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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
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

毛凤仪，于 倩，赵先超

（湖南工业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研究一直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运用主成

分分析法，从乡村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涵盖水资源状况、土地资源状况、基础设施、

经济状况、交通状况、医疗卫生条件、建筑设施与安全管理状况 8 项指标变量及 21 个指标因子在内的乡村

人居环境适宜性影响指标框架，并通过 AMOS 软件建立了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影响指标结构模型。研究结

果表明：自然环境中的水资源状况与土地资源状况对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有正向影响，其中水资源状况指标

变量对人居环境适宜性的影响力高于土地资源状况；社会环境中的 6 项指标变量对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均有

正向影响，其中基础设施对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的影响程度最大，建筑设施与安全管理状况的影响程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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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Stability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 Case Study of Zhangguying Village in Hunan Province

MAO Fengyi，YU Qian，ZHAO Xianchao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The research on the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stability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rural construction. With Zhangguying village in Hunan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has been used to construct the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stability from two dimensions of rural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ncluding water resources, land resources, infrastructure, economic status, 
traffic conditions, medical and health conditions, construction facilities and safety management status, as well as 21 
index factor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impact index and AMOS software, thus establishing the structure model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suit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ater resources and land resources in the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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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uitability of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with the influence of water 
resources status on the suitability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higher than that of land resources; six index variables in 
social environment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suitability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among which infrastructure being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suitability of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while the impact of construction facilities and 
safety management the lowest one.

Keywords：countryside；residential environment；suitability；influencing factor；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Zhangguying Village

1 研究背景

人居环境一词从道萨迪亚斯所提出的人类聚居

学理论中发展而来。乡村人居环境是人居环境的一方

面，它是各区域内乡村居民生产生活所需物质和非

物质的有机结合体 [1]。随着经济水平的快速提高，乡

村居民对于生活的要求不仅仅在于基本的温饱问题，

而对所居住的周边自然环境、娱乐设施、卫生情况、

公共服务水平等一系列因素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

加注重居住环境的舒适度。

相较而言，国外对于人居环境，特别是人居环境

适宜性的研究较早，其适宜性研究可追溯到 1961 年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适宜性”作为人居环境建设发展

的基本要求之一。随着乡村聚落规模急速扩增，国外

学术界进一步对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做出思考，研究

角度可概况为地理学、生态学与规划学 3 类。地理学

学者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乡村人居环境演化机制与

乡村聚落发展趋势 [2-4]；生态学学者将关注重点放在

乡村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上 [5-6]；规划界学者则

聚焦于乡村聚落空间格局规划与乡村转型方式 [7-8]。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内著名学者吴良镛系统地

提出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将规划学、建筑学、社会学

及地理学等学科有机结合，多尺度、多方面综合探

索国内人居环境建设内容，至此，激发了众多学者对

人居环境建设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城市、乡村

与城市边缘区 3 方面 [9]。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10]，

2018 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相关文件出台，使得打造

适宜性乡村居住环境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点，更进

一步推动了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研究。研究方法上，

国内学者研究多以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李伯华、

朱彬、唐倩等分别依靠汾河流域、江苏省乡村和重庆

城口县数据，构建人居环境影响指标因子，运用数学

计算模型与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技术，

评价村落人居环境适宜状况与空间特征 [11-13]。研究

对象上以一般村落与传统村落片区研究较多。唐宁、

朱媛媛等在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时，其对象均为

新农村 [14-15]；张元博等以贵州布依族传统村落为例，

确定传统村落人居环境适宜度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进一步分析了贵州的人居环境适宜度 [16]。研究内容

上，学者们较倾向于研究人居环境空间结构演变机

制，或探讨人居环境适宜性评价体系。李伯华等以湖

南兰溪村为例，基于“三生空间”探索了传统村落人

居环境驱动机制，挖掘了聚落空间演变规律 [17]。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得知，国外对于乡村人居环境

