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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村庄环境是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空间

载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随着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持续推进，村庄环境建设需

要总结过往经验，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方案，建

立动态管护机制。通过梳理国内学术界对村庄

环境建设的相关研究，针对白鹿原塘村片区的村

庄环境建设情况，引入IPA分析法，基于农户满

意度对塘村片区村庄环境建设进行评价。根据

相关政策文件、行业标准和学术研究，建立包

括6个系统、23项指标的村庄环境建设评价指

标体系，通过实地调研、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收

集村庄环境建设村民满意度数据，并进行村庄

环境建设现状的定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收

集到的数据从重要性和满意度两个角度进行评

价，探寻白鹿原塘村片区村庄环境建设的关键问

题，提出针对性的提升策略，以期为其人居环境

建设与乡村振兴工作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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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illage environment is the spatial carrier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and the material basis for realiz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 environment needs 
to sum up experience, formulate more targeted plans, and establish a dynamic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llage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evaluation,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farmer 
satisfaction survey, and studies are carried out from the aspects of index system, evaluation object, 
and technical metho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evaluation research for rural communities at the micro scale, 
especially in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of the western region, and most of the rural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strategies from theory to application of the practical path is not clear, the 
method is modeled, it is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 environment. On 
this basis, in view of the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of Bailuyuan Tang Village Area, the technical 
route for the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farmers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of Tang Village 
Area with IPA analysis method as the core is determined.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takes the Bailuyuan Tang Village Are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troduces 
the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method commonly used in tourism research,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pectations of village reside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l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 satisfaction, so as 
to establish a village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hich consists of six 
systems of living condition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frastructure,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style 
and cultur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cluding toilet conditions, kitchen conditions, housing 
conditions, drinking water conditions, natural environment, There are 23 specific indicators of health 
status, sewage treatment conditions, garbage collection conditions, traffic conditions, street lamp 
facilities, drainage facilities, irrigation facilities, cultural and sports activity conditions, medical 
and health conditions, orphans, widows, old and young institution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onditions, overall style, neighborhood relations, social atmosphere, cultural identity,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Secondly, through field research, household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the satisfaction data 
of villagers in village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was collecte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in The Tang Village area was grasped, and the weight of the index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as determined by using the entropy right method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Third,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the index importance and satisfaction analysis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of the village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in the Tang Village area was found to be 2.79, indicating that the villagers’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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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为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乡村

振兴战略的要求和《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2018年以

来，中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等部门发布了包括《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方案》在内的一系列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文件。国家

政策文件中对于乡村人居环境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表明在社会转型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以及城乡

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点工作。

现阶段，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各级政府主导

的建设项目提升目标地区的人居环境建设水平，其实施层面的主要任

务多聚焦于目标村庄的环境建设。这类项目因不同于常规的建筑建设

项目，往往涉及多级政府、多个管理部门及协作部门、多个不同类型的

施工单位、需求各异的农民主体，因此这类项目的类型多样、内容较

多、运行较为复杂[1]。在学界相关研究与业界的实践工作中可以发现，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往往存在着政府目标与农民意志没有充分

匹配的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虽已取得较多成绩，但同时也面

临投入产出比较低、自然资源浪费、乡土文化缺失、农户满意度不足等

问题[2]。由此，总结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问题与挑战，突出农民在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的重要性，构建村庄环境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进而指导后续村庄环境建设活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 村庄环境建设及农户满意度相关研究概述

村庄环境建设这一概念与建筑学角度下的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

内涵相近，可以理解为乡村人居环境在村庄物质环境建设方面的内

容，主要包括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文化习俗、规划管理等要素影响下

的村庄风貌和建设环境[3-4]。由于过去几年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持续推进，村庄环境建设相关研究的数量自2018年起有明显增加，主

要针对宏观区域的农村人居环境内涵[5]、影响因素[6]、演化特征与机

制[7-8]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已经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

