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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理性视角下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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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农民理性的视角出发,采用在荆门市 X 镇“二村一社区”的调研数据,研究

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认知、农业清洁生产和农民绿色生活状况,分析农民在参与农村

生态文明建设中所体现的政治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生态理性等特征,探索农村生态文

明建设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当前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认知水平总体较高,农业清

洁生产并不理想,农民绿色生活方式有待改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尚不明显;政策认知、
清洁生产分别与绿色生活正相关,政策认知、清洁生产、绿色生活各自与建设成效正相关.
据此提出提升农民生态文明政策认知水平、形成生态意识行为自觉,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

进农业清洁生产进程,发展农村绿色文化、培育农民绿色生活方式,创新政府管理体制、构建

生态文明建设良好格局等提高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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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关涉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贯穿于农村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建设全过程,是生态文明理念在农村地区的具体践行,对新时代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意义重

大.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形成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１]２０１８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农村环境和生态问题比较突出”,“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

键”[２].当前,我国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为突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急待解决,实现清洁生产

和绿色生活的发展任务艰巨,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

大课题.
近年来,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学术热点,众多学者基于不同学科视角开展了研究.马克思主义

理论视角的分析认为实现农村生态文明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决定性作

用[３];积极扬弃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遭遇的自然异化和人的异化,实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人与自

然、人与自身的双重和解[４].法学视角的分析认为农民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权利主体,应从立法上

赋予其权利主体地位[５].伦理学视角的分析认为重建生态文明,一定要调整社会结构,吸取优秀的文

化传统,坚持最根本的人文关怀[６];必须转变“农民落后”的伦理观念,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

富收入[７].传播学视角的分析认为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环境传播因其独特的内容和影响发挥着重

要作用[８];应从加大对农村生态媒介的扶持力度、构建复合型媒介传播结构、围绕受众需求优化传播

内容、增强受众的生态媒介素养、增强从业者的生态责任意识等方面优化传播效果[９].管理学视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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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认为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强化制度建设,提升农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

积极作用[１０];落实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责任机制[１１];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１２];加强农业

资源环境保护[１３].经济学视角的分析认为发展循环经济是农村生态文明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１４];
应通过金融措施支持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在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同时,让农民获得实际的经济收益,
保证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群众基础[１５].

既有研究从多学科角度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着力寻求如何通过政策与制

度创新来综合平衡资源的经济和生态属性、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对策建议.尽管取得了不

少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主体———农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逻

辑关注不够,研究进路有待扩展.从农民理性的视角考察,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与农民日常行为所坚持

的取舍原则、行动选择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是农民理性逻辑的显化反映.因此,本文将农村生态

文明建设纳入农民理性分析框架,基于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认知、农业清洁生产和农民绿色生

活状况等的调查,把握农民在参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所体现的政治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生态

理性等特征,分析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效应,探求加快建设步伐、提高建设成效的对策建议,这既

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客观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１．理论依据

理性概念的提出始于古希腊哲学,在本体论意义上表现为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和规

律、感性生活之上的理念世界和支配有形的感性世界的纯粹形式[１６].理性是人类思维方式和价值取

向的集中体现,是人类在权衡、取舍、选择和行动时所秉持的基本规则.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

济社会制度的变迁,理性所蕴含的发展性自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创立之后在农民群体身上体现得十分

明显,依次演化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三种形态.加之人类交往活动的日趋复杂及利益倾

向的日益多元,学界对农民政治理性和生态理性的讨论也日渐增多.国外学者对农民理性的研究形

成了以斯科特为代表的道义小农[１７]、波普金为代表的理性小农[１８]、黄宗智为代表的综合小农[１９]三大

学说.国内学者对农民理性的研究侧重于农民行为理性及其特征探讨,有学者从效用最大化而非物

质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分析认为小农的行为是理性的[２０],认为农民是贫穷而有效率的理性经济

人[２１Ｇ２２],中国场域下的农民理性是多元理性的叠加[２３].也有学者认为当下农村的转型引发了具有多

元理性的农民在经济、政治、社会层面的理性程度差异,在具体的实践交往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理

性各有侧重,甚至出现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与政治理性的相互脱节和越界替代[２４].
农民理性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简称,一般是指理性选择原则在农村场域的实际应用,常被用来解释

农民复杂的行为逻辑.本研究所使用的农民理性概念是指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认知、
意识、态度、看法和能力等,内含认可和处理问题的秩序规则,用于阐述农民行为选择的依据,是农民

通过具体行动以实现其目标追求的思维理路[２３,２５].农民的经济理性、政治理性、社会理性、生态理性

是农民理性在农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实践活动中的具象化.据农民理性理论的基本原

理,理性认知决定行动选择,行动选择决定行为结果,理性认知、行动选择与行为结果共同反映农民理

性的结构性特点.
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

所取得的全部成果,表征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既包含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

