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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区绿洲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意识研究
———以“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乌鲁木齐为例

王文 娟１，２， 玉 米 提 · 哈 力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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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新疆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４６

２ 新疆大学绿洲生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４６

３ 新疆大学干旱生态环境研究所，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４６

４ 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大学自然科学与数学学院，叶卡捷琳堡　 ６２００００

摘要：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其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基于公众科学理论框架，采用模型模拟方法、实地问卷

调查、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了乌鲁木齐居民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自我感知、满意程度、参与意愿，并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

（ＳＥＭ），探讨了居民参与城市生态文明意愿的可行路径，分析了居民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意愿与其相关因素间的关系，揭
示了居民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主要限制因素。 结果表明：（１）居民自我感知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参与意愿呈显著正相关，满
意程度与参与意愿呈显著负相关；（２）４５．３６％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愿意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３）居民主体意识和支持度占比

分别为 ７２．９２％、７２．０４％，生态认知、生态关注及参与信心占比分别为 ４３．０８％、６４．３３％和 ５５．１４％；（４）受访者对城市生态文明建

设状况满意度的平均偏效应为 ２．３２，各项满意度均值情况为：城市绿化状况（２．５１）＞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程度（２．４１）＞城市空气状

况（２．３５）＞城市垃圾处理与分类状况（１．９９）。 研究成果以期为建立和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参考。

关键词：生态文明；干旱区绿洲城市；结构方程模型；满意程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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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１］。 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
写入党代会报告，十八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大报告中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１ 日，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宪法明确提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针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我国学者已开展了广泛研究［２⁃６］。 部分学者基于公众视角研究了生态文明建设

公众参与机制，并认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公共参与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Ｏｄｅｄ 等［７］ 将受

访者的参与行为因素分为动机和意图两个方面；王静等［８］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影响城市居民环境行为

的因素；梁元等［９］分析了空气质量和绿地质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刘怡等［１０］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农户

生态满意度模型，定量分析了各变量对农户生态满意度的影响程度。 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具有提升城市生

态管理水平、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１１］，直接决定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１２］。
目前针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自我感知、满意程度、参与意愿的跟踪调查，尤其是围绕西北干旱区“一带

一路”多民族聚居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调查研究尚少。 因此，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乌鲁木齐为研究

区，尝试从公众视角切入，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城市居民生态文明建设的自我感

知、满意程度及参与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居民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意愿的影响因素，以期为促进以人

为本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决策参考。

１　 研究区域

乌鲁木齐地处我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腹地，是沟通新疆南北和连接我国内地与中西亚及欧洲的重要枢

纽，曾为古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重镇［１３］。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其作为中国西部国际大通道中

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和战略地位更加突出。 乌鲁木齐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是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科
教和金融中心，现辖七区一县，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均温为 ８．４℃，年平均降水量为 ３８０ ｍｍ。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全市总面积 １．４２ 万 ｋｍ２，建成区面积 ４３６ ｋｍ２，常驻人口 ２．２２×１０６人，包含汉、维吾尔、回、哈萨

克等 ４９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 ２４．６％，具有典型的民族区域特色［１４］。 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局限和经济水

平的制约，乌鲁木齐市的城市生态与环境状况却不容乐观。 在推进绿色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宣传生态文明

理念，协调地区人文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建设以人为本的生态文明城市显得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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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Ｍｏｄｅｌ，ＳＥＭ）基于协方差矩阵，用于探究外生变量对内生变量以及内

生变量间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可解决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在众多方面得到广泛运用［１５⁃１６］。
本文构建了 ＳＥＭ 模型，模型中自我感知和满意程度设为外生变量，参与意愿设为内生变量，其中自我感知和

满意程度为潜在变量，其他均为观测变量，模型公式如下：
Ｙ ＝ ＢＹ ＋ ΓＸ ＋ ｅ

式中，Ｙ 为内生变量向量；Ｘ 为外生变量向量；Ｂ 为内生变量对其他内生变量的直接影响系数矩阵；Γ 为外生

变量对内生变量的直接影响系数矩阵；ｅ 为方程残差项，即误差向量。
运用属性关联数据方法，列举了国内目前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层面的研究（表 １）。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通

