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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节水行为调查与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以南京市大学生为调查对象

丛　静ａ，陈　岩ａ．ｂ，徐　娜ａ，高叶楠
ａ，冯雪峰

ａ

（南京林业大学 ａ．经济管理学院；ｂ．环境与发展系统工程研究所，南京　２１００３７）

摘　要：大学生人数众多，用水量较大，在水资源利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浪费问题。以 Ａｊｚｅｎ的计划行为理论和认
知—情感—行为的心理理论为理论基础，研究大学生节水行为的影响因素。通过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有

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回归模型分析调查数据得出：节水意识、节水认识态度、节水政策认识、节水主观规范、节水自我控制、节
水知识正向影响大学生的节水行为；家乡居住地不同的大学生节水行为不同，居住在城镇的大学生的节水行为要

优于居住在农村的。针对以上分析，提出了用水定额定量收费、向大学生传达国家的相关节水政策、完善校园节水

制度、定期举办节水演习以及加强校园节水知识宣传的建议，以此促进大学生养成良好的节水行为。

关键词：大学生；节水政策；节水行为；影响因素；有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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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如今水资

源紧缺成为各国、各地区面临的严峻问题。我国作

为世界１３个“贫水国”之一，水资源问题尤为严重。
我国水资源总量为２．８万亿 ｍ３，居世界第六位，但平
均每人年占有的水资源量仅为２２４０ｍ３，比世界平
均值的１／４还低。随着全国各大高校逐年扩招，大
学生人数逐年增长，据统计，２０１５年高校人数已达
４０１８万人。由于高校水费等直接约束条件的缺失，
以及部分同学缺乏节水知识

［１］
和节水意识，知、情、

行上的明显分离
［２］，导致大学生人均宿舍用水超过

国家规定的每人每天 ５０～１００Ｌ的定额，高校成为
名副其实的国内公共用水大户。另外，大学生节水

意识的提高有利于学校开支的减少，可以促进整个

社会对水资源方面的问题加以重视
［３］，所以在高校

采取用水节约措施势在必行。

针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早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的
环境社会学已经开始。很多学者对影响环境行为的

年龄、环境文化、环境意识
［４］
和环境知识等因素进

行研究，发现：年龄越增长，越是表现出积极的环境

行为
［５］；校园环境文化会影响学生的环境行为

［６］；

环境意识是一种意识形态，对环境行为有极大的影

响
［７］，公众环境意识的提升是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的

最根本的动力
［８］；公众对环境知识的了解程度也可

以积极地影响其环境行为
［９］。

节水行为作为一种环境行为
［１０］，受到很多因素

的影响，不少学者从客观和主观２个方面，运用计量
分析、离散模型分析等方法，对节水行为的影响因素

进行了研究。在客观影响因素中，收入
［１１］、房屋的

新旧程度
［１２］、文化背景、水价和地区差异等

［１３］
会影

响节水行为；主观影响因素中，个人水资源危机

感
［１４］、水资源态度

［１５］、节水知识
［１６］
和节水意识

［１７］

等也对节水行为有很大的影响，社会准则感知和行

为控制感知是水资源态度和节水行为之间的中介影

响因素
［１８］。通过对上述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了提

高节水意识
［１９］、加强节水宣传

［２０］
和阶梯水价

［２１］
等

节水方法。

从以上的文献总结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大学生

节水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不够全面，大多采用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等研究了文化背景、水价和地

区差异等客观因素，以及水资源危机感、水资源态

度、节水知识和节水意识等主观因素，但未考虑人的

心理因素对于行为影响的机理和过程。本文以问卷

的形式调查大学生的节水行为，以计划行为理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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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情感－行为心理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有序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ｓ回归分析，建立节水行为与影响因素之间的
回归模型，验证节水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观影响因

素中将大学生的节水意识、节水认识态度、节水政策

认识、节水主观规范、节水行为自我控制和节水知识

作为主要的研究因素，探索大学生的节水行为受到

哪些因素的影响，以此提出有利于大学生节水行为

形成的针对性建议。

２　理论框架模型与研究假设
２．１　 理论框架模型

本文的理论基础为计划行为理论和认知—情

感—行为心理理论。

２．１．１　计划行为理论
Ａｊｚｅｎ提出的计划行为理论（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ＰＢ）是一种理性行为理论，ＴＰＢ认为在实
际控制条件充分的情况下，行为意向可以直接决定