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２６].生态

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为实现民族

复兴伟大目标所做的顶层设计.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在农村场域的实践形态及其成果,是
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回应国家发展战略、践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
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伦理、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及日常生活方式、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能动性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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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可纳入农民理性理论分析框架.农民是践行农村生态文明理念的首要主体,
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他们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

所认可和秉持的秩序规则影响并支配其行为选择,符合理性人特征.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认

知是农民理性的价值取舍层面,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是农民理性的行动选择层面,农村生态

文明建设成效是农民理性的行为结果层面.价值取舍决定行动选择,行动选择决定行为结果,三者的

互动过程构成了农民理性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作用机制.本研究以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中农民

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认知、农业清洁生产方式和农民绿色生活方式、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作为测量

维度.

２．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湖北省荆门市 X镇“二村一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包括 A 村、B村在村务农人员及 C
社区兼业农民.调研地点是一典型的中部地区农村,该村共有耕地面积３２７６亩,１８个村民小组,

１６９０户村民,人口４８８９人.调研组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赴该镇,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相结合收集一手资

料.问卷调查采取入户访问法,指导被调查者填写问卷并及时修补完善,以提高调查数据的真实性.
个案访谈选择以村组干部和具有代表性的农民作为对象,共记录访谈资料１５份.本次调查共发放问

卷１９０份,回收１６２份,有效问卷１６２份,并运用SPSS１９．０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３．变量选取及测量

(１)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认知.该变量是指农民对党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政策的认

识、理解和支持情况,是农民选择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认知基础.据农民理性理论和农村生态

文明建设内涵,政策认知变量由生态自觉、法律规范熟悉度、农业补贴熟悉度３个子变量构成.生态

自觉是指农民个体自主自愿地追求生态文明建设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法律规范熟悉度是指农民对农

村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法律法规的熟悉程度.农业补贴熟悉度是指农民对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的熟悉

程度.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认知共选取１９个题项衡量(表１),其中生态自觉(B１)８个指标

(B１１－１８),法律规范熟悉度(B２)７个指标(B２１－２７),农业补贴熟悉度(B３)４个指标(B３１－３４).
表１　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认知变量选择

子变量 题项 选项赋值

生态自觉(B１)

B１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宁要绿水青山,也不要

金山银山.”您同意吗?

B１２必须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乡村,您同意吗? 完全不同意＝１;

B１３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需要村民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您同意吗? 不同意＝２;

B１４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必须实现农业清洁生产,村民绿色生活,您同意吗? 不确定＝３;
B１５必须加强农村土地管理,尤其是对耕地进行严格保护,守住１８亿亩耕地红线,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您同意吗?

同意＝４;
非常同意＝５

B１６破坏、污染生态环境的人必须接受法律惩治.您同意吗?

B１７农作物秸秆不可以在田间焚烧.您同意吗?

B１８生产、生活垃圾要进行分类处理.您同意吗?

法律规范
熟悉度(B２)

B２１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完全不知道＝１;

B２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不熟悉＝２;

B２３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一般＝３;

B２４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比较熟悉＝４;

B２５大气污染防治法 很熟悉＝５
B２６水污染防治法

B２７土壤污染防治法

农业补贴
熟悉度(B３)

B３１粮食直补 完全不知道＝１;不熟悉＝２;

B３２农作物良种推广补贴 一般＝３;

B３３农机具购置补贴 比较熟悉＝４;

B３４农资综合直接补贴 很熟悉＝５

　　(２)农业清洁生产.该变量是指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农业生产全过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统

筹兼顾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一种生产方式.农业清洁生产是农民基于个人利益综合权衡后做出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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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选择,是其生态价值期望的外在表现,涉及化肥农药使用、生产污染处理、绿色生态农业、农业机械

污染、作物灌溉及秸秆处理５个子变量.化肥农药使用是指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药化肥

使用量.生产污染处理是指对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未经合理处置的污染物的处理,如化肥包装

袋、畜禽养殖粪便污水的处理.绿色生态农业是指将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在发展农业生产、
增加农户收入的同时,实现低碳环保、绿色生产.农业机械污染是指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消费燃

料、排放废气等所造成的污染.作物灌溉及秸秆处理涉及农民使用地下水灌溉的情况及对作物秸秆

的处理方式.农业清洁生产共选取１１个题项衡量(表２),其中化肥农药使用(C１)２个指标(C１１－１２),
生产污染处理(C２)３个指标(C２１－２３),绿色生态农业(C３)３个指标(C３１－３３),农业机械污染(C４)１个指