适宜性相关课题的研究体系已较为成熟，对我国乡村

保护的发展研究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目前，国内

有关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评价体系逐步深化，但依然

存在薄弱之处：其一，对于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研究

方法基本一致，评价体系建立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多

为熵值法与层次分析法，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丰富和

完善。其二，尽管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研究对象包括

传统村落，但具体的研究对象少之又少。本研究以此

为切入点，通过查阅各类文献资料，探索建立乡村人

居环境适宜性影响的指标框架，以中国传统村落张谷

英村为例，结合调研数据，依靠结构方程模型检验该

理论框架的有效性，探索各指标变量对张谷英村居住

适宜程度的影响大小，从而为制定张谷英村舒适宜人

的人居环境发展方案提供参考，也为其它传统村落人

居环境的保护和适宜性影响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2 研究区域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张谷英村位于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东南方向，村

南紧邻张谷英镇中心，村域总面积为 504.4 hm2，如

图 1 所示。村内对外交通便利，有一条省道和一条县

道穿村而过。张谷英村处于亚热带大陆季风湿润气

候向北亚热带的过渡区，气候适宜。村落整体经济结

构较为传统，以农业为主，辅以渔、林及家庭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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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内至今遵循着儒家宗法礼仪制度，保留有近百栋明

清建筑，民俗节庆活动丰富。张谷英村分别于2003年、

2012 年被纳入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与中国传统村

落中，村内自然资源丰富，相关历史资料、文本有迹

可循，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

源，且操作实施性高。

a）性别比例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数据来源依靠实地问卷调查与访问方式，向张谷

英村居民逐户发放调研问卷 500 份，有效收回问卷

473 份，有效回收率为 94.6%。问卷内容遵循李克特

五点量表方式设计，围绕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展开，

以客观选择题方式呈现，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包

括被访者性别、年龄、学历和职业等基本信息，所调

查的样本特征情况如图 2 所示；另一部分为乡村人居

环境适宜性指标内容，涵盖了村落自然资源、经济情

况、基础设施、社会氛围等方面。综合来看，此次调

查问卷考虑因素较为全面，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图 1 张谷英村区位分析图

Fig. 1 Location analysis of Zhangguying Village

b）年龄比例

c）学历比例

d）职业比例

图 2 样本特征说明饼状图

Fig. 2 Description of sample characteristics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 SPSS（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23.0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筛选出适宜的指标变量，以此构建张谷英村人居环

境适宜性影响的指标框架；并依靠 AMOS（advanced 
mortar system）24.0 软件建立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

影响指标结构模型，并不断地检验与修正模型，分

析数据的信度与效度，检测数据与各变量的相关性，

判断指标变量的合理性；通过模型中各类数据变化，

比较各指标变量对张谷英村人居环境适宜性的影响

程度。

湖　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2020 年



83

3 指标框架的构建

3.1 确定指标变量

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分析涵盖范围较广，其影响

因子势必较多。为增强研究的科学性，本研究围绕这

些因子做了大量调查，获取了较多信息量。但是过多

的数据可能会使得信息冗杂，使解决问题的过程更

加复杂。因此，将问卷数据整理导入 SPSS 23.0 中，

采用探索因子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通过 KMO
（Kaiser-Meyer-Olkin）检验样本与巴特利特（Bartlett’s）
球形检验，在不损失原始数据信息量的同时减少数

据，对数据的信息量进行整合，筛选出各因子背后的

共同点，得出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指标变量的公共因

子与因子载荷矩阵。进一步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

转，剔除数据间关联性不清晰、意义不足的公共因子，

以确保每个公共因子有与之相对应的原始数据。分析

数据得出量表的 KMO 样本值为 0.755，检验值大于

0.7；Bartlett’s 检验近似卡方值为 1 023.227，显著性

值低于 0.01，说明该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检测数据

见表 1。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剔除

旋转后因子载荷值低于 0.5 的观测变量，因此，剔除

“家庭支出”“闲置土地利用程度”两项观测变量，

经过对剔除后的数据再一次进行分析，最后共提取

出 8 个公共因子。从旋转后方差百分比的分析结果可

知，这 8 个公共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55.983%，满

足 50% 的累计方差贡献率标准，说明所提取的公共

因子是可行的，相关数据如表 2 所示。 

表 1 KMO 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KMO and Bartlett spherical tests