过实际调查数据选定自我感知、满意程度两个变量，研究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居民自我感知、满意程度对

参与意愿的影响路径。 居民对城市文明建设生态认知（Ｘ１）、生态关注（Ｘ２）、主体意识（Ｘ３）、支持程度（Ｘ４）、
参与信心（Ｘ５）为内在心理认知，其主要以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感受为基础，强调居民在生态文明建设中

的自我感知，同时，也包含居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所获得的心理享受、情感反映，其体现为对生态文明

建设的满意程度。 本文选择的满意程度具体指对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包括绿化状况（Ｘ６）、空气质量

（Ｘ７）、垃圾处理与分类（Ｘ８）、水资源利用（Ｘ９）、环境信息公开程度的满意程度（Ｘ１０）。 对问卷数据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以研究各指标与居民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性，得到除水资源利用状况（Ｘ９）指标

外，其余 ９ 个指标均与居民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呈显著相关。 运用极大似然法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模型的修正参考 Ａｍｏｓ 修正指标（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Ｍ．ｌ．），运用 Ａｍｏｓ
２１．０ 软件进行参数估计，得到居民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参与意愿路径模型图（图 １）。

图 １　 居民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参与意愿路径模型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ｐａ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Ｘ１：生态认知，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Ｘ２：生态关注，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Ｘ３：主体意识，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Ｘ４：支持程度，ｓｕｐｐｏｒｔ ｄｅｇｒｅｅ；Ｘ５：参

与信心，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Ｘ６：绿化状况，ｇｒｅｅｎ ｓｔａｔｕｓ；Ｘ７：空气质量，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Ｘ８：垃圾处理与分类，ｇａｒｂ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Ｘ１０：环境信息公开程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ｅ１－ｅ１０：残差项，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ｉｔｅｍ

２．２　 问卷设计与调查

根据乌鲁木齐居民学历结构，采用李克特式量表直观的测量居民对本地生态文明建设的自我感知、满意

程度、参与情况。 问卷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生态文明理念的内涵及意义；第二部分调查受访者对生态文

明建设的自我感知、满意程度、参与意愿；第三部分调查受访者对绿色生活、环境污染、不文明行为等看法；第
四部分调查受访者基本信息。 问卷发放形式采用现场调查与互联网调查，有效问卷共 １０６１ 份。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０ 日通过纸质版问卷对乌鲁木齐居民进行访问调查，发放问卷 １３６ 份，收回问卷 １２９ 份，有效问卷 １１３ 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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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８７．６％；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通过互联网调查，回收电子问卷 １０４０ 份，通过样本来源

（ＩＰ 地址），选取乌鲁木齐问卷 ９５１ 份，有效问卷 ９４８ 份，有效率为 ９９．６８％。 调查问卷量表的克龙巴赫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值为 ０．８４４，表明该量表信度良好。 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 ＫＭＯ 值为 ０．８５６，表明数据有效度

较好。 巴特勒球形检验值（Ｂａｒｔｌｅｔｔ）为 ３４９６．０１，自由度 ｄｆ 值为 ３６，显著性水平 Ｐ＜０．００１，旋转后累积方差解释

率为 ６２．０７％，表明该量表可有效提取。

表 １　 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层面研究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

目标类别
Ｔａｒｇｅ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指标名称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研究内容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指标体系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生态经济

Ｈｕａｎｇ 等人发展了城市尺度的生态效率指数，并指出该指数对 １９１ 个中国城市
在 ２００３ 年到 ２０１３ 年的变化进行了衡量。 ［１７］

生态环境
张欢等从生态环境健康度、资源环境消耗强度、面源污染治理效率和居民生活
宜居度 ４ 个方面构建了包含 ２０ 项指标的特大型城市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 ［１８］

生态文化
以云南石林县阿着底彝族村寨的密枝林为例，探讨了生态文化传统与生态环境
建设之间的互动效应。 ［１９］

生态科技
通过生态规划和生态科技创造智慧城市，详细阐释了地方生态产业转型的现状
和问题，从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维度解读了产业转型机制。 ［２０］

