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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对参与式水资源管理的认知响应

郭玲霞，封建民
（咸阳师范学院 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陕西 咸阳７１２０００）

摘　要：［目的］促进农民充分参与水资源管理，提高管理效率。［方法］以甘肃省高台县农户为对象，运用

参与式调查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民对参与式水资源管理的认知和响应。［结果］农民的认知程

度对其满意程度和参与意愿路径系数分别为０．１８（ｔ＝４．０８）和０．４２（ｔ＝７．０３），满 意 程 度 对 参 与 意 愿 的 路

径系数为０．４５（ｔ＝３．８６）。（１）农民的认知程度对其满意程度和参与意 愿 有 显 著 的 正 面 影 响，满 意 程 度 对

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２）对认知程度影响最显著的外生结构变量为个人因素，观测变量为自信程

度和受教育程度；（３）对影响满意程度影响最显著的外生变 量 为 生 产 状 况，观 测 变 量 为 耕 地 面 积、农 业 收

入比例、家庭人均纯收入；（４）对参与意愿影响最显著的外生 变 量 为 家 庭 特 征，观 测 变 量 为 家 庭 人 均 纯 收

入。［结论］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认知水平；提高水资源管理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和满意程度；建立完

善管理制度，为农民参与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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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急剧增长、环境污

染加剧以及水资源管理危机，中国水资源严重缺乏，
水污染愈演愈烈，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利用受到严重

威胁［１］。促进公众公平、充分、积极参与水资 源 管 理

是参与式水资源管理的真谛，是集成水资源管理的重

要内容以及提高水资源管理效率的有效手段。十八

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水源地保护和用水总量管理，
推进水循环利用，建设节水型社会”。农民是用水者

协会的主体，也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在节水

型社会建设中，农民用水者协会作为公众参与式水资

源管理的基层组织和基本单位，已成为联系农民和水

资源管理部门的纽带。目前，农民用水者协会已成为

水资源管 理 领 域 研 究 的 热 点 问 题。王 金 霞［２］、成 诚

等［３］对灌区尺度 水 资 源 管 理 制 度 的 研 究 表 明，自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开始，黄河流域参与式水资源管理制度

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 展，传 统 的 集 体 管 理 已 经 逐 步

被承包管理和用水者协会管理所取代。在水资源管

理绩效方面，农民用水者协会在解决水事纠纷、减少

用水户的水费开支、节约农业劳动力、渠系建设与维

护、提高弱势 群 体 灌 溉 公 平 性 等 方 面 取 得 了 一 定 成

效［４－９］，用水者协会的成立对农户灌溉水资源 供 应 和

农业生产、生产投资、作物用水量等方面具有积极影

响［１０－１２］。参与是水资源管理的关键问题，然而农户参

与灌溉管理的意愿受到户主的文化程度、户主对参与

式灌溉管理 认 知 程 度、非 农 劳 动 力 占 家 庭 劳 动 力 比

例、农户社会资本等因素的影响［１３－１４］。从性别角度来

看，限制妇女 参 与 用 水 者 协 会 的 因 素 是 没 有 机 会 参

与、家庭劳动繁重、科学文化素质低、对用水者协会认

知不足等［１５－１６］。综上所述，目前几乎所有研究都认可

且非常重视参与的重要性，却忽视了农民对参与式水

资源管理的认知及认知与响应的关系，而充分的认知

恰是参与的前提和基础。明晰农民对参与式水资源

管理的认知和响应关系，是促进农民参与水资源管理

的核心问题。因此，本文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进

行实地调查 并 获 取 数 据，建 立 结 构 方 程 模 型（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ＥＭ），探 索 农 民 对 水 资 源

管理的认知和响应关系，研究结果将为农户对水资源

的感知和响应研究提供基础，为区域节水型社会建设

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高台县地处９８°５７′２７″—１００°０６′４２″Ｅ，３９°０３′５０″—