巴特利特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取  值
0.755

1 023.227
210

0.000

名  称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表 2 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探索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factor analysis on suitability of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观测变量

娱乐设施（A1）

教育设施（A2）

网络通信（A3）

供水状况（A4）

供电状况（A5）

绿化率（A6）

建筑风貌（A7）

建筑质量（A8)

 道路配套设施（A9）

通行方式（A10）

来源方式（A11）

家庭收入（A12）

医疗条件（A13）

污水处理（A14）

厕所条件（A15）

村委会管理（A16）

保卫设施（A17）

水质状况（A18）

布局现状（A19）

耕地状况（A20）

土地分配（A21）

旋转后因子载荷

0.830
0.826
0.821
0.915
0.915

0.726
0.634
0.878

0.619
0.675

0.638
0.674

0.533
0.580
0.819

0.778
0.704

0.644
0.600

0.724
0.613

公共因子

基础设施（F1）

建筑设施（F2）

交通状况（F3）

经济状况（F4）

医疗卫生条件（F5）

安全管理状况（F6）

水资源状况（F7）

土地资源状况（F8）

旋转后方差百分比 /%

9.875

8.201

7.322

6.638

5.609

6.480

5.463

6.395

3.2 建立指标框架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将上述观测变量按属性归

类分成 8 项，分别对应 8 个公共因子。娱乐设施（A1）

~ 供电状况（A5）这 5 个变量均与乡村居民基本生活

设施有关，可归为同一个公共因子，命名为“基础

设施（F1）”；观测变量绿化率（A6）~ 建筑质量（A8）

代表乡村建筑及周边环境状况，归为第二个公共因

子“建筑设施（F2）”；道路配套设施（A9）与通

行方式（A10）均与乡村居民交通出行有关，归类为

第三个“交通状况（F3）”公共因子；同理，来源

方式（A11）与家庭收入（A12）属于第四个公共因子“经

济状况（F4）”；医疗条件（A13）~ 厕所条件（A15）

的公共因子命名为“医疗卫生条件（F5）”；村委

会管理（A16）与保卫设施（A17）的公共因子命名为“安

毛凤仪，等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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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状况（F6）”；水质状况（A18）与布局现状

（A19）属于“水资源状况（F7）”；耕地状况（A20）

与土地分配（A21）属于“土地资源状况（F8）”。

数据分类确定的 8 个公共因子则为乡村人居环

境适宜性指标中无法测量的潜在变量，其中基础设

施（F1）、建筑设施（F2）、交通状况（F3）、经济

状况（F4）、医疗卫生条件 (F5)、安全管理状况（F6）

6 个变量可进一步被认为属于社会环境；而水资源状

况（F7）与土地资源状况（F8）更多被自然环境因

素影响，则被认为属于自然环境。由以上表述因子

构建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影响的指标框架，如图 3
所示。 

图 3 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影响指标框架图

Fig. 3 Indicator framework for the suitability of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4 指标模型的建立与检验

4.1 结构模型的建立

结 构 方 程 模 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指能够对复杂的多维变量之间关系进行全

面检验的统计方法。它包括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在

研究过程中往往通过分析路径图表示观测变量与潜

在变量间的关系 [18-19]。根据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影

响指标框架，依靠 AMOS 24.0 软件建立乡村人居环

境适宜性结构模型，将 8 个潜在变量与 21 个观测变

量间的关系用路径图表示，如图 4 所示。

图 4 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影响指标结构模型

Fig. 4 A structure model of impact index on r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suitability