关于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评价的系统性研究也较为丰富[9]，但相关研究

的研究范围多为区域、省域、县域等宏观尺度[10-14]，缺乏系统化针对微

观尺度的农村社区的人居环境评价研究，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

相关研究相对较少，且多数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策略从理论到应用的

实践路径不清晰，方法模式化，难以有效指导村庄环境建设。

农民是村庄环境的使用者，农民满意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核心

目标之一。近年来，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推进和相关理论研

究丰富，相关研究视角开始从宏观向微观拓展，基于农户满意度研究

农户教育水平、政策实施程度以及自然社会区位等要素对于农村人居

环境建设的影响[15-18]。农户视角的村庄环境建设水平提升是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效果的直接反映，农户满意度研究能够以用户端的身份与政

府主体的供给端形成反馈机制[19]，通过研究结论在建设前为决策和规

划提供引导，于建设后为运维和管理提供反馈。

本文以白鹿 原 塘村片区为研 究 对 象，引入 旅 游 研 究中常用

的“重要性—绩效性”分析方法（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从农户满意度角度出发，探讨村庄居民对其生活的村庄环境

建设的现状和期望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农户对村庄环境感知的重

要因素。结合规划设计实践，对后续塘村片区村庄环境建设提出相

关规划提升策略。

2 研究方法及问卷设计

2.1 研究方法

2.1.1 IPA分析法

IPA分析法是由马提拉和詹姆斯（Martilla&James）提出的一种社

会学研究方法[20]。IPA分析法自提出以来，已广泛应用于使用者满意度

的相关研究中，包括服务满意度、产品表现和地区吸引力等，主要通过

分析受访者对研究对象的重要性认知程度和该研究对象的客观绩效表

现情况的差异，对研究对象进行满意度评价，并依据其结果制定优化

提升策略。IPA分析法的核心内容是依据调查结论构建重要性和满意度

均值IPA图，以每项具体指标的重要性和满意度均值为依据，分别落位

图中的四个象限，第一象限为优势区；第二象限为修补区；第三象限为

拓展区；第四象限为维持区[21]。综合考虑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和满意度，

有利于对评价指标进行合理阐释，进而提出更加合理和更具针对性的

优化提升策略[22]。

with the village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was average; the importance of the six system-level indicators was between 2.02-3.96, the villagers’ expectations 
for living conditions and infrastructure were much higher than other system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ix system-level indicators was between 2.04-3.31, 
there is a certain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villagers’ perception of the importance and satisfaction of each system, and the villagers are relatively 
satisfied with the system with high expectations, while the villagers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wo systems of planning management and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Finally,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and the analysis of importance and satisfaction, the IPA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conduct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index layer, and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the problems of different village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indicators were explored, and targeted 
planning improvement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The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village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is conducive to providing a set of bottom-up feedback mechanisms for top-down 
village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actions, guiding the accurate landing of policies, fund the projects,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of the village environment, and providing richer technical support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for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research.
Keywords: Village Environment;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Bailuyuan Tang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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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熵值法

权重计算是构建评价体系过程中的首要内容，权重计算的合理性

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极大[23]。权重计算包括主观方法和客观方法，客观

方法是根据客观的原始数据信息之间的联系强度和具体指标提供的

信息量来确定权重，可以有效避免主观方法中的主观因素影响，因此

本文采取计算严谨、评价客观的熵值法进行指标权重计算。

熵值法确定客观权重的主要原理是设有n个评价单元，m项待评

指标（本文n代表评语等级，m代表23项评价指标）。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对输入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ij ij
ij

ij ij

R minR
X

maxR min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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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其中：Xij 为第i个指标第j个评价单元标准化后的值；maxRij、

minRij、Rij分别为第j个指标第i个评价单元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原

始值。

第二，计算Xij为第j个指标下第i个评价单元占该指标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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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其次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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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0，ej ≥0，常数k与样本数m有关，一般令k＝1/ln ,则 

0≤e≤1。

第四，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gj。对第j项指标，指标值差异越

大，评价作用越大，熵值越小。

1j jg e= −  （2-4）
其中：gj越大指标越重要。

第五，求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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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考虑到白鹿原塘村片区村庄环境建设的现状、目标和诉求，