３９°５９′５２″Ｎ。位于河西走廊中部，黑河中游下段，隶属

甘肃省张掖市。所属８个灌区（图１），１３６个行政村，

农业户数为３４　１３９［１７］。由 于 水 资 源 严 重 短缺，生 态

环境 脆 弱，多 年 来，一 直 受 到 国 家 和 政 府 的 关 注。

２００２年被确定 为 国 家 第 一 批 节 水 型 社 会 试 点区 域，
近年来大力发展节水型社会建设，形成了 政府 调控、
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节水型社会运行机制［１８］。

图１　高台县８个灌区分布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理论 模 型　结 构 方 程 模 型（ＳＥＭ）是 用 于 讨

论观测变量与潜在变量关系以及潜在变量与潜在变

量关系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融合了因子分析和路径

分析两种统计技术。一般步骤包括：理论模型建立、
数据检验、模型路径系数估计、整体模型拟合检验以

及模型修正［１９－２０］。
农民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主体，农民参与是提高

管理效率、促进水资源高效利用、实现用水公平合理

的有效途径。因此，农民参与水资源管理既是目标，
也是手段。农民是否愿意积极参与水资源管理，一方

面取决于其自身对于水资源管理的认知水平。农民

的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生产状况决定了其对水资源

的认知，也决定了其是否愿意、能否参与用水者协会

管理工作。另 一 方 面 也 受 水 资 源 管 理 现 状 的 影 响。
研究表明，农民的满意程度是评价用水者协会管理绩

效的重要且有效的指标［２１－２２］。农村水资源管理的服

务对象是农民，水资源管理绩效通常体现在农民对生

产生活用水的满足程度，对水资源供给服务评价的评

价。因此，理论模型的建立基于以下假设。（１）农民

的满意程度与其参与意愿存在着相关关系（Ｈ１）。农

民对水资源管理服务及管理绩效的满意程度越高，则
参与用水者协会管理以及支持家人参与的意愿越强

烈。（２）农民的认知程度与其 满 意 度 之 间 存 在 着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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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系（Ｈ２）。农 民 对 用 水 者 协 会 的 组 织 形 式、运 行

制度及职能等方面的理解和认识，直接关系到对用水

者协会管理绩效的满意程度。认识越深刻，了解越多

则对用水者协会的评价越客观。（３）农 民 的 认 知 程

度与其参与意愿存在着相关关系（Ｈ３）。对用水者协

会的认识和理解越深刻，参与协会管理及支持鼓励家

人参与的可能 性 越 大。（４）农 民 的 个 人 因 素—认 知

程度、个人因素—参与意愿、家庭特征—认知程度、家
庭特征—满 意 程 度、家 庭 特 征—参 与 意 愿、生 产 状

况—认知程度、生 产 状 况—满 意 程 度、生 产 状 况—参

与意愿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Ｈ４）。农民的个体特征

决定了其水资源知识、态度和行为，家庭及生产方面

的特征决定了其对水资源的需求和期待，从而影响对

用水者协会的认知程度、满意程度及参与意愿。
基于以上假设，建立农民认 知—响 应 理 论 模 型，

包含６个结构变量和２３个测量指标（图２，表１）。内

生结构变量为认知程度、满意程度和参与意愿。外生

结构变量为个人因素、家庭特征、生产状况。结构变

量对应的观测变量如表１所示。通过问卷调查，获取

所有观测变量信息。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劳
动力比例、负担系数、家庭人均纯收入、耕地面积、农

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９个指标根据答案转换为

５级量表，其余１５个观测变量的评价均按照各自 定

义分为５级量表。

表１　结构方程模型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说 明　　　　　　
年龄Ｘ１ １＝小于３０岁；２＝３０～３９岁；３＝４０～４９岁；４＝５０～５９岁；５＝大于６０岁

个人因素ξ１
健康状况Ｘ２ ５级量表

受教育程度Ｘ３ １＝文盲；２＝小学；３＝初中；４＝高中；５＝高中以上

自信程度Ｘ４ ５级量表

家庭规模Ｘ５ １＝小于３人；２＝３人；３＝４人；４＝５人；５＝大于５人

家庭因素ξ２
劳动力比例Ｘ６

１＝［０，２０％）；２＝［２０％，４０％）；３＝［４０％，６０％）；４＝［６０％，８０％）；

５＝［８０％，１００％］
负担系数Ｘ７ １＝２０％；２＝４０％；３＝６０％；４＝８０％；５＝１００％
家庭人均纯收入Ｘ８ １＝１　２００；２＝２　５００；３＝４　５００；４＝８　０００；
耕地面积Ｘ９ １＝７；２＝９；３＝１２；４＝１６；５＝大于１６