图 4 中椭圆形内表示潜在变量，矩形内表示可实

际测量的观测变量，e1~e22 小圆形表示各观测变量对

相应潜在变量的误差值，单向箭头表示潜在变量对箭

头指向观测变量有影响，x1~x8 表示各潜在变量对最

终研究对象的影响路径。

为检验人居环境适宜性结构模型的优劣程度，

对其进行结构效度分析。通过观察模型拟合系数值，

反复修正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影响指标模型，最后

其适配度指标数值均满足标准要求。如表 3 所示，

简约适配度指标中简约适配指数（parsimony-adju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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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信度与效度分析结果

Table 4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results

C4 教育设施

C5 娱乐设施

C3 网络通信

C2 供电状况

C1 供水状况

J3 污水处理

J2 厕所条件

J1 医疗条件

G3 绿化率

G2 建筑质量

G1 建筑风貌

D2 家庭收入

D1 来源方式

H2 保卫设施

H1 村委会管理

F2 道路配套设施

F1 通行方式

A2 布局现状

A1 水质状况

B2 土地分配

B1 耕地状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Estimate
0.755
0.720
0.742
0.763
0.787

0.736
0.724
0.871

0.914
0.750
0.823

0.830
0.753

0.772
0.680

0.851
0.768

0.801
0.795

0.756
0.697

AVE

0.568

0.608

0.691

0.630

0.529

0.660

0.637

0.528

C 基础设施

C 基础设施

C 基础设施

C 基础设施

C 基础设施

J 医疗卫生条件

J 医疗卫生条件

J 医疗卫生条件

G 建筑设施

G 建筑设施

G 建筑设施

D 经济状况

D 经济状况

H 安全管理状况

H 安全管理状况

F 交通状况

F 交通状况

A 水资源状况

A 水资源状况

B 土地资源状况

B 土地资源状况

Cronbach’s α系数

0.887

0.621

0.658

0.633

0.757

0.753

0.645

0.609

CR 值

0.868

0.822

0.869

0.771

0.791

0.793

0.778

0.701

潜在变量与观测变量路径关系

goodness of fit index，PGFI）、简约基准化拟合指数

（parsimony-adjusted normed fit index，PNFI）数值大

于 0.5的标准值，卡方自由度比值（CMIN/DF）大于 3，
说明模型接近理想状态。绝对适配度指标中的近似方

根误差值（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处于 0.05~0.08 可接受范围内，拟合优度

指数（goodness of fit index，GFI）与调整拟合优度指

数（adjust goodness of fit index，AGFI）两项指标值

在 0.9 以上，说明拟合度较好。增值适配度指标中选

取的基准化拟合指数（normed fit index，NFI）、相

对拟合指数（relative fit index，RFI）、增值拟合指

数（incremental fit index，IFI）、塔克 • 刘易斯指数

（Tacker-Lewis index，TLI）、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CFI）5 项指标值接近 1，均达到标准数值。

