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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绿色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和动力支撑,农户的有效参与是推

行绿色发展的内在动力.基于改进的计划行为理论和浙江、河南２６个行政村的５９２份农户

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 Bootstrap方法,分别考察农村绿色发展中农户行为意愿、
文化认同在认知与行为响应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

行为控制共同作用于行为意愿和文化认同,进而转化为行为响应,其中文化认同表现出更强

的特定中介效应;农户的行为意愿和文化认同在认知对行为响应的影响关系中起链式中介

作用,但存在一定的遮蔽效应;主观规范对文化认同和行为意愿的正向作用最强,行为控制

对行为意愿有负向作用.为引导农户积极主动参与农村绿色发展,应在强化政策实施形成

示范作用的同时注重提升宣传效应,引导农村集体成员在多元社会情境中重获安全感和归

属感,改善农户参与农村绿色发展的行为条件,降低行为能力的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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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是破解农村资源环境约束的关键,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和动力支撑.在城乡二

元发展的过程中,农村既作为城市快速发展所需资源的补给地,又变成了城市废弃物的“消化之

所”[１],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虽大幅提升,但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农村生态环境累积问题日益凸显.与此

同时,随着人地关系的逐渐解体,农村传统文化正经历外部冲击和内部变革的双重影响.２０１８年«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要求,要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发展的新格局,同时提出繁荣兴盛农村文化.脱贫攻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

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全面铺开,以此破解农村发展困局.乡村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地方政府作为建

构主体替代了理应作为乡村建设主体的农民而作出诸多决策[２],农民主体意识被消解,其价值观念并

未从根本上转变,导致农民主动参与农村绿色发展的积极性较低.因此,只有通过改善人的价值观念

并将其转化为行为响应才能从根本上推动绿色发展[３].
近年来,农户生态环境认知、意愿、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传统观点

认为认知的提升必然会有合理的期望行为[４],有研究表明农户的环境认知水平较差,且影响因素复

杂[５Ｇ６],而农户的认知与其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７Ｇ８].另有学者的研究表明部分地区的农户对生

态环境的认知水平虽高,但行为响应程度较差[９],认知的提升并不必然导致行为响应,风险感知、资源

禀赋、农户分化、环境素养等对农户的生态环境保护行为有明显的影响[１０Ｇ１３],畅倩等引入中介效应和

调节效应的概念,分别解释了非农就业与农户生态行为关系中农业生产经营特征、家庭生命周期的中

介作用和调节效应[１４].为定量研究农户认知与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一部分学者采用计量回归分析

方法来研究农户认知对行为的影响,如侯林岐等利用 Logistics模型的研究表明,农户的生态污染认



知对农户地膜回收、资源化处理等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农户对生态保护成本认知的强化会降低

其生态行为意愿[１５].这与郭利京等的研究结论一致[１６],农户的认知与实践意愿或行为存在背离,表
现为认知冲突,即对同一事物的积极和消极评价同时存在,当二者超过一定强度时便会产生冲突[５],
负面信息对农户的生态保护行为影响更为显著,这也是生物农药推广中出现的“叫好不叫座”的重要

原因[１７].不过计量回归分析方法难以显示多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直接和间接的相互关系,而结构

方程模型(SEM)能够同时检验潜在变量、观测变量和误差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多元

分析形式,已逐渐应用于农户认知与生态保护行为的一致性检验[１８Ｇ２０].
综上所述,在农户生态保护认知与行为的演变逻辑中,低认知低行为与高认知低行为问题并存,

农村绿色发展的呼声较高但实际行动仍不足.此外,城乡关系从对立走向融合的过程中,乡村文化经

历了衰落、变异到自觉的变迁[２１],乡村文化作为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具有重要的社会治理功

能[２２],不过在现代化、市场化和网络化的裹挟下,传统乡土文化陷入认同危机[２３].由此,本文基于计

划行为理论,引入文化认同这一中介变量,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农村绿色发展中农户认知向行为

响应演变的逻辑,以期为相关部门有效引导农户主动参与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一、理论分析

