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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资源问题日益制约着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任务迫在眉睫。

城市水消费的主体是居民，城市居民的用水行为和节水行为决定了城市用水量。信阳市水资源较为丰富，

人口密集，城市耗水量逐年增加，特别是居民生活用水量。因此，本文对信阳市居民节水意识进行调查

分析，以寻求居民用水量过大的原因，并提出了提高居民节水意识建议。研究结果表明节水意识差的居

民比例为16.14%，节水意识差是造成生活用水量大的主要原因，用水习惯和信阳市用水价格偏低也是

导致了生活用水消耗量较大的原因，节水意识为好和中的居民比例分别为36.38%和47.48%，市民对于

节水问题的关注度较高，利于节水理念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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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restrictive function of the issue of water resource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ties becomes increasingly severe, which leads to the ur-
gent task of building a conservation-minded society. The main body of urban water consumption 
is residents. The water use behavior and water-saving behavior of urban residents determin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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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water consumption. Xinyang City is rich in water resources, densely populated, urban water 
consumption increased year by year, especially residential water consumption. Therefore, this pa-
p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water-saving awareness of residents in Xinyang City,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reasons for the excessive water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
tions for improving the water-saving awareness of resi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rtion 
of residents with poor water-saving awareness is 16.14 %, and poor water-saving awareness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large amount of domestic water consumption. Water habits and low water 
price in Xinyang City are also the reasons for the large consumption of domestic water. The pro-
portion of residents with good and medium water-saving awareness is 36.38 % and 47.48 %, re-
spectively. The public has a high degree of attention to water-saving issu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water-saving concepts. 

 
Keywords 
Urban Domestic Water Consumption, Water Saving Consciousnes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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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水是人类以及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更在工业、农业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1]。中

国作为世界上的用水大国，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对水资源的消耗和需求量呈上升趋势。区域水资源问题

涉及广泛、规模大，区域居民的节水意识给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人水关系的不

协调和落后的水情教育导致我国人民群众对基本水情认知不够[2]。 
信阳市位于淮河上游，水资源丰富，但是人均占有水资源仍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且信阳市部分县

区在一些年份曾经出现过旱情严重的现象[3]。缓解水资源危机最快捷、可行的方法之一就是节约用水[4] 
[5]。本研究利用层次分析法和理论分析法把居民节水意识问题分解成 3 个层次和 13 项指标，然后对这些

层次进行综合的决策判断，确定出各指标的重要程度，并用 MATLAB 软件进行一致性检验，然后围绕

指标设计问卷调查，采用模糊综合法对问卷调查进行分析，再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计量经济学方法 
计量经济学方法是运用于这一领域研究的较为广泛，也是较早的一种研究方法[6] [7] [8]。国外学者

用经济手段将居民生活用水与一系列影响用水量的因素联系起来，其中主要包括：① 收入水平；② 水
价；③ 水价的制定及其收费标准；④ 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⑤ 房屋特征，指房屋面积，用水器具个数

及使用情况等；⑥ 节水知识宣传以及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落实；⑦ 相关区域的气候变量[9]。Renwick
对美国加利福尼亚两个社区的调查数据建立了计量经济学需水模型，调查节水器具对家庭需水量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每增加 1%的节水便器和淋浴喷头的数量将分别减少 10%和 8%的需水量[10]。陈晓光等

国内研究学者对影响城市居民用水需求量的因素进行调查研究时利用模型来进行，但通过简单的多元线

性方程不能很好的模拟各个因素对用水影响的非线性的复杂系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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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诸多学者进行与节约用水相关的研究采用的方式之一。2000 年，希腊城市 Thessaloniki

的相关部门做了一项调查问卷，采集样本 2171 个家庭，采取了数学统计学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调

查结果表明：14.92%的受访者认为水价过高，68.13%的受访者认为水价合理，剩下的认为水价过低。其

中有 55.46%的居民认为水价的提高对于居民的节水行为不会有影响，有过于一半的受访居民表示愿意额

外花费改善用水服务[12]。 
国内学者姚科艳等人采用问卷调查法、Logistic 模型对江苏省沭阳县进行生活用水安全调查研究，对

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13]。 
采取问卷调查可以进行大规模的调查，调查结果便于处理与分析，但是存在着抽样偏差、信息偏差