生态政治
以生态空间整体性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作为内在基点，推行生态保护红线与环
境法律制度之间的融合。 ［２１］

自我感知
Ｓｅｌｆ⁃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生态认知

运用公众参与理论，探讨了乌鲁木齐居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程度、了解生
态文明信息的途径及参与行为等。 ［２２］

生态关注
通过开放式模糊德尔菲专家调查法，运用网络搜索引擎，分析人居环境关注热
点的时间演变与空间分布特征。 ［２３］

主体意识
分析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利益相关方”的定位、驱动力及沟通机制等，将责任
落实到国家、企业及个人具体行为上。 ［２４］

支持程度
在随机效用理论框架下采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和实际调查数据，测算心理变量对支付
意愿影响的偏效应，分析了居民对赣江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 ［２５］

参与信心
应用非期望产出 ＳＢＭ 模型对天津市生态文明建设效率进行评价，反映出被评
估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真实水平。 ［２６］

满意程度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绿化状况

针对北京市青年居民对城市绿地的使用满意情况和影响因素做网络调查，试图
对城市绿地提供的休闲服务做评价。 ［２７］

空气质量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从全国尺度上分析了工业活动、城市规模和居民活动三大因
素对 ＰＭ２．５ 污染产生的影响。 ［２８］

垃圾处理与分类
通过对垃圾处理场的实地调查，分析了垃圾处理设施周边家庭的风险感知、公
平认知、受偿意愿与邻避行为倾向之间的关系。 ［２９］

水资源利用状况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了利益相关者对水资源及其生态系统服务的认知程
度及其支付意愿。 ［３０］

环境信息公开程度
通过资料调查、实际公开申请和深入访谈，全面评估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实
施的有效性。 ［３１］

居民参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参与意愿

以参照群体影响为外界变量，以自我感知价值为内部判断变量，将二者关联绿
色出行意愿，判断其影响因素。 ［３２］

绿色生活
基于问卷调查对居民出行碳排放进行测度，探究不同类型出行方式、居民态度
及喜好对碳排放的影响机理。 ［３３］

２．３　 样本描述性统计

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 ２ 所示。 样本男、女比例分别为 ４８．０７％、５１．９３％；年龄在 ２０⁃３０ 岁占样本量

的 ６２．８７％，可反映该市生态文明建设潜力；月收入为 ３００１—５０００ 元及 ２０００ 元以下分别占样本量的 ３１．４８％、
３４．５０％；受访者中汉族占比为 ７４．３６％，少数名族占比为 ２５．６４ ％，民汉比例与该市实际情况基本吻合；受访者

文化水平基本处于大学及以上文化，其中本科学历人数占比最高，达 ３６．８５％，事业单位人员占 １１．７８％，企业

单位人员占 １８％，学生人数所占比率最高，达 ２５．４５％，调查人群面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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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受访者社会属性变量的统计描述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ｓｕｒｖｅｙｅｄ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赋值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频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频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

累计比率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ｏｏｔ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 ％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男 ０ ５１０ ４８．０７ ４８．０７

女 １ ５５１ ５１．９３ １００

年龄 Ａｇｅ ＜２０ １ ５８ ５．４７ ５．４７

２０—３０ ２ ６６７ ６２．８７ ６８．３４

３１—４０ ３ １６６ １５．６５ ８３．９９

４１—５０ ４ １２１ １１．４０ ９５．３９

＞５０ ５ ４９ ４．６１ １００

月均收入 ＜２０００ 元 １ ３６６ ３４．５０ ３４．５０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ｉｎｃｏｍｅ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 元 ２ １４６ １３．７６ ４８．２６

３００１—５０００ 元 ３ ３３４ ３１．４８ ７９．７４

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０ 元 ４ １２５ １１．７８ ９１．５２

＞１００００ 元 ５ ６９ ６．５０ １００

民族构成 汉族 １ ７８９ ７４．３６ ７４．３６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维吾尔族 ２ １５４ １４．５１ ８８．８７

哈萨克族 ３ ３２ ３．０２ ９１．８９

蒙古族 ４ １９ １．７９ ９３．６８

回族 ５ ３２ ３．０２ ９６．７０

柯尔克孜族 ６ １２ １．１３ ９７．８３

其他 ７ ２３ ２．１７ １００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１ ４９ ４．６２ ４．６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初中 ２ １０１ ９．５２ １４．１４