从村民满意度的角度出发，结合现有的政策文件、技术标准和学术研

究成果，遵循科学性、稳定性、综合性、针对性、生态优先、以人为本

的基本原则，以吴良镛先生的人居环境理论为基础，国家和陕西省层

面的农村环境建设技术标准为支撑，从中选择合适的评价指标构建塘

村片区村庄环境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最终确定居住条件、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公服设施、风貌文化、规划管理6个系统，共23个指标（表

1）。其中，目标层（A）代表村庄环境建设整体水平；系统层（B）由居

住条件（B1）、生态环境（B2）、基础设施（B3）、公服设施（B4）等物

质环境建设和风貌文化（B5）、规划管理（B6）等非物质环境建设构

成；指标层（C）由23项系统层下的具体指标构成。

2.3 问卷设计及数据收集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所需数据，以表1指标层（C）中的23项指标

为问卷问题，每项指标分别从重要性和满意度两个方面进行调查，采用

李克特5级量表设计形式[24]（表2）。问卷调查采用网络问卷和纸质问卷

两种形式向村民收集问卷信息，其中网络问卷适用于文化程度较高且有

能力使用智能手机的受访者，通过效率较高的问卷星收集数据；对于不

方便使用只能收集的老年受访者，则通过访谈进行问卷调查。

本文的研究对象——白鹿原塘村片区作为陕西省西安市鹿原地区

在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与地理条件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的区域，是白

鹿原地区村庄环境建设问题较为突出的片区，也是白鹿原地区人居环

境建设的重点与难点。

由于塘村片区分为塘村组团、南塘组团、西塘组团、北塘组团和

孙家沟组团5个组团，各组团在地形特征、规模体量和环境建设等方

面存在一定差异。为获得真实有代表性的数据，调查过程中对调查农

户的选择上，根据各组团户数在片区总户数中的占比，进行配额随机

选择，即组团规模的最大的西塘组团随机选择18户村民，其次是南塘

组团15户、北塘组团15户、孙家沟组团13户、塘村组团11户，共计72户村

民进行问卷调查，72位受访者均为塘村常住居民，共收集有效问卷共

71份，回收率为98.6%。

得到调研数据后，将调研所得数据转换为得分，导入SPSS23中进

行信度测试，以克朗巴哈α系数（Cronbach’s Alpha）为检验标准，当

α系数大于0.7 时，说明该问卷具有较高信度[25]。结果表明，本次调研

问卷的克朗巴哈系数α值为0.882，基于标准化项目的克朗巴哈系数为 

表1 塘村片区村庄环境建设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satisfaction with village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in 
Tang Village area

目标层（A） 系统层（B）[权重：%] 指标层（C）[权重：%]
村庄环境建设评价 居住条件B1[24.58] 厕所条件C1[6.95]

厨房条件C2[2.87]
住房条件C3[9.35]
饮水条件C4[5.41]

生态环境B2[18.22] 自然环境C5[5.73]
卫生状况C6[3.72]
污水处理条件C7[3.16]
垃圾收集条件C8[5.61]

基础设施B3[20.06] 交通条件C9[5.86]
路灯设施C10[6.33]
排水设施C11[5.49]
灌溉设施C12[2.38]

公服设施B4[16.27] 文体活动条件C13[5.52]
医疗卫生条件C14[3.81]
孤寡老幼机构C15[2.73]
中小学就学条件C16[4.21]

风貌文化B5[10.73] 整体风貌C17[33.63]
邻里关系C18[3.12]
社会风气C19[2.55]
文化认同C20[1.43]

规划管理B6[10.14] 规划实施情况C21[5.73]
村民参与情况C22[2.05]
组织管理情况C23[2.36]

表2  李克特5级量表设计示意表
Tab.2 Rickett 5-stage scale design schematic table

编号 指标名称 满意度评价值 重要性评价值

1 厕所条件C1 1、2、3、4、5 1、2、3、4、5
2 厨房条件C2 1、2、3、4、5 1、2、3、4、5
3 住房条件C3 1、2、3、4、5 1、2、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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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6，说明本次调研问卷内部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调研数据可靠，可