　　１．农户对农村绿色发展的认知

计划行为理论中的个体认知主要由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表征,这三者之间既相互

独立,又两两相关[２４].①行为态度是个体对执行某特定行为的偏好程度评估[２５].本文中行为态度

是指农户对农村绿色发展的预期效益、认可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态度,主要从两个维度出发,一是生

产生活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认知,其中垃圾和污水治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方向,化肥农药

的过量使用则被认为是造成水环境恶化、土壤污染等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原因[９,２６Ｇ２７],是农业绿色转

型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故研究以垃圾投放、污水处理和施肥用药选择等作为可观测变量进行判断;二
是对农村绿色发展本身的认可程度,如推行绿色发展对农村的影响程度评价、以实际行动支持农村绿

色发展的态度.②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决策是否执行某项特定行为时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反映了个

体对重要他人或团体观点和行动的感知[２５],可以分为指令性规范和示范性规范[２８].农村绿色发展

中农户的主观规范可以理解为来自本村内的约束和外环境压力,其中,指令性规范主要为村内是否开

展人居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卫生厕所普及程度、污水管网配备程度和垃圾站点设置的远近程度;示范

性规范主要是农户对本村居住环境满意程度的评价及其与城市相比的差距程度认知,当农户能认识

到本村居住环境与城市的差距时,便会形成示范效应.③感知行为控制指个体感知到执行某特定行

为的难易程度和可控能力,包括感知难度和控制信念[２５].研究中的感知难度是指农户对参与农村绿

色发展难易程度的判断,具体表现为农户对村内基础设施约束性判断,除自来水、公路等基础性设施

外,互联网和物流服务等日益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必备要素,故将其纳入约束性判断指标,农
户认为外部条件约束性越低,其参与农村绿色发展的感知难度也就越小,其行为控制能力越强;控制

信念是农户对于参与农村绿色发展获得补偿的自信程度.

２．行为意愿的中介作用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是决定行为意愿的３个主要变量,个体

行为态度越积极、重要他人支持程度越高、感知行为控制能力越强,行为意愿就越强[２９].行为意愿是

个体愿意参与某项特定行为的动机强度,理论上来说,农户的参与意愿越强,越有可能采取实际行动.
研究中的行为意愿具体表现为农户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支付意愿、生态环境保护行为损失的承

受能力,若农户认为自己承担支付费用或损失成本的能力越高,就表明其参与农村绿色发展的意愿越

强烈.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H１:行为意愿在农户个体认知到行为响应的路径中起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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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文化认同的中介作用

文化认同是指个体之间或个体同群体之间共同文化的确认,其核心是价值和价值观的认同[３０].
文化认同理论认为,当个体处于不同生活环境或者更大的社会情境时,其行为态度、价值意识会与其

所处环境不断磨合、碰撞,促使个体重新做出文化态度决策和自我定位,进而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文

化认同,最终达到对个体行为的适应性调整[３１].本文认为,在城乡文化交互、农村自身转型发展的过

程中,个体认知可以通过文化认同的中介作用,对个体行为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研究中的文化认同

表现为对当地传统文化的自信、重视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集体归属感.当农户个体认知在复杂情境

中进行磨合调整后,农户会重新调整文化态度决策及其在农村集体中的自我定位;当农户对农村绿色

发展的积极认知程度越高时,将会促进农户正向评价当地传统文化并增强其集体归属感,进而强化农

户对当地传统文化的认同.农户对当地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越强,个体越容易将群体的概念整合进自

我概念中,并站在整体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从而增强个体的自觉行为投入,致力于群体目标的实现.
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H２:农户对农村绿色发展的积极认知会通过文化认同的中介作用,对行为响应产生间接的积极

影响.
行为意愿向行为响应的转化是行为的执行阶段,已有研究表明,行为意愿的确能够增强个体采取

特定行为的强度,但并不一定会成功转化为行为响应[３２],行为意愿与行为响应之间可能存在中介变

量[２９].意愿仅表达了对特定行为的意向,当这种意向投射至认同时,才有可能促使个体采取实际行

动.本文中农户支付意愿和承受损失的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农村绿色发展的意向,当这种参

