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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户出资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新疆玛纳斯县为例

方 正，李 莉，严金凤

（新疆农业大学 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０）

摘要：以新疆玛纳斯县为研究对象，选取有代表性的样本行政村并对其生活污水的治理现状进行实地调研。运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二元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出资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农户的年龄、文化水平、人均收入和参加环境保护方面的培训次数

对农户出资意愿具有较显著的影响，提出提高民众环境保护意识、强化污水治理资金保障、加快修订污水排放标准、落实权责

分明管理机制和完善专业人才培训机制的污水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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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乡村振兴未来的发展路径中，农村环境

治理可谓是重中之重。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把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

发展中重要的一环。加强对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是

当前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任务，必须要重

视对农村环境的监测，加大环境整治的工作力度，按

时保质完成目标任务［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坚持规划和试点先行，努力

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目前已完成 １２ 个地州
８８３９ 个村庄的规划，建立了城乡全覆盖的规划建设
体系［２］。本文通过对新疆玛纳斯县 ４ 个样本行政村
的重点实地调研，并随机抽选 １５０ 户进行问卷调查，
最后根据调查问卷分析的结果，结合当地生活污水

的现状，归纳总结出因地制宜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方法。

１ 研究区域概况

玛纳斯县地处新疆腹地，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土

地总面积 １ ．１ 万 ｋｍ２，总人口约 ２８ 万人，经济在全疆
县区中居领先水平，是“西气东输”和“西电东送”重

要的中转站点，兰新铁路、Ｇ３０ 国家高速横贯全县。
境内有玛纳斯河和塔西河两大河系，流域面积约

１０７４４ｋｍ２，高山、冰川覆盖面积大，淡水资源储量十
分丰富。玛纳斯县作为新疆重要的水源地，供水覆

盖面大，探索如何高效治理玛纳斯县农村生活污水

对新疆乃至整个西北地区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般而论，不同来源的生活污水对环境的污染

不同［３］。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玛纳斯县 １２ 个乡镇 ８２ 个
行政村中只有 ２１ 个行政村完成了污水管网铺设，有
水冲式厕所比例仅占 ２３％，化粪池比重也很低。仅
有团庄村 １ 个行政村使用生活污水处理设备集中处
理生活污水，采用的是生活耦合式反应器 ＋ ＰＡＣＴ?
ＡＡＯ法污水处理设备，每日实际处理污水量 ２００ｍ３，
每吨水投资成本为 １ 万元。全村所有的人粪尿经过
集中处理后用于浇灌树林，实现了生活污水的有效

治理［４］。但当前玛纳斯县大部分农村地区人们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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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意识普遍低，生活污水的主要处理方式为就地泼

洒和直接排入河流，不管是对水源还是对人们的身

体健康都危害严重。

２ 研究调查与研究方法

２ ．１ 调查设计

本文以新疆玛纳斯县为例，运用描述性统计方

法分析了农户生活用水现状，并根据实地情况对问

卷进行了设计。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１６０ 份，回收
问卷 １６０ 份，回收率 １００％，其中有效问卷 １５０ 份，问
卷有效率为 ９３ ．８％。调查涉及 ４ 个乡镇站点 ７ 个行
政村（表 １），占总村数的 ８ ．５４％。

表 １ 调查地区农户分布

乡（镇或站点） 行政村 份数 总计

汗卡子摊乡
闽玛生态村 ２０
头渠村 ２０

玛纳斯镇
南园子村 ２０
二工村 ２０

乐士驿镇
乐士驿村 ２０
东梁村 ２０

清水河乡 团庄村 ３０

１５０

２ ．２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表 ２）：①农户个人特征，包
括性别、年龄、文化、政治面貌等；②农户家庭特征，

包括家庭人口数量、家庭年收入、基本生活用水情况

等；③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政府宣传次数、参加培训

次数；④农户认知状况，包括农户对生活污水的危害

认知。

表 ２ 农户基本信息调查结果

项目 类别 选项

个人
特征

性别 Ａ．男；Ｂ ．女

年龄 Ａ．３０ 岁以下；Ｂ ．３０—３９ 岁；Ｃ ． ４０—４９ 岁；Ｄ． ５０—５９ 岁；Ｅ ． ６０
岁以上

文化程度 Ａ．小学及以下；Ｂ ．初中；Ｃ ．高中（中专）；Ｄ大专及以上
政治面貌 Ａ．中共党员；Ｂ ．共青团员；Ｃ ．群众

是否担任村干部 Ａ．是；Ｂ ．否

经济
特征

耕地面积 Ａ．０—０ ． ３３ｈｍ２；Ｂ ．０ ． ４—０ ． ６７ｈｍ２；Ｃ ． ０ ． ７３—１ｈｍ２；Ｄ． １ ． ０７—
１ ． ３３ｈｍ２；Ｅ ．１ ． ３３ｈｍ２ 以上

