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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蓬区棚户居民对环境安全排水的行为研究

Rahmansah Rahmansah, Mithen Lullulangi
印度尼西亚 望加锡 国立望加锡大学土木工程教育部

摘  要：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苏蓬区棚户居民为环境提供安全排水的行为，并了解一些环境因素对他们的影响，无论

是个人还是集体。为此，马里奥里瓦沃、利利廖和马里奥里瓦瓦街道由随机受访者选择，而每个街道使用目的性受

访者方法选择 50 名家庭负责人（FH）。因此，150 名家庭成员构成了调查对象的规模。向环境提供安全排水的行为

是因变量，而独立变量包括环境知识、保护以及维护环境的态度和动机。通过简单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时，使用了

描述性和推断性统计。研究结果表明，在苏蓬区，棚户居民为环境提供安全排水的行为是温和的，需要改进。研究

还发现，上述环境因素是温和的，单独和集体影响居民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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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study the behavior of stage house inhabitants towards the provision of safe drainage 
to the environment in Soppeng District and also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some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hem, both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For the purpose, Marioriwawo, Lilirilau, and Marioriawa Sub-districts were selected by random 
respondents while 50 family heads (FH) were selected in each sub-district using purposive respondents method. Therefore, 
150 family heads constituted the respondents size. Behavior towards the provision of safe drainage to the environment w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hile the independent include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conservation, as well as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to maintain the environment. Descriptive and inferential statistical were used in analyzing the results through simple and 
multiple regression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behavior of the stage house inhabitants towards the provision of 
safe drainage to the environment in Soppeng District is moderate and needs improvement. It also found that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stated above are moderate and,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influences the behavior of the inhabi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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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第 32 号法律涉及环境的保护和管理 [1]，确保通过适

当的规划、利用、控制、维护、监督和执法，对环境进

行系统和综合的保护。埃米尔·萨利姆指出，发展是一

个持续的过程，对人口和环境都有影响，因此，有必要

协调这两者，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2]

Hungerfort，H. R 和 Volk，T. L 指出，负责任的环境

行为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如性格、问题知识和其他情

境因素 [3]。类似地，图基亚特的马丁和皮尔揭示了行为

是个体基于情境的持续行动的结果 [4]。此外，Adnil 和

Notoatmodjo 基本上认为，行为是一种人类活动，可以

通过他们的行为、思想和感受直接或间接地观察到 [5]。

兰博指出，人类的行为主要取决于其自然栖息地 [6]。这

一理论被普遍称为环境决定论，它认为文化和人类行为

的所有方面都是由环境影响直接造成的。Sarwono指出，

人性有能力从经验中学习，这就是他们的行为随环境变

化的原因 [7]。

Notoatmodjo 和 Suriasumantri 揭示，知识是通过感知

特定对象而“知道”的结果 [8]。此外，他们观察到，这

与各种方法、过程或模式、结构或条件的特殊和一般记

忆有关。它也可以分为对特定事项的知识，包括术语和

事实；处理诸如习惯、态度、分类和类别等具体问题；

以及包括原则、理论和结构在内的普遍规则。

然而，正如 Rahmat 所引用的 Rusman 中的 Bloom 和

Kratwohl将知识分类为一个认知领域，包括知识、理解、

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估等六个思维方面 [9]。

根据Achmadi的说法，环境是空间的统一，所有物体、

权力、环境和生物都会影响其生命和福利的连续性 [10]。

阿德纳尼将环境分为 3 个部分，其中包括食物形式的生

物和疾病来源；与土壤、空气、气候、水和其他基本人

类需求有关的物质需求，以及通过经济体系、传统社区

组织和各种人类服务实现的社会需求 [11]。根据 Frytsell

和 Lo 的说法，环境知识以知识的形式存在，其中包含

现实、概念以及与自然环境和整个生态系统的互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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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环境保护和管理的第 32 号法律中，第 1 章