与意向正向作用于当地传统文化的认同时,文化认同对行为意愿向行为响应转化就起到了间接的促

进作用.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H３:行为意愿会通过文化认同的中介作用对行为响应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
基于以上理论基础和假说,构建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理论框架和假说模型

　　二、模型构建、数据与变量选择

　　１．模型构建

农村绿色发展中农户认知、文化认同等难以直接测量,且研究涉及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均包

含多个指标,传统的计量回归方法不再适用于本文提出的假说模型分析.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modeling,SEM)则能够处理难以直接观测的潜变量,可同时处理多个解释变量,允许解释变

量与被解释变量存在测量误差,且能同时测量、估计因子结构与因子关系[３３].为此,本文选择SEM
展开农村绿色发展中农户认知对行为响应的作用机制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测量模型,反映潜变量和可观测变量之间的关系;二是结构模

型,反映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主要由３个矩阵方程式构成:

η＝Βη＋Γξ＋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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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Λyη＋ε (２)

X＝Λxξ＋σ (３)
式(１)为结构方程,界定潜在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式(２)和式(３)是测量方程,用于界定潜在变量

与观测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η为内生潜变量,ξ为外生潜变量.本文中的行为响应、行为意愿和文

化认同为外生潜变量,个体认知(包括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为内生潜变量;Β、Γ 分别

为内生潜变量、外生潜变量系数矩阵,ζ表示未能解释的部分;Y、X 分别为内生潜变量η、外生潜变量

ξ的观测变量向量;Λx、Λy 分别为外生潜变量、内生潜变量与其观测变量的关联系数矩阵,σ、ε均表

示残差项.

２．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自２０１８年７—８月在浙江和河南开展的实地入户调查,综合考虑研究区域各市县农

村绿色发展、人居环境治理和人口分布等情况,选取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和开化县、湖州市德清县和

安吉县,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和林州市、新乡市红旗区和新乡县,涵盖２省４市８县２６个行政村.采

取分层和随机抽样结合的方式,确保每个样本村随机选取至少２０个农户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式问卷调

查,共获取５９２份有效问卷(其中河南３３１份,浙江２６１份).

３．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结合理论部分的模型设定,共设置６个潜变量,即行为响应、行为意愿、文化认同、行为态度、主观

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在借鉴已有研究和专家建议的基础上设置测量指标.测量时采用量表和非量

表结合的方式,量表指标主要采用５级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非量表问题则参考方福前等的方法按照

选项的差异进行赋值[３４].在模型拟合过程中,发现个别指标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小于０．１,如农村生态

环境保护行为进行补偿的必要性、知道哪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补偿、认为耕地肥力不足时的处理方

式、认为是否有必要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等指标,为遵循模型构建规则并增强模型的可解释性予以

剔除.最终确定的各变量、题项、赋值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１所示.
表１　潜变量、观测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潜变量 观测变量及赋值 代码 均值 标准差

行为
响应

生活垃圾是否放在规定垃圾站点 否＝０;是＝１ BR１ ０．７４７ ０．４３５
生活污水是否排入污水池集中处理 否＝０;是＝１ BR２ ０．３８９ ０．４８８
实际操作中耕地肥力不足时的处理方式 化肥＝１;农家肥＝２;耕地休养＝３;绿肥作物＝４ BR３ １．４３６ ０．７４９
看到村里其他人的环境破坏行为是否会制止 不管＝１;劝导＝２;制止＝３ BR４ ２．１５５ ０．８０４

行为
意愿

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支付意愿 ０＝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４００]＝２;
(４００,６００]＝３;(６００,８００]＝４;(８００,１０００]＝５;１０００以上＝６

BI１ ２．２６７ ２．１１０

生态环境保护行为能承受的最大损失 与BI１ 赋值相同 BI２ ２．４２４ ２．２３８

文化
认同

认为乡村传统文化能否传承下去 不能＝０;能＝１ TC１ ０．７９６ ０．４０４
作为村里的一员,是否感到自豪 否＝０;是＝１ TC２ ０．６５９ ０．４７５
对孩子长幼尊卑秩序教育的重视程度 ５级量表,完全不重视＝１;非常重视＝５ TC３ ４．３１８ ０．６７６
传统文化对村民的影响程度 ５级量表,几乎没有＝１;非常大＝５ TC４ ２．８７５ １．０５４