等问题，且有时候难以获得被调查者的真实想法，且会消耗较大的人力、物力。 

1.2.3. 基于主体的社会学模拟方法 
Barthelemy 等学者在其他学者的研究的基础上细细考察了住户的用水组成，对家庭用水器具的使用

频率、用水频率，以及总耗水量进行了调查研究和统计计算，该模型中引入的节水器具所有权模式考虑

到了技术的发展和节水器具的购买对住户的用水量的影响[14]。褚俊英等国内学者利用社会学模拟方法对

北京家庭生活用水进行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水价的能刺激居民提高对再生水的需求而减少对自来水

的使用[15]。 
人们已经普遍接受和认可节约用水理念，也提高了对人水关系调查研究的关注程度，虽取得了一些

研究成果，但是仍然存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不够完善等不足[16]。 

1.3. 研究方法 

1.3.1. 文献资料法 
收集、查阅并整理相关资料，资料包括信阳市的地图资料、历史文献、统计图表等。在收集资料前

做出详细的收集计划，与涉及的单位的提前联系好，对重要文献资料，要注意妥善保管。 

1.3.2. 问卷调查法 
本次调查研究计划发放问卷 300 份，有效问卷不低于 250 的基础上进行数据的分析处理。问卷上问

题的设置紧紧围绕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习惯和影响居民节水意识的因素调查。 

1.3.3.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是结合了定性和定量进行决策分析的方法[17]，步骤如下： 
1) 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2) 利用“1-9 标度法”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3) 计算判断矩阵的相对权重 
先计算 maxλ ，然后通过 maxBω λ= ，计算特征向量ω 。步骤为： 
首先计算判断矩阵 B 的每一行元素之积 

( )
1

1, 2, ,
n

i ij
j

M a i n
=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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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权重系数 iϖ 。 
4) 进行一致性检验： 
首先计算出 CI 值： 

( )
max

1

1
n

n
j

j j

Bω
λ

ω=

= ∑ , 
max

1
nCI

n
λ −

=
−

                               (1-3) 

其次，根据表 1 查询 RI 值。 
 

Table 1. The average random consistency index RI standard value 
表 1.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标准值 

矩阵阶数 1 2 3 4 5 6 7 8 9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最后，计算 CR 值，(CR 为检验系数)如果 0.10CR < ，代表判断矩阵满意，通过一致性检验。如果

0.10CR ≥ 代表判断矩阵不具有满意一致性，不通过一致性检验。 

CICR
RI

=                                          (1-4) 

1.3.4.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 
因为节水意识具有模糊性的概念，模糊性数学具有对模糊性事物进行量化分析的功能，因此本研究

采用模糊综合分析法[18]： 
1) 确定评价因素集合； 
2) 确定各个评价因素的权重，运用上述公式计算权重 Wi； 
3)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建立评价等级集，用 rij表示各个评价指标的评价值. 
4) 进行模糊综合评价 

1 1

m n

i ij
i j

B W R w r
= =

= ⋅ = ∑∑                                   (1-5) 

式中(1~4) wi指指标的权重，rij指等级评价百分比。 

2. 研究区概况 

信阳位于中原地区，河南省的最南部，地理坐标为东经 114˚06'，北纬 31˚125'，为鄂豫皖省际边缘区

三省交界区，地处淮河上游，地势南高北低，中部是丘陵岗地[19]。 
1) 自然环境概况 
信阳市属长江、淮河两大水系，河流众多，境内全长 363.5 公里。支流密集，水量丰富，淮河干流

是信阳市主要河流。全市河流水面占全市总面积的 1.96%，信阳市地表水资源量为 88.6297 亿 m3，地下

水资源量为 29.5047 亿 m3。南湾水库是信阳市城区唯一饮用水源地 
2) 社会经济状况 
信阳市 2017 全年生产总值 2226.55 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总值 836.42 亿元，第二产业很第三产业