行为，行为意向的３个主要变量为行为态度、主观规
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也就是行为意向作为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行为产生影响的中间变

量，而知觉行为控制也可以直接对行为产生影响，如

图１所示。
 

知觉行为控制 

主观规范 

行为态度 

行为 行为意向 

图１　计划行为理论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ｌａｎｎｅ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认知 情感 行为 

图２　“认知－情感－行为”
心理理论

Ｆｉｇ．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ｅｍｏ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ｏｒｙ

２．１．２　认知—情感—行为心理理论
认知—情感—行为理论是一种心理理论，该理

论认为人的认知、情感与意志行为活动这３种基本
主观心理活动分别代表了人如何看待事实、对事实

有什么样的态度、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如图２所示。
可见认知、情感和行为三者关系密不可分，认知是情

感的源泉，对情感产生影响，而意志行为活动则受到

情感的影响。这说明了当一定的技能和知识积累形

成人的认知，认知就会作用于情感形成情感态度和

价值观，进而影响人的意志行为。

本文在计划行为理

论的基础上，结合认知—

情感—行为的心理理论，

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论框

架，如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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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节水行为理论框架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ｏｒ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大学生的节水行为受到大学生节水意识、节水

认识态度、节水政策认识、节水主观规范、节水自我

控制、节水知识以及性别、家乡所属地、家乡居住地

的影响。个人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通过影响行为信

念间接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并

最终影响行为意向和行为。

（１）节水意识：是指大学生的节水行为意向，即
大学生执行节水行为的主观概率判断，也反映了大

学生是否愿意执行节水行为的倾向程度。节水意识

是预测个人节水行为最为有效的变量，其他的影响

因素都是通过节水意识间接影响节水活动的，节水

意识作为节水行为的一个中介变量。

（２）节水认识态度：是指大学生对于节水的认
识所持有的稳定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蕴含着

个体的主观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倾向性，直接

影响着大学生的节水意识，进而影响到大学生的节

水行为。

（３）节水政策认识：是指大学生收集节水知识
的主动行为，是节水行为的表现形式，大学生的节水

政策认识也可以作为影响大学生节水意识的影响因

素之一进行分析，进而判断出大学生的节水行为的

倾向程度。

（４）节水主观规范：是指个人对于是否采取节
水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亦即在预测他人的节

水行为时，那些对个人的节水行为决策具有影响力

的个人或团体，对于个人是否具有节水意识进而采

取节水行为所发挥的影响作用大小。

（５）节水自我控制：是指大学生感知和调节自
身节水意识强弱的行为，并使该行为与自身节水意

识强弱程度相匹配。节水自我控制也指大学生感知

到执行节水行为容易或困难的程度，反映的是大学

生执行节水行为的效率。

（６）节水知识：是指大学生脑海中所储存的有关
节水的相关知识，节水知识的了解程度会影响大学生

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进而影响到大学生的节水行

为。掌握一定的节水知识，有利于大学生采取好的的

节水行为。因此，可以推断出大学生所拥有的节水知

０３　　　　　　　　　　　　　　　　　　　　　　长江科学院院报　　　　　　　　　　　　　　　　　　２０１８年
　　



识在执行节水行为中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７）个人信息要素：本文主要研究的个人信息要
素为性别、家乡所属地以及家乡居住地。

