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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建设速度不断加快,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

了变化,环境问题也日益增多。1992年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以来,国民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消费结构的增长对

我国资源环境等造成的压力关注不多。如今城镇居民作为个人消费主力军,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居民在日常消费中,对环境因素的

考虑相对较少,对于绿色产品的消费和垃圾的分类处理等方面的意识还很薄弱。因此,本文旨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对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和环境之间

进行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城镇居民消费方式对城镇环境带来的巨大影响,并提出促使可持续消费、实现绿色城镇化。 

[关键词] 城镇化；消费结构；环境发展；因子分析 

 

1 居民消费结构和城镇环境的现状研究 

1.1城镇化率增长较快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体系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新时期,城镇化

率不断提高。据统计,中国城镇人口由2000年的45906万人上升至2013年的

73111万人,城镇化率也由2000年的36.22%增长至2013年的53.73%,增长速

度较快,几乎呈现直线增长。 

1.2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近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不断增长的态势,2014年我国的国内

生产总值达到63.65万亿元。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我国城镇居民的人

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也在逐步上升,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6280.0元,到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至

26955.1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必然会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

变化。由表1可以看出,城镇居民食品类消费支出在总支出构成中所占的

比例越来小,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由1990年的54.24%降至2013年的

35.02%；与此同时,居住、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比重

逐步增长,尤其是交通通信支出从1990年3个百分点上升至2013年的15个

百分点；衣着和家庭设备及用品支出的比重则有所下降。这些变化都表明

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在不断优化。 

1.3城镇环境压力增大 

随着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城镇环境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当前

我国由居民消费引发的环境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生活污水造成

的水污染问题；(2)城镇人口增多,消费数量增大等造成的生活垃圾。 

2 实证分析 

2.1构建指标体系 

为了反映城镇化进程中各地区城镇消费结构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构建

了相应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分三个方面构成： 

城镇化由城镇化率来衡量。城镇化率是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进步的主要反映和重要标志,通常用市人口和镇驻地聚集区人口占全部

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用于反映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和聚集程度。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由六个指标组成。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体现了城镇

居民的消费水平。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衣着支出、交通通信支出、医

疗保健消费支出、家庭设备消费支出、体现了城镇居民的消费方式。 

城镇环境由生活污水排放量和生活垃圾清运量这两个指标来衡量。 

2.2因子分析 

根据建立的指标体系,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因子分析(本文

所有数据都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KMO和Bartlett的检验显示KMO=0.651,大于0.5,认为该数据适合做因

子分析,Bartlett的检验统计量中卡方值为295.657,对应的p值=0.000,小

于0.05,表明此次因子分析是有效的。 

最后对各地区综合因子得分进行排序得下表1。可以得出排在前十的

是上海、广东、北京、浙江、天津、江苏、福建、海南、内蒙古、重庆。

其中上海、广东、北京、浙江、天津、江苏、福建、海南属于东部沿海地

区,内蒙古、重庆为西部地区,这表明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的水平最高。就

综合因子得分来看,东部的城镇化与可持续消费的发展水平最高,中部其

次,西部最后。 

表1 综合因子得分排序表

地区 RF 地区 RF 地区 RF 地区 RF

北京 2 上海 1 湖北 17 云南 20

天津 4 江苏 7 湖南 16 西藏 31

河北 26 浙江 5 广东 3 陕西 18

山西 30 安徽 15 广西 14 甘肃 29

内蒙古 9 福建 6 海南 10 青海 27

辽宁 11 江西 21 重庆 8 宁夏 19

吉林 25 山东 13 四川 12 新疆 24

黑龙江 28 河南 22 贵州 23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人口聚集,给城市环境带来的压力越来

越大。。因此,在城镇化进程的大背景下,应该引导城镇居民进行可持续消

费,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城镇化。 

3.1加强可持续城镇化发展理念的宣传和普及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生活垃圾和生活废水量在不断增大,说明了我国城

镇居民绿色消费的观念比较淡薄,可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如电视、电影、广播、

报刊、书籍、互联网等媒体进行宣传,使居民意识到保护自身生存环境的

必要性。同时建立社会和舆论监督机制,完善信访、举报制度、充分发挥

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3.2发展环保技术促进科持续城镇化发展 

生活垃圾和生活废水排放来源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食品、衣着、

医疗保健等方面我们都需要不断地发展环保技术,在原料使用与能源效率

上开发绿色标准。采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材料、新能源

科学和环境保护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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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辅导员“精准”家访是加强家校沟通、推动高校育人工作、促使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抓手。但目前“精准”家访工作中暴露出覆盖

面小、模式单一、参与人员积极性不高、有效性和成果巩固力度不够等问题。在立足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家访工作的优化策略,完善家访机制,

形成受益面积广、形式多样化的大家访格局；认真部署并及时反馈；试图构建科学合理的有效性评价体系；注重“内涵式发展”等,从而形成

家校教育合力,不断提升三全育人水平,推进家访工作的常态化和长效化。 

[关键词] 辅导员；精准；家访 

 