标(C４１),作物灌溉及秸秆处理(C５)２个指标(C５１－５２).
表２　农业清洁生产变量选择

子变量 题项 选项赋值

化肥农药使用(C１)C１１您在种地时对化肥的使用 经常大量使用＝１;偶尔少量使用＝２;不确定＝３;不使用＝４;完
全不使用＝５C１２您种农作物时对农药的使用

生产污染
处理(C２)

C２１您对化肥包装袋的处理方式是
随意丢在田间地头＝１;集中起来堆放＝２;集中起来当废品卖
掉＝３;洗干净后装东西＝４;其他＝５

C２２您养殖牛羊猪等的方式是
主要用作物秸秆和玉米等杂粮喂养＝１;主要购买有快速增肥作
用的饲料喂养＝２;其他＝３

C２３您对猪牛羊鸡等的粪便污水处理方式是
直接排放到附近的沟渠里＝１;直接作为庄稼肥料＝２;作为沼气
原料＝３;其他＝４

绿色生态
农业(C３)

C３１您对发展绿色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

怎么看

完全没必要＝１;没有必要＝２;无所谓＝３;有必要＝４;很有必
要＝５

C３２您对用完的农药瓶子、药袋子、塑料薄膜

的处理方式是

随意丢在田间地头＝１;集中起来堆放＝２;集中起来当废品卖
掉＝３;其他＝４

C３３整体来讲,您村里的农业生产方式对环

境保护的影响
完全不利＝１;不利＝２;不确定＝３;有利＝４;完全有利＝５

农业机
械污染(C４)

C４１您家里农业机械(如拖拉机)年用柴油或

汽油量
非常多＝１;多＝２;一般＝３;少＝４;很少＝５

作物灌溉及
秸秆处理(C５)

C５１您对庄稼秸秆(如苞谷杆、麦秆等)的处

理方式是

完全在地里烧掉＝１;偶尔会在地里焚烧＝２;不确定＝３;不会在
地里焚烧＝４;根本不会在地里焚烧＝５

C５２您使用地下水灌溉庄稼的情况是
一直在用地下水灌溉＝１;偶尔会＝２;不确定＝３;不会＝４;从来
不会＝５

　　(３)农民绿色生活.该变量是指农民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绿色居住,选择自然、节能、环保、健康

的生活方式.包括绿色生活选择、污染来源控制、生活污染处理３个子变量.绿色生活选择是指在污

染产生之前为实现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对日常消费的选择.污染来源控制是指农村场域中农民对生

活污染源的控制.生活污染处理是指农民对日常生活产生的污染处理,如塑料袋处理和垃圾分类情

况.农民绿色生活共选取８个题项衡量(表３),绿色生活控制(D１)４个指标(D１１－１４),污染来源控制

(D２)２个指标(D２１－２２),生活污染处理(D３)２个指标(D３１－３２).
(４)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该变量是指当前农业清洁生产与农民绿色生活对农村生态环境所

产生的改变.涵盖生态保护成本、生态保护作为、生产生活评价、农村规划布局４个子变量.生态保

护成本是指为实现农业清洁生产、农民绿色生活并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所做的努力与影响.生态

保护作为是指基层政府为建设美丽乡村和保护生态环境在基础设施、科技指导、产业规划、宣传服务

等方面的工作效果.生产生活评价是指农民基于农业生产方式和自身生活方式对农村生态文明状

况的整体评价.农村规划布局是指村民居住区、农业种养区、工商业活动区等空间布局状态.农

村生态文明建设成效选取１５个题项衡量(表４),其中生态保护成本(E１)８个指标(E１１－１８),生态保

护作为(E２)２个指标(E２１－２２),生产生活评价(E３)３个指标(E３１－３３),农村规划布局(E４)２个指标

(E４１－４２).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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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农民绿色生活变量选择

子变量 题项 选项赋值

绿色生活选择
(D１)

D１１您去超市购买塑料袋的情况是
经常购买＝１;偶尔购买＝２;不确定＝３;不够买＝４;完全不够
买＝５

D１２您对绿色有机食品(不使用农药、化肥、防
腐剂和添加剂的食品)的购买情况是

完全不够买＝１;不够买＝２;不确定＝３;偶尔购买＝４;经常购
买＝５

D１３您若自己种了蔬菜,对农药的使用状况是
经常使用＝１;偶尔使用＝２;不确定＝３;不使用＝４;完全不使
用＝５

D１４你自己家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是
直接丢在附近的沟渠里＝１;丢在村里集中堆放的地方＝２;不
确定＝３;其他＝４

污染来源控制
(D２)

D２１您对买东西用过的塑料袋处理方式是
直接扔掉＝１;当购物袋或装东西重复使用＝２;当垃圾袋使
用＝３;其他＝４

D２２您家里的生活废水(如家里洗衣服的水、洗
碗水、洗澡水)的排放是

随意排放＝１;集中排放到村里的下水道＝２;浇灌花草等重复
使用＝３;不确定＝４;其他＝５

生活污染处理
(D３)

