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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畜禽防疫服务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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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对江 苏
、

江 西
、

内荤
、

云 南四省 区 户的农户畜禽防 疫服务调 查
,

运 用 支付 忿几方 法
,

得到上迷地

区农户的 禽防疚服务支付意瓜
,

并通过 。 回 归模型对农户畜禽防疚服务支付 意忍的影响 固紊进行 了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

影响农户畜禽防疚服务支付意尾的 因素除 了农户家庭和 生产等一 些常见的特征 史女 外
,

还有农户所

在杜 区畜禽防疫服务可及性等多方 面的 因素
。

基于这些 实证研究结 果
,

本丈提 出政府应增加投入
,

以及完菩农村公

共服务基抽设施建设子相关政策建议

关 询 农户 , 禽防疫服务 支付意愿

中圈分类号 文做标志码

引言

随着农业战略结构的调整
,

畜禽养殖业 已逐渐

发展成为振兴农村经济
,

促进农 民增收致富的重要

经济来源
。

畜禽防疫是畜禽业健康发展 的重 要保

障
,

不仅直接影响畜禽产品的生产和安全
,

更关系到

人类健康和生命
,

关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

间题
。

而现有农村畜禽防疫组织 由于没有 防疫经

费
、

设备陈旧
,

致使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畜禽防疫体系基本上处于瘫痪状况
,

防疫无人管
,

工

作无人做
,

给畜牧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危害
,

严重制

约了畜牧业快速发展
。

虽然畜禽防疫服务就其属性而言
,

具有一定的

排他性
,

但因其服务对象具有天然的弱势性
,

以及这

种服务对公众或社会的发展有利
,

具有一定的正 的

外部性
,

使得提供服务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
,

所

以一般将这类服务纳人公共服务的范畴‘” 。

而政府

无疑对公共服务的供给承担着主要责任
。

传统的农

村公共服务基于
“

自上而下 ”的供给决策模式
,

农户

需求缺乏有效的表达机制
,

难以满足农户公共服务

的需求〔 , 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只有很好地满足农

户需求
,

才是有效的供给
。

对于农村畜禽防疫服务

这一公共服务领域
,

学术界对其供给方面讨论较多
,

而很少对农户这一农村公共服务需求主体的需求方

面进行分析
。

本文 以此为出发点
,

以江苏
、

江西
、

内

蒙
、

云南四省 区 的农户对畜禽防疫服务的支付意

愿来揭示农户的需求程度及其影响因素
,

探索具有

普遍指导愈义的农村畜禽防疫服务投人模式的政策

建议
。

研究假设及模型选择

研究假设

农户也是理性人
,

能够对其所支配的资源进行

有效安排
。

当农户面临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时
,

他

会选择那个能给他或他的家庭带来效用最大化的方

案
。

因此
,

当畜禽防疫服务给农户或他的家庭带来

效用的最大化时
,

他才愿意为服务支付费用
。

应用

数学表达式为 一
,

其中
,

为

农户支付畜禽防疫费用 的预期收益
,

为农户的支

付成本
,

为农户当前的收益
,

为农户愿意支

付畜禽防疫服务的决策函数 该模型表明
,

只有当

期预期收益扣除支付成本后的净收益大于 目前收益

时
,

农户才会做出支付决定
。

该模型中农户的支付成本和当前收益的确定较

为容易
,

而预期收益则取决于农户 自身的内在因素

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
。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和前述对

农户理性人假设的探讨
,

本文将影响农户支付惫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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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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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因素分为三个主要方面来分析 ①农户个人 示
,

反之用 。表示
。

为了检验农户畜禽服务支付愈

基本特征
,

主要指农户的受教益程度及接受培训情 愿的影响因素
,

进一步明确其影响程度和显著性
,

本

况
。

从理论上来说
,

农户的受教育程度与其支付意 文建立 了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二元选择模型
,

应用

愿成正相关
,

农户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对畜禽防疫服 户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