２．２　 研究假设
依据上述理论分析，认为节水意识可能是节水

认识态度、节水政策认识、节水主观规范、节水自我

控制影响大学生节水行为的中介变量，而大学生的

节水认识态度、节水政策认识、节水主观规范、节水

自我控制、节水知识、性别、家乡所属地、家乡居住地

也可能对节水行为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研

究假设如表１。
表１　研究假设内容　

Ｔａｂｌｅ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

编号 假设内容

Ｈ１ 节水认识态度对大学生的节水意识有正向影响

Ｈ２ 节水政策认识对大学生的节水意识有正向影响

Ｈ３ 节水主观规范对大学生的节水意识有正向影响

Ｈ４ 节水自我控制对大学生的节水意识有正向影响

Ｈ５ 节水意识在大学生的节水认识态度、节水政策认识、节水主
观规范、节水自我控制和节水行为之间起到正向中介影响

Ｈ６ 节水认识态度对大学生的节水行为有正向影响

Ｈ７ 节水政策认识对大学生的节水行为有正向影响

Ｈ８ 节水主观规范对大学生的节水行为有正向影响

Ｈ９ 节水自我控制对大学生的节水行为有正向影响

Ｈ１０ 大学生所拥有的节水知识对其节水行为起一定的调节作用

Ｈ１１ 个人信息要素中的性别对大学生的节水行为有影响

Ｈ１２ 个人信息要素中的家乡所属地对大学生的节水行为有影响

Ｈ１３ 个人信息要素中的家乡居住地对大学生的节水行为有影响

３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３．１　 数据来源

本调查采取问卷形式，分为网上问卷和纸质问

卷。问卷问题的设置分为３大部分：第１部分为基本
信息的调查，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受教

育程度、家乡、上学高校所在的地区、以及家乡居住

地；第２部分为节水知识了解程度的调查，包括与水
资源短缺、节水常识有关的基本知识，调查大学生的

知识掌握程度。第３部分为大学生节水行为的调查，
包括节水态度、节水政策态度、节水行为主观规范、节

水行为自我控制感、节水行为意向和节水行为实践。

问题的选项为对节水正确看法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的５级量表，以一般、同意和非
常同意选项作为节水行为合格的标准，并统计百分

比。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７００份，回收 ７００份，其中
有效问卷６８２份，有效率约为９７．４３％。有效问卷中，
网上问卷２４０份，纸质问卷４４２份，发放地区以江苏
省南京市为主。

本研究问卷总体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９２７
（α＞０．７），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对节水行为
做了 ＫＭＯ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得到 ＫＭＯ值为
０．９４０，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值在 ０．０００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本研究的数据效度很高，非常适合做研究。

３．２　 描述统计分析
通过问卷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男生所占比例为

４１．１％，女生所占比例为５８．９％；大学生的家乡所属地
大多集中在华东地区，所占比例为５１．８％；家乡居住地
为城镇和农村的比例大致相同，其中家乡居住地为城

镇的大学生所占的比例为５７．３％，家乡居住地为农村
的大学生所占的比例为４２．７％，见表２所示。

表２　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ａｃｈ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频率／％ 均值 标准差

节水意识

节水认识态度

节水政策认识

节水主观规范

节水自我控制

节水知识

性别

家乡所属地

家乡居住地

１非常弱 ０．１
２弱 ２．３
３一般 ２８．６
４强 ４７．５
５非常强 ２１．４

１非常弱 ０
２弱 １．０
３一般 ５．６
４强 ４６．０
５非常强 ４７．３

１非常弱 ０．１
２弱 ０．３
３一般 １１．０
４强 ５０．７
５非常强 ３７．８

１非常弱 ０．０
２弱 ４．１
３一般 ２４．６
４强 ４３．４
５非常强 ２７．９

１非常弱 ０．１
２弱 ４．０
３一般 ４２．８
４强 ３４．２
５非常强 １８．８

１弱 ７６．０
２强 ２４．０

１男 ４１．１
２女 ５８．９

１东北地区 ９．２
２华北地区 ７．２
３华东地区 ５１．８
４华中地区 ６．２
５华南地区 ３．２
６西南地区 １７．９
７西北地区 ４．４

１城镇 ５７．３
２农村 ４２．７

３．８８ ０．７７０

４．２６ ０．５７０

４．１３ ０．６１６

３．７６ ０．８１３

３．６６ ０．７２９

１．２４ ０．４２８

１．５９ ０．４９２

３．５８ １．６１６

１．４３ ０．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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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节水认识态度上看，４７．３％的大学生有一定的
节水认识态度，认为我国水资源状况正面临危机，同

意节约水资源能够有助于改善我国水资源状况、节水

行为并不会给生活带来不便以及节约水资源很有必

要。说明还是有相对一部分的大学生对节水有一个

非常端正的认识态度，认识到节水是必须、必要的。

从节水政策认知方面来看，８８．５％的大学生对
节水政策有认知，在认为政府现有的节水政策还不

完善、政府应该制定政策或法规鼓励节约水资源、政

府实行的阶梯水价政策会促使节约用水以及政府应

该分行业实施不同的水价方面，持同意的态度。说

明大学生都对节水政策有一定的了解。

从节水主观规范上来看，基本认同自己的节水

行为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以及同意周围的人知道

自己的行为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这一观

点。说明大学生的节水行为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当周围的人都有着很好的节水行为，大学生也会有