D３１您对一次性生活用品(一次性碗筷、塑料

袋、纸杯等)的使用状况是

经常大量使用＝１;偶尔少量使用＝２;不确定＝３;不使用＝４;
完全不使用＝５

D３２您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的情况是
完全不清楚怎么分直接丢掉＝１;部分垃圾能清楚地分类＝２;
不确定＝３;严格分类＝４;能够完全严格分类＝５

表４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变量选择

子变量 题项 选项赋值

生态保护成本(E１)

E１１您是否愿意接受价格高但无污染的生物

肥料?
完全不愿意＝１;不愿意＝２;不确定＝３;愿意＝４;非常
愿意＝５

E１２您是否愿意接受价格高但无污染的生物

农药?

E１３您是否愿意接受价格高但是无污染的生

物农用薄膜?

E１４您村里的绿色农业生产技术示范、指导、
推广情况是

远远不够＝１;不够＝２;一般＝３;不错＝４;很不错＝５

E１５您认为村里的农业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是

伤害很大＝１;有伤害＝２;一般＝３;无伤害＝４;完全无
伤害＝５

E１６您认为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

力是
远远不够＝１;不够＝２;一般＝３;大＝４;很大＝５

E１７您认为在生产和生活方面追求环保对自

己的影响是

完全没影响＝１;没影响＝２;不确定＝３;增加金钱开支

＝４;大大增加金钱开支＝５

E１８村里开展的环保活动(如清理垃圾等)状
况是

很少＝１;少＝２;一般＝３;大＝４;很大＝５

生态保护作为(E２)

E２１您村里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如垃圾桶

配备等)状况是
很短缺＝１;短缺＝２;一般＝３;齐全＝４;很齐全＝５

E２２您村里的污水处理设施(如排污管道等)
状况是

生产生活评价(E３)

E３１您村里的绿色农业发展状况是 远远不够＝１;不够＝２;一般＝３;大＝４;很大＝５
E３２您所在村的村民环保意识状况是 很弱＝１;弱＝２;一般＝３;强＝４;很强＝５
E３３您认为村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是

伤害很大＝１;有伤害＝２;一般＝３;无伤害＝４;完全无
伤害＝５

农村规划布局(E４)

E４１村里的村民居住区、农业种养区、工商业

活动区等空间布局状况是
很不合理＝１;不合理＝２;一般＝３;合理＝４;很合理＝５

E４２政府应该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负主要责

任,您同意吗?
完全不同意＝１;不同意＝２;不确定＝３;同意＝４;非常
同意＝５

　　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面相

　　１．调查样本分析

对比分析发现,调查样本数据与«２０１７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农村人口的主要特征一致,表明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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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被调查者在性别上男性占调查总人数的５３．１％,女性占比４６．９％,呈现男性

为主的性别特征;年龄分布上以中老年农民为主,５１~６０岁占比３８．９％,３１~５０岁３４．０％;文化程度

上以初中学历为主,占比４０．７％,初中及以下学历者６３．５％;政治面貌上普通群众占绝大多数,占比

７５．３％;职业上以在家务农者为主,占比５３．１％;家庭年毛收入集中在１~３万,占比４５．１％,３万元以

下７４．７％.

２．调查数据信度

对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以检验问卷的可靠性.一般认为探索性研究量表整体Cronbach’sα
值大于０．６则具有较好的信度.本研究问卷的 Cronbach’sα值为０．７１７,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可

信度.

３．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认知水平总体较高

(１)农民普遍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生态自觉.调查发现(表５),农民对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制定

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和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绝大多数持积极、肯定态度.无论对“两座山论”“严守

１８亿亩耕地红线”,还是秸秆焚烧和垃圾分类等相关要求和政策理念,持同意及非常同意的比例均超

过８０．０％,样本均值均超过４.说明党和国家制定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和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得到

了农村居民的高度认可,农民普遍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生态自觉,对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充满期待.
结合访谈资料判断,农村干部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注重引导和提升农民的政治理性,农民的生态自

觉集中体现了其高度的政治理性思维.