这说明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结构方程模型的适配程

度较好。

表 3 模型拟合系数表

Table 3 Model fitting coefficient table

指标

数值

PGFI
0.656

PNFI
0.723

CMIN/DF
3.094

简约适配度指标

  RMSEA
0.053

GFI
0.902

AGFI
0.924

绝对适配度指标

NFI
0.935

RFI
0.975

IFI
0.969

增值适配度指标

TLI
0.993

CFI
0.969

4.2 信度与效度检验

在建立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影响指标结构模型

中，需对其观测变量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以确定

预构建模型的适用性。以信度检验检验结果数据的

可靠性，即采用信度检验中的某种方法对数据反复

测验，得出信度系数，以判断该结果是否一致。信

度检验中运用最广泛的方法是克朗巴赫（Cronbach’s 

α）信度系数法，α系数取值范围为 0~1，一般来说，

若 α系数低于 0.6，说明数据可靠性较低，需考虑重

新编制量表；若 α系数为 0.7~0.9，则表示数据可靠

性较强；若 α系数大于 0.9，表示数据的可靠性非常

高 [20-21]。本模型中信度检验结果见表 4，各观测变量

的 Cronbach’s α系数值为 0.609~0.887，均在 0.6 以上，

说明数据有较好的一致性，可信度较好。

效度检验是指调查所得测量值与真实值的接近

程度。效度检验中一般采用独立效标测度分析，是

以某种独立效度作为效度分析的准则和依据，每一

个量表项目均与独立效标作相关分析 [22-23]。其结

果未达到显著程度的为无效项目，而达到显著程度

的为有效量表，效度检验一般通过观察潜在变量与

其对应的观测变量间的标准路径系数即验证因子载

荷值（Estimate）、潜在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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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模型评估检验结果

Table 5 Test results of model evaluation

R 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

R 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

R 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

R 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

R 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

R 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

R 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

R 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

<---
<---
<---
<---
<---
<---
<---
<---

Estimate
0.563
0.311
0.541
0.480
0.459
0.362
0.332
0.286

S.E.
0.087
0.125
0.070
0.051
0.039
0.196
0.102
0.058

A 水资源状况

B 土地资源状况

C 基础设施

D 经济状况

F 交通状况

J 医疗卫生条件

G 建筑设施

H 安全管理状况

C.R.
4.450
3.531
7.716
9.484
7.227
5.180
4.088
4.026

P
***
***
***
***

0.023
***

0.030
0.045

潜在变量间的路径关系

（AVE）与组合信度（CR）值。由表 4 可知，在效

度检验中，潜在变量所对应的观测变量 Estimate 值为

0.680~0.914，AVE 值为 0.528~0.691，均大于 0.5 的

标准值，CR 值为 0.701~0.869，均大于 0.7，说明模

型中的观测变量聚合效度较好，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5 模型结果分析

5.1 自然环境对乡村人居环境产生正向影响

通过分析表 5 所示模型的评估检验结果可知，水

资源状况（A）与土地资源状况（B）对乡村人居环

境适宜性的标准化路径系数（Estimate）分别为 0.563
与 0.311；临界比值（C.R.）4.450，参考值大于 1.96，
且 P 值小于 0.001，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水资源状

况（A）与土地资源状况（B）两项指标因子对乡村

人居环境适宜性产生正向影响。

图 5 为模型观测变量标准化路径系数图。

对比分析图 5 的水资源状况（A）与土地资源状

况（B）的观测变量标准化路径系数可知：

图 5 模型观测变量标准化路径系数图

Fig. 5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 diagram of model observation variables

1）水资源状况（A）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总和高

于土地资源状况（B）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总和，表明

水资源状况对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的正向影响稍高

于土地资源状况。

2）水源的布局现状（A2）对水资源状况（A）的

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 0.801，水质状况 (A1) 的系数值

为 0.795，表明当地村民在考虑水源的选择上更看重

水源的布局现状。

3）在土地资源状况（B）中，耕地状况 (B1) 对
土地资源状况的标准化路系数值为 0.697，土地分配

（B2）的系数值为 0.756，表明当地村民在考虑土地

因素上更看重土地分配。

结合与村民的访谈以及相关历史资料，可推测其

原因如下：

1）张谷英村内有南北向河流贯穿整个村落，水

系发达，分布范围广泛，又村内自来水的普及率不高，

大部分村民生活用水依赖于地下水。因此，村民对河

流井水的布局极为看重，使得水资源状况（A）是影

响张谷英村人居环境适宜性的重要因素。

2）由于张谷英村不断地开发建设旅游资源，所

以大部分村民以零售、餐饮、住宿等服务产业谋生，

加上部分土地集中由村委会管理，村民凭借其土地入

股分红，从而使得村民对耕地的需求变少，而对建设

用地的需求增多。因此，村民更加看重土地资源分配。 
5.2 社会环境对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产生正向影响

社会环境维度中 6 项指标的临界比值（C.R.）与

P 值均在标准值内，其中基础设施（C）、经济状况

（D）与医疗卫生条件（J）3 项指标的 P 值均在 0.00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而交通状况（F）、建筑

