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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ＩＰＡ方法的村民对小流域综合治理感知度研究
———以渭北旱塬秦庄沟小流域综合治理为例

陈见影１，孙 虎１，常占怀２

（１．陕西师范大学 旅游与环境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６２；２．陕西省水土保持勘测规划研究所，陕西 西安７１０１９９）

摘　要：在实地调查和对村民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重要性及其表现分析（ＩＰＡ）法研究了当地村民对秦庄

沟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感知度。结果表明，村民对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感知度可用相关因子体现。结合该小

流域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规划，可将筛选出的２８个可体现村民感知度的因子在ＩＰＡ分析图上进行划分，其

中第Ⅰ象限为小流域综合治理的优势因子分布区，第Ⅱ象限因子为劣势因子分布区。针对综合治理的优势与

劣势因子，提出今后秦庄沟流域综合治理应继续保持水保优势发展，重点发展小流域经济增加村民收入，改

善人居环境，大力推广生态农业发展等对策。针对于当地村民最关心和紧迫问题，建立有针对性的小流域

综合治理开发模式，从而提高小流域综合治理开发水平，满足当地村民生产生活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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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新农村建

设步伐的加快，对小流域综合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当今小流域综合治理已不能单纯地以防止水土流失、
减少入河泥沙为目的，而是应将生态环境和经济建设

结合起来，从 单 纯 的 水 土 环 境 治 理 向 治 理 与 开 发 并

重、治理与恢复结合、治理为经济 发 展 服 务 转 变［１－４］。
以往小流域综合治理较少考虑除种植业以外的产业

发展，流域内村民收入增长及人居环境等问题，小流

域市场经济尚未建立，村民实现脱贫致富仍然受到制

约。单纯的水土流失治理，其综合效益及见效期低于



村民参与其他形式生产活动的收益，有时与村民的需

求愿望和要素投入相差甚远。以往小流域综合治理

从开始规划到项目实施完成，常常忽略当地村民感知

度问题。
本文在黄土高原小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实践的基

础上，将村民的期望和感知放在首位，以“敬天爱人”
的理念，尝试开展村民对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期望与感

知度实证研究。
小流域综合治理感知度是指当地村民对小流域

实施综合治理在主观感受上的综合满意程度，是实施

小流域综合治理前当地村民的期望和规划措施实施

后的实际感知相比较的结果。其实质是村民对小流

域实施综合治理后的产业结构、收入增长、基础设施、
防灾减灾、人居环境以及水土保持措施后期管理等，
满足村民生产和生活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的综合心

理评价。它使用量化的方法来表示村民对小流域综

合治理的体验和感受。通过村民感知度研究，不仅可

以直接反映小流域实施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成效与

村民期望的差距，也可体现当地村民对小流域发展的

实际需求，并且可以为制定科学的小流域综合治理开

发模式提供指导。因此，研究小流域综合治理与村民

感知度的差距，并提出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应成为今

后小流域综合治理开发模式研究的重要课题。
目前关于村民对小流域综合治理感知度的研究

很少。本文以渭北旱塬秦庄沟小流域为例，运用ＩＰＡ
分析法，进行 村 民 对 小 流 域 综 合 治 理 感 知 度 实 证 研

究，以期为今后小流域的综合治理规划和开发实践提

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秦庄沟流域属于渭北旱塬黄土高原沟壑区，位于

陕西省淳化县 县 城 东 南１５ｋｍ处，地 理 坐 标 为 北 纬

３４°４７′３０″—３４°５２′００″，东经１０８°３９′００″—１０８°４３′３０″，
总面积４８．２８ｋｍ２。当地气候为暖温带半干旱气候，
年平均气温１０．４℃，多年平均降水量６１０ｍｍ，降雨

