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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山区居民环境行为调研报告 

摘要：退耕还林是我国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保护秦岭生态环境的重要政策之一，为全面认识和深入了解当

地居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以及退耕还林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开展了主题为“秦岭山区居民环境行为研究”

的问卷调查，于 2021 年暑假期间在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共取样 32 份。调查涉及居民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

对秦岭环境知识和规范的了解程度、生态环境保护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通过深入县城对居民

访谈和实地调查，看到了现阶段秦岭山区居民生活情况，对秦岭生态保护的认识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同时

宣传了有关生态保护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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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方案 

(一)调查目的:通过了解当地居民对于相关秦岭生态的了解情况，获取当地居民对于通过垃圾

治理来保护生态环境的态度和执行情况，发现现存的问题，并宣传生态保护的相关知识。 

(二)调查对象:安康市宁陕县县城居民 

(三)调查程序: 

1、进行走访，实地调查来了解情况，选择合适的调研地点和调研人群； 

2、进行访谈调查，随机和当地居民聊天访谈并让他们填写调查表; 

3、根据回收问卷进行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1）“阶层属性”操作化测量 

（2）“环境认知”操作化测量 

（3）“政策认知”操作化测量 

（4）“效益认知”操作化测量 

4、撰写调研报告 

 

二、问卷设计 

本次问卷设计共分为五个板块：分别是个人信息，环境知识，环境规范，环境行为和生

态环境保护对居民的影响。首先个人信息仅为受调研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年龄群体，学历，

家庭生活水平以及家庭经济收入来源，我们秉持收集的采访信息对调研主题有帮助的原则，

尊重和保护受调研者的隐私。环境知识涉及废旧电池，化肥，农用薄膜，焚烧秸秆等的危害，

以判断的方式向他们提问是否了解。环境规范部分围绕封山育林，禁止捕猎野生动物等问题

展开调查，这两部分主要以提问为主，同时在调研时也兼顾宣传的功能。最后环境规范和生

态环境保护对居民的影响的问题比较贴合生活实际，比如购物是否带购物袋，生活是否因环

境保护而更加美好等问题。通过五个板块的设计环环相扣，兼顾调查和宣传的双重作用。 

 

三、问卷调查结果 

（一）样本信息 

本次在宁陕县县城中一共发放和回收到 32份有效问卷。在被调查者中，从年龄段来看，

“小于 25 岁”，“21-45 岁”、“45-65 岁”与“66 岁以上”的城镇居民分别占总调查人

数的 9.38%、21.88%、 37.50%与 31.25%。样本分布较为合理，既涵盖了各个年龄段，又重

点关注了县城的主要居住群体，因为县城外出工作的人居多，居住群体多为留守的老人和妇

女等，因此本次调研结果有较强的说服力。 

从文化程度上看，“文盲”、 "小学”、“中学” 与“大专或大学本科以上”的城镇

居民分别占总调查人数的 15.60%、31.25%、37.50%与 15.60%。居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年

纪大的接受教育的程度都比较低。 



  

  

图 1 组员们正在深入调查和访谈（图片来源：组员自摄） 

 

（二）调研结果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该地居民对于秦岭生态保护条例有关知识，75%的人表示知道，有

25%的人不知道;对于封山育林区域禁止行为有关知识，有 75%的人知道，有 25%的人不知道;

对于禁止危害秦岭野生动物的行为有关知识，93.75%的人知道，6.25%的人不知道。由此可

见，对于生态保护的相关知识，大部分人还是了解的，宣传成果可见非常有效。 

但是当地居民对于环境保护知识的了解途径和执行力存在差异性。有的人依靠政府宣传

得知相关环保知识，如农用薄膜以及使用过度农药对于作物、环境的危害；有的人依靠自己

所学知识了解到以往习惯性做法对于环境的危害，如随手仍废旧电池会产生重金属离子，从

而污染土壤，大大降低耕作效率等。但是很多居民，特别是一些老人对于相关法律和条例没

有根本认识，没有理解和执行，也使得延续下来的对于环境有一定危害的习俗难以得到有效

的抑制。因此，当地居民环境行为存在多样性。 

当地居民对于环境规范的认识普遍较弱。如他们对《陕西省秦岭生态保护条例》的了解

较少，其中包括二十五度以上的坡耕地应答逐步退耕还林还草、矿产资源开发企业不得使用

国家明令淘汰的工艺、技术和设备等条例，这些条例一般表达都比较学术，居民们较少了解，

了解的也不能完全理解。再者，他们大多对在封山育林区内有哪些禁止行为的认识较为模糊。

很多居民的意识里，人本应接受大自然的馈赠，即使是开垦、采石、采砂、取土等行为只要

开采有度，也是可以合理开展利用的，甚至认为在封山育林区域也可以适度开发。 

但是有趣的是，这里的居民大多对动物有天生的敬畏感。即使是在山中碰到了蛇，他们

也不会轻易地去惊扰，更别提捉蛇、用蛇泡药酒了。居民认为这里的生物是有灵气的，对动

物都保持较大的崇敬和保护意识。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实地调研时经常看到一些小动物，