收入主要来源 Ａ．务农；Ｂ ．务工；Ｃ ．经商；Ｄ．其他
人均年收入 元

家庭日总用水量 Ａ．０—１００Ｌ；Ｂ ．１００—１５０Ｌ；Ｃ ．１５０—２００Ｌ；Ｄ．２００Ｌ以上
自来水价格 Ａ．１ ． ５ ／ ｔ元；Ｂ ． ＞ １ ． ５ 元 ／ ｔ

外部
环境

宣传次数 Ａ．０—１ 次；Ｂ ．２ 次；Ｃ ．３ 次；Ｄ．４ 次；Ｅ ．５ 次及以上
村庄距县城距离 ｋｍ
参加环保培训次数 次

农户
认知

是否愿意出资
治理生活污水 Ａ．是；Ｂ ．否

愿意出资，您愿意
缴纳多少费用

Ａ．０—５０ 元；Ｂ ． ５０—１００ 元；Ｃ ． １００—１５０ 元；Ｄ． １５０—２００ 元；
Ｅ ．２００ 元以上

您更能接受哪
一种污水处理方式

Ａ．就地泼洒；Ｂ ．化粪池；Ｃ ．污水处理厂；Ｄ．家庭小型处理
设施

２ ．３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 ＳＰＳＳ１７ ．０ 统计软件，将解释变量引入
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将农户是否愿意出资作为研
究对象。即因变量 ｙ ＝ ０ 表示农户不愿意出资，ｙ ＝ １
表示农户愿意出资，则因变量表现为 ０—１ 型的二元
选择模型。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较适合表达这种情况，因此
本文采用二元选择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Ｘ 表示自变量，Ｐ
表示农户愿意出资治理农村生活污水的概。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计算公式为：ｌｎ Ｐ
１ －( )Ｐ ＝β０ ＋β１ Ｘ１ ＋β２ Ｘ２

＋… ＋βｉＸｉ ＋ … ＋βｎＸｎ。式中，β０ 为常数项；Ｘ 为影

响农户生活污水治理出资意愿的第 ｉ 种影响因素；ｎ
为自变量的类别总数；β为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的偏回
归系数，表示自变量 Ｘｉ 对因变量农户出资意愿的影

响程度［５］。

３ 结果及分析

３ ．１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次调查的 １５０ 户农民中平均年龄为 ４８ ． ６ 岁，
可见目前长居农村的普遍为中老年人。主要原因

是，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作为第一产

业，从事第一产业收入与从事第二、三产业相比，普

遍偏低，绝大多数年轻人不愿意从事繁重的农业生

产活动，导致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出现“空巢老人”

的现象。当前从事农业活动的人员中有 ６５ ． ９％为
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这对污水治理效果和宣传效

果会产生阻碍作用，污水处理设备覆盖率也仅有

３８ ．６％，人年均收入 １ ． ９７ 万元，１２ ． ６％的农户与其
他地区相比属于高收入群体。

３ ．２ 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对玛纳斯县农户生
活污水治理出资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

果表明，－ ２对数似然值为 ６４ ． １００ａ、Ｃｏｘ ＆ Ｓｎｅｌｌ Ｒ２
为 ０ ．５５３、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２ 为０ ．７８１。再进行模型拟合
度检验，从分析结果的分类表中可见，模型预测准确

率为９１ ．３％，Ｈｏｓｍｅｒ 和 Ｌｅｍｅｓｈｏｗ 检验结果为０ ．１３９，
大于０ ．０５，认为模型可以很好地拟合数据。

对表 ３ 模型的分析结果可见，影响农户生活污
水治理出资意愿的因素主要有：①文化水平对农户

生活污水治理出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其偏回归系

数为 ２ ．１９２，两者呈正向相关关系，表明随着农户文
化水平的提升，农户出资治理生活污水的意愿更强，

文化水平的提升会让农户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具

有较高学历的农户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更深刻，更愿

意为生活污水的治理出资出力［２］。②人均收入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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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农户生活污水治理出资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之