增加值分别为 639.15 亿元、905.28 亿元。全年人均生产总值 34528 元，比上年增长 6.4%。据近年统计数

据表明信阳市总用水量为 13.978 亿 m3，按行业分，农业、林牧渔畜、工业、城镇公共用水、生活用水分

别占总用水量的 46.1%、5.88%、15.7%、5.3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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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阳市居民节水意识调查与分析 

3.1. 节水意识调查分析方法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研究，运用理论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对节水意识概念进行分解，

建立相关指标体系(表 2)，围绕构建的指标体系设计《信阳市居民节水意识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以下方

面：① 节水器具的使用情况；② 居民日常用水习惯；③ 居民节水行为；④ 居民对节约用水的关注程

度。 
 

Table 2. The water-saving awareness index system of residents in Xinyang City 
表 2. 信阳市居民节水意识指标体系 

阳市居民节水 
意识分析 

A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节水器具使用情况 C1 

对节水器具的了解情况 P1 

节水器具的使用情况 P2 

更换使用节水器具的意愿 P3 

选择用水器具的原则 P4 

居民日常用水 C2 

洗澡方式 P5 

洗澡频率 P6 

洗衣服方式 P7 

节水行为 C3 

节水知识、方法了解程度 P8 

实践到日常生活的情况 P9 

节水的原因 P10 

对于节约用水的关注程度 C4 

对节水器具的了解情况 P1 

节水知识、方法了解程度 P8 

对水价的关注程度 P11 

对信阳市水资源状况/问题的认知 P12 

  对与水资源有关的宣传、政策、活动的关注程度 P13 

3.2. 调查问卷分析方法 

3.2.1. 指标权重的确定 
建立递阶层次指标体系后，构造比较判断矩阵，其中比较判断值的确定是咨询信阳市水文水资源局

的相关专家后确定，然后计算各层次相对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表 3~7)。 
 

Table 3. Criterion layer judgment matrix A-C 
表 3. 准则层判断矩阵 A-C 

A C1 C2 C3 C4 

C1 1 3 1/3 1 

C2 1/3 1 1/5 1/3 

C3 3 5 1 3 

C4 1 3 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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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Judgment matrix of water-saving appliance usage status 
表 4. 节水器具使用状况判断矩阵 

C1 P1 P2 P3 P4 

P1 1 1/5 1/3 2 

P2 5 1 3 3 

P3 3 1/3 1 3 

P4 1/2 1/3 1/2 2 

 
Table 5. Judgment matrix of residents’ daily water use 
表 5. 居民日常用水判断矩阵 

C2 P5 P6 P7 

P5 1 2 1 

P6 1/2 1 1 

P7 2 1 1 

 
Table 6. Judgment matrix of residents’ water-saving behavior 
表 6. 居民节水行为判断矩阵 

C3 P8 P9 P10 

P8 1 1/5 1/2 

P9 5 1 2 

P10 2 1/2 1 

 
Table 7. Judgment matrix of residents’ attention to water conservation 
表 7. 居民对节约用水关注程度判断矩阵 

C4 P11 P12 P13 P1 P8 

P11 1 3 4 2 2 

P12 1/3 1 3 2 1 

P13 1/4 1/3 1 1 1 

P1 1/2 1/2 1 1 1 

P8 1/2 1/2 1 1 1 

 
根据上述判断值构造成比较矩阵，计算出每一个比较矩阵最大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并对判断矩阵进

行一致性检验。一致性比例结果见表 8 所示，各值均小于 0.10，结果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Table 8. Consistency scale values 
表 8. 一致性比例数值 

 A C1 C2 C3 C4 

CR 0.0161 0.0825 0.08 0.00 0.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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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建立评价等级集 
由以上层次分析法计算权向量后，根据调查问卷数据建立评价等级集。根据问卷回答的情况将 P 层

