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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我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而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而文化建设又是乡村

振兴的立足点 [2]。但目前仍没有较好的量化模型对乡村

文化产业建设效果进行评价，故本文针对村民对乡村文

化产业建设的了解度和支持度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本文首先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归纳出可能影响

村民对乡村文化产业了解度的相关指标，并依据杭州市

各区总体发展路径与发展特点，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

法，选取了杭州市五个主城区中的九个特色乡村进行了

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统计模

型，对村民对于乡村文化产业了解程度的影响因素以及

村民对乡村文化产业建设的支持度进行了量化分析。

二、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为杭州市萧山区、余杭区、富阳区、

临安区、西湖区中九个乡村的村民、村文化建设相关组

织管理人员，我们共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 820 份。

三、村民基本特征与了解度的关联性规则挖掘分析

本文首先对样本进行了数据挖掘，寻找受访村民基

本特征与对乡村文化产业了解度之间的联系。在具体的

过程中，我们使用 Apriori 算法进行了关联规则挖掘 [3]。

旨在了解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杭州市受到乡村文化产

业建设影响的村民的主要特征。我们选择的特征信息主

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水平、职业、村内居住时间及

个人每月总收入。通过关联规则挖掘我们能刻画出杭州

市村民的主要人群特征，从而为乡村文化产业建设提出

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3.1 关联规则分析

我们将 820 份有效问卷样本数据整理后，将受访村

民基本特征作为前项，将村民对乡村文化产业的了解程

度以及文化产业建设对村民生活影响程度作为后项，设

定 最 小 支 持 度 为10%， 最 小 置 信 度 为80%， 采 用SP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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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mentine 12软件挖掘其中蕴含的关联规则 [4]，最终得到

如下选项关联图，其中两点间连线代表两个选项之间存在

较明显的关联，线性越粗关联越显著，意味着前问中选择

该选项的人更有可能在后一问中选择连线所对应的选项。

图3-1　关联规则图

从图 3-1 中可获得如下多条质量较高的关联规则：

表3-1　方程中变量参数估计表

前项 后项 支持度 置信度

年龄 了解程度高 10.000% 93.902%

文化水平 了解程度高 11.707% 84.375%

工作 了解程度高 11.202% 83.696%

3.2 结果分析

由表 1 结果可知，在调查范围内对乡村文化产业内

涵较为了解的村民一般是 18-22 岁以下这一年龄段，文

化水平多为本科或大专，且为在校学生。总体而言在乡

村中对文化产业更为了解的人群主要是大学生群体。

乡村振兴战略是近几年提出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

重大决策部署，2021 年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大获全胜，乡

村振兴战略又提上了日程。大学生作为接触科技与文化

最多的一个群体，其思想往往与时俱进，对乡村振兴及

文化产业的了解也往往更加深入明确 [5]。同时这也表明，

新时代大学生作为一个思维活跃、素质较高且群体庞大

的优秀的文化载体，应积极担任先进文化的弘扬者与践

行者，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的建设与发展 [6]

四、二值Logistic回归模型下村民对乡村文化产业

建设支持度分析

为了更好地分析受访村民基本特征对村民支持当

地乡村文化产业建设程度的影响，我们进行了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合调查问卷，我们选择性别（X1i）、年龄