一，其偏回归系数为 １ ． ０３７，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家
庭总收入提高使农户有足够的闲钱去做其他的事，

这样会使他们更愿意在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上出

资。据调查发现，该地区年人均收入较高的家庭收

入来源主要为外出务工或经商。通过 ５％的显著性
水平检验，收入越高的农户，更愿意出资治理农村生

活污水，能积极承担社会责任。③参加环境保护方

面的培训次数对农户生活污水治理出资意愿有很大

的影响，两者呈正相关关系，与预测结果一致。参加

培训的次数越多，农民对环境保护的认知程度越深，

在日常生活用水过程中会尽量避免产生污染。④年

龄也是影响农户生活污水治理出资意愿的主要因素

之一，其偏回归系数为 １ ． ４８７，两者呈正相关关系，
通过了 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能是受访者年龄
越大，就越能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他们目睹了

身边环境逐步恶化的全过程，所以对生活污水治理

的出资意愿强。

表 ３ 农户生活污水治理出资意愿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项目 Ｂ Ｓ ． Ｅ Ｗａｌｓ ｄｆ Ｓｉｇ ． Ｅｘｐ（Ｂ）

文化水平 ２ ． １９２ ０ ． ７２８ ９ ． ０６０ １ ０ ． ００３ ８ ． ９５１
年龄 １ ． ４８７ ０ ． ６３０ ５ ． ５６２ １ ０ ． ０１８ ４ ． ４２３
人均收入 １ ． ０３７ ． ３７７ ７ ． ５７０ １ ０ ． ００６ ２ ． ８２１
培训次数 ２ ． ８３７ １ ． １３９ ６ ． ２０３ １ ０ ． ０１３１ ７ ． ０６９
民族 ０ ． ４１７ ０ ． ３９４ １ ． １１８ １ ０ ． ２９０ １ ． ５１７
危害认知 １ ． ５７７ １ ． ３８４ １ ． ２９７ １ ０ ． ２５５ ４ ． ８３９
常量 － ２１ ．６３６ ４ ． ９１２ １９ ． ４０５ １ 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显著水平上显

著。

３ ．３ 调查结果

本文基于 １５０ 户农户出资意愿的调查数据，结
合新疆玛纳斯县近两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现状，

对玛纳斯县农民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出资意愿进

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农户的个人特征对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出资意愿的影响显著，特别是年龄和

学历两项。农民的年龄越大，他们就越能感觉到身

体健康与环境的关联性，体会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更加愿意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出资；学历程度较高

的农民，他们对环保重要性的认识程度越高，对社会

的责任感也就越强，也更愿意出资参与对农村生活

污水的治理。②农户的家庭特征对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出资意愿影响较大，其中收入影响最为显著。收

入是一个家庭生活的基础，收入越高，家庭的生活环

境就会越好，家庭可支配资金就越多，对生活的质量

会要求更高，而好的生活质量是以良好的生活环境

为依托的，收入高的农户在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方面

就更愿意出资。③调查显示，培训次数越多的农户

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出资意愿越高，可见政府组

织农户参与有关环保方面的培训学习作用较显著。

政府通过讲座、宣讲的形式对农村生活环境保护进

行宣传，让农户认识到生活污水的危害，只有提高自

身的环保认识，才能为治理生活污水提供永不枯竭

的源动力。

４ 对策与建议

４ ．１ 加快修订污水排放标准

玛纳斯县各相关部门应参考当前国家对西部农

村地区污水排放标准的相关文件，紧密结合自身经

济发展程度和自然资源现状，因地制宜，修订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并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２］。

对居住分散、距离城镇较远且人口总数较少的行政

村，应适当放宽生活污水的排放要求，减轻当地的经

济压力，可采取三级化粪池初级生活污水处理手段，

设施建设和运行成本低，对生活污水进行初步处理，

减轻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对人口集中、经济发展程度

较高的村庄，要根据主要生活污水来源和排水去向，

确定执行标准和治理要求［６］。

４ ．２ 强化污水治理资金保障

当前农村地区水污染治理最大的难题就是缺乏

可靠的资金保障。玛纳斯县白杨树庄村 ２０１９ 年积
极争取项目资金 ２００ 多万元，涉及居民 ３１２ 户，为
２０２０ 年州级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示范村提供了资金
保障，村里的人居环境大为改善。玛纳斯县各相关