13 项指标所体现的居民节水意识按照标准分为好、中、差三个等级，例如第 11 题“您对于节水器具的

了解程度是(如：什么是节水器具，其质量、价格等)：A. 非常了解 B. 较为了解 C. 一般 D. 较为不了

解 E. 完全不了解，选择 A 或 B 为“好”；选择 C 为“中”；选择 C 或 D 为“差”，具体见附录 2。如

表 9，得出 13 项指标所体现对的各个等级的居民数占被调查居民总数的百分比，运用层次综合评价模型，

由上述公式算出。 
 

Table 9. The weight of each indicator and the percentage evaluation system of water-saving awareness level 
表 9. 各指标权重及节水意识等级百分比评价体系 

指标 权重 好(%) 中(%) 差(%) 

C1 0.1998    

P1 0.957 26.95 32.62 40.43 

P2 0.105 22.3 39.4 38.3 

P3 0.248 29.79 61.7 8.51 

P4 0.22 14.18 47. 52 38.3 

C2 0.1782    

P5 0.333 32.87 27.3 39.83 

P6 0.333 33.8 45.1 21.1 

P7 0.334 31.21 45.39 33.4 

C3 0.4222    

P8 0.2777 46.5 45.2 8.3 

P9 0.409 22.6 56.2 21.2 

P10 0.3133 58.6 30.7 10.7 

C4 0.1998    

P11 0.467 47.25 31.2 21.55 

P12 0.211 45.45 26.24 26.31 

P13 0.1963 40.23 30 22.77 

P1 0.0467 26.95 32.62 40.43 

P8 0.079 46.5 45.2 8.3 

3.3. 综合评价结果与分析 

调查研究表明，信阳市居民节水意识“好、中、差”的比例分别为 36.38%、47.48%、16.14%。被调

查的居民有 36.38%对于水环境的问题关注积极，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节水行为，养成了良好的节约用

水习惯，对于节约用水的活动和宣传很关注，并且很愿意参加相关活动，不会有随意浪费水资源的行为，

并不是造成城市生活用水量过大的人群。节水意识一般的这一部分居民虽具有一定的节水意识，关注水

资源环境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会实行一定的节水措施，但没有将节水理念贯穿到日常生活中，会为了

满足生活品质而减少节水行为，对于这部分居民应加强节水引导和鼓励，促进其提高节水意识和行为，

可以为减少城市生活用水做出贡献。而有 16.14%的居民因节水意识“差”造成城市生活用水浪费，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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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居民对于信阳市的水资源的现状了解较差，对于日常生活中节水问题并不关心，极少采取节水措施，

不科学的用水方式对水资源造成了严重浪费。 

4. 节水对策分析 

4.1. 针对居民节水行为的引导政策 

1) 改变用水的不良习惯 
比如，开水龙头时，不管干什么都要把水龙头开到最大；用抽水马桶冲掉烟头或者碎屑物；用水器

具漏水都会导致水资源白白浪费，形成良好的节水习惯能有效地提高节水效率。 
2) 利用节水技巧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节水小技巧，比如收集雨水作为一般浇花的水；洗衣机洗衣服量少时水位要适中；

水槽放砖块等。日常的长期节水措施节约下来的水资源不可小觑。 
3) 节水器具的采用仍然要加强 
老式的马桶采用的 13 升的大容量水箱，在国家相关政策措施出台后，现主流的马桶水箱的容量是 6

升，具有节水功能，能大大减少用水量。但是同一个品牌的马桶，具有节水功能的比一般的马桶价格

高，这是大部分人不选择节水器具的原因。要提高居民节水意识，研究出既能节水，价格又不贵的节

水器具。 

4.2. 针对政府行为的节水建议 

1) 加强组织领导，提高全面服务的能力，实施目标管理，保护水资源。 
2) 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培养和提高居民对水资源的正确认知和忧患意识。做好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保护的工作，形成节约用水的社会氛围。 
3) 按照国家或者地级市发布的相关政策法规，进一步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 

5. 结论 

5.1. 研究结果 

长期以来，信阳市一直被认为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信阳市的城市用水量与我国其他地区的城市