生产状况ξ３
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Ｘ１０

１＝［０，２０％）；２＝［２０％，４０％）；３＝［４０％，６０％）；４＝［６０％，８０％）；

５＝［８０％，１００％）
灌溉条件Ｘ１１ ５级量表

用水冲突发生频率Ｘ１２ ５级量表

用水者协会成立的必要性Ｙ１ ５级量表

认知程度η１ 用水者协会职能了解程度Ｙ２ ５级量表

用水者协会组织形式了解程度Ｙ３ ５级量表

灌溉满足程度Ｙ４ ５级量表

供水及时程度Ｙ５ ５级量表

满意度η２
用水设施维护Ｙ６ ５级量表

水费高低Ｙ７ ５级量表

财务透明程度Ｙ８ ５级量表

总体满意度Ｙ９ ５级量表

参与意愿η３
参与意愿Ｙ１０ ５级量表

支持家人参与Ｙ１１ ５级量表

１．２．２　数据检验　运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

进行初步 整 理 与 检 验，对 于 异 常 数 据 进 行 必 要 的 核

对、校正和剔除，对缺少的数据 采 用 样 本 均 值 替 代 法

进行处理，经过计算得到调查样本对于模型中观测变

量的评价均值以及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ｌｐｈａ信度系数。结果

表明所有单项与项目整体相关度全部大于０．５，因此

所有观察变量视为可信，全部予以保留。整体测量指

标的标准化信度０．８以上，说明此问卷具有较高的内

在一致性。然后对调查数据进 行 单 变 项 和 多 变 项 的

多元正态分布检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大部分数据

为近似正态性分布，偏度和峰度基本都小于１。由于最

大似然估计法的健全性，唯有在峰度的绝对值大于２５
时，才会对估计产生足够的影响性［２０］。侯杰泰等［１９］也

认为在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当样本数未达数千时，就算

变量不是正态分布，最大似然法估计仍是合适的，因此

选择最常用的最大似然法作为模型的估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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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农民对参与式水资源管理的认知－响应模型

１．３　数据来源

本文以农户为 研 究 对 象，进 行 参 与 式 问 卷 调 查，
前期预调查５８个样本数据显 示，农 民 认 知 程 度 样 本

方差为１．２０７　８，样本均值为２．９５，在０．０５显著性水

平下，规 定 抽 样 误 差 不 超 过０．１。根 据 简 单 随 机 不

重复抽样计 算得出 农 民 认 知 程 度 研 究最小样本量为

４７８。发放问卷６００份，获得有效问卷５７８份，其中男

性３０２份，女性２７３份。从性别上看，受访者男性 略

多于女性。从年龄上看，受访者以４０～６０岁最多，共
占了调查样本的６３．１５％，３０～３９岁 和６０岁 以 上 分

别占１６．２６％和１５．７４％，小于３０岁最少，占４．８４％。
从文化程度来看，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和初中为

主，共占了样本总量的７０．０７％。

２　计算过程与结果

运用ＬＩＳＲＥＬ软 件，输 入 协 方 差 矩 阵 及ＤＡ（开

始）、ＭＯ（模型构建）、ＯＵ（结果输出）语句，采样最大

似然估计法进行路径系数估计（图３）、进行ｔ检验，并
对模型整体拟合度进行检验（表２）。

各结构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ｔ检验值（ｔ＞
２）都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说明理论模 型 得 到 了 较 好

的验证，实证研究支持理论假设。２３个观测变量中，
用水冲突发 生 频 率（ｘ１２）标 准 化 系 数 值 较 小（０．０９），
但所有观测指标ｔ检验值都在０．０１水 平 上 显 著，说

明测量模型中的观测变量对特定结构 变 量 的 影 响 都

是显著的，能够很好地解释相 应 的 潜 变 量，因 此 没 有

剔除观测变量。

图３　结构方程模型的标准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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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认知程度、满意程度与参与意愿关系

