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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农户规模变动效益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基于陕西关中地区养猪户的调查

李 桦,寇应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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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陕西省关中地区195个养猪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应用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对养猪户生猪规

模变动效益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养猪户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养殖规模、养猪劳动力人

数、养猪净收入等内在特征与养猪户是否参加养猪合作社以及政府是否提供服务、培训等外在环境因素对养猪

户的规模变动效益具有显著影响。因而政府应对生猪产业给予长远规划,完善养猪农户生猪补贴政策、保险政

策以及给予农户所需资金优惠贷款支持,大力支持农村养猪合作社发展以及引导提倡农村发展适度规模养殖方

式,从而使我国生猪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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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调控生猪市场价格,增加养猪户的经济收

入,1992年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生猪支持政策。
然而,随着我国逐步放开农产品市场价格后,生猪价

格的波动就从未停止过,甚至部分年度的生猪价格

波动十分剧烈。并且政策支持及调控的主要对象为

规模猪场,对农户调控及支持力度不足[1]。由于土

地资源紧张、养殖户用地无规划、利益短浅、盲目投

入、选址规划设计不科学、专业技术人员匮乏、组织

化程度低、服务队伍素质不高,致使规模化养猪仍然

存在诸多问题[2]。
养猪业生产应鼓励发展规模养殖模式,尤以中

等规模适宜[3],当前农户散养依然是我国畜禽养殖

的主导模式[4]。据有关研究表明,生猪供给的70%
人来源于散养农户,25%来源于饲养专业户,其余

5%来源于规模养猪场[5]。散养农户在疫病防控的

认识、措施、投入等方面与规模养殖场相比均存在不

小的差距[6],如何加大规模养猪户的比例,走产业

化、集约化道路是当下发展养猪业的难点与重点,详
细而准确的把握养猪户规模变动效益及其影响因素

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至关重要。
规模化是养猪户效益评定的重要方面,而规模

化的合理性、科学性、适度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规模

效益的有效性。现有文献多数从规模饲养与散户对

比的角度出发,定性论述我国发展规模化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7],而对养猪户规模变动效益

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甚少。张颖等[8]认为选择

喂养优良品种猪、提供营养全面的饲料、坚持“预防

为主、防重于治”的原则、树立生产以市场为主的观

念、加强科学管理、采取节约措施、做好全面生产记

录的工作、坚持全进全出的饲养制度可以提高规模

化经济效益。齐秀华等[9]通过理论分析认为管理、
防疫、品种、饲料对规模化养猪的经济效益有重要的

影响。生猪作为我国最大的畜禽养殖产业,其经济

意义十分重大,对养猪户规模效益及其影响因素的

研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相关研究较少。本文围

绕农户养猪的内在环境因素和外在环境因素,对养

猪户规模变动效益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从
而为政府制定相应的惠农政策提供依据。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2009年7—8月在陕西

省杨凌、扶风、武功、泾阳四个养猪比较集中的地区,
对不同规模的养猪户进行随机的问卷调查。这四个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养殖业的规模化、市场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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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及政府的支持程度都有很大的区别,调查具有