还幸运地遇到了秦岭四宝之一的朱鹮，也是得益于居民们的保护和秦岭生态的改善。 

    

图 2 秦岭四宝之一的朱鹮正在河边觅食（图片来源：组员自摄）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该地居民对于环境行为有关知识，75%的人了解较为完备，有 25%

的人的知识尚有欠缺;对于去超市是否携带购物袋行为，有 93.75%的人都不会携带，只有

6.25%的人会携带;对于制止别人的行为，在调查样本中，100%的人都选择不会去制止。问及

原因时，都是出于情面、或是害怕自己因此受到伤害。 

总体来说，在执行相关环保条例和环保理念的时候，当地居民的环境行为大多较为被动。

更多的人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传统习俗（如过年燃放烟花爆竹）、生活习惯（选择提供免费

塑料袋的商家进行购物）、耕作习惯（如漏天焚烧秸秆、根据经济利润选择放牧数量），大多

居民仍是会在自己方便的基础上才实施环保行为。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几乎没有居民

会选择携带购物袋去购物，他们甚至会优先选择那些便利的、免费提供塑料袋的购物场所进

行采购。此外，他们很少与邻里朋友谈论环保的话题，当地居民大多生性淳朴老实，较为享

受安逸，也不会上前劝阻他们见到的破坏环境的现象，如乱倒垃圾的行为等。但是对于国家

的要求，他们大部分还是会积极践行。比如近些年由于国家要求规范农用薄膜的使用和处理，

他们也舍弃了部分经济利益，使用了费用更高的方式去处理用过的农用薄膜。 

虽然身处秦岭附近，但是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来源都是非农业方面。他们有的人靠从其他

地方进瓜果，用货车拉过来卖掉来维持生计；有的人常年在外地打工，偶尔回来看看；少数

人仍然依靠着种地、销售农产品来维持生计。由于近些年国家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视，部分在

耕居民的土地被国家收回，他们的种植收入也随之减少了。但是总体来说，小镇居民生活安

然自在、幸福美满。虽无丝竹管弦之乐，举手投足间，亦足矣畅叙幽情。在调研样本中，约

37.50%的人认为自己近些年的收入减少了，生活不那么好了，而 62.50%的人则认为自己的

收入增加了，日子变好了。 

 

四、问题总结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收入和文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垃圾治理的行为会产生一

定影响，文化程度和收入较高的居民对于环境的认知较好，对相关的垃圾治理的行为判断比

较准确，同时也愿意积极地参与垃圾治理的行动当中。并且这类居民对于垃圾治理的所带来

的效益呈积极的态度并且表示相关部门的垃圾治理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也在不

同程度上对自己的收入产生了积极影响。 

而文化程度和收入较低的居民，对于相关的垃圾治理的行为判断没有那么准确，甚至对

于垃圾治理的某些行为表现出不理解，但是大部分此类居民也表示愿意积极地参与垃圾治理

的行动当中，但是对于垃圾治理的所带来的效益他们大多数并不了解或者没有感受到垃圾治

理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好处。 

从调研对象上看，我们小组所调研的对象男女比例均衡，且具备各个年龄段、职业各异

的人群，因此调查对象具有普遍性，对于所要调查的问题的答案他们的回答具有代表性。在

个人家庭状况调查中，我们小组所调研的对象其普遍认为自己家庭收入一般或者处于中等水

平且家庭现在主要收入来源分别分为两部分：农业生产以及外出打工的兼业所得。在有关环

境知识的调查中，对于废电池、农用薄膜、过量使用化肥、过量使用农药、食品塑料袋、放

鞭炮、焚烧农作物秸秆、砍伐树木、猎杀野生动物、开采矿石会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水果