以进行研究分析。

3 评价结果分析

3.1 重要性和满意度评价

本次调研共选择72户村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随机选择的被访者

中女性41人，占56.9%，男性31人，占43.7%，说明塘村片区常住人口中

女性的比例较高。被访者中50岁以上的有53人，占总人数的73.6%，说

明塘村片区存在留守老人占常住人口比重较大的现象。被访者的受教

育水平以小学和初中为主，占总人数的80.6%，说明当前塘村片区多数

常住人口参与村庄环境建设的能力有限。此外，家庭年均收入也是影

响被访者对于村庄环境建设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家庭年均收入较高的

村民，对村庄环境建设的满意度普遍较高。

将调研数据依据2.1.2节中的熵权法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权重计

算，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表1）。结合各项指标的满意度评价和评

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计算塘村片区村庄环境建设的总体满意度为得分

2.79，说明村民对村庄环境建设满意度情况为一般。

系统层（B）重要性和满意度（表3）根据指标层（C）每项指标的

均值（表4）结合指标权重计算得到。从重要性来看，系统层指标的排

序为：居住条件＞基础设施＞公服设施＞规划管理＞风貌文化＞生态

环境，6个系统层指标重要性介于2.02~3.96，其中居住条件和基础设

施的重要性评分明显高于其他几项指标，说明村民对居住条件和基础

设施两系统的期待值远高于其他系统。从满意度来看，系统层指标的

排序为：风貌文化＞居住条件＞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服设施＞规

划管理，6个系统层指标重要性介于2.04~3.31，其中风貌文化、居住条

件和基础设施的满意度较高，而规划管理和公服设施两系统的满意

度低于均值较多，说明村民对各系统的重要性和满意度认知存在一定

的正相关，对期待值较高的系统也相对较满意，同时也说明村民对规

划管理和公服设施两系统的建设情况较为不满。从重要性-满意度（I- 

P）来看，系统层指标的排序为：居住条件＞规划管理＞公服设施＞基

础设施＞生态环境＞风貌文化，其中居住条件、规划管理、公服设施

和基础设施四系统的重要性满意度差值大于0，说明村民满意，而差

值小于0的生态环境和风貌文化，村民不满意。

依据问卷数据整理得出塘村片区村民对村庄环境建设各项指标

的重要性和满意度统计值，同时对重要性和满意度均值进行配对样

本T检验结果（表4）。其中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能反映出每项指标重

要性和满意度的差别程度，差别程度用p值表示， p＜0.05表示差异

显著，p＜0.01表示差异很显著。从样本T检验结果来看，23项指标中，

交通条件（p=0.064）差异不显著，厨房条件（p=0.029）、规划实施情

况（p=0.013）3项指标差异显著，其余19项指标差异很显著，说明除交

通条件、厨房条件和规划实施情况外，塘村村民对其他指标的重要性

和满意度认知存在明显差异。

从各项指标的重要性均值来看，住房条件、饮水条件、路灯设

施、灌溉设施、文体活动条件和组织管理情况6项指标的均值大于3.5，

占全部指标的26.1%，说明这些指标代表的项目在村民心目中的期待

值很高，这与塘村片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情况较白鹿

原地区内其他村庄环境建设情况较好的村庄有一定差距的事实有一

定关系，塘村村民希望自己的村庄环境建设情况能达到周边建设情况

较好村庄的水平。

从各项指标的满意度均值来看，均值大于3.5的指标有饮水条件、

邻里关系、社会风气、文化认同4项，仅占全部指标的17.4%，而且邻里

关系、社会风气、文化认同3项指标均来自于风貌文化系统，其满意度

较高的原因是被访村民大多来自于文化认同感较强的熟人社会。满意

度均值在2.5~3.5之间的指标有13项，占全部指标的56.5%，表示被访

村民对这些指标持中立态度。其余7项满意度低于2.5指标分别是垃圾

收集条件、文体活动条件、孤寡老幼机构、整体风貌、规划实施情况、

村民参与情况和组织管理情况，说明村民对于环境建设的不满主要来

源于规划管理方面。

从I-P的均值差来看，饮水条件、自然环境、卫生状况、污水处理

条件、垃圾收集条件、医疗卫生条件、邻里关系、社会风气、文化认同

和规划实施情况10项指标的重要性与满意度均值差为负，上述指标主

要集中在生态环境和风貌文化两系统之下，说明塘村片区的生态环境

表3  系统层指标重要性及满意度分析
Tab.3 system layer metric importance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

