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中也应当矢志不渝的坚持。不过在调查当地自来水收费方

式时却发现农户对于收费方式不是很满意。超七成受访农户所在地区的自来水收费方式为无论用多少收取统一费用,只有 22.23%

的受访农户所在地区使用的是按表收费,这表明县内大部分农村地区自来水收费采取的是一刀切收费方式,这种做法虽然保证了

效率,却在一定程度上舍弃了一些公平,让部分农户不是很满意。如今每家每户已经安装了水表,农户更希望能够实现按表收费。 

2.2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因素分析 

2.2.1对美丽乡村的认知直接影响意愿。 

在问卷中一个极为不正常的现象就是八成的村民不知道美丽乡村建设,近七成的村民不知道自己所在村子进行了美丽乡村

建设,这说明相关宣传部门对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宣传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大部分的村民并不知

道政府当前在进行美丽乡村建设,而与此相反的是绝大部分的村民愿意或非常愿意参与到美丽乡村的建设中。通过分析我们看到,

知道美丽乡村建设的且非常愿意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受访者占总人数的 46.95%大于不知道美丽乡村建设而非常愿意参与美丽乡

村建设的占其总人数的 42.65%,由此可以看出村民对美丽乡村建设的认知程度是影响农户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因素。 

2.2.2文化程度是影响意愿的重要因素。 

在使用多种因素与参与意愿进行相关分析后,我们发现学历与参与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对于这一结果我们不难理解,受教育

程度越高,人思维的灵活性便会越高,视野会更加开阔,对政策的理解能力也会更强,从而更容易了解到美丽乡村建设的意义和对

自己的益处,进而接受美丽乡村建设并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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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其他因素影响参与意愿。 

此外我们还发现,主要收入源自本地的,如依靠农产品收入,养殖业收入,家庭副业收入的农户比主要收入依靠外出务工的农

户更加愿意进行美丽乡村建设。年纪较轻的受访农户比上了年纪的人更愿意参加美丽乡村建设,上了年纪的人常年居住于农村,

已经习惯了当前的生活,而年轻人在外出见识到外面的世界后,更加想要改变现状以获得更好的生活体验。 

3 提升美丽乡村建设中农民参与度的对策建议 

美丽乡村建设任重而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缺乏或没有农民参与的美丽乡村建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丽乡村。只有农户

的积极参与,美丽乡村建设才会有人关心、有人支持、有人出钱、有人出力,工作才能推进,创建才能成功,管理才能长效,否则美

丽乡村建设就会成为干扰农民生活的“扰民工程”,没有农民参与的“政府工程”。为了提升农户进行美丽乡村建设的参与度,

这里笔者给出三点建议:首先,政府有关宣传部门应该通过挂横幅、广播、电视台等传统方式以及新兴的自媒体大力宣传美丽乡

村建设,让农户了解美丽乡村建设进而方便他们参与其中。其次科教兴农,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乡村人才振兴,需要培养

乡土人才,吸引外来人才,壮大专业的农村人才队伍,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九年义务教育之外的高中及高等教育尤为重要,这

不仅是提升农户参与度的方法更是提升当地文化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农民利益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体现,解决农民利

益问题对改善“三农”问题起到积极作用。要想让农户参与,一定要保证农户的各项权利,尊重农户的意愿,落实阳光政务,大力

支持农户进行规模化、绿色化的养殖业、畜牧业经营,积极招商引资建立乡镇工厂,提升农户的经济收入水平,将农户的经济收入

与美丽乡村建设联系起来,让农户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切实获得实际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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