用水水平相比较高，城市居民用水量也逐年呈上升趋势，水问题也不断出现，信阳市的水资源危机加剧。

本文从对居民节水意识的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发掘造成居民用水量高的原因，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 节水意识差的居民比例虽低，但是对于这一群体却不能忽略。节水意识差的居民对水资源浪费严

重，用水方式不科学，极少采取节水措施，对于水问题并不关心，对于这类居民应该加强水情教育和宣

传，加以鼓励，同时采取相关政策加以管理监督。 
2) 节水意识为中的居民比例较高。节水意识一般的居民虽具有一定节水意识，但是未能将其实践到

日常生活中，会为了满足生活需求和品质而减少节水行为，对这部分居民加以鼓励与引导，可以为减少

城市用水做出贡献。 
3) 信阳市的节水器具在家庭中运用的较少，表明城市的节水潜力大。若提高其在家庭的占有率则可

减少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 

5.2. 研究展望 

由于个人现阶段所储备知识量的局限性，本论文的研究仍有很多不足之处： 

https://doi.org/10.12677/sd.2022.122055


袁瑞瑞 
 

 

DOI: 10.12677/sd.2022.122055 533 可持续发展 
 

1) 关于评价指标的选择：本文的信阳市居民节水意识的指标体系，是基于文献调查，网络调查和专

家讨论，结合相应的研究成果，站在总体的宏观的角度，从消费者综合得出的，构建出 13 项指标，尽可

能全面系统地分析信阳市居民水消费者的消费动机。但是由于消费者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变消费

观念，所以在选择评价指标时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 
2) 研究的局限性：总的来说，本论文只是对信阳市居民节水意识的初步探索，所研究的方面具有片

面性。希望本论文能给今后的信阳市居民节水意识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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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居民节水意识调查问卷 
 

您好，我是楚雄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现在正在做关于居民节水意识的调研，很需要您提供的多方

面信息，您的意见为所谓对错，只要能真实的反映您的情况和想法。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对您

的支持与配合深表感谢！ 
1. 性别：A. 男      B. 女 
2. 年龄：A. 20 岁以下     B. 21~30 岁      C. 31~40 岁     D. 41~50 岁     E. 51 岁以上 
3. 从事工作的领域： 
A. 农业科学    B. 工业    C. 服务业    D. 科教文卫    E. 党政机关社会团体    F. 其他 
4. 文化程度： A. 高中/中专及以下    B. 大专    C. 本科    D. 本科以上 
5. 您家位于(   )区，(  )小区/院落内 
6. 您家庭居住的面积是(  )平方米 
7. 您家共有( )人 
8. 平均每月的家庭总收入是： 
A. 2000 元以下    B. 2001~4000 元    C. 4001~6000 元    D. 6000 元以上 
9. 您是否知道您家庭平均月用水量为： 
A. 知道    B. 不知道 
10. 您家共有水龙头_____个，其中节水龙头____个；马桶(便器)_____个，其中节水便器_____个； 
洗衣机是什么类型：□普通型    □节水型    □无 
淋浴装置：□普通型    □节水型    □无 
11. 您对于节水器具的了解程度是(如：什么是节水器具，其质量、价格等)： 
A. 非常了解 
B. 较为了解 
C. 一般 
D. 较为不了解 
E. 完全不了解 
12. 您购买用水器具的首要原则是： 
A. 品牌知名度 
B. 外形是否美观 
C. 产品的质量 
D. 是否能够节水 
13. 您是否愿意把家里的节水设施改造成节水设施，使用节水用具。 
A. 是，半年内打算更换 
B. 是，但要等到现有器具达到使用寿命时再更换 
C. 否，仍使用非节水器具(请回答 16. 1 题) 
13. 1 您不愿意使用节水器具的原因(可多选) 
A. 普通用水器具使用更加方便舒适 
B. 节水型器具价钱比较高 

https://doi.org/10.12677/sd.2022.122055


袁瑞瑞 
 

 