正确的节水行为。

从节水自我控制方面来看，９５．９％的大学生在
节水上可以进行自我控制，认为自己的控制感很好，

会努力地节水，并且愿意学习节水知识和节水技能。

但是７６％的大学生在节水知识方面掌握很弱，欠缺
很多的节水常识，这会对大学生的节水产生一定的

阻碍。

４　模型设计与分析
４．１　 模型设计

在本文中，节水行为为被解释变量Ｙ，是一个有
序变量，Ｙ是可以被 Ｘ１～Ｘ９影响的，Ｘ１（节水意识）
为中介变量，受到 Ｘ２～Ｘ５等变量的影响，解释变量
依次为Ｘ２～Ｘ９（Ｘ２为节水认识态度，Ｘ３为节水政策
认识，Ｘ４为 节水主观规范，Ｘ５为节水自我控制，Ｘ６为
节水知识，Ｘ７为性别，Ｘ８为家乡所属地，Ｘ９为家乡居
住地），其中Ｘ２～Ｘ５为自变量，Ｘ７～Ｘ９为控制变量，Ｘ６
为调节变量。

被解释变量Ｙ，即节水行为属于强度 ｋ及 ｋ级
以下的概率与属于 ｋ级以上的概率之比为比值比，
又称ＯＲ值。若Ｘｊ的回归系数为βｊ，则 ＯＲ值为 ｅβｊ。
ＯＲ值＞１，说明解释变量（节水行为的影响因素）与
被解释变量（节水行为）呈正相关关系；ＯＲ值＝１，
说明解释变量（节水意识行为的影响因素）与被解

释变量（节水行为）无相关关系；ＯＲ值＜１，说明解释
变量（节水行为的影响因素）与被解释变量（节水行

为）呈负相关关系。

本文采用的有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回归分析模型表达式
如式（１）—式（４），即：

ｌｎ
π１

π２＋π３＋π４＋π５
＝α１＋Ｘβ　； （１）

ｌｎ
π１＋π２

π３＋π４＋π５
＝α２＋Ｘβ　； （２）

ｌｎ
π１＋π２＋π３
π４＋π５

＝α３＋Ｘβ　； （３）

ｌｎ
π１＋π２＋π３＋π４

π５
＝α４＋Ｘβ　。 （４）

式中：计πｉ＝Ｐ（Ｙ＝ｉ）（ｉ＝１，２，３，４，５）为节水行为属
于第ｉ级的概率；αｊ（ｊ＝１，２，３，４）是阈值；β＝（β１～
β９）为回归系数。
４．２　 模型结果分析

本研究使用Ｓｐｓｓ１９软件对有序回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模
型进行估计，Ｐ＜０．０５，在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总体
拟合较好，并得到有序回归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模型公式，即：
Ｙ＝０．２９６Ｘ２＋０．６６０Ｘ３＋０．１７２Ｘ４＋１．１１５Ｘ５＋

０．２２７Ｘ６－０．５６３Ｘ９＋０．２０８Ｘ６Ｘ１； （５）

ｌｎ
π１＋π２

π３＋π４＋π５
＝１０．９３＋０．２９６Ｘ２＋０．６６０Ｘ３＋

０．１７２Ｘ４＋１．１１５Ｘ５＋０．２２７Ｘ６－
０．５６３Ｘ９＋０．２０８Ｘ６Ｘ１； （６）

ｌｎ
π１＋π２＋π３
π４＋π５

＝１５．１２＋０．２９６Ｘ２＋０．６６０Ｘ３＋

０．１７２Ｘ４＋１．１１５Ｘ５＋０．２２７Ｘ６－
０．５６３Ｘ９＋０．２０８Ｘ６Ｘ１； （７）

π１＋π２＋
π３＋π４
π５

＝ｌｎ１８．９９１＋０．２９６Ｘ２＋

０．６６０Ｘ３＋０．１７２Ｘ４＋１．１１５Ｘ５＋
０．２２７Ｘ６－０．５６３Ｘ９＋０．２０８Ｘ６Ｘ１　。 （８）

式中：Ｙ的取值为１，２，３，４，５，依次表示节水行为的
非常差、差、一般、好、非常好；同样 Ｘ１的取值取 １，
２，３，４，５，依次表示节水意识的强弱程度非常弱、弱、
一般、强、非常强。