（X2i）、文化水平（X3i）、职业分布（X4i）、村内居住时间

（X5i）、个人月总收入（X6i）、村民对乡村文化产业了解

度（X7i）、村民对乡村文化产业关注度（X8i）为自变量，

是否支持杭州市乡村文化产业建设为因变量，建立二值

Logistic 回归模型，从而预测村民支持杭州市乡村文化产

业建设的概率。

利用 SPSS 我们使用后退法对自变量进行了选择，最

终模型选择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4-1　方程中变量参数估计表

方程中的变量

B
标准

误差
瓦尔德

自由

度
显著性

Exp

（B）

步

骤

4

文化水平 14.62 3 0.002

文化水平（1）-2.431 1.395 6.046 1 0.014 0.032

文化水平（2）-2.149 1.375 2.443 1 0.118 0.117

文化水平（3） -2.07 1.395 4.843 1 0.028 0.046

职业 6.935 7 0.036

职业（1） 0.314 1.532 0.5 1 0.049 0.338

职业（2） 0.141 1.016 0.095 1 0.057 0.731

职业（3） 0.431 0.894 0.233 1 0.029 1.54

职业（4） -1.083 0.458 4.538 1 0.033 2.654

了解度 17.963 3 0.000

了解度（1） 0.486 0.563 0.745 1 0.388 1.625

了解度（2） -0.323 0.461 8.242 1 0.004 0.266

了解度（3） -1.025 0.354 8.37 1 0.004 0.359

关注度（1） 0.67 0.309 4.696 1 0.03 0.511

常量 2.046 1.418 2.586 1 0.008 9.78

表4-2　Hosmer和Lemeshow检验

步骤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1 15.465 8 0.216

2 14.876 8 0.278

3 16.692 8 0.102

4 9.637 8 0.598

5 20.876 8 0.034

变 量 参 数 估 计 表 显 示， 存 留 的 四 个 自 变 量 瓦 尔

德 检 验 p 值 均 小 于 0.05， 即 通 过 显 著 性 检 验；Hosmer

和 Lemeshow Test 检 验 结 果 反 应 的 是 拟 合 优 度 [7]， 其

Sig=0.598>0.1，即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要求。因此，我

们得到的二值 Logistic 回归方程是比较可信的，具体的二

值 Logistic 回归方程如下：

ln
1
p
p

 
 − 

=2.046-2.431X31-2.149X32-2.07X33+0.314X41

+0.141X 42+0.431X 43-1.083X 44+0.486X 71-0.323X 72-

1.025X73+0.67X81

其中 p=P（Y=1）是村民支持杭州市乡村文化产业建

设的概率。

为了检验回归模型的效果，我们利用预留的 50 组样

本对模型进行了回代检验，准确率约为 91.7%，由于篇

幅限制，我们给出部分回代结果：（见下表）

基于下述模型，针对特定杭州村民，我们可以对其

支持杭州市乡村文化产业建设的概率作如下具体分析：

a. 一位本科毕业的公司职员，比较了解并关注杭州

市乡村文化产业建设，其支持度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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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1
p
p

 
 − 

=2.046-2.07×1+0.141×1-0.323×1+0.67× 

1=0.464

此时，p=61.39%，这说明一位本科毕业，比较了解

并关注乡村文化产业建设的公司职员支持当地乡村文化

产业发展的概率约为 61.39% 左右。

b. 一位初中毕业的公司职员，比较了解并关注杭州

市乡村文化产业建设，其支持度情况为：

ln
1
p
p

 
 − 

=2.046-2.431×1+0.141×1-0.323×1+0.67 

×1=0.103

此时 p=52.57%，这说明一位初中毕业，比较了解并

关注乡村文化产业建设的公司职员支持当地乡村文化产

业发展的概率约为 52.57% 左右。

c. 一位本科毕业的公司职员，比较了解但不关注杭

州市乡村文化产业建设，其支持度情况为：

ln
1
p
p

 
 − 

=2.046-2.07×1+0.141×1-0.323×1=-0.206

此时 p=44.87%，这说明一位初中毕业，比较了解并

关注乡村文化产业建设的公司职员支持当地乡村文化产

业发展的概率约为 44.87% 左右。

d. 一位本科毕业的事业单位人员，比较了解并关注

杭州市乡村文化产业建设，其支持度情况为：

ln
1
p
p

 
 − 

=2.046-2.07×1+0.314×1-0.323×1+0.67×1 

=0.637

此时 p=65.41%，这说明一位初中毕业，比较了解并

关注乡村文化产业建设的公司职员支持当地乡村文化产

业发展的概率约为 65.41% 左右。

比较上述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

况下，当学历由高中及中专上升到本科及大专时，村民

支持当地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概率将会增加约 8.82%，

这是因为在当下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各地相关部门会下发

各类文件并颁布相关措施，这时文化水平越高的村民更

容易了解当地文化产业建设政策，故总体支持度会更高。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时，关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村

民相较于不关注的村民，其支持当地乡村文化产业发展

的概率会增加约 16.54%，这是因为关注当地乡村文化产

业发展的村民必然会感受到乡村文化产业建设所带来的

变化与好处，那么支持率自然就大幅上升。

另外，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事业单位人员支

持乡村文化产业建设的概率较公司职员会增加约 4.02%，

这是因为事业单位人员多在政府机关的领导下开展相关

工作，对文化产业建设的相关政策接触度更高，了解程

度也更加深刻，故支持度也会略高。

综上所述，杭州市乡村应加大文化产业的宣传力度，

带动村民参与文化建设、享受文化建设成果，提高村民

对文化产业的关注度，使村民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更有信

心。具体来说，以杭州市外桐坞村为例，该村可以拓宽

宣传渠道，在原有的村内海报、公告等传统的宣传方式

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体及抖音、微

博等新兴社交平台，通过新闻发布、公众号发布、平台

推送等多种形式，积极做好舆论宣传工作。

五、调研总结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村民对乡村文化产

业了解度的相关因素，运用算法和模型对村民对乡村文

化产业建设的支持度进行量化分析，最后对所得结果进

行归纳分析并以杭州市外桐坞村为例给出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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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回归模型的部分回代结果

文化水平 职业分布 了解度 关注度 预测值 真实值

1 初中及以下 在校学生或事业单位人员 非常了解 关注 大力支持 大力支持

2 初中及以下 公司职员、私营企业或个体户 不太了解 关注 大力支持 大力支持

3 本科及大专 农林牧渔工作者 基本了解 不关注 不支持 不支持

4 研究生及以上 工商业及服务业工作者 不太了解 关注 大力支持 大力支持

5 高中及中专 公司职员、私营企业或个体户 非常了解 不关注 不支持 不支持

6 初中及以下 工商业及服务业工作者 不太了解 不太关注 大力支持 不支持

7 本科及大专 在校学生或事业单位人员 比较了解 关注 大力支持 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