“我们这里搞沼气的少,秸秆收割完了就丢在地里烂掉,烂不掉也没得办法,现在管得

紧,一到收稻谷,村干部拿着喇叭在地里转悠,宣传不让你烧.”(CＧFＧNMＧ３①)
“现在烧秸秆几乎没有了,因为不让烧,农民也不敢烧,看到地里冒烟就有村干部去调

查,严重了会罚款,搞不好还拘留.”(CＧMＧNMＧ７)

(２)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法规和农业补贴政策熟悉度偏低.分析表明(表５),农民对国家

制定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农业补贴政策不大熟悉,仅有粮食直补(B３１)、农作物良种推广补贴

(B３２)、农机具购置补贴(B３３)三项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熟悉度超过５０．０％,且均值仅高于３．４.
对其他制度政策的熟悉程度仅２０．０％左右,样本均值未超过３.说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在法制与政

策宣传、引导农民掌握制度政策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表５　生态自觉、法律法规和农业补贴政策熟悉度

题项 样本 样本均值 比较熟悉 非常熟悉 占比/％ 题项 样本 样本均值 同意 非常同意 占比/％
B２１ １６２ ２．９２ ３２ １１ ２６．５ B１１ １６２ ４．０９ ６８ ６５ ８２．１
B２２ １６２ ２．７７ ２４ ５ １７．９ B１２ １６２ ４．３９ ８５ ７１ ９６．３
B２３ １６２ ２．７６ ２８ ７ ２１．６ B１３ １６２ ４．３８ ８３ ７１ ９５．０
B２４ １６２ ２．８５ ２６ １４ ２４．７ B１４ １６２ ４．３１ ９１ ６３ ９５．１
B２５ １６２ ２．７６ ２９ ６ ２１．６ B１５ １６２ ４．３４ ９３ ６３ ９６．３
B２６ １６２ ２．６８ ２０ １２ １９．８ B１６ １６２ ４．３５ ７４ ７４ ９１．４
B２７ １６２ ２．５９ ２７ ６ ２０．４ B１７ １６２ ４．３１ ７３ ７４ ９０．７
B３１ １６２ ３．８７ ９７ ３１ ７９．０ B１８ １６２ ４．２０ １０１ ４９ ９２．６
B３２ １６２ ３．４３ ６６ ２１ ５３．７
B３３ １６２ ３．４５ ６９ ２１ ５５．６
B３４ １６２ ３．１２ ４０ ２３ ３８．９

　　４．农业清洁生产并不理想

(１)农业生产中对化肥、农药的使用不利于实现清洁生产.统计发现,种地时经常大量使用化肥

的占比４３．２％;种农作物时经常大量使用农药的比例为３３．３％;对自己食用的蔬菜选择经常使用农药

２２１

① 此为被访者编号:“A”指 A村,“B”指B村,“C”指C社区,“F”指女性,“M”指男性,“NM”指农民,“NMG”指农民工,“CGB”指村

干部,“JS”指教师,“GTSY”指个体私营企业主.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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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仅为１１．１％.结合访谈资料分析,农民在化肥农药的施用上遵循投入－产出比较的经济理性

思维,化肥和农药的大量投入成为实现清洁生产的难点.

“哪有种田不用化肥的,农药也要打,不然哪有收成.”(AＧFＧGTSYＧ１)
“没有你说的生态农业,就一个虾稻养殖,也是别人来我们这里承包养殖的,不是每一家

都有.”(AＧMＧNMＧ２)
“使用量大啊! 种地不用肥料怎么行,那还有什么收成? 现在用复合肥多一点,农药一

般到了虫害季节都会用,我也不想花钱用,投资又大,不然怎么搞,靠天收?”(AＧMＧNMＧ４)

(２)农民对生产污染的处理具有消极诱导效应.分析显示,将猪、牛、羊、鸡等粪便污水直接排放

到附近沟渠里的占９．３％.尽管占比不高,但上述行为具有消极诱导效应,由于零成本排放,容易形成

惯习,污染水体、土壤、空气等,侵蚀生态公共产品.
(３)绿色生态农业发展不足.被调查者认为发展绿色种植养殖和农产品有必要的占９２．６％;将用

完的农药瓶子袋子、塑料薄膜随意丢在田间地头的占１７．３％;认为当前农业生产方式对环境保护有消

极作用的占１５．４％.在生态农业模式尚未普遍推广、示范引导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的背景下,受经济理

性驱使,农民依然偏向于粗放型、简单化的农业生产方式.
(４)农业机械使用对空气的污染仍然存在.被调查者认为自家农业机械年用柴油或汽油量较多

的比例为１９．２％.当前农用机械所用燃料仍以柴油或汽油为主,排放尾气直接污染空气.
(５)作物灌溉及秸秆处理不够科学.分析发现,使用地下水灌溉庄稼的占４６．３％;选择在地里焚

烧庄稼秸秆(如苞谷杆、麦秆等)的占１２．４％.大量使用地下水灌溉农作物容易耗费地下水源,作物秸

秆焚烧必然产生大气污染.

