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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研究 

——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 

王继应 杜焱强 徐军 刘伟锾 刘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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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不仅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

求，也是建设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对南京市江宁区部分农村居民的问卷调查与访谈，

居民对人居环境的整体满意度有所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水体质量下降、生活垃圾

处理不善及污水不达标排放等问题依然存在，人居环境改善的形势依旧严峻。 

【关键词】：乡村振兴 农村 人居环境 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强调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都要开好局、起

好步。此外，文件也明确了 2021年国家解决“三农”问题和推进乡村振兴的具体目标任务，包括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农产品质量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因此，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提升居民环境满意度不仅是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效

途径。本研究对标乡村振兴战略目标，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等方式了解南京市江宁区人居环境现状及居民满意程度，进一

步梳理了当前农村人居环境存在的短板和不足，进而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和策略。 

2 农村人居环境研究综述 

2.1农村人居环境 

作为城乡人居环境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农村人居环境对于农村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随着新农村建

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人居环境研究也开始着眼于农村，关于农村人居环境的相关理论也相继被提出。在人居环境的

概念界定上，吴良镛将人居环境定义为“人类聚居生活的地方”，并且他认为人居环境主要包括城镇人居环境和农村人居环境

两大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张怀英将围绕农村人居环境的研究概括为乡村聚落、乡村环境和乡村文化研究三个方面，突破了

农村人居环境研究的格局限制。周维等把我国农村人居环境的研究划分为整体性研究和地方性研究，整体性研究主要基于我国

农村整体的系统性研究，胡伟针对农村人居环境现状和普遍性问题提出的系统优化方法；地方性研究是围绕某个农村开展的、

针对具体问题进行的专项研究，其中杜书廷以河南省农村人居环境为对象，研究了污水排放、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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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方法。 

2.2农村人居环境满意度 

满意度是一种心理状态，通常表现为个人对于事物的主观评价，普遍运用于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随着城市管理的兴起，

满意度理论开始运用于城市规划之中，“公众满意度”逐渐成为政府进行城市规划和市政管理的价值导向。在满意度理论的基

础上，农村人居环境满意度已经成为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指标，以农村人居环境满意度为中心的相关研究也开始出现。其中，

罗意坚以湖南梯田地区为例，以农村人居环境满意度为指标构建了人居环境的指标体系；周侃通过对北京市部分农村的实地调

查，探讨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水平和居民满意度状况。 

上述文献及相关研究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本研究将以乡村振兴为背景条件，深入分析目前我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进而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供决策意见和参考。 

3 研究方法与指标确定 

3.1研究方法 

以文献分析为基础，查阅和整理了现有研究成果及已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并根据文献综述细化研究内容，从而为进行实

地调研奠定理论基础。在实地调研过程中，主要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数据，同时与部分受访者进行访谈，了解居民对

于当前人居环境的意见和看法，进而经过整理形成书面材料，以期为结果分析提供借鉴与参考。 

3.2评价指标 

以深入了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本研究主要选取了空气质量、饮用水质量、生活垃圾处

理情况、污水及排泄物处理情况以及周边河流、湖泊及池塘的卫生情况等调查指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进而通过

统计分析的方法得出调查结果。 

4 结果与分析 

累计发放问卷 126 份，回收有效问卷 120 份，问卷结果涉及水体及垃圾处理、污水和排泄物处理和居民对各项指标的满意

度情况等多项内容。 

4.1水体及垃圾处理 

在居民附近的河流、湖泊等水体问题上，超过 60%的受访者认为附近的水体没有出现水体断流、发黑及污水排放等问题，少

部分居民认为存在一定的水体水量减少和水质发黑的问题，因此总体而言该地水体质量相对较好。 

在饮用水的来源上，居民日常的饮用水还是以自来水为主，也有部分家庭饮用过滤后的自来水或者桶装的纯净水。在饮用

水的质量方面，55%的受访者认为自家饮用水没有质量问题，但有 35%的受访者认为饮用水存在有味道或者杂物及水垢多的问题。 

在垃圾分类问题上，经常或者每次都进行分类的比例较低，其中每次都分类的居民只占约 17%，而偶尔分类和从来不分类的

居民占到了 50%左右。在论及妨碍大家开展垃圾分类的主要原因时，超过 50%的受访者认为由于垃圾分类标准太复杂导致他们不

会分类，也有 30%的居民认为垃圾分类缺乏动力，做好垃圾分类也没有奖励，不分类也没有惩罚。因此，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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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提高，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依旧任重道远。 