DOI: 10.12677/sd.2022.122055 535 可持续发展 
 

C. 有些节水型器具质量不高 
D. 目前并无节水的必要 
14. 您家通常的洗澡方式： 
A. 淋浴 
B. 盆浴 
C. 都有 
D. 在外面澡堂 
15. ① 您及家人的夏天洗澡习惯是: 
A. 1 天多次    B. 1 天 1 次    C. 2~3 天 1 次    D. 一周一次    E. 一周以上 
② 您及家人的冬天洗澡习惯是: 
A. 1 天 1 次    B. 2~3 天 1 次    C. 一周一次    D. 一周以上 
16. 您对节水知识、方法的了解程度 
A. 非常了解 
B. 较为了解 
C. 一般 
D. 较为不了解 
E. 完全不了解 
17. 您洗衣服通常：夏季：____次/周 冬季：____次/周 
18. 您家的采取了哪些节水措施(可多选)： 
A. 洗衣水回用冲厕 
B. 洗菜水回用冲厕、浇花 
C. 冲厕水箱中放置砖块等 
D. 果蔬先去皮、择拣后再清洗 
E. 含水量大的垃圾(如剩菜)不用便器冲走，倒入口袋丢弃 
F. 安装节水用具 
G. 没有采用任何节水措施 
19. 您采取节水措施的原因是(可多选)： 
A. 已经形成了爱惜用水的习惯 
B. 保护环境，节约水资源 
C. 节省水费支出 
19. 1. 您没有采取节水措施的原因是(可多选) 
A. 没有想到这些方法 
B. 花费时间和力气，家庭客观条件不允许 
C. 水费可以承受，不需节水 
20. 您关注国家或者地方出台的有关水管理的相关法规政策吗 
A. 会 
B. 偶尔关注 
C. 从来不会 
21. 您知道现在的水价吗 
A.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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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知道 
22. 无论您是否知道确切水价，以您生活感觉和意识，您认为现在的水价合是否合理 
A. 合理 
B. 不合理，偏高 
C. 不合理，偏低 
23. 您认为水价上涨会对您日常用水产生什么影响 
A. 没有影响，还和以前一样 
B. 有影响，会注意节约用水 
24. 您认为: 
A. 用水应该满足个人生活需求和生活品质要求 
B. 信阳市水资源丰富，不需要节约用水 
C. 信阳市水资源短缺，需要节约用水 
25. 您认为信阳市是否面临以下水环境问题(可多选) 
A. 水资源污染严重 
B. 干旱缺水问题 
C.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 
D. 没有水问题 
26. 您认为节水问题只是政府部门的事情。 
A. 是的 
B. 不是 
27. 您对信阳市水资源发展有利的事情您愿意做。 
A. 非常愿意 
B. 愿意 
C. 不愿意 
D. 非常不愿意 
28. 政府部门举办的一些节水活动您愿意参加。 
A. 非常愿意 
B. 愿意 
C. 不愿意 
D. 非常不愿意 
29. 您感觉政府或环保部门举办的节水活动或者宣传对居民节水行为是否起到很好的影响效果。 
A. 很有影响 
B. 比较有影响 
C. 没影响 
D. 非常没有影响 
30. 您认为未来您会采取行动减少您日常用水量吗； 
A. 会积极减少用水量 
B. 在不影响生活品质的情况下会考虑减少 
C. 不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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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10. 您家共有水龙头_____个，其中节水龙头____个；马桶(便器)_____个，其中节水便器_____个； 
洗衣机是什么类型：□普通型    □节水型    □无 
淋浴装置：□普通型    □节水型    □无 
(1) 四个调查项中，若有 3~4 种器具均有使用节水型为“好”；1~2 个使用节水型为“中”；若四种