５．农民绿色生活方式有待改善

(１)农民在生活选择上倾向于绿色环保.调查显示,去超市经常购买塑料袋的占１９．１％;经常购

买绿色有机食品的占１３．６％;对自己食用的蔬菜选择经常使用农药的比例为１１．１％;在生活垃圾的处

理上,直接丢在附近沟渠的占１３．０％.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选择整体上趋向于绿色环保,但对于当下

存在的不合理消费行为必须加强引导和规范.
(２)农民对污染源的控制不利于构建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塑料袋的处理上,直接扔掉的占

１０．５％;家庭生活废水随意排放的占２８．４％.调研发现,村庄的固定垃圾堆放点有明显的焚烧痕迹,
部分距堆放点较远的农民选择在自家宅院焚烧垃圾,宅院内多以小型盆栽植物和花卉作为点缀.可

见农民基于合作互助利他公共精神与社会理性并未充分成长起来,农村环境治理仍需加强.

“没有分类,都是自己倒进垃圾棚子,直接在垃圾棚子里烧掉,以后可能会分类,前提是

要把垃圾处理设施建起来.”(AＧMＧJSＧ１)
“自己焚烧这种行为村委会表示不允许,但是也不反对,没有罚款这一说.”(CＧFＧNMＧ３)

“蛇皮袋装着,自己烧,自己住的地方离垃圾池比较远.”(CＧMＧNMＧ７)

(３)农民对生活污染的处理不够合理.选择经常大量使用一次性生活用品(一次性碗筷、塑料袋、
纸杯等)的占６．２％;生活垃圾分类上,能完全严格分类的占４．９％,完全不清楚怎么分类而直接丢掉的

占１９．８％.就垃圾分类的认知水平而言,大部分农民目前还处于能否作为废品卖掉的工具理性阶段,
远未上升至无害化处理的价值理性层面.

(４)农民对生活能源的选择不够环保.电能是主要生活能源,占被调查者的７２．８％,煤气或液化

石油气占６２．３％,木柴、秸秆作为柴火的比例为４８．１％,太阳能使用比例达４１．４％.反映出农村生活

能源的选择呈现出“电＋气＋柴＋太阳能”的“四结合”趋势,柴火能源显然容易造成大气污染.出行

工具选择上,摩托车是主要交通工具,占被调查者的４７．５％,拖拉机等农用车３８．３％,自行车２９．０％,
小轿车１９．８％,电动车２１．０％.上述出行工具除自行车、电动车外,其余均以使用化石能源为主,消耗

资源,污染环境.当前农民对生活能源的选择主要基于收入水平进行经济理性考虑,还未呈现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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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保偏好.

６．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尚不明显

(１)生态保护成本超过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对使用价格高、无污染的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生物农

膜持支持态度的比例分别为７７．２％、７７．８％和７６．６％;对绿色农业生产技术示范、指导、推广情况表示

认可的仅占１６．１％.认为村里的农业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存在伤害的比例为３４．６％(“伤害很大”及
“有伤害”),没有伤害的为２４．７％(“无伤害”及“完全无伤害”).认为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努力比

较理想的仅占１９．１％,在生产和生活方面追求环保和绿色消费会增加自己金钱开支的比例为５４．３％,
村里环保活动开展少的比例为５０．６％.农民对于绿色农资消费及农技推广的认可与支持态度受其经

济理性指引,既定的经济支付成本与预期生态收益回报相比,他们大多认为自身经济承受力有限.
(２)生态保护力度需要加强.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配备上,认为缺乏的比例为４０．７％;污水处理设

施的配备方面,认为缺乏的占比５０．０％.表明绿色农业生产、清洁生活的废弃物处理设施配备率偏

低,不利于农村环境保护.
(３)农民对当前生产生活的生态性评价低.针对绿色农业发展状况,仅１１．１％的被访者表示认

可;认为村民环保意识强的占比２１．６％;村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存在伤害的比例为３８．３％
(“伤害很大”及“有伤害”),没有伤害的为２２．２％(“无伤害”及“完全无伤害”),可见当下农民的生态期

望并未有效满足.
(４)农村规划布局不够合理.从对基层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努力的评价来看,期望政府对生态文明

建设负主要责任的占９２．６％;认为村民居住区、农业种养区、商业活动区空间布局合理的仅占１６．７％.
这反映出基层政府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上投入不足,农村规划布局合理性不够.

　　三、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效应分析

　　１．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变量的因子分析

表６Ｇ１　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政策

认知的因子分析

题项

成分

生态
自觉

法律规范
熟悉度

农业补贴
熟悉度

B１１ ０．４５７
B１２ ０．７６７
B１３ ０．８３６
B１４ ０．７７８
B１５ ０．８０９
B１６ ０．６９９
B１７ ０．５２５
B１８ ０．４２７
B２１ ０．７４８
B２２ ０．８１６
B２３ ０．８０２
B２４ ０．８１１
B２５ ０．７７９
B２６ ０．８２４
B２７ ０．８０８
B３１ ０．５９８
B３２ ０．６９８
B３３ ０．７９７
B３４ ０．６８０

