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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分析农村居民的心理因素对其垃圾处理行为的影响，通过融合计划行为理论

和规范激活理论，采用二元 Logit 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际压力、责任意识、结果认

知正向影响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意愿。基于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政府应开展形

式多样的环保宣传教育活动，营造环保氛围，形成非制度性社会规范；提升居民的规范意识和道

德责任感，使其主动参与到垃圾集中处理行动中来；促进环保信息的公开，建立相应的奖惩措施，

提升居民对于自身环保行为所产生效应的结果认知，提高居民垃圾集中处理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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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消费水平提高，快速增长的消费使农村垃圾产量与日俱增，并产生“垃圾

围村”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农村生活垃圾是农村主要环境污染源，随意丢弃的垃圾危害村庄生态环境，进

而威胁农户的健康。农户作为农村垃圾处理的主要行为主体，研究其处理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对于农村

生态环境的改善起着关键的作用。本研究通过融合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构建影响农村居民垃圾

集中处理行为的内在心理因素框架，探寻影响农村居民环保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继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建

议，破解垃圾集中处理行为困境。

当下，提高全社会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水平是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保障人民健康的有效举措。现有关

于垃圾集中处理相关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影响垃圾集中处理情况的外部条件。我国学者

主要探讨了村镇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适用技术路线
[1]
，构建合理科学的垃圾集中处理法律制度

[2，3]
，社会监

督、村规民约等外在约束对于农户垃圾集中处理参与行为的影响
[4]
。二是影响垃圾集中处理行为的内在因

素。立足于社会心理学理论视角，从计划行为理论等探究感知行为控制、行为态度、道德规范
[5]
等内在心

理因素对行为意愿的影响。三是通过特定地区的实地调查，探究农村居民垃圾集中处理现存问题及对策
[6]
。

鉴于此，当下学者开始更多从农村居民内在心理特征探究其对垃圾集中处理行为的影响。计划行为理论多

从利己视角分析个体环境行为，规范激活理论立足于个体利他性研究道德规范对个体行为的制约。而环境

行为是一种利己利他的行为，当下的研究缺乏将两个理论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因此，本研究将构建计划行

为理论与规范激活理论，利用湖北省几个地区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为推动农村居民垃圾集中处理行

为提供建议。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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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理论基础

计划行为理论解释了主体改变自己行为模式，做出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计划行为理论由行为态度、主

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三个变量共同组成。行为态度是居民对某项行为所持有的正面或负面的态度，继而

影响主体行为的选择。主观规范是指主体感知到外在社会压力时采取特定行为的内在依从。知觉行为控制

是指个体采取某一特定行为自己所能控制的程度。

施瓦茨提出关于公众环保行为的有效预测模型，该模型预测人们是否会作出利他行为。该理论强调道

德约束力，主要包括个体规范、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结果意识是个体意识到未实施利他行为而产生了不

良后果的意识。个体规范是内化的社会规范，基于道德义务的约束感。责任归属是主体对自身行为所带来

后果的责任感。

1.2 研究假设

1.2.1 农村居民的行为态度对其垃圾处理意愿的影响 行为态度是指农村居民对于垃圾集中处理表现

的积极或者消极的态度，态度越积极，行为意愿就越强烈。农村居民的态度会根据垃圾集中处理行为所带

来的的经济、环境效益等产生喜欢或者厌恶。由此可见，参与到垃圾集中处理的行为能够带来正向的效果，

基于此，提出假设 1：

H1:行为态度对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1.2.2 农村居民的主观规范对其垃圾处理意愿的影响主观规范是主体感受到来自于邻居、亲人等社会

压力。当个体感知的社会压力越大时，其参与垃圾处理的意愿就越强。居民采取某一特定行为时所感受到

社会压力的认知，社会压力有来自氛围、人际、政策等方面的压力。基于此，提出假设 2：

H2：主观规范对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1.2.3 农村居民的知觉行为控制对其垃圾处理意愿的影响知觉感知行为控制是农村居民对于参与垃圾