务的支付意愿越强
。

②农户生产特征
。

在本文 中
,

根据上文的假设
,

模型引人 以下解释变 农

笔者用农户畜禽养殖收人 占农业收人 比重及养殖规 户 个 人 基 本 情 况 变
,

包 括 户 主 受 教 育 水 平

模来描述农户的生产特征
,

因为这两个变量都能较 农户生产特征变量 畜禽养殖收人 比重

好地反映出农户的生产水平
。

一般来说
,

两个变量
,

养殖规模 , 服务可及性变 家中

都与支付意愿呈正相关
。

③农户社区特征
。

在这里 是否 通 电话
、

距 离 最 近 畜 禽 防疫 站 距 离

我们用农户家中是否通电话以及距离最近畜禽防疫
。

站的距离来描述社 区特征
。

具体来说
,

社 区特征对 本文中
,

因变 为
“ 是否 ”愿意为畜禽防疫服务

农户畜禽防疫服务的支付意愿理论上应该有着较大 有所支出的一个二分变量
,

因而考虑用非线性概率

的正相关关系
。

模型
,

回归模型最为合适
,

在本模型中
,

各影

模型选择及解释变 说明 响因素选取的具体变 及统计数据 由表 给出
,

。分析被广泛地用 于 因变量为分类变量 是以上解释变量的线性组合
,

可表示为

的回归分析中
,

该方法把分类的因变 通过 转 残

换成分类变量的概率 比
,

从而成为连续的有 区间限 拌

制的变
。

而且 函数还具备了收益递减的 其中 拌为残差项
。

变化性质
。

在本文 中
,

当农户有支付意愿时用 表

衰 模型解释变 , 说明

变变全名 称 定义及说明
·

平均位 有支付意愿 无 支付 厄厄

农农户个人特征

丈丈化 , 度 ‘一 不 识字 , 一
‘

,
、

学件万
,

予二初 中 , 一 高中 , 。。

大 专双 大 宇宇

农农户生产特征

畜畜禽养技收入比重 畜禽养技收入 占农业收入比

养养班规模

服服务可及性特征

家家中是否通 电话 足 否

距距 离及近 畜技防 疫站 公里 沼 公里 沼 公

距距 离 会里 声一 公里 消 公里里

注 表中二分 变 取值数据均为具备二分 变贵为“
尸所表达特征的农户所 占比

数据来源及分析

本文所用数据来 自笔者参加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

改革与发展研究课题组在 一 年间对农户

畜禽防疫服务需求行为进行的若干次调研
。

为了使

研究更具代表性
,

选择 了东
、

中
、

西部各 一 个省

份
,

极盖 个县
,

个 乡镇
,

个村
,

户农户
,

调

研地点包括东部地 区 的江苏省灌南县
、

中部地 区 的

江西省弋阳县
,

以及西部地区的云南省陆良县
、

内蒙

古自治区清水河县
。

这 四个县的畜禽业发展指标分

别在东中西部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

调查涉及农户的

家庭墓本情况
,

收人来源
、

畜禽养殖情况 以及对 目前

, 禽防疫服务的评价等方面的信息
。

调查采用直接

人户问卷调查 的形式
,

共计收回问卷 份
,

经由人

工检查剔除有关本研究中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

户
,

有效样本 个
。

样本描述

从 份有效调查问卷看 农户 的基本情况 如

下

农户 的教育程度
。

不 同文化程度所 占比例

分别为 文盲或不识字的农户 占 小学 以下

的 农 户 占 , 初 中 占 高 中 占
,

大专和 大学 的 占
。

在 内蒙
、

云南及

江西地区
,

样本农户 中不识字及小学 以下农户所 占

比例接近
,

江苏地区此 比例仅为
,

大多

数农户为初中及高中文化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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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农户文化程度分布愉况跳计衰