为促进我校“精准”家访“百千万”工程持续深入开展,建立健全

家校协同育人长效机制。护理学院全体辅导员开展暑期“精准”家访工

作,以陕南、关中两条线为主,实地走访了商洛市、咸阳市、汉中市、宝

鸡市和西安市等16个区县涉及23个学生家庭。除此之外,还综合多种家

访形式扩大覆盖面,如高年级辅导员采用视频、电话和微信等形式家访

了406名学生；低年级辅导员采取“我与家长一封信”的形式家访了1090

个学生家庭。此次家访活动促进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深度融合,并

取得显著的成效。 

1 高校辅导员“精准”家访取得的成效 

1.1思想重视,统筹安排,走访基层传送温暖 

辅导员不畏炎炎烈日,亲身实地走访,鼓励学生增强信心、立志成才、

磨其心志、心怀理想。在家访过程中耐心询问学生家庭实际情况,听取家

长反馈意见,精准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向他们传送温暖。走进基层家庭,

打开学生的心门。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达成理解与合作共识,形成

家校教育合力。 

1.2政策宣传,资助育人,助推学子圆梦学业 

精准了解学生家中生活情况,宣讲国家有关就业和资助方面的政策。

让学生及家长深信“国家政策是寒门学子的坚强后盾”。家长纷纷表示国

家资助政策为基层家庭解决一大难题,大大减轻了家庭经济压力,并愿意

全力支持孩子完成大学梦。寒门学子表示愿意放下思想包袱,努力学习,

完成学业。 

1.3队伍齐心,长途跋涉,创新方式全面覆盖 

灵活运用各种家访形式,以实地家访为主,融合电话家访、网络家访、

书信家访等为一体,扩大家访覆盖面,实现家访形式多样化和家访工作机

制常态化。针对不同类型的家访对象及家长的个性特点,辅导员从实际情

况出发,因人而异选取聊天内容和交流技巧,促进家访载体得到创新,家访

机制得到完善。 

2 高校辅导员“精准”家访存在的问题 

2.1家访覆盖面小,模式内容单一 

既然是“精准”家访,说明受访对象不可能兼顾班里所有同学,另外,

由于家访经费、家访时间、家访地区等方面的限制,对于省外的、偏远地

区的同学进行家访也不切实际,再加上辅导员在综合运用各种家访手段方

面的能力参差不齐,使得家访覆盖面受到限制。一般情况,辅导员家访形式

是以实地走访为主,模式单一；由于辅导员所学专业知识面受限,与家长谈

话内容涉及方面也相对固定,谈话深度难以保证,致使家访工作容易浮于

表面。 

2.2参与人员积极性不高,甚至有抵触心理 

众所周知,高校辅导员具有教师和管理者双重身份,人均负责学生在

200人以上,工作琐碎繁杂,日常事务性工作几乎占满了每个工作日和休息

日,由于时间、精力、家庭、报销差旅费手续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有些辅

导员家访积极性不高。
[1]
除此之外,部分学生和家长由于对辅导员家访的

目的和意义认识片面,误认为被家访的学生都是“差生”,而老师到家中其

实就是打“小报告”,再加上个人在心理方面存在抵触情绪,觉得家访会暴

露家庭隐私,因此,少量学生与家长参与家访的积极性不高。 

2.3家访的有效性难以科学客观评价 

家访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和复杂性工程,从家访前的精心策划与筹

备到家访过程中的具体贯彻落实再到家访后的总结反馈和跟踪服务,每一

个环节都涉及诸多要素,这些要素在不同程度上会影响家访工作的实效

性。已有研究对于辅导员家访的评价缺乏科学合理可量化的依据,因而无

法更多地从时间层面、定量角度对于辅导员家访进行研究,也就无法直观

地发现辅导员家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
 

2.4家访成果巩固力度和挖掘深度不够 

有的辅导员认为家访只是“走走过场”,家访活动的结束就意味着工

作已完成；有的辅导员重视家访过程、轻视结果分析,认为总结家访成果

可有可无；还有的辅导员的确认真搜集家访中第一手资料,访后也有案例

分析,但是总结只是泛泛而谈、对案例反思和挖掘的深度远远不够。除此

之外,有些高校的家访模式和家访机制不成熟,甚至是为了完成家访工作

任务而不得不去家访,这样不仅影响了家访效果还会造成家访后期跟进总 

3.3建立健全环保法律体系,加大执行力度 

我国重要的法律中没有体现不同消费水平的需求,如：当前的环保法

没有提及可持续消费的概念以及可持续消费政策如何能有效地减少工业

污染和保护自然资源。此外,《消费者权益法》也不包括促进消费者使用

绿色产品的权利以及关于如何指导消费者进行消费的方针政策。可持续消

费政策也缺乏有效的落实体制。中国制定了强制性的产品标准。然而,这

些标准却缺乏有效的实施。尽管食品立法和食品安全标准已经实施多年,

食品安全问题却成为中国“热点”。中国尚未建立完备的系统以确保透明

且可信任的产品信息和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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