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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本文以河北、辽宁两省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 对农户对我国奶牛补贴政策的评价与期望进行
了分析。结果表明: 农户对我国奶牛补贴政策的总体评价较高, 但政策在增加产量、抵御养殖风险等方面

的作用效果只对部分农户比较显著,未被广泛认可, 不具有长效作用。因此, 必须因地制宜地完善补贴政

策的标准和操作流程, 创新信贷担保和抵押方式,加强对奶牛补贴政策的宣传力度, 建立奶牛养殖业的长

效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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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奶业是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乳品是重要的
 菜篮子!产品,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1]

。近年来,我

国政府为提高奶农的养殖积极性、促进奶业持续健

康发展,相继出台了能繁母牛补贴、优质后备母牛补

贴、奶牛养殖保险保费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

列补贴政策。那么,这些政策实施以来,农户对其评

价如何? 他们还有些什么样的期望? 哪些方面需要

改进和完善? 明确这些问题, 无疑对完善我国奶牛

补贴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于 2009年 8月赴河北省和辽宁省,采取问卷的

方式,就农户对于上述问题的看法进行了调研, 并依

据调研数据进行分析, 进而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奶

牛补贴政策的建议。

1 � 样本选择及调查内容

根据奶牛养殖情况、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理位

置,我们选择河北省和辽宁省两个奶牛养殖大省作为

样本省,于 2009年 8月奔赴两省进行了为期两周的

农户问卷调查。在每个省按收入水平和养殖特点抽

取了 2个县(市) ,分别是河北省的栾城县、藁城市,辽

宁省的凌海市和阜蒙县;在每个样本县(市)中采取等

距抽样方法抽取了 2个乡(镇) ,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2个村,在每个村考虑收入水平、养殖规模等因素抽

取8户。样本为 2个省的 4个县(市)的 8个乡(镇)

中的 16个村,共 128户农户。问卷调查是调查者和

被调查者在独立空间内一对一的情况下进行的, 确保

了每份问卷的有效性。样本农户的构成见表 1。

表 1 � 样本农户类型及结构

地区/农户类型 划分标准 占样本总户数的比重( % )

地区
河北 50� 00

辽宁 50� 00

农户收入

最低收入组 10000元以下 45� 74

中等收入组 10000~ 30000元 34� 88

最高收入组 30000元以上 19� 38

农户养殖规模
小规模农户 20头以下 62� 02

大规模农户 20头及以上 37� 98

农户兼业程度

低兼业程度农户 畜牧业收入占总收入 95%以上 17� 19
中兼业程度农户 畜牧业收入占总收入 50%~ 95% 31� 25

高兼业程度农户 畜牧业收入占总收入 50%以下 51� 56

� �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农户问卷调查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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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户调查问卷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农户家庭的基本情况; 农户对于相关政策的知晓度

和获得补贴情况; 农户对于奶牛政策实施的总体评

价;农户对于政策对增加产量、稳定收入、抵御养殖

风险、促进养殖积极性等方面作用的评价; 农户对政

府政策的期望;等等。

2 � 农户对奶牛补贴政策的整体评价

从农户对奶牛补贴政策的整体评价来看, 有

11� 63%的农户感觉非常满意, 52� 71%的农户比较
满意, 20� 93%的农户一般满意, 还有 14� 73%的农
户不满意。由此可见, 大多数农户对奶牛补贴政策