地地 区 不识字 小 学以 下 初 中 高中 大专和 大学学

江江 苏

江江 西

云云 南 性

内内策古

四四省 区 合计

资料来派 调研毅据整理计葬

养殖规模
。

总体来说
,

农户的畜禽养殖规模

较小
,

仍以散户为主
。

其中位于西部地 区的云南和

内蒙地区
,

农户畜禽养殖行为较为普遍
,

具体情况见

表
。

衰 农户 , 禽养班情况衰

地地 区 无畜禽养班 头 头 以 上上

江江 苏

江江 西

云云 南

内内萦古

四四省 区 平均

收人结构
。

样本农户的平均家庭总收人为
, ,

样本分布区间为 一 , 平均农

业收人为 平均养殖收人为
。

农户家庭距离最近畜禽防疫站距离 为了

考察农户家庭畜禽就医的方便程度
,

课题组对农户

家庭 距 离 最 近 兽 医 医疗 点 的远 近 做 了调 查
,

有

的农户家庭距离兽医医疗点的距离在 公

里以内 距离 公里 以内的农户家庭 占 肠 但

是
,

内蒙古样本农户 中有 的农户家庭距离

超过了 公里
。

见表

料来派 调研教据整理计算

衰 农户东盛巨离 , 禽防咬机构距离统计衰

地地 区 公里 公里 奋里 公里 会 公

江江 苏

江江西

云云 南

内内荤古

四四省 区 平均

资料来派 调研教据整理计算

型估计结果 统计值一
,

说明该模型整体拟和程度较好
,

本研究使用 软件对模 型 进行 了估 方程整体效果明显
。

计阁
,

结果见表
。

从估计结果来看
,

似然 比

衰 徽皿估计摘

解解释史全 一
··

常常毅项 一 一

丈丈化程度

畜畜禽养技收入 比
,

养养班规模

家家中足否通 电话

距距 离最近畜软防疚站距 离

注
,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
,

农户是否愿意为畜禽防疫

服务有所支付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显著性和影响程

度归纳如下

从描述农户基本情况的变量来看
, “
户主受教

育水平
”
对农户畜禽防疫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

。

农

户户主受教育水平在 的水平上显著
,

说明在其

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农户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
,

越

愿愈支出
,

且受教育年数每增加 年
,

愿意支出的发

生 比扩大了 倍
。

这一结果与笔者最初的预期

基本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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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描述农户生产特征的变量来看
, “

畜禽养殖

收人 占农业收人 比重 ”是影响农户畜禽防疫服务支

付惫愿的一个重要 因素
。

从模型运行结果来看
,

畜

禽养殖收人 占农业收人 比重 的统计检验在 的水

平上显著
,

而且系数符号为正值
。

这说明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
,

农户家庭中畜禽养殖收人古农业

收人 比重越高
,

畜禽防疫服务支付意愿越强
。

此 比

重每增 加 个 百 分 点
,

愿 意支 出 的发 生 比增 加

倍
。

畜 养殖规模的影响为正
,

但不显著
,

影

响程度较弱
,

这也许是与样本地 区农户的畜禽养殖

仍以散户为主
,

没有形成规模有关
。

从描述服务可及性特征变 来看
,

家中是否

通 电话
、

距离最 近畜禽防疫站距离 都

对支付意愿有显著的影响
。

家中安装了电话的农户

有畜禽防疫服务支付意愿的发生 比是家中无电话农

户的 倍
。

农户家庭
“
距离最近畜禽防疫站的距

离
”
在 的水平上十分显著

,

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
,

农户家庭离防疫站距离越近
,

获取防疫服

务越便利
,

也就越愿意支出
。

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表明
,

被调查农户畜禽防疫服

务支付惫愿的影响因素有农户家庭畜禽养殖收人 比

重
、

家中是否通电话
、

距离最近畜禽防疫站距离
、

户

主受教育水平
、

养殖规模等
,

且这些因素影响程度由

强到弱
。

基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
,

提出如下几点政策

建议

认真贯彻落实有关加强和稳定基层畜牧兽医

技术推广体系的文件精神
,

确保机构不乱
、

网络不

断
、

经费不减
。

各级财政要加大对基层畜禽防疫机

构基础设施的投人
,

完善服务手段
,

改普基层防疫人

员的生活
、

工作条件
,

稳定基层畜牧兽医技术推广队

伍
。

加强基层畜禽防疫服务队伍建设
,

提高服务

水平 〔们 。

随着畜牧业 的快速发展
,

基层 防疫机构将

承担着繁重的畜禽防疫
、

品种改 良
、

检疫
、

新技术
、

新

品种的推广等任务
,

为此要加强培训
,

不断提高基层

畜牧兽医人员的业务素质
,

提高服务水平
,

以适应畜

牧业发展的需要
。

积极推进村级畜禽防疫机构的建设
。

村级畜

禽防疫机构是村兽医为民服务阵地
,

它的好坏直接

影响服务效果
,

防疫机构应按要求完替各项制度
,

配

备各种基本防疫设备
,

树立 良好的个人形象
,

增强群

众信任感
。

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

尤其是增加农

村教育投人和农村通讯设施的建设
。

增加村一级农

村教育培训投资
,

尽快提高农 民的文化程度和生产

经营能力
。

进一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 的建设
,

改普

农民之间以及与外界的信息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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