高中 ３ １１８ １１．１２ ２５．２６

专科 ４ １５８ １４．８９ ４０．１５

本科 ５ ３９１ ３６．８５ ７７．００

硕士 ６ ２１４ ２０．１７ ９７．１７

博士 ７ ３０ ２．８３ １００

职业 事业单位人员 １ １２５ １１．７８ １１．７８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企业单位人员 ２ １９１ １８．００ ２９．７８

专业技术人员 ３ ８２ ７．７３ ３７．５１

教师 ４ ６５ ６．１３ ４３．６４

学生 ５ ２７０ ２５．４５ ６９．０９

个体工商户 ６ ５３ ５．００ ７４．０９

自由职业者 ７ １２８ １２．０６ ８６．１５

离退休人员 ８ ７７ ７．２６ ９３．４０

其他 ９ ７０ ６．６０ １００

学术背景 生态学 １ １２４ １１．６９ １１．６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环境学 ２ １０４ ９．８０ ２１．４９

地理学 ３ １５５ １４．６１ ３６．１

资源与能源保护领域 ４ ８０ ７．５４ ４３．６４

管理学（城市规划类） ５ ７９ ７．４５ ５１．０９

农林 ６ １５７ １４．８０ ６５．８９

其他 ７ ３６２ ３４．１２ １００

　 　 数据来源：根据调查数据整理

５　 １４ 期 　 　 　 王文娟　 等：干旱区绿洲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意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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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模型结果

经对结构方程模型数据拟合与修正，得到假设模型拟合结果（表 ３）。 由表 ３ 可得：ｘ２ ／ ｄｆ 值为 １１．４５５，
ＲＭＳＥＡ 值为 ０．１０２，ＣＦＩ 值为 ０．８６２，ＧＦＩ 值为 ０．９１３，ＮＦＩ 值为 ０．８５２，需对模型修正。 经删除因子载荷低于 ０．４
的变量，增加残差之间的相关路径后，拟合系数 ｘ２ ／ ｄｆ 的值为 ９．７０８，ＲＭＳＥＡ 的值为 ０．０９３，ＣＦＩ 值为 ０．９１４，ＧＦＩ
值为 ０．９４４，ＮＦＩ 值为 ０．９０６，由此可得大部分拟合指标通过，模型拟合较好。 模型修正参考 Ａｍｏｓ 修正指标 Ｍ．
Ｉ．，将影响不显著的路径删除，经修正后对其重新估计，直到 Ｍ．Ｉ．表中不再提示需要修正模型，以及各路径显

著性水平均在 １０％以上，得到居民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参与意愿路径模型（图 １），ａ 为初始模型，ｂ 为修正模型。
由图 １ 可得，自我感知与参与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的大小为 ０．９８，表明居民对生态文明的参与意愿

随感知程度的升高而增高；满意程度对参与意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影响的大小为－０．４８，说明在城市生态

文明建设中居民的参与意愿随着满意程度的提升而降低。

表 ３　 假设模型拟合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ｆｉｔｔｉｎｇ

模型适配度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ｉｔ

适配参考值
Ｍｏｄｅｌ ｆｉ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模型结果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初始模型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

修正模型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卡方值 Ｃｈｉ ｓｑｕａｒｅ ｖａｌｕｅ（χ２） ４８１．１２８ ３００．９４１

自由度 Ｆｒｅｅｄｏｍ（χ ２ ／ ｄｆ） １１．４５５ ９．７０８

拟合优度指数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ＧＦＩ） ＞０．９ ０．９１３ ０．９４４

调整拟合优度指数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ＡＧＦＩ） ＞０．９ ０．８６４ ０．９００

比较拟合指数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ＣＦＩ） ＞０．９ ０．８６２ ０．９１４

规范拟合指数 Ｎｏｒｍａｌ 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ＮＦＩ） ＞０．９ ０．８５２ ０．９０６

近似误差均方根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ｅｒｒｏｒ（ＲＭＳＥＡ） ＜０．０５ ０．１０２ ０．０９３