感到满意,这其中包括获得了奶牛补贴的农户中的

83� 33%和未获得奶牛补贴的农户中的 50� 67%。
获得奶牛补贴的农户从政府的政策中切切实实获得

了利益,有的是靠补贴度过了难关,有的减少了养殖

风险,尤其是受三聚氰胺事件影响的河北省农户;未

获得补贴的农户主要是由于散养未达到国家补贴的

标准,但从已经获得补贴的邻居处看到国家的这一

政策的实际好处, 因此感到满意。

就不同省份而言, 河北省农户的满意度要高于

辽宁省,河北省共有 83� 08% 的农户感到非常满意
和比较满意, 比辽宁省高了 37� 77个百分点。分析
其原因主要在于河北省农户 2008年获得补贴的情

况要好于辽宁省, 在所调查的养殖户中, 河北省有

52� 31% 的农 户获 得了 补贴, 而辽 宁省 只有
31� 25% ,补贴发放不及时是造成农户没有获得补贴

的重要原因。

� 表2� 样本农户对奶牛补贴政策总体满意程度的选择比例 %

满意程度 样本总体
地区

河北 辽宁

2008年获得补贴情况

获得 未获得

非常满意 11�63 21� 54 1� 56 18� 52 6� 67

比较满意 52�71 61� 54 43� 75 64� 81 44� 00

一般 20�93 15� 38 26� 56 14� 81 25� 33

不满意 8�53 1� 54 15� 63 1� 85 13� 33

非常不满意 6�20 0 12� 50 0 10� 67

� �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农户问卷调研数据整理。

3 � 农户对奶牛补贴政策各主要方面的
评价及期望

� � 1)绝大多数农户认为奶牛补贴政策对增加产品

产量的作用很大或有一定作用。

奶牛补贴政策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增加产品

产量以稳定市场供给。通过对河北和辽宁两省的调

查可知,奶牛补贴政策对于增加产品产量具有很大

作用。在总体样本中, 有 42� 97%的农户认为补贴

政策对于增加产量有很大作用,仅仅只有 3� 91%和
1� 56%的农户认为有很小作用和根本没用。这小部
分的农户主要是因不符合补贴条件或政府没有及时

发放而没有获得补贴的农户。

就不同区域而言,河北省农户对于补贴政策对

增加产量的作用的评价要高于辽宁省, 其选择 很大
作用!的比例为 48� 44%,比辽宁省高出 10� 94个百
分点。其主要原因在于河北省农户的养殖规模要高

于辽宁省,况且河北省在经历过 2008年三聚氰胺事

件的重创之后, 补贴政策的效果更加明显,农户对政

策的评价度自然也更高。就不同收入组而言, 收入

越高的农户认为补贴政策对增加产量的作用越大,

最高收入组的农户选择 很大作用!和 一定作用!的
比例分别为 45� 83%和 54� 17%, 没有人选择 很小
作用!和 根本没用!。就不同养殖规模而言, 大规模
养殖户对于奶牛补贴政策的评价较高, 但是仍有

2� 08%的大规模组的农户认为政策的作用很小。这
主要是因为疫病防治工作没有做好而导致了亏损的

产生,农户没有看到眼前利益,所以就认为政策没有

作用。从不同兼业程度来看, 高兼业程度的农户对

于补贴政策的评价最低, 这主要是因为高兼业程度

的农户收入来源较多, 关注的重点没有放在奶牛养

殖的政策方面, 故而评价较低。

表 3� 不同类型农户对奶牛补贴政策增加产量作用
评价的选择比例 %

地区/农户类型 很大作用一定作用很小作用根本没用

样本总体 42� 97 51�56 3� 91 1� 56

地区
河北 48� 44 43�75 4� 69 3� 13

辽宁 37� 50 59�38 3� 13 0� 00

农户

收入

最低收入组 37� 29 54�24 5� 08 3� 39

中等收入组 48� 89 46�67 4� 44 0� 00

最高收入组 45� 83 54�17 0� 00 0� 00

养殖规模
小规模农户 42� 50 50�00 5� 00 2� 50

大规模农户 43� 75 54�17 2� 08 0� 00

农户兼业

程度

低兼业程度农户 41� 67 54�17 4� 17 0� 00

中兼业程度农户 57� 14 42�86 0� 00 0� 00

高兼业程度农户 40� 91 51�52 4� 55 3� 03

� �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农户问卷调研数据整理。

� � 2)绝大部分农户认为奶牛补贴政策对于稳定

收入具有很大或一定作用。

从样本总体来看,认为奶牛补贴政策对于稳定

收入有很大作用的农户占 40� 63%, 认为有一定作
用的占 51� 56%, 认为有很小作用和根本没用的比
例分别为 2� 34%和 5� 47%。这说明绝大部分农户
对奶牛补贴政策对于稳定收入的作用持肯定态度。