系统层指标 重要性（I） 满意度（P） I-P 是否满意

B1居住条件 3.96 3.10 0.86 否

B2生态环境 2.02 2.95 -0.93 是

B3基础设施 3.49 3.01 0.48 否

B4公服设施 2.91 2.30 0.61 否

B5风貌文化 2.23 3.31 -1.08 是

B6规划管理 2.68 2.04 0.64 否

综合情况 2.88 2.79 0.09 否

表4 指标层指标重要性及满意度分析
Tab.4 metric layer metric importance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

指标层指标
重要性（I） 满意度（P）

I-P p值
均值 排序 均值 排序

C1厕所条件 3.46 7 2.63 16 0.83 0.000
C2厨房条件 3.45 8 3.27 7 0.18 0.029
C3住房条件 4.52 1 2.76 14 1.76 0.000
C4饮水条件 3.92 2 4.18 3 -0.27 0.000
C5自然环境 2.07 19 3.46 5 -1.39 0.000
C6卫生状况 2.73 12 3.32 6 -0.59 0.000
C7污水处理条件 1.48 23 2.86 11 -1.38 0.000
C8垃圾收集条件 1.82 21 2.21 18 -0.39 0.000
C9交通条件 3.20 10 3.14 8 0.06 0.064
C10路灯设施 3.72 4 3.04 9 0.68 0.000
C11排水设施 3.39 9 2.86 12 0.54 0.000
C12灌溉设施 3.83 3 2.93 10 0.90 0.000
C13文体活动条件 3.61 5 1.76 20 1.85 0.000
C14医疗卫生条件 2.10 18 2.73 15 -0.63 0.000
C15孤寡老幼机构 2.51 15 2.03 19 0.48 0.000
C16中小学就学条件 2.99 11 2.80 13 0.18 0.000
C17整体风貌 2.62 13 1.58 22 1.04 0.000
C18邻里关系 2.30 17 4.38 1 -2.08 0.000
C19社会风气 2.00 20 4.20 2 -2.20 0.000
C20文化认同 1.52 22 3.79 4 -2.27 0.000
C21规划实施情况 2.35 16 2.48 17 -0.13 0.013
C22村民参与情况 2.62 14 1.31 23 1.31 0.000
C23组织管理情况 3.54 6 1.59 21 1.94 0.000
综合均值 2.86 — 2.84 — 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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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貌文化建设在村民心中的认可度较高，同时其他13项指标的重要