４．２．１　节水意识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节水意识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详见

表３所示。
大学生的节水认识态度Ｘ２对节水意识的偏回归

系数β＞０（β＝０．７４２），ＯＲ值 ＯＲ＝ｅβ＞１，且显著性＜
０．０５（Ｐ＝０．０００＜０．０５），这表明节水认识态度对节水意
识有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所持的节水认识态度越

高，其节水意识越强。因此，假设Ｈ１得到验证。
节水政策认识Ｘ３对节水意识的显著性＞０．０５（Ｐ＝

０．１１３＞０．０５），大学生的节水政策认识未表现出对节
水意识的显著影响。因此，假设Ｈ２未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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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节水意识影响因素的有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３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ｏｒｄｉｎａ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ｏｒ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变量 变量名称 β 标准
误差

显著性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节水意识＝１ ３．６５６ １．２４１ ０．００３ １．２２５ ６．０８８
节水意识＝２ ６．９５０ ０．８４６ ０．０００ ５．２９１ ８．６０８
节水意识＝３ １０．５６８ ０．８８０ ０．０００ ８．８４４ １２．２９２
节水意识＝４ １３．９１０ ０．９６３ ０．０００ １２．０２２ １５．７９８

节水认识态度 ０．７４２ ０．１６０ ０．０００ ０．４２８ １．０５５

节水政策认识 ０．２４５ ０．１５４ ０．１１３ ０．０５８ ０．５４８

节水主观规范 ０．２３５ ０．１１３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４ ０．４５６

节水自我控制 １．９３５ ０．１５０ ０．０００ １．６４０ ２．２３０

注：Ｐ＜０．０５表示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表示无影响

节水主观规范Ｘ４对节水意识的偏回归系数 β＞
０（β＝０．２３５），ＯＲ值 ＯＲ＝ｅβ＞１，显著性＜０．０５（Ｐ＝
０．０３７＜０．０５），这表明节水主观规范对节水意识有显
著正向影响，大学生的节水主观规范越高，其节水意

识越强。因此，假设Ｈ３得到验证。
节水自我控制Ｘ５对节水意识的偏回归系数 β＞

０（β＝１．９３５），ＯＲ值 ＯＲ＝ｅβ＞１，显著性＜０．０５（Ｐ＝
０．０００＜０．０５），这表明节水自我控制与节水意识呈正
相关关系，并且显著影响大学生的节水意识，也就是

说，大学生的节水自我控制越强，其节水意识越强。

因此，假设Ｈ４得到验证。

４．２．２　节水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节水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详见

表４所示。节水意识 Ｘ１对节水行为的偏回归系数
β＞０（β＝１．４３１），ＯＲ值 ｅβ＞１，且显著性＜０．０５（Ｐ＝
０．０００＜０．０５），这表明大学生的节水意识对节水行为
有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的节水意识越强，其节水行

为越好。因此，节水意识在节水认识态度、节水主观

规范、节水自我控制与节水行为的关系中具有中介

影响，而在节水政策认识与节水行为的关系中不具

有中介影响，假设Ｈ５部分得到验证。
节水政策认识Ｘ３对节水行为的偏回归系数β＞０

（β＝０．６６０），ＯＲ值 ｅβ＞１，且显著性＜０．０５（Ｐ＝０．０００＜
０．０５）。节水自我控制 Ｘ５对节水意识的偏回归系数
β＞０（β＝１．１１５），ＯＲ值 ｅβ＞１，且显著性＜０．０５（Ｐ＝
０．０００＜０．０５）。大学生的节水政策认识、节水自我控
制对节水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的节水政策

认识越强、节水自我控制越强，其节水行为越好。因

此，假设Ｈ７和Ｈ９得到验证。大学生的节水认识态
度Ｘ２、节水主观规范 Ｘ４对节水行为的显著性均＞
０．０５（Ｐ２＝０．０８５，Ｐ４＝０．１５２），未表现出对节水行为
的显著影响，因此假设Ｈ６，Ｈ８未得到验证。

表４　节水行为影响因素的有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４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ｏｒｄｉｎａ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ｏｒ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变量 变量名称 β 标准
误差