就不同地区而言,辽宁省农户的评价要高于河

北省,这主要是因为河北省奶农的养殖规模较大, 而

在 2008 年受到三聚氰胺事件的影响,亏损较大,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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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执行效果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故而其对

于补贴政策对稳定收入的评价要低于辽宁省。就不

同收入水平而言, 中等收入组的评价要高于其他两

组;就不同养殖规模而言,大规模养殖户的评价要高

于小规模养殖户; 就不同兼业程度而言,中等兼业程

度的养殖户的评价最高。

表 4 � 不同类型农户对奶牛补贴政策稳定收入作用

评价的选择比例 %

地区/农户类型 很大作用一定作用很小作用根本没用

样本总体 40� 63 51� 56 2� 34 5� 47

地区
河北 37� 50 53� 13 1� 56 7� 81

辽宁 43� 75 50� 00 3� 13 3� 13

农户

收入

最低收入组 28� 81 59� 32 3� 39 8� 47
中等收入组 51� 11 44� 44 0� 00 4� 44

最高收入组 50� 00 45� 83 4� 17 0� 00

养殖规模
小规模农户 38� 75 55� 00 1� 25 5� 00

大规模农户 43� 75 45� 83 4� 17 6� 25

农户兼业

程度

低兼业程度农户 33� 33 60� 42 0� 00 6� 25

中兼业程度农户 57� 14 42� 86 0� 00 0� 00

高兼业程度农户 42� 42 46� 97 4� 55 6� 06

� �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农户问卷调研数据整理。

� � 3)大多数农户认为奶牛补贴政策对于抵御养

殖风险具有一定作用。

养殖业是弱质行业,受自然灾害、疾病等影响较

大,奶牛补贴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帮助农户抵

御养殖风险 [ 2]。通过对河北和辽宁两省的调查可

知,奶牛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户的风险

防御能力。在总体样本农户中, 有 28� 91%的农户
认为奶牛补贴政策对于抵御养殖风险有很大作用,

有 61� 72%的农户认为有一定或很小作用, 仅有
9� 38%的农户认为根本没有用。

表 5 � 不同类型农户对奶牛补贴政策抵御养殖风险

作用评价的选择比例 %

地区/农户类型 很大作用一定作用很小作用根本没用

样本总体 28� 91 53� 13 8� 59 9� 38

地区
河北 34� 38 45� 31 10� 94 9� 38
辽宁 23� 44 60� 94 6� 25 9� 38

农户

收入

最低收入组 22� 03 54� 24 10� 17 13� 56

中等收入组 35� 56 48� 89 8� 89 6� 67

最高收入组 33� 33 58� 33 4� 17 4� 17

养殖规模
小规模农户 28� 75 51� 25 10� 00 10� 00

大规模农户 29� 17 56� 25 6� 25 8� 33

农户兼业

程度

低兼业程度农户 18� 75 56� 25 8� 33 16� 67

中兼业程度农户 35� 71 50� 00 14� 29 0� 00

高兼业程度农户 34� 85 51� 52 7� 58 6� 06

� �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农户问卷调研数据整理。