多集中 在７，８，９这３个 月 且 多 以 暴 雨 形 式 出 现。
农业土壤 主 要 是 以 黄 土 为 母 质 的 黄 土 性 土 壤，主 要

包括褐土、黄绵土和黑垆土等，水土流失较严重，沟壑

密度在５．５５～５．８１ｋｍ／ｋｍ２，侵 蚀 模 数 达３　０００～
６　０００ｔ／ｋｍ２。

该小流域涉及方里、秦庄２个乡，共有１６个行政

村３３个 自 然 村，总 人 口１３　１３１人，人 口 密 度３６６
人／ｋｍ２。２０１１年各业 总 产 值 为３　１０５．２５万 元，其 中

农业产值９６２．６３万元，林业产值１　３３５．２６万 元，牧

业３４１．５８万元，副业产值６２．１万元，其他４０３．６８万

元，粮食总产量２　６０５．３８ｔ。流域内的经济主要以种

植业和林业为主，经济发展迟缓，仍然属于贫困区。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资料来源

本文资料主要来源于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根

据调查目的设计调查问卷，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两部

分：（１）当 地 村 民 的 基 本 特 征 和 生 产 条 件，包 括 性

别、年 龄、受 教 育 程 度、收 入 水 平 和 来 源、土 地 利 用；
（２）对２８项小流域综合治理相关因子重要性及相应

实际表现的调查。主要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及新

农村建设等要素方面设计调查问卷内容并展开调查。
运用李克特５点量法，将感知度分非常不重要、不重

要、一般、重要和非常重要５级，分别赋予“１，２，３，４，

５”的分值，让当地村民对每个因子进行评估打分。
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对设计调查问卷量表进行

信度分析，确保其科学性和可靠性。信度系数为α，０
＜α＜１。当α＞０．９，则 设 计 量 表 属 于 高 信 度；α＞
０．８，则设计量表可以接受；α＞０．７，则设计量表有些

项目需要修订；α＜０．７，则设计量表为低信度，有些项

目需要抛弃［５］。本次调查问卷量表的信度分析包括

组内相关分析和可靠性分析。组内相关系数统计，单
个测度为０．８９８，平均测度为０．９９６，表明组内数据相

关性 较 好；可 靠 性 统 计 量 分 析 结 果 为，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０．９９６，基 于 标 准 化 项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１．０００，表 明 所 设 计 量 表 内 在 一 致 性 较 高，属 于 高

信度。

２．２　问卷调查

在相 关 管 理 部 门 和 各 行 政 村 干 部 协 助 下，于

２０１２年３月，在秦庄沟流域１６个 行 政 村３３个 自 然

村开展问卷调查。调查采取进村抽样填写方式，对村

民进行现场问卷发放、填写及回收。问卷样本数计算

公式：

ｎ＝
Ｚ２α２ｐ（１－ｐ）

ｄ２

式 中：ｎ———问 卷 样 本 数，也 叫 问 卷 样 本 容 量；

Ｚα
２
———标准正态分 布 的 双 侧α分 位 数（０＜α＜１）；

ｄ———估计误差；ｐ———具有某种特征的 的 单 元 占 总

体的比例［５］。取ｐ＝０．１时，置信系数为９５％，则Ｚα
２

＝１．９６，ｄ≤０．０５的情况下，所得样本数约为１３８份。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５０份，回 收１４６份，经 过

严格筛选，其中１２７份为有效问卷，有效率为８６％。
在问卷调查的同时，深入农户家庭，与当地村民、

村干部及相关人员访谈、讨论，了解他们对小流域综

合治理的具体意见和看法。通过访谈和讨论，目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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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掌握当地村民对小流域治理的真实想法并验证调