３．２　 居民社会属性的影响

根据样本特征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 １），对居民社会属性与居民自我感知、满意程度及参与意愿进行

回归分析，其相关系数大小（Ｂ）、显著性水平（Ｓｉｇ）见表 ４，选取 ７ 项居民社会属性为自变量，居民自我感知、满
意程度、参与意愿为因变量，其中，性别、民族构成、学历、职业、教育背景为定性变量，引入虚拟变量 ｄ。 由表 ４
可得：性别、职业、教育背景与居民参与意愿呈显著相关关系，其中认知度（Ｘ１）、关注度（Ｘ２）的回归系数 ｒ 分
别为－０．０５，－０．０８３，Ｐ＜０．０５，说明男性比女性认知度及关注度高，但参与意愿的回归系数 ｒ 为 ０．１０６，Ｐ＜０．０５，
说明女性参与意愿大于男性；年龄越大，居民对乌鲁木齐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度（ ｒ ＝ ０．０８６，Ｐ＜０．０１）与支持

度（ ｒ＝ ０．０５７，Ｐ＜０．０５）越高，但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满意度较低（ ｒ ＝ －０．０２４，Ｐ＜０．０１）；居民收入水平与主体

意识呈显著负相关（ ｒ＝ －０．０４２，Ｐ＜０．０５），表明居民收入越高，其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意识越低；居民民族构成

对居民自我感知、满意程度、参与意愿的影响均不显著；居民学历越高，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意识、支持度、参
与信息越高（Ｐ＜０．０５），但学历与居民对生态环境满意程度均呈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事业单位人员及企业单

位人员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度（ ｒ＝ －０．０２７，Ｐ＜０．０１）及参与信心（ ｒ ＝ －０．０２２，Ｐ＜０．０５）更高，自由职业者

及离退休人员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度更高（ ｒ＝ ０．０１１，Ｐ＜０．０５）。 环境类相关专业背景的受访者与城市生态文

明建设的认知度（ ｒ ＝ ０．０５１，Ｐ＜０．００１）、关注度（ ｒ ＝ ０．０１９，Ｐ＜０．０５）、参与意愿（ ｒ ＝ ０．００８，Ｐ＜０．０５）呈显著正相

关，表明相关专业的居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更清晰，生态文明关注度更高、参与意愿更强，但对乌鲁木齐

空气质量状况满意度较低（ ｒ＝ －０．０３１，Ｐ＜０．０５）。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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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社会属性对居民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外生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自我感知 Ｓｅｌｆ⁃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满意程度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１０

参与意愿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Ｂ －０．１９７ －０．１７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２７ －０．１１３ －０．１５５ －０．２００ －０．２４７ －０．２１６ ０．０８６

Ｓｉｇ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３８ ０．４７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０∗

年龄 Ａｇｅ Ｂ ０．０７２ ０．０８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９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２

Ｓｉｇ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１∗∗ ０．１９９ ０．０１２∗ ０．７５７ ０．０９９ ０．０１０∗ ０．３７５ ０．００２∗∗ ０．６２８

月均收入 Ｉｎｃｏｍｅ Ｂ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０

Ｓｉｇ ０．７３１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０∗ ０．８２３ ０．４０４ ０．９３９ ０．２４３ ０．２８４ ０．７５０ ０．２５０

民族构成 Ｅｔｈｎｉｃ Ｂ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５

Ｓｉｇ ０．４９８ ０．５３９ ０．６５５ ０．９３７ ０．８４７ ０．６８１ ０．２５５ ０．２１９ ０．２９８ ０．７６１

学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９ －０．１２６ －０．１８０ －０．１６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１

Ｓｉｇ ０．６０２ ０．９４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９３６

职业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Ｂ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１

Ｓｉｇ ０．２６１ ０．００２∗∗ ０．８２４ ０．０７１ ０．０４０∗ ０．６６４ ０．４３５ ０．４７９ ０．１５８ ０．０３６∗

教育背景 Ｂ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Ｓｉｇ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０．４９４ ０．４７０ ０．３２５ ０．３３７ ０．０１９∗ ０．２７７ ０．３５３ ０．０４５∗