较强的代表性。
问卷涉及养猪户的个人与家庭的基本信息、种

猪饲养头数及仔猪产量、肉猪饲养头数及重量、生猪

饲养的投入状况、饲料投入及购买方式、防疫治疗、
生猪的销售及费用等。调查共发放问卷210份,回
收有效问卷195份,问卷有效率达92.9%。

  二、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1.样本特征

本次调查对象为农村的养猪户,养猪户的平均

年龄在47岁以上,以中老年为主。由于农村的受教

育程度普遍较低,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养

猪户约占总体比例为14.4%,养猪户的平均文化程

度为初中偏下水平。养猪户信息获得的途径主要来

自邻居和其他途径,占56%,而通过网络获得消息

只占2%。养猪户养猪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养猪比在

外打工赚的钱多,占44%,因为政府的大力支持占

6%。养猪户对目前的收入认为满意的占9%,而不

满意的却占64%。目前,养猪户面临的最主要困难

是技术匮乏和资金紧缺,分别占42%和26%。

2.规模效益

多数养猪户具有五年以上的养殖经验,养殖规

模以中小规模为主,平均饲养头数为69头,养猪户的

平均成本为54908元,平均毛利润为83349元,平均

净利润为28441元,即每头净赚414元。取样本中规

模较小的农户,其规模数为15头,净利润为1232元,
每头净赚80元;而取样本中规模较大的农户,其规模

数为119头,净利润为56213元,每头净赚471元;当
规模数为340头时,净利润为100390元,每头净赚

295元。
国内许多学者针对目前农村的现状,都提出适

度规模养殖的观点。然而,对于农村小规模散养猪

户来说,大多数除养猪外,还养殖鸡、羊等其他畜禽

类,使得养殖管理不专业。对大多数养殖户而言,存
在着文化程度低、管理混乱、目光短浅、投入成本过

大、专业技术匮乏等多方面的劣势,使规模效益与期

望值相差甚远。

3.养猪户对规模效益的认识情况

多数被调查养猪户对规模效益的认识比较好。

50%的养猪户准备扩大其规模;46%的养猪户持观

望状态,保持规模不变;仅有4%的养猪户准备缩小

其规模。采取扩大规模的养猪户认为养猪利润高、

前景景气、并且自己有足够的精力;保持规模不变的

养猪户认为场地有限、养猪市场前景不明、资金紧

缺、精力有限、扩大规模风险太大;而准备缩小其规

模的养猪户认为养猪市场前景不景气,“亏损过大、
先生存再发展”。

4.养殖环境

本次调研主要分布在陕西省关中区域养殖业比

较发达的地区,这些地方都有养猪专业协会和政府

的政策支持。中等规模以上的养猪户参加了养猪专

业协会,可以享受协会提供的相关服务以及了解市

场的最新信息,但有部分养猪户对养猪协会的服务

不满意。政府提供的支持政策包括对能繁母猪的补

贴、实施对能繁母猪的保险政策、扶持生猪标准化规

模化饲养场、以及对疫病防控的支持等,但大部分的

养猪户认为政府提供的服务不到位。

  三、养猪农户规模效益的实证分析

1.研究假说

规模变动效益的实质是养猪农户作为“理性人”
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扩大或缩小规模所获得的生产

效益。设定养猪农户的规模效益函数为D(R)=P
{(E-C)/N>=R/M},其中,E 为养猪农户扩大或

缩小规模后的预期收益,C 为养猪农户扩大或缩小

规模后的成本投入,R 为养猪农户变动前的净收益,

N 为变动规模后的规模数,M 为变动前的规模数。
该函数表明只有当养猪农户采取变动规模后的净收

益不小于变动前的净收益时养猪农户才愿意采取规

模变动措施。
函数中的当前净收益比较容易确定,规模变动

取决于养猪农户对采取规模变动措施后的预期收益

与成本以及规模变动数的判断,而判断受养猪农户

的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的影响。结合前人的研究成

果,分四个方面选取12个最有可能影响养猪农户规

模变动的因素,对这12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见
表1),可以看出变量间的线性相关性都非常小。因

此,可以选取这12个变量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并提

出如下研究假说:
第一组:养猪农户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养殖户主

的年龄(x1)、受教育程度(x2)、养猪人数(x3)。一般

认为年龄越大越保守,倾向于规模不变或缩小规模;
受教育程度有助于提高养猪农户对行情变动趋势的

预测;养猪人数是规模变动的基础。
第二组:养猪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养殖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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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人口数(x4)、养猪年数(x5)、当前的养殖规模

(x6)。养猪年数主要反映养殖户的养殖经验,养殖

户可以凭借经验对市场进行预测;当前的养殖规模

决定了下一步规模的变动情况;养殖户家庭人口数

常常对规模的变动产生一定的压力,因此本文假定

家庭特征变量与规模变动负相关。
第三组:养猪农户经济特征变量,包括养殖户对

目前养猪收入满意度(x7)、目前的养猪净收入(x8)、
销售渠道(x9)。养猪农户对目前的收入不满意的

话,他可能会扩大规模来增加收入;养猪农户养猪

净收入越大,扩大规模的意愿就越强;销售渠道如

果稳定有保障的话,养猪农户可能会扩大规模。
本文预期养猪农户的经济特征变量与规模变动正

相关。
第四组:养猪环境特征变量,是否参加养猪合作

社(x10)、获取养猪信息的主要途径(x11)、政府是否

为养猪农户提供服务(x12)。养猪农户参加养猪合

作社就会获得好的管理技术、服务水平;获取信息的

主要途径如果为网络报纸,则会比竞争者更快地获

取市场信息,从而快速地进行调整;政府的支持服务

政策如果到位的话,养猪农户就可以减少成本,减少

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本文假定养猪农户的环境特征

变量与规模变动呈正相关。

2.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上述12个变量分别用xi(i=1,2,3,4,5,6,7,

8,9,10,11,12)表示,则养猪农户规模变动效益函数

表示为:

Y=F(x1+x2+x3+x4+x5+x6+x7+
x8+x9+x10+x11+x12)+ei (1)