查问卷结果与实际情况的一致性。

２．３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计算

和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样本Ｔ检验及ＩＰＡ分析法等。

３　村民的小流域综合治理感知度分析

３．１　村民的基本特征

根据 调 查 统 计，调 查 样 本 中 男 性 占 总 样 本 的

５１．２１％，女性 占４８．７９％，男 女 样 本 数 量 基 本 持 平。
受访村民的年龄以１６～６０岁的村民为主，占年龄总

比重的８８．１８％，劳动力人口比重大。在受教育程度

上，小学占２０．４６％，初中占６７．０３％，高中及以上占

１２．５１％。调查结果表明，当地村民接受教育的程度

偏低（表１）。

表１　流域内村民的特征

项 目 百分比／％ 项 目 百分比／％

性 别
男 ５１．２１　 １６～２４岁 １５．５６
女 ４８．７９　 ２５～３５岁 １８．８９

小学 ２０．４６
年

龄
３６～４５岁 ２２．９７

接受教

育程度
初中 ６７．０３　 ４５～６０岁 ３０．７６

高中及以上 １２．５１　 ６０岁以上 １１．８２

３．２　小流域综合治理因子感知度

小流域综合治理感知度主要受村民对小流域综

合治理效果的体验前期望与实际体验的双重影响（表

２）。当村民对小流域综合治理效果体验＞期望，其心

情愉悦和享受，并且积极主动参与小流域综合治理；
当村民对小流域综合治理效果体验＜期望，表现出沮

丧和失望，对小流域综合治理积极性不高。在信度分

析的基础之上，对村民的期望均值（Ｉ）和感知度均值

（Ｐ）进行配对样本Ｔ检验（９５％的置信度）。

表２　小流域综合治理效果体验与村民感知的关系

项 目
治理效果

体验＞期望 体验＝期望 体验＜期望

村民的心理感知 愉悦和享受 一般 沮丧和失望

在２８个相关小流域综合治理因子中，村民的感

知均值与期望均值的差值（Ｐ－Ｉ）均为负值（表３），表
明村民对秦庄沟流域综合治理实际体验的感知均值

都低于体验前期望均值，说明以往小流域综合治理开

发模式与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现实需求存在较大差

异。其中实际体验的感知均值与期望均值的差值大

于１的因子包括饮水安全状况、收入增长、农民健康

文化娱乐设施、灌溉农业及减灾防灾等。这些因子涉

及到村民生计、小流域经济发展、村民生活水平提高

及人身安全等方面问题。因此，在今后构建秦庄沟流

域综合治理开发模式时，需要从新的角度认识村民需

求并改进相关内容和项目实施。上述分析结果与实

地调查情况相符。

表３　村民对小流域综合治理期望与感知的差异比较

项目因子
治理后
感知均
值（Ｐ）

治理前
期望均
值（Ｉ）

感知与期
望值的差
值（Ｐ－Ｉ）

Ｔ－ｖａｌｕｅ
值

双尾

Ｐ值

修谷坊 ３．７５　 ４．１８ －０．４３　 ６．２５４　 ０
植树种草 ３．６５　 ３．９４ －０．２９　 ４．４５３　 ０
治理措施后期管理 ３．３９　 ４．１６ －０．７７　 １０．６０１　 ０
减少水土流失 ３．６１　 ４．２１ －０．６　 １３．３４７　 ０
水保宣传 ３．３７　 ３．９６ －０．５９　 １０．４１６　 ０
饮水安全状况 ３．１３　 ４．２７ －１．１４　 １８．７９０　 ０
收入增长 ３．１６　 ４．２２ －１．０６　 ３３．０３０　 ０
通村道路 ３．５７　 ４．３３ －０．７６　 １９．００２　 ０
交通便利度 ３．２３　 ４．２３ －１　 １８．３６５　 ０
坡改梯 ３．７１　 ４．３１ －０．６　 １４．５８１　 ０
淤地坝 ３．７１　 ４．３２ －０．６１　 １２．４７５　 ０
设施农业建设 ３．３２　 ４．１４ －０．８２　 １８．８１５　 ０
沟头区治理 ３．８７　 ４．２１ －０．３４　 ２２．１４８　 ０
水利工程建设 ３．１５　 ４．２４ －１．０９　 ２３．５４１　 ０
水库维护加固 ３．８９　 ４．３１ －０．４２　 ８．７９４　 ０
特色产业 ３．２６　 ４．１８ －０．９２　 ２０．８７３　 ０
污水处理 ３．１８　 ３．８５ －０．６７　 １４．７３１　 ０
人居环境 ３．２４　 ４．１６ －０．９２　 ２１．３６　 ０
文化娱乐设施 ３．０９　 ４．１９ －１．１　 ２３．９８１　 ０
灌溉农业 ３．１４　 ４．１６ －１．０２　 ２０．７５１　 ０
减灾防灾 ３．０９　 ４．１３ －１．０４　 ３１．７８６　 ０
种植业发展 ３．６６　 ４．１７ －０．５１　 １０．００１　 ０
沼气池建设 ３．４５　 ４．１９ －０．７４　 １９．７６９　 ０
农家肥施用 ３．２８　 ３．９７ －０．６９　 １４．８２０　 ０
减少化肥农药施用 ３．３４　 ３．７９ －０．４５　 ９．００９　 ０
减少水库淤积 ４．０１　 ４．２７ －０．２６　 ２６．０１１　 ０
水库水资源利用 ３．４７　 ４．２８ －０．８１　 １５．００７　 ０
林草覆盖度 ３．８４　 ４．２２ －０．３８　 ７．９８９　 ０