　 　 ∗∗∗表示 Ｐ＜０．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５，分别表示 １０％、５％、１％水平上的显著性；Ｂ：相关系数，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ｉｇ：显著性水平，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

图 ２　 受访者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自我感知及参与意愿

　 Ｆｉｇ．２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ｓｅｌｆ－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３　 居民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自我感知及参与意愿

对受访者在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自我

感知及参与意愿程度分别用 １、２、３、４ 进行赋值，分值越

大，表明自我感知及参与意愿情况程度越好，其中，自我

感知分为 ５ 项：认知度、关注度、主体意识、支持度及信

心，得到受访者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自我感知

及参与意愿（图 ２）。 由图 ２ 可知，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

参与意愿随自我感知的提高而加强；选择 ４ 分的受访者

主体意识及支持度，分别达 ７２．９２％、７２．０４％，表示居民

主体意识较强，支持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意愿较高；选择

３ 分的受访者对生态文明认知度、关注度及参与信心分

别为 ４３．０８％、６４．３３％、５５．１４％，表明居民对生态文明认

知度、关注度及参与信心情况较好。

４５．３６％和 ５０．５９％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愿意和愿意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表明居民参与意愿较强，并对该

人群进一步调查，得到其不能参加环保活动的原因，见表 ５。 由表 ５ 可得，６０．１８％的受访者表示周围缺少环保

公益组织及平台，４１．６％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没有时间，但愿意用金代劳，表明成立并搭建更多环保公益组织和

公众参与平台，有利于推动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４１．４０％、３９．２３％的受访者不知如何参与，自身参与意识薄

弱，说明公众自身因素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影响因素；而仅有 ６．１３％的受访者表示不感兴趣，说明大多

数受访者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较为关注。
３．４　 居民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满意程度

为了解受访者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受访者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满意度情况

进行统计，见表 ６，表中分值越大，表明居民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满意度越高，且公众视角下城市生态文明建

设状况越好。 由表 ６ 可得：受访者总体满意度情况一般，占比为 ３９．８４％，分数均值为 ２．３２；其中，表示满意和

非常满意的受访者分别为 ２６．８４％、１２．５７％，且有 ２０．７５％的受访者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状况不满意。 受访者

７　 １４ 期 　 　 　 王文娟　 等：干旱区绿洲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意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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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不同指标的满意度分数均值情况为：城市绿化状况（２．５１）＞本地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程度

（２．４１）＞城市空气状况（２．３５）＞城市垃圾处理与分类状况（１．９９）；受访者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满意程度，分
数均值为 ２．４１，介于“满意”和“一般”之间，且 ４２．７９％的受访者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度表示满意，表明受访者

较满意目前的环保信息公开工作；受访者对所在城市空气状况及垃圾处理与分类状况满意程度较低一些，满
意度占比分别为 ２４．１１％、１３．６４％。 由此表明：近些年来乌鲁木齐市绿化状况趋好，受访者对城市绿化状况及

环境信息公开的满意度较好。

表 ５　 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阻力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居民不能参加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因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ｗｈｙ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频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频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

没有时间，但愿意用金代劳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ｉｍｅ， 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ｐａｙ ４４５ ４１．６

环保是政府的事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７４ ６．７２

周围缺少环保公益组织及参与平台
Ｌａｃｋ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６３６ ６０．１８

不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ｏ ｎｏ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２６５ ２５．２

公众不知如何参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ｋｎｏｗ ｈｏｗ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４１４ ３９．２３

公众自身参与意识薄弱
Ｔｈ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ｗｅｅｋ ４３５ ４１．４０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互矛盾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２３ ２０．７５

不感兴趣 Ｎｏ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６４ ６．１３

表 ６　 受访者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满意程度

Ｔａｂｌｅ ６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满意程度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非常满意（４）
Ｖｅｒｙ ｓａｔｉｓｆｙ

满意（３）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一般（２）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不满意（１）
Ｕｎ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均值
Ｍｅａｎ

城市绿化状况的满意程度 ／ ％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ｔａｔｕｓ １４．９２ ３１．４２ ４３．５８ １０．０８ ２．５１