(１)农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认知的因子分析.对农

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认知３个子变量的调查数据进行

Bartlett球体检验的KMO抽样适度测量值为０．８１２,近
似卡方值为 １５１８．６７１,自由度为 １７１,显著性水平

sig．＜０．０１,适合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

最大旋转法从１９个指标中抽取生态自觉、法律规范熟

悉度、农业补贴熟悉度３个因子(表６Ｇ１).这些因子的

方差贡献率分别为２５．８６１％、２０．０７５％、１２．０６３％,累积

方差贡献率为５７．９９９％,因子载荷较高,解释效果较好.
(２)农业清洁生产的因子分析.对农业清洁生产的

５个子变量调查数据进行Bartlett球体检验的 KMO抽

样适度测量值为０．５２５,近似卡方值为２０４．２８１,自由度

为５５,显著性水平sig．＜０．０１,适合因子分析.运用主

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旋转法从１１个指标中抽取化肥

农药使用、生产污染处理、绿色生态农业、农业机械污

染、作物灌溉及秸秆处理５个因子(表６Ｇ２).这些因子

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１８．２７０％、１４．１３２％、１２．０４７％、

１０．４４０％、１０．０３９％,累积方差贡献率为６４．９２８％,因子

载荷较高,解释效果较好.
(３)农民绿色生活的因子分析.对农民绿色生活的３个子变量调查数据进行Bartlett球体检验

的 KMO抽样适度测量值为０．５３３,近似卡方值为６１．５３０,自由度为２８,显著性水平sig．＜０．０１,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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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Ｇ２　农业清洁生产的因子分析

题项

成分

化肥农
药使用

生产污
染处理

绿色生
态农业

农业机
械污染

作物灌溉
及秸秆处理

C１１ ０．８００
C１２ ０．８２４
C２１ ０．４７７
C２２ ０．５６６
C２３ ０．６８１
C３１ ０．５５０
C３２ ０．３７７
C３３ ０．６１０
C４１ ０．７２０
C５１ ０．６５０
C５２ ０．４６８

表６Ｇ３　农民绿色生活的因子分析

题项
成分

绿色生活选择 污染来源控制 生活污染处理

D１１ ０．３３２
D１２ ０．６４７
D１３ ０．５９７
D１４ ０．７４７
D２１ ０．６９１
D２２ ０．７２７
D３１ ０．７６３
D３２ ０．５３６

表６Ｇ４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因子分析

题项

成分

生态保护
成本

生态保护
作为

生产生活
评价

农村规划
布局

E１１ ０．７０１
E１２ ０．６８６
E１３ ０．７３４
E１４ ０．６１３
E１５ ０．２５０
E１６ ０．３９３
E１７ ０．５６６
E１８ ０．４１８
E２１ ０．５０１
E２２ ０．５６０
E３１ ０．５２７
E３２ ０．４３６
E３３ ０．４８１
E４１ ０．５１０
E４２ ０．３０１

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旋转法从８
个指标中抽取绿色生活选择、污染来源控制、生活污染

处理３个因子(见表６Ｇ３).这些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

为１９．７４０％、１６．８５９％、１３．８４５％,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５０．４４４％,因子载荷较高,解释效果较好.
(４)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因子分析.对农村生

态文明建设成效的４个子变量调查数据进行 Bartlett
球体检验的 KMO抽样适度测量值为０．７１３,近似卡方

值为７７６．３３４,自由度为１０５,显著性水平sig．＜０．０１,适
合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方差最大旋转法从

１５个指标中抽取生态保护成本、生态保护作为、生产生

活评价、农村规划布局４个因子(见表６Ｇ４).这些因子

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２３．３５０％、１５．６１８％、９．７３９％、

７．５１４％,累积方差贡献率为５６．２２０％,因子载荷较高,
解释效果较好.

２．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变量的相关分析

(１)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认知与农民绿色生

活正相关.相关性检验Person系数为０．２６５,政策认知

与绿色生活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７).在农村

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农民的政策认知水平与绿色生活

方式的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制约.认知决定行动,政策

认知是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思想基础,绿色生活方式的

构建为强化政策认知提供实践支持.
(２)农业清洁生产与农民绿色生活正相关.相关性

检验Person系数为０．３４２,农业清洁生产与农民绿色生

活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７).生产方式与生活

方式是农民理性的具体展现,农村生态文明问题往往在

生产和生活方面表现最为突出,且是建设重点.实践证

明,农业清洁生产有助于农民绿色生活方式构建,农民

绿色生活方式构建助推农业生产走上低碳环保之路.
(３)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认知与建设成效正

相关.相关性检验Person系数为０．３６７,表明政策认知

与建设成效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７).提高农

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认知水平有助于改善农村生

态文明建设成效,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逐步改善,
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认知水平亦日渐提升.