� � 就不同地区而言, 河北省农户对于奶牛补贴政

策对抵御养殖风险的评价要高于辽宁省, 这主要是

因为河北省的奶牛养殖规模化程度要高于辽宁省,

其对风险防范的意识自然高于辽宁省。不同收入组

中最高收入组的评价最高,最低收入组的评价最低。

在不同兼业程度的农户中, 中等兼业程度的农户的

评价最高。在不同规模养殖户中,大规模养殖户对

于奶牛补贴政策对于抵御养殖风险的评价要高于小

规模户,这主要是因为大规模养殖户养殖规模大, 一

般面临的风险要高于小规模户, 其对于政策对于风

险规避的作用比较敏感。

4)绝大部分农户认为奶牛补贴政策很大程度上

促进了农户养殖积极性的提高。

提高农户养殖的积极性是政府实行奶牛补贴政

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从调查样本总体来看, 有

34� 38%的农户认为奶牛补贴对于促进农户养殖积
极性有很大作用, 有 59� 38%的农户认为有一定作
用,只有 2� 34%和 3� 91%的农户认为有很小作用和
根本没用。这说明绝大多数的农户对于奶牛补贴对

于促进养殖积极性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就不同地区而言,河北省农户对于政策提高农

户养殖积极性的评价要高于辽宁省,这主要是因为

河北省农户养殖规模普遍要大于辽宁省, 而耕地面

积要少于辽宁省,相比较而言,河北省农户更加注重

养殖政策的实施情况。就不同收入组而言, 收入越

高的农户对政策作用的评价越高。就不同养殖规模

而言,大规模农户对于政策的评价较高,其认为 作
用很大!的比例为 39� 58%, 比小规模户高出 8� 33
个百分点。就不同兼业程度而言,低兼业程度的农

户评价明显要高于中等和高兼业程度农户。这主要

是因为兼业程度低的农户其收入来源有限, 奶牛补

贴政策的实施更能促进其对奶牛养殖业的信心, 从

而提高其养殖积极性。

表 6 � 不同类型农户对奶牛补贴政策促进养殖积极性
作用评价的选择比例 %

地区/农户类型 很大作用一定作用很小作用根本没用

样本总体 34� 38 59�38 2� 34 3� 91

地区
河北 37� 50 51�56 4� 69 6� 25

辽宁 31� 25 67�19 0� 00 1� 56

农户

收入

最低收入组 35� 59 57�63 1� 69 5� 08

中等收入组 31� 11 66�67 2� 22 0� 00

最高收入组 37� 50 50�00 4� 17 8� 33

养殖规模
小规模农户 31� 25 63�75 1� 25 3� 75

大规模农户 39� 58 52�08 4� 17 4� 17

农户兼业

程度

低兼业程度农户 41� 67 58�33 0� 00 0� 00

中兼业程度农户 35� 71 57�14 7� 14 0� 00
高兼业程度农户 28� 79 60�61 3� 03 7� 58

� �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农户问卷调研数据整理。

� � 5)农户认为能繁母牛补贴、优质后备母牛补贴

和奶牛养殖保险是提高养牛积极性最有效的三项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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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各项补贴政策对于提高农户养牛积极

性的效度,问卷设计了 您认为提高农户养牛积极性
最有效的前三项政策是什么!这一问题。在总体样
本中,有 78� 29%的农户认为能繁母牛补贴是最有
效的政策;认为第二有效的政策是优质后备牛补贴,