行为
态度

认为施用化肥是否会污染环境 不会＝１;不知道＝２;会＝３ ATT１ ２．３２６ ０．８９８
认为喷洒农药是否会污染环境 不会＝１;不知道＝２;会＝３ ATT２ ２．７５０ ０．６２８
认为秸秆燃烧行为对农村空气环境的影响程度 ５级量表,几乎没有＝１;非常大＝５ ATT３ ４．２６５ ０．８１８
认为随意丢弃农药包装物会对农村资源环境的影响程度 与ATT３ 赋值相同 ATT４ ４．１１８ ０．８９３
认为推行农村绿色发展对村里的影响程度 与ATT３ 赋值相同 ATT５ ３．５５７ １．００６
以实际行动支持农村绿色发展态度 不支持＝１;有条件支持＝２;无条件支持＝３ ATT６ ２．５４１ ０．５８０

主观
规范

认为现在的居住环境与城市相比的差距程度 ５级量表,几乎没有＝１;非常大＝５ SN１ ２．５９１ １．１４２
规定的垃圾点离农户的远近程度 ５级量表,非常远＝１;非常近＝５ SN２ ３．９１９ １．２０６
村里的卫生厕所普及程度 还没普及＝１;普及了少部分＝２;基本普及＝３;全部普及＝４ SN３ ２．２３５ １．２８１
村里污水管网设施配备程度 ５级量表,完全不够用＝１;完全够用＝５ SN４ ２．７０３ １．４３９
村里是否已经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治理工作 否＝０;是＝１ SN５ ０．９３９ ０．２３９
对目前居住环境的满意程度 ５级量表,非常不满意＝１;非常满意＝５ SN６ ３．６０１ ０．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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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表１　潜变量、观测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潜变量 观测变量及赋值 代码 均值 标准差

行为
控制

对村里自来水的约束性判断 ５级量表,约束性非常强＝１;非常低＝５ PBC１ ３．６１８ １．４５１
对村里路灯的约束性判断 ５级量表,约束性非常强＝１;非常低＝５ PBC２ ４．０３４ １．０４８
对村里互联网的约束性判断 ５级量表,约束性非常强＝１;非常低＝５ PBC３ ３．８１３ １．１０１
对村里物流站点的约束性判断 ５级量表,约束性非常强＝１;非常低＝５ PBC４ ３．４０７ １．４５９
对村里文化站的约束性判断 ５级量表,约束性非常强＝１;非常低＝５ PBC５ ２．７０６ １．６５４
对村里小广场的约束性判断 ５级量表,约束性非常强＝１;非常低＝５ PBC６ ３．２２１ １．５１９
对村里道路硬化的约束性判断 ５级量表,约束性非常强＝１;非常低＝５ PBC７ ３．８７３ １．１２８

　　４．信度和效度检验

在SPSS１６．０中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信度检验包括对整体信度和潜变量信度的检验,对５９２
份问卷整体指标进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Cronbach’sα值为０．８０８,如表２所示,潜变量的Cronbach’

sα值在０．４７６~０．８２２之间,问卷的信度质量较高,组合信度在０．６６７~０．８６４之间,均大于０．６,说明

潜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良好.
表２　潜变量的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

潜变量 Cronbach’sα CR AVE KMO 近似卡方 Sig．
行为态度 ０．５５８ ０．８６４ ０．５５０ ０．６５７ ３０１．３２１ ０．０００
主观规范 ０．６８９ ０．８２８ ０．５００ ０．７５６ ７４８．８１１ ０．０００
行为控制 ０．７６１ ０．８５６ ０．４８２ ０．７８１ １００８．９５４ ０．０００
文化认同 ０．４７６ ０．７８８ ０．５００ ０．６００ １０６．５１１ ０．０００
行为意愿 ０．８２２ ０．６６７ ０．５００ ０．５００ ３９５．８０９ ０．０００
行为响应 ０．４７６ ０．７９０ ０．５００ ０．６１９ １３１．７４８ ０．０００

　注:Cronbach’sα为潜变量的信度系数,CR 为组合信度,AVE 为平均方差抽取量,KMO 为潜变量的 KaiserＧMeyerＧOlkin度量值,

近似卡方和Sig．为潜变量的Bartlett’s球形检验结果,Sig．代表显著性水平.