  其中,被解释变量Y 为养猪农户规模变动情

况,采取规模变动为1,未采取规模变动为0;解释变

量x1~x12的具体说明详见表3。
表1 变量的相关矩阵

常量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常量 1.000 -0.391 -0.432 -.300 -0.282 -0.291 0.044 -0.301 -0.205 -0.402 -0.067 -0.161 -0.046
x1 -0.391 1.000 0.024 0.060 -0.200 0.075 0.117 0.090 -0.207 0.055 0.028 0.012 -0.001
x2 -0.432 0.024 1.000 0.050 0.030 -0.022 -0.140 -0.149 0.164 0.035 0.124 0.010 -0.050
x3 -0.300 0.060 0.050 1.000 0.038 0.037 -0.198 -0.173 -0.051 0.108 0.072 0.028 -0.082
x4 -0.282 -0.200 0.030 0.038 1.000 -0.151 -0.088 -0.030 0.167 -0.067 -0.067 -0.109 -0.094
x5 -0.291 0.075 -0.022 0.037 -0.151 1.000 0.062 0.220 -0.037 0.029 -0.077 -0.027 0.029
x6 0.044 0.117 -0.140 -0.198 -0.088 0.062 1.000 -0.078 -0.546 -0.086 0.080 -0.080 0.048
x7 -0.301 0.090 -0.149 -0.173 -0.030 0.220 -0.078 1.000 0.048 -0.062 -0.132 -0.010 0.233
x8 -0.205 -0.207 0.164 -0.051 0.167 -0.037 -0.546 0.048 1.000 -0.007 -0.078 -0.051 -0.006
x9 -0.402 0.055 0.035 0.108 -0.067 0.029 -0.086 -0.062 -0.007 1.000 0.139 0.063 0.015
x10 -0.067 0.028 0.124 0.072 -0.067 -0.077 0.080 -0.132 -0.078 0.139 1.000 0.004 -0.576
x11 -0.161 0.012 0.010 0.028 -0.109 -0.027 -0.080 -0.010 -0.051 0.063 0.004 1.000 -0.081
x12 -0.046 -0.001 -0.050 -0.082 -0.094 0.029 0.048 0.233 -0.006 0.015 -0.576 -0.081 1.000

表2 影响养猪农户规模变动效益的解释变量

变量名称 定义变量 均值

养猪农户户主特征变量

年龄(x1) 25~30岁=1,31~35岁=2,36~40岁=3,41~45岁=4,46~50岁=5,51岁以上=6 4.66
受教育程度(x2) 没上学=1,小学=2,初中=3,高中/中专=4,大专=5,本科=6 2.85
养猪人数(x3) 1个及以下=1,2~3个=2,4个及以上=3 1.57
养猪农户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人口数(x4) 3个及以下=1,4~6=2,7~10=3,11个及以上=4 2.14
养猪年数(x5) 5年及以下=1,6~10年=2,11~15年=3,16年及以上=4 1.47
当前养殖规模(x6) 10头及以下=1,11~50头=2,51~100头=3,101~200头=4,201头及以上=5 2.61
养猪农户经济特征变量

养猪收入满意度(x7) 满意=1,较满意=2,一般=3,不满意=4 2.91

目前养猪净收入(x8)
0及以下=1,1~5000元=2,5001~10000元=3,10001~50000元=4,50001~
100000元=5,100001元及以上=6

3.51

销售渠道(x9) 自销=1,通过收购商=2,通过经纪人=3 1.93
养猪环境特征变量

是否参加养猪合作社(x10) 是=1,否=0 0.21
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x11) 电视=1,报纸书籍=2,从邻居获知=3,朋友介绍=4,畜牧局的宣传=5,养猪协会=6 3.38
政府是否提供服务(x12) 是=1,否=0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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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Logistic模型检验上述假说并分析养猪农

户规模变动效益的影响因素,利用极大似然法估计

的回归模型为:

Pt=F(α+∑
n

i=1
βjXij)=1/

{1+exp[-α+∑
n

i=1
βjXij]}+ei (2)

  式中,Pt 表示养猪农户采取规模效益的概率,
假设Y=1的概率为P,则P 的取值在[0,1]之间,α
表示回归方程的常数项,β表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

数,n表示影响因素的个数,Xij是解释变量,ei为残

值。

3.模型估计结果

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195个有效样本数

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先采用SPSS默认的强

迫引入方式,将12个变量带入模型进行回归得到模

型一;再通过对显著水平大于10%的变量进行剔

除,如此反复进行,直到所有变量的显著水平小于

5%为止,得到了模型二,x1、x7、x10和x12,这四个变

量都较好地通过了检验,由于统计变量的有限性,导
致模型二的NagelkerkeR2为0.180,但是模型总预测

精确率却达到了68.7%,说明模型的估计结果较好。

4.结果分析与讨论

由于采用向前逐步回归分析法得到的模型效

果较好,故依照该模型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和解

释,对采取规模变动效益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共

有4个:
(1)户主年龄。户主年龄两次都很好地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并且回归系数为负,说明随着年