其选择比例为 54� 26% ; 认为第三有效的是奶牛养

殖保险, 其选择比例为 25� 58%。由此可见, 能繁母
牛补贴、优质后备牛补贴、奶牛养殖保险是能提高农

户养殖奶牛积极性的政策,而农机具购置补贴是购

买一定金额以上的农机具才有的补贴, 一般农户购

买的也较少, 所以认可度不高;强制扑杀补偿是在发

生大的流行疫病时采取的一种政策措施, 在调查时

样本省份都未遇到这种情况, 故而对于提高农户养

殖的积极性最低。

表 7� 样本农户对奶牛补贴政策有效度评价

的选择比例 %

补贴政策 第一有效 第二有效 第三有效

能繁母牛补贴 78� 29 6� 98 6� 98

优质后备母牛补贴 10� 85 54� 26 10� 08

奶牛养殖保险 4� 65 17� 83 25� 58

奶牛保费补贴 2� 33 6� 20 20� 93
农机具购置补贴 2� 33 7� 75 10� 85

奶牛强制免疫 1� 55 5� 43 20� 16

奶牛强制扑杀补偿 0 1� 55 5� 43

� �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农户问卷调查数据整理。

� � 6)农户最期望政府出台优惠贷款政策、最低收

购价格政策和饲料补贴政策。

为了解农户对奶牛补贴政策的期望, 本问卷设

计了 您在奶牛养殖方面还期望政府出台哪些补贴
政策!这一问题。从总体样本来看,农户最希望出台
的政策是优惠贷款政策, 其选择比例为 67� 44% ;其

次为最低收购价格政策, 其选择比例为 58� 14% ;第

三为饲料补贴,其选择比例为 54� 26%。由此可见,
贷款难问题是农户养殖奶牛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市场价格波动和饲料价格的波动也是农户需要政府

政策解决的重点问题, 应该引起政府的重视和出台

相关政策措施。

4 �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4� 1 � 主要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奶牛补贴政策的实施,增强了养殖户的养

殖积极性,提高了产品产量, 稳定了农户的收入, 一

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户的风险防御能力, 有利于奶业

的平稳发展, 得到了大部分农户的认可。但由于我

国奶牛补贴政策开展时间不长, 仍处于探索阶段,仍

有部分农户认为其作用效果有限。

第二,养殖规模较大、收入较高的农户对于奶牛

补贴政策在增加产品产量、抵御养殖风险和促进养

殖积极性方面的评价较高; 河北省农户在这几方面

的评价要高于辽宁省农户。大规模养殖户对于奶牛

补贴政策对于稳定收入的评价较高,并且辽宁省农

户的评价要高于河北省。

第三,在已经实施的各项奶牛政策中,农户评价

最高的政策是能繁母牛补贴、优质后备牛补贴、奶牛

养殖保险,而强制扑杀补偿、奶牛强制免疫、农机具

购置补贴相对而言效果稍小。

第四,农户普遍反映贷款难、饲料价格上涨过

快、以及市场价格不稳定,迫切期望政府出台优惠贷

款政策、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以及饲料补贴政策。

4� 2 � 政策建议

第一,以农户在生产中的实际需要为制定和调

整政策的重要依据,因地制宜地出台其他类型的奶

牛政策,同时,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 有

针对性地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的标准和操作流程,

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奶牛补贴政策体系。

第二,针对商业银行往往害怕农户无力偿还, 不

愿意将贷款贷给散养户的实际情况,政府有必要加

大对奶牛养殖业的信贷扶持, 创新信贷担保和抵押

方式, 放宽贷款额度和时限
[ 3]
。根据各地实际情况,

给予贷款贴息、贷款展期和免收罚息等优惠政策, 积

极开拓农村信贷, 设立和用好 小额贷款!。或由地
方政府或龙头企业出面担保, 让农户获得建设小区

或购买犊牛所短缺的资金, 鼓励奶牛养殖朝着养殖

小区规模化的方向发展。

第三,加强对奶牛补贴政策的宣传力度, 纠正部

分农户对奶牛补贴政策的认识, 尤其对于那些认为

补贴政策对于增加产量、抵御风险、增加收入无用的

农户,要用身边的实例证明奶牛补贴政策的积极作

用。而各级政府也要及时下发各项符合条件的补

贴,让补贴政策真正发挥实际作用。

第四,建立奶牛养殖业的长效发展机制 [ 4]。由

于养殖业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和运行周期, 补贴政

策也不是万能的,况且我国奶牛补贴政策尚处于初

步发展阶段,所以需要政府从大局和长远考虑,根据

奶牛养殖的规律和市场需求建立起能够促进产业发

展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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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 ionnaire inves tigat ion for H ebei and Liaoning province, th is paper analyzes the evalu at ion and expectation of rural

household s to cow subsidy policy. T he result show s that the rural households' overall opinion on cow subsidy policy is very w ell , but the ef fect s

on increas ing ou tpu t and r esis tin g hazard are signif icant only to the majority of farmers, and is not w idely r ecogniz ed by farmer s, an d ha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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