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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如厕健康素养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

析——基于湖北 1512户农民的调研数据分析
韩琪 黄珊珊 苏涵梦 黄旭洋 刘世立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湖北武汉，430000；

摘要：本研究聚焦于农村如厕健康素养问题，通过大规模的样本量以及问卷星、SPSS 等软件科学精准的统计分

析，准确地掌握湖北农村的如厕健康素养水平以及影响因素，构建 “农民如厕健康素养影响因素模型”，为后

续的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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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调研背景

2021年 2 月 25日，中国宣布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防止因病返贫成为乡村振兴核心任务。依据《“健康中

国 2030”规划纲要》调查显示，国人的健康素养偏低，

这是影响健康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厕所革命推

进报告》显示，农村 80%传染病由厕所污染引起，不良

如厕习惯导致肛肠疾病高发。为此，国家制定行动方案，

推进农村户厕改造，已获阶段性成功，改善农民厕所“外

部”问题。因此树立农民“内在”如厕健康意识，养成

如厕卫生习惯是关乎农民健康与民生的大计

2 影响因素的假设研究

2.1 数据来源

通过三阶段PPS抽样法在湖北省农村实地调覆盖湖

北省 13个地级行政区，随机抽样如下：

第一阶段采取 PPS 抽样，总样本以湖北 13 个地级

行政区，采用代码法进行抽样，赋予每个低级行政区域

与该区认可相等的代码数字，湖北省常住总人口 M为 5

529.4 万，每次抽样都产生一个【0.01，M】之间随机数

m,抽取五次，即在【0.01-5529.4】中间产生 5个随机

数(精确到百分位),分别为 0.28，2590.87、3000.97、4

160.4432、4878.2804，分别对应武汉、荆州、孝感、

十堰市、荆门。

第二阶段采取简单随机抽样，对第一阶段抽出的五

个地级市，按照对应的乡镇街道数量，各抽三个；接着

继续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每个乡镇街道抽取一个村，

共 15个村，即武汉蔡甸侏儒山街道太渡村，江夏湖泗

街道何堰村、新洲区汪集街道山村村、荆州市江陵县花

兰村、荆门京山县绿林镇向集村、监利县程集镇堤头村、

襄阳市宜城王集镇新星村等。

第三阶段实地调研，分别对武汉市抽选的三个村委

成员及村民代表进行座谈。调查小组按照随机抽样的原

则，抽取一个地级市区域的三个村进行了两轮访谈。第

一轮与村干部（共 9人）进行了访谈，获得的访谈资料

主要用于构建理论模型；第二轮与从 15 个村庄里随机

抽取150 名农户进行了访谈，获得的访谈资料则用于模

型饱和度检验。访谈结束后整理得到 159 人，共 10000

余字的访谈记录，根据提炼出的影响因素提出假设并设

计问卷。

实证分析所用数据来源于 2023 年 7 月至2024年

2 月对研究区域的第二次实地调研，共发放问卷 1800

份，回收问卷 1626 份，经过身份、测谎题、逻辑题的

筛选，最终有效问卷 1512 份。

2.2 核心提炼

该文利用 Nvivo软件对原始资料数据，获得初始概

念 136 条；经过范畴分类与规纳，得到具有代表性的 2

0条副范畴；经过各种范畴化概念进行归纳与总结之后，

主范畴的数量达到 13 条，挖掘出“农民自身因素、农

民认知因素、政府政策因素、市场组织因素、农村环境

因素”5个核心范畴，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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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心 主范畴 副范畴