4.2污水和排泄物处理 

在生活污水排放渠道的选择上，江宁区农村居民绝大多数选择将污水排入下水道，占比约 86%，还有一部分的居民选择排入

露天沟渠，而随便排放到室外的情况相对较少。从污水排放渠道来看，该地污水排放改善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 

在厕所粪污是否还田这一问题上，87.5%的受访者选择厕所粪污不会还田，有约 5.8%的受访者选择了不经处理直接还田，此

外选择经过发酵处理后还田约占 4%。从数据来看，当地的粪污还田率偏低，在排泄物处理及资源再利用方面还需要进行改善。 

4.3居民满意度情况 

受访的南京市江宁区农村居民中，对居住周边的空气质量比较满意和满意的占比超过了 80%，总体上而言，当地居民对空气

质量满意度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图 1)。 

相比于空气质量，受访居民对生活饮水质量的满意度略有降低，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占比超过 60%，比空气质量低了约

20 个百分点。在前文调查中提到的生活饮水偶尔出现水有颜色、有味道、浑浊、停水等情况，影响了居民的满意度，因此生活

饮水质量有待提高。 

此外，居民对河流、湖泊、池塘等水体质量的满意度与其对生活饮水质量的满意度基本持平。 

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不断推进，农村地区的生活垃圾处理情况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约有 45%和 15%的受访居民对其居住地的

生活垃圾处理情况表示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接近 30%的居民则认为其居住周边生活垃圾处理情况一般，但没有受访者对其居住

周边生活垃圾处理情况表示很不满意。 

受访者中，分别有接近 50%和 15%的居民表示对其居住周边的总体环境质量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30%的受访者人认为总体

环境质量较为一般，而感到不太满意的比例仅占 5%，很不满意的人数为 0。整体上来说，南京市江宁区农村居民对其居住周边

的总体环境质量满意度水平较高。 

 

图 1各项指标居民满意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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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通过实地调研和统计分析，总体上而言，随着近几年江宁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逐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成效显著，

在水体质量、生活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及空气质量等方面，居民满意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然而，在生活垃圾处理方面，

虽然受访居民整体上呈现比较满意的趋势，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偶尔进行垃圾分类和从来不分类的总数超过受访居民的一半，

而且每次都分类的占比不到受访人数的二成。究其原因，最主要的一点便是垃圾分类的标准比较复杂，易导致居民垃圾分类积

极性的降低。因此要加强对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和宣传，通过奖惩或其他激励机制调动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5.2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必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突出把握重点，着力解决难点，切实落实农

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满足农民群众更高层次的环境需求，从而加快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根据江宁区农村人

居环境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5.2.1明确农民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主体地位，防范主体缺失和错位 

在传统的人居环境治理中，政府部门为了加快完成环境整治的任务，常常采取“政府包办，农民旁观”的整治模式。在这

种模式的影响下，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往往只能取得短期成效，难以形成有效的农村环境长效治理机制。因此，在进行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同时要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尊重农民的意愿，倾听农民的心声，激发农民的参与热情，真正让农民以主体

而非局外人的身份参与到环境整治的全过程。 

5.2.2把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重点，制定科学合理的整治规划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一个兼具系统性和复杂性的工程，既要完善顶层设计、做好谋篇布局，又要遵循底层逻辑，制定科学

合理的规划方案。首先，要根据实际条件确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明确目标和方向，积极寻找环境整治的突破口；其次，

要明确整治规划的具体内容，充分考虑进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所需的资金及硬件设施等方面的问题，并依据客观条件进行统筹

决策；此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也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需要根据不同阶段的进展进行适当性调整，以期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的现实要求。 

5.2.3建立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拓宽社会资本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渠道 

在推进农村环境治理的过程中，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为主要特征的 PPP治理模式逐渐融入我国环境治理的政策实践当中，

成为了一种新的农村环境治理思路和范式。基于 PPP 治理模式所倡导的“共生、合作、互利”等核心要义，进行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可以借助市场化运作拓宽社会资本的参与渠道和领域，在农村饮用水保护、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排泄物处理及资源再利

用等方面发挥社会资本的优势，构建多方参与和协调合作的新局面，从而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效率，助推乡村振兴的深入

发展。 

5.2.4完善监管制度，建立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评估和监督机制 

PPP治理模式一方面体现了政府、社会资本和村民的三方共生，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主体之间的博弈，而“制度是社会博弈的

规则，是人所创造的用于限制人们行为的框架”。因此，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中，要加强政府对于整个过程的监管，加快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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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评估和监督机制，对于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进行监督并及时反馈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以期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际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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