第 1 条第 18 点规定，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管理有关，以

确保其有效利用和可持续性，同时保持和提高其价值和

多样性的质量 [1]。Tisdale 和 Arsyad 还揭示，这涉及到

利用生物圈为当代人创造更大的利润，同时为子孙后代

保持其潜力 [13]。

Azwar 引用的 Chave、Scord 和 Backman 将态度定义

为在情感、思想和对环境对象的行为倾向方面的某种一

致性 [14]。Linggasari 表明，态度包括不同的层面：接

受、回应、欣赏和对所选择的一切负责 [15]。Ojedokun

的 Holhan 解释说，环境态度是人们接受或拒绝与物理

环境相关的某些特征或问题的感觉 [16]。

同时，Azwar揭示了态度由三个部分组成，包括认知，

涉及一个人对什么是有效和真实的信念 ; 情感的，与一

个人的情感问题有关 ; 意性表示一个人对一个物体的行

为倾向 [14]。

Soewarno 将动机定义为个人或人类为了实现目标而

采取行动的冲动 [17]。Djamarah 和 Taufik 表明，它可以

分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内在动机包括来自内部的驱

动力，外在动机可以被视为积极动机，因为存在来自外

部的兴奋剂 [18]。

因此，有必要对影响棚户居民向环境提供安全排水

的行为的因素进行研究。这包括检查居民在提供安全排

水方面的行为，了解环境因素的影响，如环境知识、环

境保护知识、对环境的动机和态度，以及他们对苏蓬区

居民的个人和共同影响。

2. 研究方法

i. 这项研究采用了相关方法。使用随机抽样方法选

择了马里奥里瓦沃、利利廖和马里奥里瓦瓦等三个样本

区，人口由中低收入家庭户主（FH）组成。目的性抽样

用于从每个街道中选出 50 人，这使得研究的总受访者

为 150 名 FH。

ii. 因变量（Y）是提供健康住房排水的社区行为，

自变量是环境知识（X1）；环境保护知识（X2）；对环

境的态度（X3）；以及维护环境的动机（X4）。

iii. 描述性统计分析用于确定每个变量的平均值、最

大值、最小值、频率分布、标准差和直方图，而推断统

计分析用于决定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所使用的分析

模型是简单的多元回归。

3. 结果

3.1. 社区行为（Y）

为了了解对环境安全的吊脚楼提供排水的社区的行

为描述，在观察到的 8 个观察结果中，以下是表 1 中所

示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频率分布）结果。

表1.为对环境安全的吊脚楼提供排水的社区行为频率分

布。

根据统计分析，表 1 可以理解为没有行为非常低和

非常高的受访者。高达 22.00% 的低行为人、56.00% 的

中等行为人和 22.00% 的高行为人在棚户上提供对环境

安全的排水设施。为了了解苏蓬区对环境安全的吊脚楼

上提供排水的社区的行为类别，以下是表 2 中描述性统

计分析的结果。

表 2.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Y）。

从 8 个问题中获得的数据表明，该变量的平均值为

25.12，最大值为 33，最小值为 17。当与频率分布相关

时，这意味着它属于中等类别。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社区在苏蓬区棚户房内为环境提供安全排水的行为是温

和的，需要改进。

3.2. 环境知识（X1）

表3.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X1）。

从 10 个问题中获得的数据表明，变量的平均值为

5.76，最大值为 8，最小值为 3。如果与频率分布相关，

则该值属于中等类别。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环境知识

是适度的，需要改进。

3.3 环境保护知识（X2）

表4.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X2）。

从 10 个问题中获得的数据表明，该变量的平均值

为 5.74，最大值为 8，最小值为 3。该值在频率分布上

属于中等类别。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苏蓬区对社

区环境保护的知识是适度的，需要改进。

3.4. 对环境的态度（X3）

表5.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X3）。

对该变量的 10 项陈述进行分析后得出的数据显示，

平均值为 31.20，最大值为 36，最小值为 20。如果这与

频率分布相关，则属于中等类别。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棚户居民对苏蓬区环境的态度属于积极倾向过渡类型。

因此，需要改进。

3.5. 维护环境的动机（X4）

表 6.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X4）描述性统计。

从对该变量的 10 项陈述的分析中获得的数据表明，

平均值为 31.52，最大值为 38，最小值为 20。如果这与

频率分布相关，则也属于中等类别。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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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环境的动机是适度的，需要改进。