集中处理外在、内在所能控制的行为。一方面，垃圾处理相关配套设施的数量、距离、便利度等外在条件

影响垃圾处理相关行为。另一方面，居民对于自身参与垃圾处理的时间、精力以及其进行垃圾处理的便利

性等都会影响到其对于自身行为的控制。基于此，提出假设 3：

H3：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1.2.4 农村居民的结果意识对其垃圾处理意愿的影响结果意识是主体对于未实施利他行为而产生的不

良后果的感知，对于环境治理行为预期结果的判断，极大影响居民参与垃圾集中处理的行为。农村居民对

于不进行垃圾集中处理行为其产生的道德义务会形成个体规范，居民认为自身有责任和义务采取行为去参

与垃圾集中处理。基于此，提出假设 4：

H4：结果意识对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1.2.5 农村居民的责任意识对其垃圾处理意愿的影响责任意识是个体对其行为所产生不良结果的责任

感和道德感。居民对自身随意丢弃垃圾行为所造成的垃圾围村现象产生愧疚感。农村居民自身会有责任感

和负罪感，当其责任感越强，居民更加愿意主动采取垃圾集中处理行动。基于此，提出假设 5：



H5：责任意识对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1.2.6 农村居民的个体规范对其垃圾处理意愿的影响个体规范是指个体对于结果意识以及责任意识准

确判断从而规范自身行为。个体规范是被内化的社会规范，等同于自我认同或者道德规范。个体规范可以

具体为保护环境的行为与自身的道德准则符合度，自身对于环境污染担忧度，对自己破坏环境的行为感到

愧疚，从而对于自身的行为产生规范。基于此，提出假设 6：

H6：个体规范对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针对以上理论分析和假设，构建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的理论分析模型(图 1)。

2 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2.1 模型设定

模型因变量为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意愿，自变量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

结果认知、责任意识、个体规范，基于问卷多个题项的测量结果，将农村居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意愿 Y 作

为一个二分类变量；因此，文中选用二元 Logit 模型来分析，用 P 表示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两

种意愿的概率，则:Y=b0+b1X1+b2X2.....+bPXP+mb 式中:b0 为回归截距项;X1,X2.....XP 是上文提及的自

变量;b1,b2.....bP 为相应自变量的回归系数;mb 为 xxx

2.2 数据来源

本次调研从襄阳、黄冈、恩施三个地区分别随机抽取 3～4 个乡镇，这三个地区代表了湖北省不同水平

的城乡垃圾治理情况。随机抽取这些市区几个乡镇，采取线上和线下结合的问卷调查形式，线上主要使用

问卷星进行调研，线下通过和乡镇工作人员联系，在其指导下完成问卷调查的填写。本次调研共获取总样

本 250 份，有效样本 246 份，有效率为 98.4%。

2.3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2.3.1 因变量根据研究目的将因变量设置为农村居民垃圾集中处理意愿并利用二元赋值法，“是”赋值

为 1，“否”赋值为 0。



2.3.2 核心自变量自变量包括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个体规范、责任意识、结果认知。

对影响农村居民参与意愿的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受访的农村居民对经济价值、环境价值、结果认