1 农民自

身因素

个体特征、家

庭特征

农民的年龄、受教育程度、
收入水平、家庭人口数、生

活习惯、厕所类型、农户生
活质量、居住时长

2 农民认

知因素

农户意识认
知、农户真实

需求

农民的传统思想观念、农户
对农村厕改工作的熟识程
度、对如厕习惯的认可度

3 政府政

策因素

健康普及水

平、改厕程度

科普渠道、如厕健康自测、

政府扶持力度、厕改模式

4 市场组
织因素

如厕产品宣传
情况、销售执

行情况

大健康企业的农村服务能
力，区域覆盖服务能力

5 农村环

境因素

居住条件、配

套设施条件

农村卫生环境水平、厕所革
命前后变化、居住环境质量

变化

2.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扎根理论提炼出的“农民自身因素”、“农民认知

因素”、“政府政策因素”、“市场组织因素”、“农

村环境因素”对农民如厕健康素养影响，围绕核心范畴

的逻辑主线，构建出五因素“农民如厕健康素养影响因

素模型”，如下图。这五大因素是共轭关系，类似化学

中的大Π键，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一个推

动农民如厕卫生健康素养提升的正向相关复杂系统。

图 1 农民如厕健康素养影响因素模型

农民自身要素。农民的年龄、学历、收入及生活习

惯等自身属性对其获得感有显著影响。实地访谈发现，

年龄较大的农民对如厕健康重视不足，而年轻农民因环

境和人为因素影响，对生活质量有更高要求，更重视如

厕健康，对厕所改造及相关健康产品的认可度也较高。

结合现有研究及访谈结果，提出假设 H1：农民自身要

素对如厕健康素养提升有显著相关性。

农民意识认知。健康素养提升成效很大程度上源自

于农民认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强调，需求的满足能

产生认可。实地访谈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接受

新事物的能力会逐渐下降，思维会趋向更加封闭保守，

而支付意愿又受自身的意识认知影响。基于此，提出假

设 H2：农民意识认知强对如厕健康素养提升有显著正

向相关。

政府政策支持。政府作为提升农民健康素养的关键

推动者，基于杠杆效应，政府支持力度越大，如厕健康

普及率越高，农民的如厕健康素养越高。在此基础上，

提出假设 H3：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大对农民如厕健康素

养提升有显著正向相关。

如厕健康产品市场渠道组织优化。实地访谈发现，

农村大健康如厕产品的推广与普及不及城镇。依据可达

性原理，市场渠道越便利，农民接触并采纳高质量如厕

产品的可能性越大，进而促进其如厕习惯与健康素养的

显著改善。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 H4：如厕产品的获取

渠道便利性对农民如厕健康素养提升有显著正向相关。

农村如厕环境现状。人居环境理论指出农村环境的

改善与农民的身心健康正相关。调研发现，经历厕所革

命的村，居民如厕健康意识明显更高，提出假设 H5：

农村如厕环境好对农民如厕健康素养提升有显著正向

相关。

这五大因素紧密相连，相互促进，协同作用时，方

能全方位有效提升农民的如厕卫生健康素养。

2.4 饱和度测试

使用资料来源检验的方法检验理论饱和度，随机另

抽 150 名农民进行访谈，无新概念、主题、Insight出

现，证明已达到理论饱和度。

3 实证分析

3.1 信效度分析

样本量 项目数 Cronbach.α

1512 14 0.754

调查表中的α值为 0.754，高于 0.7，表明该量表

的信度良好。

3.2 效度分析

建立效度见表格如下

KMO值 巴特球形值 df P

0.644 280.312 15 0.049

由上表可以看出，此次研究的 KMO值为 0.644，超

过 0.6，P＜0.05，这说明通过因子分析来评估农民如

厕素养水平影响是适宜和可行的。

3.3 相关性分析

验证农民的健康素养水平与农民自身要素、意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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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如厕素养普及支持、大健康如厕产品获取渠道、农

村厕改情况的相关性分析。

项目 农民如厕健康素养

农民自身要素
年龄 -0.043**

学历 0.021**

农民意识认知 0.009***

如厕素养普及支持情况（政府政策因素） 0.042**

厕所管理经费支持情况（政府政策因素） 0.047**

如厕产品的获取渠道（市场组织因素） 0.034***

农村厕改情况（农村环境因素） 0.092*

注：其中，***p＜0.01，**p＜0.05，*p＜0.1

为了数据的准确性，将 P放宽到 5%水平上显著，筛

选出年龄、学历、农民意识认知、如厕素养普及程度、

厕所管理经费支持、如厕产品的获取渠道、农村厕改情

况与农民的健康素养水平有显著关联，其中年龄是负相

关，即年纪越大，如厕健康素养水平越低；其余项都是

正相关，其结果与理论预测有一致性。

4 总结

本研究通过三阶段PPS 抽样法，对湖北省农民的如

厕素养现状进行了实地调研，提出了相关假设“农民如

厕健康素养影响因素模型”。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民

自身要素中的年龄因素与如厕健康素养呈显著负向相

关联，而学历、农民意识认知、如厕素养普及程度、厕

所管理经费支持、如厕产品的获取渠道、农村厕改情况

与农民的健康素养水平有显著正向相关联。综上所述，

农民如厕卫生健康素养的提升是一个多维度、综合性的

过程，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及农民自身共同努力，形

成协同效应，以推动农村厕所革命深入发展，提高农民

的生活质量与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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