3.6.X1 对 Y的影响

为了找出 X1 对 Y 的影响，以下是表 7 中简单回归分

析（Anova 表）的结果。

表7.X1 对Y的影响。

表 7 中的分析结果表明，显著 F=0000<α=0.05。这

意味着 X1 对 Y 有影响。为了确定 X1 对 Y 的影响程度，

表 8中的简单回归分析（模型汇总）显示了以下结果。

表8.汇总 X1 模型与Y。

表 8 中的分析结果显示 R 平方 =0.832。该图显示

X1 对 Y 的影响大小 =83.20%。还有 16.80% 的其他变量

未包含在分析模型中。为了确定 X1 是否对 Y 有贡献，以

下是表 9中简单回归分析（系数）的结果。

表 9.X1 对Y的贡献。

3.7.X2 对 Y的影响

为了找出 X2 对 Y 的影响，以下是表 10 中简单回归

分析（Anova 表）的结果。

表10.X2 对Y的影响。

表 10 中的分析结果表明，显著 F=0000<α=0.05。

这意味着 X2 对Y有影响。为了了解X2 对Y的影响程度，

以下是表 11 中简单回归分析（模型汇总）的结果。

表11.汇总 X2 模型与Y。

表 11 中的分析结果显示 R 平方 =0.808。该图显示

X2 对 Y 的影响大小 =80.80%。还有 19.20% 的其他变量未

包含在分析模型中。为了确定 X2 是否对 Y 有贡献，以下

是表 12 中简单回归分析（系数）的结果。

表12.X2 对Y的贡献。

表 12 中的分析结果。值得注意的是，t=0000<α 

=0.05。这意味着 X2 对 Y 的贡献 B=2.904，该数字表明

X2 对 Y=2.904 的贡献。因此，当 X2 增加一部分时，Y 增

加 2.904。

3.8.X3 对 Y的影响

为了找出 X3 对 Y 的影响，以下是表 13 中简单回归

分析（Anova 表）的结果。

表13.X3 对Y的影响。

表 13 中的分析结果表明，显著 F=0000<α=0.05。

这意味着 X3 对 Y有影响。为了了解 X3 对 Y的影响程度，

以下是表 14 中简单回归分析（模型汇总）的结果。

表14.X3 模型对Y的总结。

表 14 中的分析结果显示 R 平方 =0.806。该图显示

X3 对 Y 的影响大小 =80.60%。还有一个 19.40% 的变量未

包含在分析模型中。为了确定 X3 是否对 Y 有贡献，以下

是表 15 中简单回归分析（系数）的结果。

表15.X3 对Y的贡献。

3.9.X4 对 Y的影响

为了找出 X4 对 Y 的影响，以下是表 16 中简单回归

分析（Anova 表）的结果。

表16.X4 对Y的影响。

表 16 中的分析结果表明，显著 F=0000<α=0.05。

这意味着 X4 对 Y有影响。为了了解 X4 对 X的影响程度，

以下是表 17 中简单回归分析（模型汇总）的结果。

表17.X4 模型对Y的总结。

表 17 中的分析结果表明，R 平方 =0.865。该图表

明 X4 对 Y 的影响大小 =86.50%。还有 13.50% 的其他变

量未包含在分析模型中。为了确定 X4 是否对 Y 有贡献，

以下是表 18 中简单回归分析（系数）的结果。

表18.X4 对Y的贡献。

表 18 中的分析结果。值得注意的是，t=0000<α 

=0.05。这意味着 X4 对 Y 的贡献 B=0.795，该图表明 X4

对 Y=0.795 的贡献量。因此，如果 X4 增加一部分，Y 增

加 0.795。

3.10.X1、X2、X3 和 X4 对 Y的联合作用

为了找出 X1、X2、X3、X4 一起对 Y 的影响，以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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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中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Anova 表）。

表19.X1、X2、X3、X4 一起对Y的影响。

从表 19 中可以看出，显著 F=0000<α=0.05。这意

味着 X1、X2、X3、X4 一起对 Y 产生影响。为了了解 X1、

X2，X3、X44 一起对 Y 的影响，以下是表 20 中多元回归

分析（模型汇总）的结果。

表 20.X1、X2、X3、X4 的效应大小共同影响 Y。

根据表 20 可以看出，确定系数（R 平方）=0.926。

该图显示，X1、X2、X3、X4 对 Y 的影响程度为 92.60%。

为了查明 X1、X2、X3、X4 是否对 Y 有显著贡献，以下是

表 21 中多元回归分析（系数）的结果。

表 21.X1、X2、X3、X4 对Y的贡献。

使用 ANOVA 表对 X1、X2、X3 和 X4 进行的回归分析结

果表明，其显著值 F=0000，小于 Alpha=0.05。这表明

X1、X2和X3对Y具有联合影响。确定系数（R平方）为0.962，

Y 上的 X1、X2、X3 和 X4 的比率为 96.20%。X1、X2、X3 和

X4 的联合贡献等于 =7.547。换句话说，如果 X1、X2 和

X3 增加一部分，Y将增加 7.547。

4.讨论

根据这项研究的结果，人们发现社区在他们家周围

提供排水的行为属于中等水平。本研究的结果与 Mithen

进行的一项研究的结果一起，旨在确定 Mamasa 河流域

社区在维持居住环境方面的行为，这属于中等类别 [19]。

同样，Hafid 研究的结果也属于中等类别 [20]，该研究考

察了望加锡市居民维护环境的行为，尤其是绿色开放空

间。在苏拉威西岛三个不同地区的三项研究结果中，结

果是相同的。

因此，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有必要改善苏蓬区

居民的行为。这可以通过培训和咨询来提高他们对环境

保护的认识。

他们还必须积极维护环境，并通过提供健康环境的

模式以及帮助他们在社区中应用知识来改变对环境的态

度。

5. 结论

可以得出结论，苏蓬区居民对环境的行为是温和的，

需要改善。还可以得出结论，环境因素，如环境知识、

环境保护知识、对环境的态度和维护环境的动机，都是

温和的、单独的，并共同影响居民的行为。因此，它们

也必须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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