知具有较强烈的感知，此外，受访农村居民个体在氛围压力、政策压力、人际压力、结果认知、责任意识、

个体规范激活程度较高，只有行为能力的各项测量指标均值较小，说明受访农村居民整体倾向于认为自身

行为能力较弱。具体如表 1所示。

表 1变量描述及描述性统计

定义及赋值 均值标 准

差

行为

态度
经济价值

感知

积分兑换：非常赞同=5,比较赞同=4,一般=3，比较不赞同=2,非常不赞同=1 4.52 0.817

降低治理环境成本：同上 4.490.841

获得经济补贴：同上 4.560.789

环境价值

感知

空气变好：同上 4.830.509

水质变好：同上 4.840.473

景观变好：同上 4.870.413

整体卫生状况：非常整洁=1，比较整洁=2,一般=3,比较不整洁=4，非常不整洁

=5
3.96 0.893

氛围压力

党员村干部参与度：非常积极=5，比较积极=4,一般=3，比较不积极=2，非常

不积极=1
4.44 0.784

农村居民讨论：同上 4.430.858

主观

规范
政策压力

村内宣传：同上 4.250.922

国家法律约束度：非常强烈=5,比较强烈=4,一般=3，比较强烈=2,非常强烈=1 3.97 1.151

当地法规约束度：同上 4.001.112

村规约束度：同上 3.961.151

人际压力

不做会被村民批评：同上 4.510.851

不做会被家人批评：同上 4.161.008

不做会导致朋友关系冷淡：同上 3.861.124

满足需要：完全够用=5,基本够用=4,一般=3,略微不够=2,完全不够=1 3.80 1.097

外部条件 设施距离：非常近=5,比较近=4,一般=3,比较远=2，非常远=1 3.57 1.077

设施便捷度：非常方便=5,比较方便=4,一般=3,不太方便=2,非常不便=1 4.05 0.925

占用空间：非常不赞同=5，比较不赞同=4,一般=3,比较赞同=2,非常赞同=1 2.35 1.208

行为能力 占用时间：同上 2.201.158

占用人力：同上 2.881.120

知觉行

为控制
结果认知

不参与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度：非常严重=5，比较严重=4,一般=3，没太大影响

=2,丝毫没有影响=1
4.52 0.754

不参与对自身利益的影响度：同上 4.430.783

您有责任：非常赞同=5,比较赞同=4,

责任意识 一般=3,比较不赞同=2,非常不赞同=1 4.10 1.080

生态环境破坏，您有责任：同上 3.991.130

垃圾围城，您有责任：同上 3.871.215

您对环境污染感到担忧：同上 4.261.159

个体规范 您对自身行为造成的环境污染感到担忧：同上 4.021.297

控制 您对他人破坏环境的行为感到厌恶：同上 3.981.437



变量 性别 受访者性别：女=0，男=1 1.42 0.494

年龄 受访者实际年龄（周岁） 3.340.731

受教育程

度 受访者实际接受教育年限（年） 4.020.840

表 2 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 1 （Logit） 回归 2 （Logit） 回归 3 （Logit）

系数 标准误差 系数 标准误差 系数 标准误差

行为态度
经济价值感知 0.510 0.261 0.669 0.265 0.551 0.287

0.569 0.409 0.205 0.429 0.780 0.461环境价值感知

主观规范

氛围压力 0.840 0.318 0.445 0.341 0.618 0.365

政策压力 0.162 0.177 0.401 0.182 0.244 0.190

人际压力 0.003
***

0.266 0.008
***

0.271 0.006
***

0.289

知觉行为控

制能力

外部条件 0.606 0.232 0.950 0.245 0.831 0.270

行为能力 0.644 0.210 0.421 0.216 0.656 0.234

结果认知 0.044
**

0.280 0.006
***

0.300

责任意识 0.013
**

0.193 0.011
**

0.204

个体规范 0.482 0.156 0.070 0.176

性别 0.034
**

0.336

年龄 0.001
***

0.238

受教育年限 0.082 0.204

注：“*，‘“**，，“***，，分别表示通过了 10%、5%和 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2.3.3 控制变量研究发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等对农村居民垃圾集中处理行为产生影响。本研究将

受访者个体特征设置为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影响因素模型的控制变量。其中，受访者个体特征包括

受访者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问卷信、效度分析

问卷的信效度检验采用 Cronbach’a 系数检验问卷的信度，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问