４　村民对小流域综合治理感知度分析

４．１　ＩＰＡ分析法

ＩＰＡ（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即 重

要性及其表现分析法［６］，是营销行业中用来评价企业

品牌、产品及服务水平优劣的一种分析方法。主要是

通过对产品在被使用之前在消费者心目中的重要性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以 及 使 用 之 后 在 消 费 者 的 实 际 表 现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进行 比 较，可 以 指 导 企 业 进 行 资 源 再

分配，找出优势及劣势资源，有利于企业找到重点校

正的对象［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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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ＰＡ定位分析图分为４个象限。第Ⅰ象 限 为 优

势区，具有高的重要性和表现性，为需要继续保持的

要素；第Ⅱ象限属于高重要性和低表现性，是需要予

以改进的要素；第Ⅲ象限为低重要性和低表现性，不

作为优先发展的对象；第Ⅳ象限属于低重要性和高表

现性，是暂时无需优先发展的因子（图１）。

图１　ＩＰＡ定位分析

４．２　村民感知度因子在ＩＰＡ位置结果

构建ＩＰＡ定位分析图，横轴表示村民感知度，纵

轴表示村民期望值，以村民感知均值、村民期望均值

为坐标点。感知均值总的平均数和期望均值总的平

均数作为交叉点。沿交叉点分别作水平线和垂直线，
便可分出出４个象限。各象限内的因子，表示不同感

知程度，同时也表达了村民对各种综合治理措施的预

期期望。对表３中的２８项因子，经过计算得出感知

度和期望值并绘制散点图（图２）。

图２　村民对小流域综合治理期望值

与感知度的ＩＰＡ定位分析

　　注：１．修谷坊；２．植树种草；３．治理措施后期管理；４．减少水土流

失；５．水保宣传；６．饮水安全状况；７．收入增长；８．通村道路；９．交通便

利度；１０．坡改 梯；１１．淤 地 坝；１２．设 施 农 业 建 设；１３．沟 头 区 治 理；

１４．水利工程 建 设；１５．水 库 维 护 加 固；１６．特 色 产 业；１７．污 水 处 理；

１８．人居环境；１９．文化娱乐设施；２０．灌溉农业；２１．减灾防灾；２２．种植

业发展；２３．沼 气 池 建 设；２４．农 家 肥 施 用；２５．减 少 化 肥 农 药 施 用；

２６．减少水库淤积；２７．水库水资源利用；２８．林草覆盖度。

根据感知影 响 因 子 的ＩＰＡ图，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出

各种综合治理措施的重要性、优势和村民期望的真实

分布情况。

处在在第Ⅰ象限有９个因子，分别是修谷坊、水

土流失、坡改梯、淤地坝、沟头区治理、水库维护加固、
种植业发展、减少水库淤积、林草覆盖度等。在村民

感知中，表明这９个方面的因子非常重要，根据野外

实际调查和水土保持规划，也发现目前该小流域综合

治理在这９方面仍具有优势。
以上说明以往秦庄沟流域综合治理在减少当地

水土流失，减少入秦庄水库泥沙方面成效显著，采用

生物与工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植树种草、修谷坊、淤
地坝和坡改梯建设，改良退化的土地，提高土地生产

力。今后在小流域综合治理的过程中，必须以治理水

土流失为手段，继续保持第Ｉ象限内因子优势。
位于在第Ⅱ象限的因子，分别是治理措施后期管

理、饮水安全状况、收入增长、淤地坝路、交通便利度、
设施农业建设、水利工程建设、特色产业、人居环境、
文化娱乐设施、灌溉农业、减灾防灾、沼气池建设和秦

庄水库水资源利用。
在实践体验过程中，村民对这些因子的实际感知

显著性低于他们的期望，但村民非常重视这些方面。
这些因子都是与群众生命安全、生产和生计、经济发

展、环境改善密切相关的，因此也是村民最关心的、最
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以往的小流域综合治理在这