设施（G）与安全管理状况（H）3 项指标 P 值均在 0.05

注：*** 表示 P 值小于 0.001，达到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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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因此，社会环境对张谷英村

人居环境适宜性产生正向影响。

由表 5 可知，对比分析这 6 项潜在变量指标对人

居环境适宜性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得出基础设施（C）

对张谷英村人居环境适宜性的影响度最高，依次为经

济状况（D）、交通状况（F）、医疗卫生条件（J）、

建筑设施（G）与安全管理状况（H）。

观测变量对相应的潜在变量的影响程度则可对

比图 5 中各观测变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值得出。

1）基础设施（C）对张谷英村人居环境适宜性

的正向影响最大。从可观测变量角度分析，村落中供

水状况（C1）、供电状况（C2）、网络通信（C3）、

教育设施（C4）与娱乐设施（C5）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值分别为 0.787, 0.763, 0.742, 0.755, 0.720，说明村落

供水状况（C1）、供电状况（C2）、网络通信（C3）

与教育设施（C4）的影响力较大，处于优先考虑地位，

而娱乐设施（C5）的影响力较小。由此分析，张谷英

村村民将基本的生活保障放在首位，只有先满足温

饱，才能对生活环境有进一步要求。就此而言，张谷

英村水、电、网络户户皆通，幼、小、初教育设施配

套齐全，村口有大型广场与健身设备，说明村民对村

内基础设施建设较重视。

2）经济状况（D）对张谷英村人居环境适宜性

的正向影响程度仅次于基础设施（C）。由图 5 可知，

家庭经济来源方式（D1）与家庭收入（D2）的标准化

路径系数分别为 0.753, 0.830，家庭收入（D2）对张

谷英村人居环境适宜性的影响稍高于来源方式（D1）。

综合分析推测原因为张谷英村居民世代为农民，村民

主张勤俭持家的生活方式，在合法范围内对从事工作

的性质、强度与内容要求较低，以增加或稳定家庭

收入为定居的考虑因素之一，即对经济收入非常看

重。近年来，随着张谷英村旅游业的发展，大部分村

民从事旅游服务相关工作，收入来源方式基本固定，

村民整体经济水平虽得以提升，但仍不断发展副业，

提高收入水平。

3）交通状况（F）对张谷英村人居环境适宜性

的正向影响包括村民通行方式（F1）与道路配套设施

（F2），村民通行方式（F1）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768，
低于道路配套设施（F2）0.851 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值，