部门应建立治理设施建设与运维管理的资金保障机

制，加大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资金投入，并积极探

索和扩宽资金筹措渠道，设立项目扶持专项资金，利

用当地优势资源对外招商引资，将污水治理工程与

农村企业紧密结合，为农村居民解决就业问题，改善

其生活状况［８］。对年轻农民，要积极鼓励走出去，对

他们进行技能培训并给予一定的就业补贴，以提高

农民的收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民对污水治理的出

资意愿。

４ ．３ 提高民众环境保护意识

农户自身环保意识薄弱是导致农村生活用水污

染严重的主要原因。玛纳斯县政府要加大对农村教

育的关注力度，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全面加强学

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师队伍质量，严明师德红

线，促进教育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７］。只有让农

村下一代的文化水平得到整体提高，对环境保护的

认知更加深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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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纳斯县各级政府和村委会要通过广播、讲座等多

种宣传手段加大环保宣传力度，通过网络媒体渠道，

成立微信公众号和网站，以互动形式传播农村环保

观念，提高农村环境整治意识。可定期组织农民开

展以“环保”为主题的活动，选取村里年长有威望的

村干部和村民为代表，以农村常见的活动方式，让农

村生活污水的治理观念潜移默化影响村民，提高村

民的治污认识，从根本上认识到生活污水对身体健

康和周边居住环境的影响［９］。此外，丰富公众参与

渠道，通过开设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优秀家庭评选，对

在日常生活污水处理中表现优异的家庭进行有奖表

彰，让村民参与进来，提高农户对生活污水治理的出

资意愿。

４ ．４ 落实权责分明的管理机制

针对农村生活污水问题，农村工作普遍存在主

体责任界限不清的情况，仅仅依靠农村本身是无法

解决的。玛纳斯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明确自身职

责，参考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的相关政策法规，为农村

构建合理的生活污水治理监管体系。结合当前的管

理现状，以县政府为主导，乡镇政府为主体，参与污

水治理的相关企业为服务主体，村委会为受用主体

的管理责任体系，建立相对具体完善的农村生活污

水管理细则，包括排放标准制定、处理设施建设、污

水管网铺设和设施运行维护等污水管理环节，确保

在玛纳斯县农村地区建立起完善有效、长期运营的

污水处理机制，让村民看到这些环保工程建设给当

地带来的切切实实的环境变化，农户出资意愿的自

觉意识就会得到提高。

４ ．５ 完善专业人才培训机制

玛纳斯县相关专业人员的缺失严重阻碍了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正常进行。基于目前玛纳斯县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管理大部分是由村干部负责，

县政府应加大对村干部有关生活污水治理专业知识

的培训力度，定期分派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到各乡村，

利用夜校、村委会会议室对村干部进行相关技能培

训，农户也可以进行旁听，对于有兴趣学习的农户应

给予足够的尊重。鼓励掌握专业技能的村干部对其

他村干部进行指导，以尽快帮助更多的人掌握专业

技能［１１］。培训结束后进行考核，对合格的村干部和

农户给予一定的奖励，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培训阵

容中去。培训过程中，村干部和年轻的农户是重点

培训对象。年轻人对新事物的接受和学习能力较

强，能更快地掌握专业技能，可尽快地投入到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作中去。同时，也能促进农户转变传

统粗放的生活污水排放方式，降低生活污水的日常

产量，提高工作的效率和度［１２］。农户只有看到身边

环境切切实实发生好的变化，看到政府对生活污水

治理的重视，看到专业人才的大力引入，农户对政府

的信任力度才会加大，进而提升其出资意愿。

５ 结论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对我国长远发展而言，势在

必行。本文以提高农户在治理农村生活污水出资意

愿的投资角度出发，发现当前玛纳斯县农村地区普

遍存在生活污水治理成效低的现象；其次，农户的文

化水平、年龄、收入和政府的宣传次数与农户生活污

水治理的出资意愿关系为正相关，但对影响农户生

活污水治理出资意愿的回归结果中，常数项为负且

通过了 ５％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不受其他因素的
影响下，农户对生活污水治理的出资意愿仍很低。

农户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高，参加培训的次数越

多，对生活污水的危害认知程度就越高，也就更愿意

出资支持生活污水的治理。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与

人们日常的生活行为习惯紧密相关，所以在生活污

水治理上，政府要要根据各地农户的实际情况，合理

分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因地制宜地

形成一套可复制、实际操作性强的新时代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模式［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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