(４)农业清洁生产与建设成效正相关.相关性检验表明,Person系数为０．２３６,农业清洁生产与

建设成效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７).当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农业生产方式密切

相关.由于特殊国情,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处于粗放型发展模式,农民在经济理性驱使下,化学农资的大

量施用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了累积性负面影响,农业向清洁生产转型是建设农村生态文明的根本出路.
(５)农民绿色生活与建设成效呈正相关.相关性检验Person系数为０．３０５,农民绿色生活与建设

成效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７).绿色生活倡导农民开展低碳生活实践,包括生物能源使用、污
染来源控制、生活污染处理等,均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直接相关,农民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必将有力

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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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政策认知 农业清洁生产 农民绿色生活 建设成效

政策认知
Pearson相关性 １ ０．００２ ０．２６５∗∗ ０．３６７∗∗

显著性(双侧) ０．９８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农业清洁生产
Pearson相关性 ０．００２ １ ０．３４２∗∗ ０．２３６∗∗

显著性(双侧) ０．９８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农民绿色生活
Pearson相关性 ０．２６５∗∗ ０．３４２∗∗ １ ０．３０５∗∗

显著性(双侧)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建设成效
Pearson相关性 ０．３６７∗∗ ０．２３６∗∗ ０．３０５∗∗ １
显著性(双侧)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注:∗∗ 表示在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四、结论与建议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从农民

理性的视角考察,农民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主体,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与农民日常行为所坚持的

取舍原则、选择依据密切相关,一定意义上是农民理性逻辑的显化反映.实证研究表明,当前农民对

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认知水平总体较高,农业清洁生产并不理想,农民绿色生活有待改善,农村生态

文明建设成效不明显;政策认知、清洁生产分别与绿色生活正相关,政策认知、清洁生产、绿色生活各

与建设成效正相关.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显著提高建设成效,客观需要遵循农民理性逻辑,着力

构建和形成农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认知、农业清洁生产、农民绿色生活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１．提升农民生态文明政策认知水平,形成生态意识行为自觉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源于基层党委、政府、村民个人、社会组织等多种参与主体的生态

自觉,决定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责任担当、认知态度和价值判断.农民生态意识行为自觉的提升是

重视生态环境、追求生态质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必然结果.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

的领导核心,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应积极宣传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组织、
动员农民群众转变农业生产和自身生活方式,走清洁生产、绿色生活的发展之路,建设美丽乡村.通

过组织专家讲座、网络学习、集中讨论、专题培训等多种形式,开展生态文明理念教育、生态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宣传、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政策宣讲,充分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理性水平和生态意识自觉,
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领导和组织动员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让农

民群众切身感受到生态环境改善后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形成清洁生产、绿色生活行动自觉,为建设美

丽乡村奠定牢靠的思想基础.

２．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进农业清洁生产进程

农业清洁生产涉及农业生产模式转型,是生态农业建设的有效途径,是发展绿色经济的客观要

求.推进农业清洁生产,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生产模式转型,需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重点,引导农民生态理性诉求成长,全面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更好发挥政

府职能.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化肥、农药等化学农资生产和施用监管,鼓励支持生物农资推广应用;
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计划,利用多种渠道促进低碳、绿色、优质、高效、安全农业技术成果传播和示

范推广,让农民群众充分掌握现代农业发展规律,摒弃简单的经济理性思维,积极发展生态农业,促进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３．发展农村绿色文化,培育农民绿色生活方式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有绿色文化支持,充分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客观需要建立农村绿

色文化发展体制机制,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农民群众的生态伦理观念培育和生态宜居乡村内涵宣

传教育,营造绿色文化氛围,开展富有特色的文明创建活动,引导农民群众兼顾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
注重低碳环保、绿色生活.在基层政府的组织安排下,针对农民日常生活消费开展“生态文明模范个

人”、“生态文明模范家庭”等评选,带领村民参与绿色生活公共设施创建,发挥村规民约的积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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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农民群众养成使用绿色能源、分类处理垃圾、选择低碳出行等绿色生活习惯,逐步培育健康安全

的绿色生活方式.

４．创新政府管理体制,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良好格局

当前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缺少系统化的顶层设计、制度安排和战略部署.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相应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逐步建立,建设美丽乡

村、乡村振兴战略等行动计划启动实施.农村基层政府应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将农村生态文

明建设纳入乡村振兴范畴,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制度性供给,确保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如期实现乡村振兴“三步走”战略目标.必须坚持发展以人民为中

心,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科学制定乡村振兴规划,建立基层干部环境保护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制

度,确保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工作落地落细落实.建立农民群众农村环境治理参与机制,支持民间

环境保护组织规范有序发展,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农民主体、社会协同、法治保障的农村生态文

明建设良好格局,为提高建设成效、建成美丽乡村提供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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