显著性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Ｙ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节水行为＝２ ７．２７６ １．０２５ ０．０００ ５．２６６ ９．２８５
节水行为＝３ １１．４６６ １．０１２ ０．０００ ９．４８２ １３．４４９
节水行为＝４ １５．３３７ １．１１３ ０．０００ １３．１５６ １７．５１９

节水意识 １．４３１ ０．１５４ ０．０００ １．１３０ １．７３２
节水认识态度 ０．２９６ ０．１７２ ０．０８５ －０．０４０ ０．６３２
节水政策认识 ０．６６０ ０．１６９ ０．０００ ０．３２８ ０．９９２
节水主观规范 ０．１７２ ０．１２０ ０．１５２ －０．０６４ ０．４０８
节水自我控制 １．１１５ ０．１６３ ０．０００ ０．７９６ １．４３４
节水知识 ０．２２７ ０．２００ ０．２５７ －０．１６５ ０．６１９
性别＝１ －０．１０３ ０．１７５ ０．５５５ －０．４４７ ０．２４０
性别＝２ — — — — —

家乡所属地＝１－０．３９０ ０．４８２ ０．４１８ －１．３３４ ０．５５４
家乡所属地＝２－０．１５０ ０．５０６ ０．７６６ －１．１４２ ０．８４１
家乡所属地＝３－０．６５２ ０．４１３ ０．１１５ －１．４６３ ０．１５８
家乡所属地＝４－０．５１８ ０．５２３ ０．３２２ －１．５４４ ０．５０７
家乡所属地＝５－０．０４８ ０．６２３ ０．９３９ －１．２６８ １．１７３
家乡所属地＝６－０．４６１ ０．４４５ ０．３０１ －１．３３４ ０．４１２
家乡所属地＝７ — — — — —

家乡居住地＝１－０．５６３ ０．１７８ ０．００２ －０．９１３ －０．２１３
家乡居住地＝２ ０ａ — — — —

注：Ｐ＜０．０５表示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表示无影响

大学生所拥有的节水知识 Ｘ６对节水行为的显
著性＞０．０５（Ｐ＝０．２５７），未表现出对节水行为的影
响。

大学生的性别Ｘ７、家乡所属地Ｘ８对节水行为的
显著性均＞０．０５（Ｐ７＝０．５５５＞０．０５，Ｐ８＞０．０５），未表现出
对大学生节水行为的显著影响。因此，假设Ｈ１１，Ｈ１２
未得到验证。大学生家乡居住地Ｘ９对节水行为的偏
回归系数 β＜０（β＝－０．５６３），ＯＲ值 ｅβ＜１，且显著性＜
０．０５（Ｐ＝０．０００＜０．０５），这说明家乡居住地对大学生的
节水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与家乡居住地为农村相

比，家乡居住地为城镇的情况下，节水行为好的概率

将增加，也就是说，节水行为受到家乡居住地的影响。

因此，假设Ｈ１３得到验证。
４．２．３　节水知识的调节作用分析

对节水知识的调节作用进行分析，详见表５所
示。大学生所拥有的节水知识Ｘ６和节水意识Ｘ１的交
互项对节水行为的偏回归系数β＞０（β＝０．２０８），ＯＲ值
ｅβ＞１，且显著性＜０．０５（Ｐ＝０．０００＜０．０５），这表明节水知
识对节水意识与节水行为的关系有正向调节的影响，

拥有的节水知识越多，节水意识对大学生的节水行为

影响越大。因此，假设Ｈ１０得到验证。
经过模型分析，本文提出的１３个假设中有７个

假设得到了验证，节水意识在大学生的节水认识态

度、节水政策认识、节水主观规范、节水自我控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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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５　节水知识对节水行为的调节作用结果
Ｔａｂｌｅ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ｎ

ｗａｔｅｒｓａｖ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交互项 β 标准误差 显著性

Ｘ６Ｘ１ ０．２０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０
其他 ３．６５４ ０．０７６ ０．０００