店老板的母亲、即将升入初中的路人小弟弟、在家务农的中年阿姨、开杂货店的中年叔叔、

以及在路边闲聊的中年叔叔都表示上述行为都会对环境造成危害，而在家专职带孙子的中年

阿姨对有些问题的回答较为模糊，表示自己不知道或者不了解。在这些采访者中，有位叔叔

告诉我们即使秦岭山区的居民都知道焚烧农作物秸秆对环境有危害，但是由于焚烧农作物秸

秆是秦岭山区居民在农业生产中长期以来流传下来的习惯，短时间内人们无法改变这种行为

以及也无法找到可代替这种行为的其他环保行为。在环境规范调查中，我们小组的被采访者

对于《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的部分条例存在不知情、不了解的情况，而对于该板



块其他问题如封山育林、保护野生动植物的相关问题被采访者均有较为明确的保护意识。在

环境行为调查中，我们组被采访者均没有自己带塑料袋到超市的行为，对于废弃的农用薄膜

如何处理我们了解到由于秦岭山区现在禁止开垦耕地或者部分耕地被国家征用，所以农用薄

膜在这块地区的使用已经很少见了，但是我们得知在乡下农用薄膜的使用还是较为普遍的，

因此人们对于农用薄膜的处理大多都是扔到垃圾箱，但是也有部分居民则告诉我们在之前他

们自己还有地的时候他们通常都是将农用塑料薄膜做焚烧处理或者进行填埋。在生态环境保

护对民众生活的影响调查中，被采访者普遍表示由于保护秦岭生态环境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

变好了，家庭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比以前好了。 

从小组受访者综合得出：居民耕地面积均有减小，部分居民无耕地面积，因政策等原因

征用或劳动力不足转卖等。84%的居民来自林业和林下经济的收入和以前一样，16%的居民

相较于从前有所减少。家中粮食和蔬菜来源情况：66.7%的受访者全部买，33.3%的受访者表

示自己买一部分种一部分。家中燃料的主要来源：受访者均表示不烧柴，使用煤，电，天然

气。其中，通过实地走访，我们发现虽然居民们搬到县城居住了，但仍然很喜欢自己种植作

物，随处可见居民们自己种植的各类蔬果。 

 
图 3 县城居民种植模式（图片来源：组员自摄） 

总而言之，在本次调研对象中，我们着重于调研对象的年龄分布要均匀，即在各个年龄

段的人数基本相同，从而提高调研的科学性和真实性。通过调研发现，当地居民对环境保护

的了解程度与学历高低年龄大小的关系并不是很大，即使是学历很低的老人，在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依然具有较为良好的意识。不论是在平时废弃物和污染物对环境的危害性上还是日常

生活中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等，当地居民都做得非常不错。只是在总体都不错的情况下，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被调研对象一般都是收入中等家庭，他们平时是不会非常关注环境保护

方面的交流，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会自己携带布袋购物，而主动劝别人捡垃圾的也很少。可见

在这些方面，当代当地居民还有不足之处，仍需一些改进。另外，在谈判谈到生态环境治理

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时，很多居民都谈到，能够感受得到生态环境治理带给当地环境的变化，

以及间接带给居民生活的好处，但同时我们也了解到，现在许多居民已经不再种地，大部分

人的收入都是退休金，而平时吃蔬菜也都是在超市购买，在林、副业方面几乎没有收入。总

之，当地居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总体不错，同时也的确受益于生态环境保护。 

  通过上述对调查问题的简要概述我们可以了解到秦岭山区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较强，

但是受文化知识水平、传统农业耕作习惯以及现实国家政策的限制，居民对于部分环境行为

的认知存在差异性、无知性，尤其是对于相关法律的了解呈现一定的封闭性和有限性，这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现行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短板：偏远山区的部分人群不能接受

到系统的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宣传教育，所做出的环境行为具有被动强制性、短暂性，无法长

期维持并形成人们生活中的习惯。对于地形本来较为封闭、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如何推动这

些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进一步执行，彻底改变人们的环境行为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五、改进建议 

1.广泛深入的开展宣传教育，加强居民环保意识，提高居民的环保素质，树立“人人为

我，我为人人”的新风气， 加强居民生态保护意识，关键是要提高全民素质。只有素质上去



了，居民的环保意识才会相应地加强。 

    2.应从行动上切实支持政府的生态保护工作，响应政府号召，使自己良好的环保意愿能

付诸行动，起到良好的环保效果。另外，对于那些污染环境的行为应加以批评并即时制止，

用积极的实际行动去带动更多人加入环保队伍。 

   3.加大惩罚力度，对不保护环境的个人或企业要依法处理，从严处理。用惩罚这种方法

来约束他们的行为，让他们逐步养成保护环境的意识。 

   4.定期举行大型关于社区环境建设宣传工作，使环保意识深入人心。让宣传进入家家户

户，大到老人小到儿童，人人皆知。 

在本次调研活动中，除了对调查问卷上的问题进行调查，我们还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在调研途中，我们见到了河流、街道、菜市场等等。总体而言，河流较为清澈，在街道上也

没有随处可见的垃圾，问题主是菜市场中的环境有些许差。总之，希望当地居民能够在垃圾

的处理上以及环境整治上做得更好，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更加主动的保护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