城市空气状况的满意程度 ／ ％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ｉｒ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１４．３３ ２４．１１ ４４．２７ １７．２９ ２．３５

城市垃圾处理的满意程度 ／ ％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９．７８ １３．６４ ４２．４９ ３４．０９ １．９９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满意程度 ／ ％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９．９８ ４２．７９ ２５．３ ２１．９４ ２．４１

平均频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１２．５７ ２６．８４ ３９．８４ ２０．７５ ２．３２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结论

（１）居民自我感知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参与意愿呈显著正相关，满意程度与参与意愿呈显著负相关。
４５．３６％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愿意参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６０．１８％的受访者表示周围缺少环保公益组织及参与

平台，４１．６％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没有时间参与。 ４１．４０％、３９．２３％的受访者认为不知如何参与及自身参与意识

薄弱，仅有 ６．１３％的受访者表示不感兴趣。
（２）居民主体意识和支持度占比为 ７２．９２％、７２．０４％；选择 ３ 分的受访者对生态文明的认知度、关注度及

参与信心，占比分别为 ４３．０８％、６４．３３％、５５．１４％，表明目前相关部门对生态文明理念的普及宣传工作重视程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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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好。 受访者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状况满意度的平均偏效应为 ２．３２，各项满意度均值情况为：城市绿化状

况（２．５１）＞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程度（２．４１）＞城市空气状况（２．３５）＞城市垃圾处理与分类状况（１．９９）。
４．２　 讨论

受访者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总体满意度为 ２．３２，３９．８４％的受访者认为乌鲁木齐生态文明建设总

体满意度情况表现为一般，表明乌鲁木齐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仍然无法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期望。 居民对城市

绿化状况的满意度不仅表现出居民对城市生态系统内部基础设施便利程度的主观评价，也是干旱区绿洲城市

生态文明建设现状的体现。 ４２．７９％的受访者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度表示满意，表明非经济因素对城市生态

文明建设也非常重要，结合公众、企业和国家三个层面探讨生态建设提升路径，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

合作，仍是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城市化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现状存在高度复杂性，城市生态要素呈现多样性、综合型、系统性及逻辑性。

本研究仅以环境问题入手，多集中于居民对生态环境的满意程度，问卷调研暂未考虑居民对城市生态经济、生
态文化、生态社会的关联性，后续研究需从多层次、多系统的角度关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发展问题。 我国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出台制定了《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作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考核的依据，其中也加入

了公众满意度指标，如何判断人们的主观感受及满意程度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以公众参与城市生态

文明建设的心理感受为基础，同时，也包含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对生态环境方面的满意程度，以期为

测定公众满意度提供有力的科研基础。 此外，随着目前互联网的发展，存在大量人们自发生成的关于生态环

境建设变化的信息文本内容，这为研究公众参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提供更大的可能性。
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
（１）公众在现代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主体，也是生

态文明建设管理的客体，同时也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服务的主要受众。 生态文明建设应从个人作为切入点，
鼓励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活动，进一步提高居民的生态文明认知度及关注度，强化居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的信心，牢固树立生态文明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积极发挥环保公益组织的力量，搭建公众参与平台，推动公

众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使公众表达自己的偏好、增进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理解、实现自己的参与愿

望，提高公众自身的感知度，把建设生态城市化为全民自觉行动。
（２）城市相关部门应结合乌鲁木齐干旱区城市具体情况，基于“生态功能区划”、“三线一单”和“生态保

护红线”，改善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综合考虑环境效应、美学价值、社会需求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城市绿化

美化；推进环保信息公开透明，加强生态文明信息的宣传；推进“煤改气、煤改电”工程全面覆盖，强化大气污

染区域联防联控，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完善生活垃圾回收分类体系，实现生活垃圾及时清理、有序回收、无
害化处理；通过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创新，创造出既能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又能满足人们生理和心理需要的

城市生态系统，保障美丽宜居城市得以实现，提高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绩效；结合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与新疆地

方特色，不仅要创建环境优美、和谐文明的城市外在形象，更要将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政治融入生态文明

建设的内涵，把城市建设融入市民生活，形成对城市内涵和环境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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