说明道路的路况与配套设施在村民心中程度要高于

通行方式。推测原因为张谷英村距张谷英集镇中心

大约 2 km 左右，村民平常出行方式主要为步行与摩

托车行为主，对出行方式基本没有要求。相反，对

于道路材质、宽度和路灯等道路配套设施较为看重，

泥泞狭窄昏暗的道路，无论村民是哪种出行方式都会

受到阻碍，据访谈调查了解，就道路通行条件而言，

村内水泥硬化道路也未达到户户通的状况，因此，对

居民目前的生活有一定消极影响。

4）医疗卫生条件（J）对张谷英村人居环境适宜

性的正向影响也较为重要。便捷舒适的医疗卫生条件

（J）能够提高村落适宜性程度，张谷英村医疗条件

（J1）在村民心中接受度高，对医疗卫生条件（J）的

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 0.871。张谷英集镇上有小型镇

级医院与药店，常有市县级医院医生接诊，有需要的

村民可得到有效医治，对于行动不便的村民，也会有

医生上门问诊，使得村民看病方便。张谷英村医疗条

件（J1）在同等级村落中已处于中等水平，基本能满

足村民看病需求。村内的厕所条件（J2）与污水处理

（J3）标准化路径系数值分别为 0.724, 0.736，其影响

程度虽低于医疗条件（J1），但也是村民考虑的因素

之一。如村内污水处理与公共厕所的处理由村委会统

一安排，污水通过专门的污水管道统一处理排放；公

共厕所的打扫由村委会安排村民每天打扫 3 次，使村

民居住环境干净舒适，从而对村民生活环境影响较小。

5）建筑设施（G）对张谷英村人居环境适宜性有

正向影响。其建筑风貌（G1）、建筑质量（G2）的标

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823, 0.750，低于绿化率（G3）

的系数值 0.902，说明村民对居住环境的绿化环境越

来越来看重。通过调查得知，张谷英村作为中国传

统村落之一，其历史建筑保存完好，部分历史建筑依

旧有人居住，加上建造技术的不断改进，各类建筑物

质量较好，新旧建筑风貌保持一致，与周边环境融为

一体；因此，村民更加注重建筑周边环境的观赏性。

而现在村民的审美观念也发生改变，大部分年轻人喜

欢现代简约的建筑风格，使得村民对村内的建筑风貌

（G1）、建筑质量（G2）的要求低于绿化率（G3）水平。

6）安全管理状况（H）对张谷英村人居环境适

宜性的正向影响较低。观察图 5 与表 5 可知，安全管

理状况（H）的观测变量标准化路径系数整体低于其

他系数，且其对人居环境适宜性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值

也低于其它潜在变量的值。因此，安全管理状况（H）

对张谷英村人居环境适宜性的正向影响程度低于其它

潜在变量。推测其原因是目前大部分村落的安全程度

都比较高，村民的安全意识越来越强，所以这项指标

对村民是否定居张谷英村的影响没有上述指标因素

大，对张谷英村人居环境适宜性的正向影响也较低。

6 结论

本文基于 AMOS 软件从乡村自然环境与社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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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两个维度提炼分析了张谷英村人居环境适宜性指

标因子，构建了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影响指标结构模

型，探究得出：

1）张谷英村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两个维度中所

蕴含的 8 项指标变量对其人居环境适宜性影响均为正

向。受张谷英村地势状况、居民生活需求、村委会政

策等影响，使得指标的路径系数、临界比值（C.R.）
与 P 值不同，但均在标准值内并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水资源状况、土地资源状况、基础设施、经济状

况、交通状况、医疗卫生条件、建筑设施与安全管理

状况对张谷英村人居环境的适宜性产生正向影响。

2）不同维度不同指标对张谷英村人居环境适宜

性影响程度不同。就自然环境维度而言，张谷英村的

不断发展使得村内耕地逐渐转变为建设用地，土地资

源的影响逐渐降低，而张谷英村地势影响使得村民生

活用水主要依靠其地下水资源，水系的分布对其影响

依旧存在。因此，水资源状况指标变量对人居环境适

宜性的影响力高于土地资源状况；其中在考虑水源的

选择上更看重水源的布局现状，在考虑土地因素上更

看重土地分配。

就社会环境维度而言，基础设施对张谷英村人居

环境适宜性的影响程度最大，建筑设施与安全管理状

况的影响程度最低。基础设施建设关系到村民的日常

生产生活，是村民的基本保障，特别是供水、供电、

通信指标因子影响指数较大；经济状况对张谷英村人

居环境适宜性的影响也处于较高水平，经济水平的高

低最直观地反映在村民的收入水平上。随着社会的稳

定发展，村落的管理方式越来越好，安全性对人居环

境适宜性的影响会慢慢降低。

随着国家对于美丽宜居乡村的建设、乡村振兴

战略政策的出台，科技工作者对于乡村人居环境适

宜性的研究层次越来越深入，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

本研究所建立的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结构模型及其

变量所产生的影响程度，是基于传统村落张谷英村的

调研数据，对其它传统村落或历史文化名村的人居环

境适宜性指标变量的确立、影响程度的探究有一定的

参考意义，但也只是一种理论探索。对我国不同环

境不同类型的乡村人居环境适宜性指标变量的选取，

以及其产生的影响程度，还需根据各乡村特色进一步

检验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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