　　采用 KMO和Bartlett’s球形检验进行效度分析,结果显示整体指标 KMO 统计量的值为０．８３９
大于０．７的标准,Bartlett’s球形检验值等于４４３０．３３８,在自由度为４０６的条件下达到显著性水平;各
潜变量 KMO统计量的值均大于或等于０．５,各潜变量的Bartlett’s球形检验值均达到显著性水平,
说明各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间存在显著差异并且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此外对各潜变量的平均方差抽

取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均接近或大于０．５的标准,说明收敛效度较好.

５．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优度评价

研究以 AMOS２４．０软件作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工具,对原假设模型进行拟合.观测变量标准

化系数绝对值在０．１１６~０．８６１之间,没有大于０．９５的值存在,误差方差在０．０５２~０．７４１之间,不存在

负的方差,说明模型通过“违反估计”检验.同时根据修正指标值(MI 值)和估计参数改变量(Par
Change)关系进行修饰,对MI＞２０且ParChange＞０．１的关系进行分析,并根据指标之间的实际关

联性,在e１ 与e２、e７ 与e１６、e１２与e１４、e１４与e１９、e１５与e１６、e１７与e１８之间建立联系,模型拟合度有较大改

善,如表３所示,修正后的模型较初始模型有较大改进.
表３　模型适配度检验的主要指标

适配度
绝对适配指数

X２/df RMSEA RMR
增值适配指数

GFI NFI CFI
简约适配指数

PGFI PNFI
初始模型 ３．１６５ ０．０６４ ０．０８３ ０．８５２ ０．７１３ ０．７８２ ０．７１４ ０．６４１
修正模型 ２．８７４ ０．０５６ ０．０７６ ０．８８２ ０．７７１ ０．８３６ ０．７２８ ０．６８２
判断值 ＜３．００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５０ ＞０．９００ ＞０．９００ ＞０．９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５００

　　三、结果与分析

　　１．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

采用SEM 对所构建的农村绿色发展中个体认知对行为响应作用机制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通
过 AMOS２４．０软件对全部样本计算得到所有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估计结果(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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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 、∗∗∗ 分别表示在５％、１％、０．１％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a表示观测变量的载荷为预设固定参数.

图２　模型标准化系数估计结果

　　(１)就个体认知对行为意愿的影响而言,主观规范对行为意愿的正向影响最强.主观规范的６个

观测变量中SN３ 和SN４ 的因子载荷值均达到０．８００以上,即村里的卫生厕所普及程度和污水管网

设施配备程度对主观规范的提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可能与目前农村普遍推进的“厕所革命”和污

水治理专项行动有关,当农户能够感受到这些行动可以改善生活条件时,农户更愿意改变个人行为习

惯并积极参与.行为态度对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弱于主观规范,当农户能够认识到生产生

活行为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时,其参与改变现状的态度就会越积极,参与意愿也会得到加强;农户

对农村绿色发展带来的正面影响态度越积极,越有利于提升其参与意愿.行为控制对行为意愿有显

著的负向影响,与计划行为理论假说并不一致,可能原因是当农户感知到基础设施的约束性较低时,
会产生心理依赖和自我满足,在未改变农户内在价值观的前提下,反而降低了其主动参与绿色发展的

意愿.
(２)从个体认知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主观规范与行为控制有强烈的共变关系.当农户感受到内

外部规范性对生活环境起到的积极作用时,更容易营造良好的生活氛围,从个人感知上提升了其对村

内基础设施的低约束性判断,进而增强了感知行为控制能力;反过来,农户感知行为控制能力较强时,
进一步加强其对指令性规范的肯定.行为态度与感知行为控制之间有显著的相互作用,但弱于主观

规范与行为控制之间的关系.主观规范与行为态度的共变关系最弱,这也反映了当前地方政府虽采

取积极政策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却存在建构主体替代了理应作为乡村建设主体的农民实施决策的普