些方面，往往重视程度不够，因此具有劣势。村民在

这些方面的实际感知与期望有显著性的差别。显然，
在今后的小流域综合治理实践中，应更多考虑处于第

Ⅱ象限内的这些因子。例如在水土保持规划中，在保

障人畜饮水安全，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积极开发当

地资源，培育特色产业，合理利用水库的水资源发展

节水灌溉农业等，建立小流域市场经济体系，促进经

济发展，增加村民收入，实现当地村民脱贫致富的小

流域综合治理开发模式。
第Ⅲ象限有４个因子，分别是水保宣传，生活污

水处理，施用农家肥，减少化肥农药施用量等。在这

４方面，虽 然 村 民 的 实 际 感 知 显 著 性 低 于 他 们 的 期

望，但村民并不看重这些方面。长期以来，这几个方

面未能引起村民重视，但并不表示这些不重要，只是

问题还未凸现出来。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由于秦庄沟

流域水资源限制了养殖业发展，农家肥不足，再加上

水土流失严重，坡耕地面积大，土地肥力低，农业生产

及增加作物产量需要依靠化肥和农药来维持。显然，
过量施用化肥和农药会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由于

秦庄沟流域 人 畜 饮 水 困 难，目 前 生 活 污 水 产 生 量 很

少。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和村民生活水平提

高，污水排放量会逐年增加。因此，对具有前瞻性的

小流域综合治理规划不能忽略第ＩＩＩ象限因子，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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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是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沼气利用→沼液＋无

害化处理粪便（含沼渣）＋有机无机复混肥→种植业”
的生态农业产业循环模式［８］，在发展养殖业的同时，
施用农家肥替代化肥，促进带动有机种植发展。

第Ⅳ象限有１个因子是植树种草。根据ＩＰＡ定

位分析图，村民对植被和生态恢复的实际感知好于第

Ⅱ，Ⅲ象限的因子。说明村民对多年坚持的水土保持

植物生态措施比较认可，同时流域内的生态环境也确

实有所改善。
总之，以往小流域综合治理常常从技术性的角度

考虑较多，其综合治理的内容主要是水土保持具体措

施，通常的目标是以控制水土流失为主。在涉及产业

发展方面，多局限于种植业发展，较少涉及到养殖业、
农产品加工等及其他产业。在要素投入上，一般主要

在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方面，小流域自身要素禀赋没有

得到充分开发利用，特色产业没有得到开发。在实施

重点上，主要突出治理，开发依赖于治理目标，缺乏新

的思路和渠道。以往水保工程治理标准偏低，加上年

久失修，后期管护工作没跟上，导致水土保持措施保

存率低，出现治理过的区域水土流失依然相当严重的

现象。以往小流域综合治理涉及项目及采取的措施，
在满足当地村民生产和生活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方

面不够，与当地村民实际感知的落差较大。因此在技

术和理论上，也应重视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规划

方法的探索［９］。

５　结 论

（１）在小流域综合治理规划中，可以运用ＩＰＡ分

析法，研究流域内当地村民对各种治理措施的真实感

知度，并将其作为小流域综合治理规划规划的重要内

容，从而使规划更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２）通过秦庄沟流域村民感知度研究，发现第Ⅰ

象限的９项因子为优势因子，属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此，应继续将保持水土保持等作为优势发展因素。

定位在第Ⅱ象限的劣势因子，会影响该流域的经济社

会整体发展。因此，应重视和促进这些因子，从而满

足村民现实需求与愿望，并且应将这些因子与小流域

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展相匹配。
（３）根据村民感知度研究，可以对小流域综合治

理规划进行调整，使得规划一方面体现自然资源环境

保护和治理的科学性，同时也应在实践中获得村民的

认可，反映当地村民的真实需求和意愿，使规划在实

践中更容易操作和执行。
（４）在村民感知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秦庄沟流

域应坚持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优先策略，人畜饮水安

全模式、生态农业产业循环模式、发展流域经济模式、
灌溉农业模式和改善人居环境模式等是该流域符合

实际的良好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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