３个 内 生 结 构 变 量 之 间 存 在 显 著 且 重 要 的 路 径

关系。

认知程度 对 满 意 程 度 的 路 径 系 数 为０．１８（ｔ＝
４．０８），表明农民对用水者协会 的 职 能 和 组 织 形 式 等

基本情况的认知对其满意程 度 具 有 正 面 影 响。认 知

程度每提高１个单 位，满 意 程 度 增 加０．１８倍。农 民

对用水者协会的组织形式、运行制度及职能等方面的

理解和认识，直接关系到对用水者协会管理绩效的满

意程度。认识越深刻，了解越多则对用水者协会的评

价越客观。调查发现，农民通常会将对用水者协会的

理解和期待与现实状况进行对比，评价其管理和服务

绩效。有些农民认为近些年来 由 于 用 水 者 协 会 的 成

立，在水利设施的维护、节水技 术 推 广 和 公 平 用 水 方

面有了很大改善，这是协会有效管理的结果。认知程

度对参与意愿的路径系数为０．４２（ｔ＝７．０３），表明农

民对水资源管理的认知程度对其参与 协 会 管 理 的 意

愿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认知 程 度 每 提 高１个 单 位，
参与意愿增加０．４２倍。很多农民认为在当前用水紧

张的情况下成立用水者协会是非常必要的，协会在解

决用水纠纷、协调灌溉时间、水 费 收 取 等 方 面 有 着 重

要作用，这都是和自己的利益 紧 密 相 关 的，他 们 会 配

合协会各项工作，如果有机会，也 会 参 与 协 会 管 理 工

作，或者支持自己家人参与。满意程度对参与意愿的

路径系数为０．４５（ｔ＝３．８６），表 明 满 意 程 度 每 提 高１
个单位，参与意愿增 加０．４５倍。农 民 对 水 资 源 管 理

的满意程度显著影响着参与 水 资 源 管 理 的 意 愿。满

意度高，表示对协会管理绩效持肯定态度，因此，愿意

参与并支持家人参与协会管理。

２．２　认知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３个 内 生 观 测 变 量 和３个 外 生 结 构 变 量 对 认 知