遍现象,农民主体意识被消解,农户的行为态度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转变.
(３)从个体认知对文化认同的影响来看,主观规范、行为控制、行为态度对文化认同的正向影响依

次降低.主观规范中的关键性指标与目前推进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关,易于在农村内营造积极氛

围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村内活力,让农户感受到政府对农村的政策倾斜和重视,从而增强农户对当地

传统文化的自信、重视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集体归属感.农户对文化站、互联网和物流服务等基础设

施建设的约束性判断均显著影响其行为控制能力,其中村里文化站和小广场的约束性判断对行为控

制的影响最强.行为态度是农户判断其生产生活行为对环境造成影响以及对农村绿色发展的主观认

知,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对当地文化的认同,但起到的作用较弱.
(４)行为意愿对文化认同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与研究中将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支付意愿

作为行为意愿的观测变量有关,该指标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０．８６１,具有极强的表征性.农户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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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越高,反映了农户心理预期与现实的落差越大,对本村环境的失望感越强,在调研过程中也发现,
表现出高支付意愿的农户,对本村环境的不满程度越高,这种心理落差会降低对本村的归属感和自信

心,从而对文化认同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文化认同和行为意愿对行为响应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文化认同对行为响应的标准化

路径系数高达０．９７３,明显高于行为意愿对行为响应的影响.由此表明,文化认同这一变量的加入,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并增强了计划行为理论的解释力.不过行为意愿、文化认同对个体认知到行为响应

的作用复杂,可能存在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有待于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分析.

２．链式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Bootstrap方法在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检验上明显优于传统逐步检验和Sobel检验等方法,而偏差

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方法又优于百分位Bootstrap方法[３５Ｇ３６],因此本文选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Ｇ
strap方法,在 AMOS２４．０中使用 Definingnewestimands写入语法命令进行链式多重中介分析.
首先采用重复随机抽样方法在原始数据(N＝５９２)中抽取２０００个Bootstrap样本,然后根据这些样本

拟合模型,生成中介效应估计值,用第２．５百分位数和第９７．５百分位数来估计９５％的中介效应置信

区间,进行校正后得到偏差校正的百分位中介效应置信区间,如果置信区间不包括０,说明中介效应

显著[３７Ｇ３８].由表４可知,１０条路径的偏差校正９５％置信区间均不包括０,验证了行为意愿、文化认同

在个体认知和行为响应之间特定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支持了 H１、H２和 H３ 假说.
表４　标准化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效应值 SE
偏差校正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P
行为态度→行为意愿→行为响应R１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７ ０．１１０ ０．００４
行为态度→行为意愿→文化认同→行为响应R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９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６
行为态度→文化认同→行为响应R３ ０．２９４ ０．０７０ ０．１５３ ０．４３０ ０．００１
主观规范→行为意愿→行为响应R４ ０．２２０ ０．０６９ ０．１０３ ０．３７９ ０．００１
主观规范→行为意愿→文化认同→行为响应R５ －０．１５９ ０．０６２ －０．３０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０６
主观规范→文化认同→行为响应R６ ０．６２１ ０．１２１ ０．３８１ ０．８５７ ０．００１
行为控制→行为意愿→行为响应R７ －０．０９９ ０．０３８ －０．２０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１
行为控制→行为意愿→文化认同→行为响应R８ ０．０７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４ ０．１５７ ０．００４
行为控制→文化认同→行为响应R９ ０．３１１ ０．０９６ ０．１２２ ０．４９８ ０．００２
行为意愿→文化认同→行为响应R１０ －０．２４５ ０．０８７ －０．４３４ －０．０９４ ０．００６

　注:效应值为点估计值,SE 为参数标准误的Bootstrap估计.