均没有使用节水器具为“差”。 
11. 您对于节水器具的了解程度是(如：什么是节水器具，其质量、价格等)： 
A. 非常了解 
B. 较为了解 
C. 一般 
D. 较为不了解 
E. 完全不了解 
(2) 选择 A 或 B 为“好”；选择 C 为“中”；选择 C 或 D 为“差”。 
12. 您购买用水器具的首要原则是： 
A. 品牌知名度 
B. 外形是否美观 
C. 产品的质量 
D. 是否能够节水 
(3) 选择 D 为“好”，选择“C”为中，其他都为“差”。 
13. 您是否愿意把家里的节水设施改造成节水设施，使用节水用具。 
A. 是，半年内打算更换 
B. 是，但要等到现有器具达到使用寿命时再更换 
C. 否，仍使用非节水器 
(4) 选择 12 题的第四个选项或者第 13 题的第一项为好；选择 13 的第三项为“差”；选择其他的为

“中”。 
14. 您家通常的洗澡方式： 
A. 淋浴 
B. 盆浴 
C. 都有 
D. 在外面澡堂 
(5) 第一项或第四项为“好”；第三项为“中”；第二项为“差”。 
15. ① 您及家人的夏天洗澡习惯是: 
A. 1 天多次    B. 1 天 1 次    C. 2~3 天 1 次    D. 一周一次    E. 一周以上 
② 您及家人的冬天洗澡习惯是: 
A. 1 天 1 次    B. 2~3 天 1 次    C. 一周一次    D. 一周以上 
(6) 运用 spss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后新变量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变量值小于 0 表示该变

量在平均值以下，大于 0 为以上，对变量分组，变量值为−0.5~0.5 为“中”；变量 < −0.5 为“好”；变

量 > 0.5 为差。 
16. 您对节水知识、方法的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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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非常了解 
B. 较为了解 
C. 一般 
D. 较为不了解 
E. 完全不了解 
(7) 选择 A 或 B 为“好”；选择 C 为“中”；选择 C 或 D 为“差”。 
17. 您洗衣服通常：夏季：____次/周 冬季：____次/周 
(8) 规则如(4) 
18. 您家的采取了哪些节水措施(可多选)： 
A. 洗衣水回用冲厕 
B. 洗菜水回用冲厕、浇花 
C. 冲厕水箱中放置砖块等 
D. 果蔬先去皮、择拣后再清洗 
E. 含水量大的垃圾(如剩菜)不用便器冲走，倒入口袋丢弃 
F. 安装节水用具 
G. 没有采用任何节水措施 
(9) 选择 3~7 个选项为“好”；选择 1~2 个为“中”；选择 G 选项为“差”。 
19. 您采取节水措施的原因是(可多选)： 
A. 已经形成了爱惜用水的习惯 
B. 保护环境，节约水资源 
C. 节省水费支出 
19.1 您没有采取节水措施的原因是(可多选) 
A. 没有想到这些方法 
B. 花费时间和力气，家庭客观条件不允许 
C. 水费可以承受，不需节水 
(10) 选择 19 题第二项或者第一第二项为“好”；选择 19. 1 的第三项为“差”，其他为“中”。 
20. 您关注国家或者地方出台的有关水管理的相关法规政策护着相关活动吗 
A. 会 
B. 偶尔关注 
C. 从来不会 
(11) 选择第一项为“好”；第二项为“中”；第三项为“差”。 
21. 您知道现在的水价吗 
A. 不知道 
B. 知道，是__元/立方米 
22. 无论您是否知道确切水价，以您生活感觉和意识，您认为现在的水价合是否合理 
A. 合理 
B. 不合理，偏高 
C. 不合理，偏低 
23. 您认为水价上涨会对您日常用水产生什么影响 
A. 没有影响，还和以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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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影响，会注意节约用水 
(12) 知道正确水价或者选择 22 题的第三项为“好”，选择 23 题第一项为“差；其他为“中”。 
24. 您认为: 
A. 用水应该满足个人生活需求和生活品质要求 
B. 信阳市水资源丰富，不需要节约用水 
C. 信阳市水资源短缺，需要节约用水 
25. 您认为信阳市是否面临以下水环境问题(可多选) 
A. 水资源污染严重 
B. 缺水问题 
C.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 
D. 没有水问题 
(13) 选择 24 第三项、25 题两项以上的两项以上为“好”，选择 24 题第二项或 25 第四项为“差”，

其他都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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