卷整体的 Cronbach’a 系数为 0.895，自变量中各个维度的 Cronbach’a 系数分别为 0.716、0.898、0.850、

0.929、0.756、0.714、0.898、0.847、0.923、0.881，问卷的信度系数值均为 0.7 以上，整体可信度较高。

对问卷进行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和 KMO 检验，发现问卷整体 KMO 值为 0.803，说明本次调查数据符合效度要

求，适合做因子分析。

3.2 基于 TPB 和 NAM 理论下农村居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参与意愿分析

通过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参与意愿的模型和假设进行验证，逐步引

入自变量对农户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的影析，探讨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参与意愿的因素及作

用方式。模型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通过表 2 可以发现，人际压力、结果认知、责任意识对农村居民参与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均产生影响，具体作用过程如下。

（1）行为态度包括经济价值感知和环境价值感知，经济价值感知的显著性未通过相关性系数 5%的检

验。经济约束作为外在规范对农村居民产生的影响有限。同时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农村居民缺乏环境

忧患意识并且环保意识普遍有待提高，行为态度对其影响不大，因此假设 1不成立。

（2）主观规范包括氛围压力、政策压力、人际压力。根据回归模型 3可以得出三者中只有人际压力对

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意愿影响的显著性为0.006，通过了相关性系数1%的检验，此外B值为0.289，

大于 0，可见人际压力的感知对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意愿产生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

果说明，人际关系对于农村居民垃圾处理意愿影响较大。氛围压力和政策压力在一定程度会产生影响，但

整体影响不大，因此假设 2不成立。

（3）知觉行为控制包括外部条件和行为能力。这两者未通过相关性系数 5%的检验，对于农村居民来

说，外部条件和行为能力未能形成真正的约束，设施距离以及便利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居民垃圾集中处理

行为有影响，但农村居民环保意识薄弱，外在因素未能形成真正规范，因此假设 3不成立。

（4）结果认知对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意愿影响的显著性为 0.006，通过了相关性系数 1%

的检验，此外 B值为 0.3，大于 0，可见结果认知的感知对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意愿产生十分

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结果认知程度越高，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参与意愿越高。因此假设 4成立。

（5）责任意识对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意愿影响的显著性为 0.011，通过了相关性系数 5%

的检验，此外 B值为 0.204，大于 0，可见结果认知的感知对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意愿产生十

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责任意识感知程度越高，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参与意愿越高，因此假设

5成立。

（6）个体规范未通过相关性系数 5%的检验，居民自身对于环境的污染造成的危害感知程度低，因为

当下居民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缺少环保参与的道德责任感，未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所以个体规范对

居民垃圾集中处理影响不显著，因此假设 6不成立。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选取湖北省几个市区乡镇对农村垃圾集中处理行为参与情

况进行实地调研，研究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对农村居民垃圾集中处理行为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计划行为理论中主观规范里人际压力正向显著影响农村居民垃圾集中处理的意愿；（2）规范激活理论

中农村居民对于结果认知的感知对其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意愿产生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3）规范激

活理论中责任意识感知程度越高，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参与意愿越高。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村干部应该发挥地缘优势对农村居民垃圾集中处理行为的影

响，借助监督形式深入村民日常生活，了解村民的诉求，社会监督去除形式化、空心化[4]。因为农村居民

受到人际关系网络中各主体垃圾集中处理行为的影响，通过营造环保氛围形成非制度性的社会监督，这种

社会监督不具有强制性，但却具有强大的内在约束力，促进垃圾集中处理行为的落实。

（2）村委会应推动相关环保信息的公开，同时设置反馈机制，采取适当的奖惩措施，通过适当的奖惩

让居民切实感受到进行垃圾集中处理行为所带来的环境和经济效应。居民对自身行为的结果认知，增加其



对垃圾集中处理行为的意愿。（3）政府应开展形式多样化的环保宣传教育活动，潜移默化地提升居民环保

参与意识，培养居民对于垃圾集中处理行为的责任意识与道德义务感。个体的内在因素对其意愿及行为的

产生有重要作用，通过宣传教育使居民主动参与到垃圾集中处理的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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