　　从行为意愿和文化认同的总效应来看,R１、R２和R３ 路径的总中介效应显著,为０．３１０,R４、R５ 和

R６路径的总中介效应显著,为０．６８２,R７、R８ 和R９ 路径的总中介效应为０．２８３,置信区间为(０．１１３,

０．４４０).由此看出,主观规范、行为态度、行为控制均能够通过中介变量行为意愿和文化认同对行为

响应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主观规范的影响程度最高.此外,研究对行为意愿和文化认同的对比中

介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文化认同和行为意愿形成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从行为态

度到行为响应的路径来看,R３ＧR１、R３ＧR２,R１ＧR２均为正,且偏差校正９５％置信区间不包含０,说明文

化认同的中介效应优于行为意愿,行为意愿的中介效应则优于行为意愿和文化认同的链式中介效应;
以相同方式检验主观规范到行为响应的３条路径,得出与行为态度相同的结论;但对行为控制到行为

响应的３条路径检验结果则有所不同,文化认同的中介效应优于行为意愿和文化认同的链式中介效

应并优于行为意愿的中介效应.由此得出,文化认同对个体认知向行为响应转化的促进作用显著优

于行为意愿.

　　四、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绿色发展中农户认知通过行为意愿和文化认同的多重中介效应作用于行为

响应,其中文化认同表现出更强的特定中介效应.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对行为意愿有显著正向

影响,其中主观规范发挥的作用最强,感知行为控制并没有促进行为意愿的提升,而是存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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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向效应,这与假说并不一致;行为意愿和文化认同均对农户行为响应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行为

意愿一方面直接转化为行为响应,另一方面则对文化认同产生阻碍作用,最终降低了行为意愿对行为

响应的总效应.行为意愿、文化认同均对农户个体认知向行为响应转化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文化认

同的特定中介效应要显著强于行为意愿.此外,个体认知通过行为意愿作用于文化认同并最终影响

行为响应,但这种影响受制于多种中介变量之间的作用方向,存在一定的遮蔽效应.这表明农户个体

认知向行为响应的转化要同时兼顾意愿提升和文化认同的强化,并适当向如何增强农户对本地的归

属感和文化自信方面倾斜.据此,提出以下建议:
(１)强化政策实施形成的示范作用,同时注重提升政策的宣传效应.当前在农村实施的“厕所革

命”、污水治理专项行动等政策有助于在村内形成示范效应,由此对农户的行为意愿和文化认同起到

了良好的引导作用.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依然存在“政府大包干,农户叉手看”现象,农户对农村绿

色发展的行为态度转变未能较好地受益于政策实施,说明政策宣传效应并未得到有效发挥,在农户价

值观念未能发生转变时,容易产生路径依赖,不利于形成农户的参与意愿并强化文化认同.因此,在
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的同时,要更注重政策内涵的广泛宣传,从本质上解决农村发展过程中的问

题,发挥政策实施的示范效应和宣传效应双重作用,引导农户形成参与农村绿色发展的内在动力.
(２)提升农户对当地的文化认同,增强农户对农村绿色发展的自信度.文化认同在个体认知和行

为响应之间起到较强的中介效应,应重点提升农户对当地的文化认同感,由此产生强烈归属意识,进
而加大自觉行为投入.一方面,城乡界限日趋模糊,乡村正遭受人口大量外流和城市文明的冲击,引
起了农村传统社会秩序的变化,这种冲击包含两面性,如何破解消积影响、融合积极因素并进一步深

化对本地文化的认同极为重要.在缩小城乡经济收入和基础性公共服务位势差的同时,还应挖掘农

村内部生态和文化优势,增强农户对城乡生活环境的全面认知,从而缩小农户对城乡差距的判断;另
一方面,文化认同受制于农村自身的转型发展,绿色发展便是农村发展方式的重要转型,引导农村集

体成员对农村文化的本质、状态和趋势形成肯定性评价,通过个体认知转变增进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性,引导农村集体成员在多元社会情境中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激发个体的自觉参与行为,最终致力

于集体目标的实现.
(３)改善参与农村绿色发展的行为条件,降低行为能力的约束性.农户的感知难度和控制能力是

影响付诸行动的重要因素,基层组织力量将发挥重要作用.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的同时,还应注重运

用“自发为主,引导为辅”的方式方法,对于自发参与型农户重点是提高其行为控制能力,如提供生产

方式转变的技术培训,为行为响应创造有利条件;对于被动参与型农户重点是降低感知难度,如发挥

主动型农户的示范带动作用、实施生态保护补偿等引导性政策,防止这部分农户因心理上的感知难度

而对发展方式转型产生排斥,激发其集体认同感和参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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