注：Ｐ＜０．０５表示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表示无影响

节水行为之间起到正向中介影响得到部分验证

（表６）。没有得到验证的假设有：节水政策对大学
生的节水意识有正向影响，节水认识态度对大学生

的节水行为有正向影响，节水主观规范对大学生的

节水行为有正向影响，个人信息要素中的性别、家乡

所属地对大学生的节水行为有影响。可能的原因

是：节水政策只是对大学生的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

力和规范性，并未上升到形成大学生的节水意识；节

水认识态度表示大学生对节水有怎样的态度和认

识，直接影响大学生的节水意识，并不对大学生的节

水行为产生直接影响；节水主观规范是大学生节水

意识的一个规范程度，并不直接影响到节水行为；个

人信息要素中的性别、家乡所属地与大学生节水并

无相关关系。

表６　研究假设结果验证情况
Ｔａｂｌｅ６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

序号 假设内容 是否验证

Ｈ１ 节水认识态度对大学生的节水意识有正向影响 是

Ｈ２ 节水政策认识对大学生的节水意识有正向影响 否

Ｈ３ 节水主观规范对大学生的节水意识有正向影响 是

Ｈ４ 节水自我控制对大学生的节水意识有正向影响 是

Ｈ５
节水意识在大学生的节水认识态度、节水政策
认识、节水主观规范、节水自我控制和节水行为
之间起到正向中介影响

部分验证

Ｈ６ 节水认识态度对大学生的节水行为有正向影响 否

Ｈ７ 节水政策认识对大学生的节水行为有正向影响 是

Ｈ８ 节水主观规范对大学生的节水行为有正向影响 否

Ｈ９ 节水自我控制对大学生的节水行为有正向影响 是

Ｈ１０大学生所拥有的节水知识对其节水行为起一定
的调节作用

是

Ｈ１１个人信息要素中的性别对大学生的节水行为有
影响

否

Ｈ１２个人信息要素中的家乡所属地对大学生的节水
行为有影响

否

Ｈ１３个人信息要素中的家乡居住地对大学生的节水
行为有影响

是

５　结论与建议
５．１　结　论

本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和认知－情感－行为心
理理论２个理论为基础，构建出本文的理论框架模
型，其中把节水意识、节水认识态度、节水政策认识、

节水主观规范、节水自我控制、节水知识、性别、家乡

所属地和家乡居住地作为节水行为的影响因素。经

过假设验证，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

（１）大学生的性别和家乡所属地不是大学生节
水行为的影响因素，但大学生的家乡居住地会对节

水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部分原因是城镇需要收取水

费，影响到大学生的节水行为，所以住在城镇的大学

生会比住在农村的同学有更好的节水行为。

（２）节水认识态度、节水主观规范以及节水自
我控制对节水意识有正向影响，节水政策认识不影

响大学生的节水行为。

（３）节水认识态度、节水主观规范和节水自我
控制通过影响节水意识间接正向影响节水行为，大

学生的节水政策认识、节水自我控制对大学生的节

水行为有正向影响。

（４）调节变量节水知识对大学生的节水意识与
节水行为之间的关系有正向作用，当大学生拥有较

多的节水相关知识，便会拥有较高的节水情感倾向，

节水意识对节水行为的影响越大，越有利于好的节

水行为的形成。

５．２　建　议
针对回归分析验证出的大学生节水行为的主要

影响因素，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１）由于家乡居住地为城镇比农村的大学生节
水行为更好，说明水价对节水行为有一定的影响，所

以应当对大学生在学校的用水采取定额定量收费的

措施，对学校规定用水量以内的用水收取固定费用，

凡是超过规定用水量的部分，按超量价格累加交费。

（２）节水政策会影响到大学生的节水行为，即
节水政策会对大学生的行为有一定的约束性和规范

性。学校可以将国家或地方的节水政策及时地传达

给大学生，例如通过在公共区域张贴节水政策，或者

将政策以学院或班级为单位通知每位同学，让大学

生了解相关节水政策关注和认识到这一方面的各项

举措。

（３）建立更加完善的节水制度，应对违反相关
节水规定的大学生采取惩戒措施，对平时有良好的

节水态度和节水行为的同学给予肯定和表扬，并且

采纳一些来自大学生的优秀节水用水建议，增强大

学生的节水主观规范和节水自我控制力。

（４）学校可以组织一些节水演习，在通知学生
的前提下进行短时间的断水，让大学生们明白水在

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认识到水是有限的，不能随意

浪费，要节约用水，以此增强大学生的节水意识。

（５）可以在学习教育中加入节水相关知识的学
习，定期举行节水知识竞赛和节水创意作品征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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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用水的场所张贴用水小知识，让大学生更好

地掌握节水知识，养成自觉节水的习惯，带动全社会

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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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第１期 丛　静 等　大学生节水行为调查与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以南京市大学生为调查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