程度的路径系数均通过了显 著 性 检 验。内 生 观 测 变

量对认知程度的贡献依次为用水者协 会 职 能 了 解 程

度０．９１，对用水者协会组织形式了解程度０．８９，对用

水者协会成立必要性的认知０．６６。表明农民对用水

者协会职能的认知水平较高，组 织 形 式 次 之，必 要 性

最低。农民对用水者 协 会 在 水 费 收 缴、统 一 供 水、渠

系维护、解决纠纷等方面的职 能 非 常 熟 悉，而 对 协 会

的人员构 成、领 导 机 构 以 及 产 生 过 程 并 不 是 非 常 清

楚，对“为什么成立协会？”及“成立协会 的 必 要 性”认

识还比较模糊。对认知程度影 响 最 为 显 著 的 外 生 结

构变量是个人因素，其次为家 庭 特 征 和 生 产 状 况，路

径系数分别为０．７７（ｔ＝１４．６２），０．１９（ｔ＝５．２９），０．０９
（ｔ＝１２．２０）。对应１２个外生观测变量对认知程度的

影响表现在，个人因素中，影响 最 显 著 的 变 量 是 自 信

程度，路径系数为０．９３×０．７７＝０．７２，表明自信程度

每增加１个单位，认知程度提高０．７２倍；受教育程度

次之，路径系数为０．７８×０．７７＝０．６０，表明受教育程

度每增加１个单位，认知程度提高０．７２倍；家庭特征

中，影响最显著的变量是家庭 人 均 纯 收 入，路 径 系 数

为０．５３×０．１９＝０．１０，表明家庭人均纯收入每增加１
个单位，认知程度提 高０．１０倍；生 产 状 况 中，影 响 最

显著的变量是 耕 地 面 积，路 径 系 数 为０．９０×０．０９＝
０．０８，表明耕地面积每增加１个 单 位，认 知 程 度 提 高

０．０８倍。调 查 过 程 中 发 现，对 用 水 者 协 会 成 立 的 意

义，协会的 主 要 职 能 和 组 织 结 构 的 认 识 程 度 差 异 较

大，究其原因，一方面与认知事物本身有直接关系，在
这里表现为参与式是水资源管理及用水者协会，它的

普及程度以及发挥的作用有直接决定 了 农 民 的 认 知

水平。另一方面受认知主体的影响，被调查者个人的

年龄、文化水平、信息来源、关注程度，家庭背景、经济

水平以及生产活动对其认知程度具有一定影响。

２．３　满意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６个 内 生 观 测 变 量 和２个 外 生 结 构 变 量 对 满 意

程度的路径系数均通过了显 著 性 检 验。内 生 观 测 变

量对满意程度的贡献依次为：财务透明程度０．８６，灌

溉满足 程 度０．７６，水 费 高 低０．３０，供 水 及 时 程 度

０．２７，总体满意度０．２６，用水设施维护０．１２。表明农

民对财务 透 明 程 度、灌 溉 用 水 满 足 程 度 的 满 意 度 较

高，这主要是由于协会每次都将水费开支情况进行公

示，农民对协会的财务管理信 任 度 较 高，而 且 通 过 协

会的努力，供 水 量 比 原 来 有 所 增 加，因 此，满 意 度 较

高。水费、供水及时程 度、用 水 设 施 维 护 以 及 总 体 满

意程度较低。农民反映目前的 水 费 超 出 了 他 们 的 承

受能力，在农业生产投资中占了很大比例，此外，供水

的及时性无法保证，渠系衬砌 和 维 护 还 不 够 理 想，总

体上对协会满意程度不高。对 满 意 程 度 影 响 最 为 显

著的外生结构变量是生产状 况，其 次 为 家 庭 特 征，路

径系数分别为０．２７（ｔ＝３．６６），０．０９（ｔ＝１２．２０）。农

民的生产状况和家庭特征与水资源需求有直接关系，
因此，也是影响水资源管理满意程度的中医因素。对

应的６个外生观测变量对满意程度的影响表现在，生
产状况中，影响最为显著的变 量 是 耕 地 面 积，路 径 系

数为０．９０×０．２７＝０．２４，表明耕地面积每增加１个单

位，满意程度提高０．２４倍；其次为农业收入占家庭总

收入的比例，路径系数为０．８３×０．２７＝０．２２，表明农

业收入比例每增加１个单位，满意程度提高０．２２倍。
耕地规模和农业收入比例是表现家庭 农 业 生 产 规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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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对农业生产依赖程度的 重 要 指 标，规 模 越 大，对

水资源的需求量越大，能否保证生产生活中的水资源

需求是评价协会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民满意

度的直接体现。家庭特征中，影响最为显著的变量是

家庭人均纯收入，路径系数为０．５３×０．０９＝０．０５，表

明家 庭 人 均 纯 收 入 每 增 加１个 单 位，满 意 程 度 提 高

０．０５倍。在干旱区，水资源是制约农业生产经济效益

的制约因素，也是决定性因素，因此，农民的家庭收入

水平与其对水资源管理的满意程度具有重要的关系。

２．４　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２个 内 生 观 测 变 量 和３个 外 生 结 构 变 量 对 满 意