性与满意度均值差为正，说明塘村片区在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公服

设施和规划管理方面的建设上的问题较多，有待后续重点提升。

3.2 基于IPA分析的优化提升策略

以据上述数据及分析，使用IPA分析法对指标层进行深入探究，

以重要性和满意度的均值（2.86, 2.84）为坐标原点，以重要性为横轴，

满意度为纵轴，建立重要性和满意度均值IPA分析图，然后根据每项

指标的I值和P值将其定位在四象限内（图1）。

第一象限（优势区）：分布在该区域的指标在村民心目中的重要

性和满意度均较高，包括厨房条件（C2）、饮水条件（C4）、交通条

件（C9）、路灯设施（C10）、排水设施（C11）、灌溉设施（C12）共6项

目指标。这些指标属于村庄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指标，亦

是近年乡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持续推进的重点项目，村民在这些方面

的期望和认可度都比较高，但同时可以看出该区域指标的村民满意度

均值普遍低于重要性，仍需继续提升。后续塘村片区的规划建设过程

中，应当依旧将这些项目作为重点，依托现有建设成果和经验，继续

加强这类项目的建设，争取在这类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的项目上继续突

破，早日实现村民在这类重点项目上的期望。

第二象限（维持区）：分布在该区域的指标在村民心目中的重要

性较低，满意度较高，包括自然环境（C5）、卫生状况（C6）、污水处理

条件（C7）、邻里关系（C18）、社会风气（C19）、文化认同（C20）共6项

目指标。这些指标也代表过去乡村人居环境提升工作的重点项目或塘

村片区的固有优势，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和风貌文化两个系统，可以

看出此类指标的村民满意度均高于期待值，说明这些项目的建设已经

较为成功。后续规划建设中，应当将生态环境和风貌文化作为塘村片

区的特色去打造，在做好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利用好良好的自然环

境和浓厚的乡土文化特点，带动塘村片区的全面发展。

第三象限（拓展区）：分布在该区域的指标在村民心目中的重要

性和满意度均较低，包括垃圾收集条件（C8）、医疗卫生条件（C14）、

孤寡老幼机构（C15）、整体风貌（C17）、规划实施情况（C21）、村民

参与情况（C22）共6项目指标。这些指标所代表的项目在过去的建设

中或因为某些原或没有作为重点进行建设（C14、C15、C17）或没有引

起村民自身重视（C8、C21、C22）。后续规划建设中，应当为医疗卫生

条件、孤寡老幼机构、整体风貌建设这类项目留足弹性空间，即不作

为当下建设的重点，但应该随着塘村片区的发展和建设动态关注这些

项目，做到建设过程出现需求便能及时补充；对于垃圾收集条件、规

划实施情况、村民参与情况这类项目，在村庄环境建设的过程中本身

具有较高的重要性，受限于村民的认知水平，没有得到重视，后续要加

强宣传教育和行为引导，让村民认识到这些项目的重要性，积极参与

到建设和维护家乡环境的行动中。

第四象限（修补区）：分布在该区域的指标在村民心目中的重要

性较高，满意度较低，包括厕所条件（C1）、住房条件（C3）、中小学就

学条件（C16）、文体活动条件（C13）、组织管理情况（C23）共5项目指

标。这些指标代表村民心目中村庄环境建设的重点项目，且对过往建

设成果不甚满意。其中厕所条件和和住房条件的建设虽然已经推进

多年，但仍面临着建设方案不够细致、建设效果不佳的问题，没有针

对具体地区的实际情况针对性的制定建设计划；中小学就学条件和文

体活动条件的建设则因为人口外流的原因，在建设上没有得到村庄层

面的足够重视，后续应当从区域层面统筹规划建设这类公共服务设

施，尽快推进公服设施城乡融合化发展；塘村片区组织管理情况面临

的问题是组织管理者主要由本村村干部和村民构成，缺乏专业人士的

参与，其村庄环境建设和维护过程不仅需要上级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资

金投入，还需要相关专业人士提供持续性的帮助。后续规划建设中，

这些项目应作为建设的重中之重，及时将塘村村庄环境建设的重点向

这类项目转移，争取早日补齐短板。

4 结语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目标是建设更适宜农民居住的村庄环境，

近年来自上而下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已经在农房改造、厕所

革命、村庄清洁、环境卫生等领域取得了大量成果，但是在如今乡村全

面振兴的诉求下，过往“千村一面”的村庄环境建设方式不足以适应

时代需求，亟需寻找更加针对性、系统性、动态性的村庄环境建设方

式。村庄环境建设应当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各地不同的地域环境、资

源禀赋、风貌文化进行规划设计；建设过程应当从整个乡村人居环境

系统统筹考虑，而不仅仅局限在几项普遍性的突出问题上；建设后也

应当建立起动态管护机制，将村庄环境建设看作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过程。与此同时，有必要运用科学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对过

往建设成果进行科学评价，从环境使用者的角度分析当前村庄环境的

建设成效，在此过程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找到下一步建设需要突

破的重难点。因此，在现有的实践和研究基础上，建立起针对性、动态

性的村庄环境建设的农户满意度评价模型，可以为自上而下的村庄环

境建设行动提供一套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引导政策、资金和项目精

准落地，全面提升村庄环境的建设效率，同时为农村人居环境的研究

和实践提供更丰富的理论与技术支撑。

图1  村庄环境建设满意度重要性均值IPA分析
Fig.1 IPA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ce-performance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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