程度的路径系数均通过了显 著 性 检 验。内 生 观 测 变

量对参与意愿的贡献依次为，支持家人参与０．５６，参

与愿意０．１６。表明支持家人参与是农民表达参与意

愿的主要形式。调查中发现，部分男性由于常年外出

打工，他们认为在农业生产生活中参与较少，因此，愿
意支持家人参与，而部分女性则认为用水者协会管理

是抛头露面的事，自信心不足，但愿意支持家人参与。
对参与意愿影响最为显著的外生结构 变 量 是 家 庭 特

征，其次 为 生 产 状 况 和 个 人 因 素，路 径 系 数 分 别 为

０．２７（ｔ＝３．６６），０．１０（ｔ＝２．０７），０．０９（ｔ＝１２．２０）。对

应１２个外生观测变量对参与 意 愿 的 影 响 表 现 在，家

庭特征中，影响最为显著的变 量 是 家 庭 人 均 纯 收 入，

路径系数为０．５３×０．２７＝０．１４，表 明 家 庭 人 均 纯 收

入每增加１个单位，参与意愿提高０．１４倍；生产状况

中，影响 最 为 显 著 的 变 量 是 耕 地 面 积，路 径 系 数 为

０．９０×０．１０＝０．０９，表 明 耕 地 面 积 每 增 加１个 单 位，
满意程度提高０．０９倍；个人因素中，影响最为显著的

变量是自 信 程 度，路 径 系 数 为０．９３×０．０９＝０．０８。
调查发现，经济条件是决定农民在社区威望的重要因

素，一方面，参与用水者协会管 理 能 够 更 好 地 满 足 生

产和生活用水，同时，参与协会 管 理 也 是 个 人 能 力 和

地位的体现。

２．５　模型整体拟合度

衡量模型对数据拟 合 程 度 的 指 标 有 拟 合 优 度 的

卡方（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检 验χ
２，近 似 误 差 的 均 方 根 ＲＭ－

ＳＥＡ（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ｅｒｒｏｒ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拟

合优度指数ＧＦＩ（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调整拟合优

度指数ＡＧＦＩ（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ｉｔ　ｉｎｄｅｘ）。目前

对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一
般认为χ

２／ｄｆ＜２，ＧＦＩ＞０．９０，ＡＧＦＩ＞０．９０，ＲＭＳＥＡ
≤０．０５，并且ＲＭＳＥＡ的９０％置信区间上限≤０．０８，
则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１９－２０］。在本研究所用模型中，
各拟合指数如表２所 示。ＲＭＳＥＡ的９０％置 信 区 间

＝（０．０４３，０．０５５）。因 此，该 模 型 具 有 较 好 的 拟 合

优度。

表２　整体模型拟合度参数

拟合参数 χ
２　 ｄｆ χ

２／ｄｆ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ＲＭＳＥＡ　 ＣＦＩ

数值 ４１６．８９　 ２１６　 １．９３　 ０．９４　 ０．９６　 ０．０５　 ０．９４

３　结论与讨论

公众参与是参与式 水 资 源 管 理 的 必 要 途 径 和 重

要目标，农民对水资源管理的 认 知 程 度、满 意 程 度 和

参与意愿之间有重要联系，本文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

型，对调查数据进行 评 价 和 检 验。结 果 表 明，测 量 模

型中的观测变量对潜变量具有显著影响，测量模型具

有较高的目标可靠性；模型的 整 体 拟 合 性 能 良 好，结

构模型中各潜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与假定基本符合；
理论模型可靠，研究假设成立。

从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可以看出：（１）农民的认

知程度对其满意程度和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满意程度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２）个人因

素对认知 程 度 影 响 最 显 著，家 庭 特 征 和 生 产 状 况 次

之；生产状况对满意程度影响最显著，家庭特征次之；
家庭特征对参与意愿影响最显著，生产状况和个人因

素次之。（３）观测变量中，自信程度和受教育程度对

认知程度的影响较大，耕地面 积、农 业 收 入 占 家 庭 总

收入的比 例、家 庭 人 均 纯 收 入 对 满 意 程 度 的 影 响 较

大。（４）家庭人均纯收入对参与意愿的影响最大。
在本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１）加大宣

传培训力度，提高农 民 认 知 水 平。通 过 宣 传 和 培 训，
增强农户对水资源利用、管理 的 认 知，对 用 水 者 协 会

的组织形式、运行制度及职能 等 方 面 的 理 解 和 认 识，
以及对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的必要性 和 重 要 性 的 理

解。（２）提高水资源管理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

民满意程度。努力提高水资源管理效率，确保生产生

活用水的质量，促进农民收入 增 加，进 而 提 升 农 民 对

水资源管理的满意程度。（３）建立和完善管理制度，
为农民参与创造条 件。完 善 水 资 源 管 理 中 农 户 参 与

的机制和过程，在人事、财务、资源分配等比较敏感的

问题上，让农民感受到协会的公平、公开，从而信任这

个组织。完善农民用水者协会公众参与制度，为农民

公平参与创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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