龄的增长农户对采取规模变动效益措施的意愿越来

越弱。这可以从农户的心理特征和生理特征来分

析: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内心会变得随遇而安,雄
心壮志的抱负减弱;养猪农户的平均年龄在47岁以

上,属于中老年范畴,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户体力和

精力都会有所下降,不愿意选择规模变动。
(2)养猪收入满意度。养猪收入的满意度两次

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并且回归系数为负,说
明养猪农户随着养猪收入满意度的提高,采取规模

变动效益措施的愿望下降。这是因为在调查中我们

发现大部分规模化养殖的农户都对自己的养猪收入

比较满意,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规模效益,宁愿

维持目前的规模取得一定的稳定收益,也不愿冒较

大的风险去改变规模,收入满意度低的农户大部分

是养殖规模非常小或者是大规模养殖赔本的养猪农

户。规模小的农户单位成本投入过高,效益相对较

低,有扩大养殖规模的倾向;规模大的农户管理混

乱,信息不对称,市场预期能力差,导致入不敷出,有
减小规模的倾向。

表3 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一

系数值 显著性 卡方值

模型二

系数值 显著性 卡方值

常数项 -0.043 0.977 0.001 2.755*** 0.001 11.215
养猪农户个人特征变量

户主年龄(x1) -0.293** 0.023 5.162 -0.249** 0.036 4.394
受教育程度(x2) 0.361 0.102 0.102 — — —
养猪人数(x3) 0.626** 0.043 4.090 — — —
养猪农户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人数(x4) 0.602** 0.039 4.274 — — —
养猪年数(x5) -0.269 0.261 1.266 — — —
养殖规模(x6) -0.310* 0.088 2.912 — — —
养猪农户经济特征变量

收入满意度(x7) -0.622*** 0.001 10.944 -0.524*** 0.002 9.418
养猪净收入(x8) 0.265* 0.073 3.221 — — —
销售渠道(x9) 0.168 0.565 0.331 — — —
养猪环境特征变量

是否参加合作社(x10) 1.384*** 0.008 7.015 1.413*** 0.004 8.441
信息主要途径(x11) -0.009 0.926 0.009 — — —
政府是否提供服务(x12) -1.509*** 0.002 9.720 -1.426*** 0.002 9.259
预测准确率  66.7%  68.7%
NagelkerkeR2 0.248  0.180

 注:*、**、***表示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10%、5%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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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养猪户是否参加合作社。回归系数达到了

1.413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即是否参加合

作社是养猪农户采取规模变动效益措施的重要因

素。这一假说得以验证说明,发展农村养猪合作社

可以有效的增加养猪农户的规模效益。这是因为参

加合作社可以获得先进的管理水平、防疫技术和市

场信息等这些在农村缺乏的养殖要素。根据合作社

的市场预测,养猪农户可以对养殖规模进行科学的

调整,从而达到损失最少,获益最大;而且有的合

作社因为与一些龙头企业合作,从而为养猪农户

拓展了产品的销售渠道,加大了养猪农户对规模

变动的意愿。
(4)政府是否提供服务。从模型中可以看出,政

府是否提供服务两次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并且回归系数达到了-1.426。然而,跟我们前

面的假设不同的是:政府是否提供服务与养猪农户

规模变动效益的意愿负相关———政府提供服务,养
猪农户更倾向于保持原规模不变;政府不提供服务,

养猪农户更倾向于规模的变动。这是因为在调查中

我们发现,倾向于保持原规模不变的农户,规模大多

数属于中等水平,他们对政府提供的相关服务比较

满意,风险规避意识比较强;而倾向于采取规模变动

措施的农户,属于小规模农户或大规模农户,由于经

济上的无利可图或损失惨重,使他们对事物的看法

带有相当强的感情色彩,从而对政府的服务加以否

认。

值得讨论的是,受教育程度这个变量本应对养

猪农户的规模变动产生很显著的影响,然而回归结

果却将此变量阻隔在10%的显著水平以外。这是

因为,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农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

初中偏下水平,整体文化水平对规模变动的显著性

影响不大。再者价格水平和养猪收入占家庭总收入

的百分比这两个因素对养猪农户规模变动意愿也有

明显的影响,但是由于所获取数据均为截面数据,大
部分农户对家庭收入问题比较敏感,而且这两年养

猪效益不佳,养猪农户都不愿意提及养猪收入或者

假报数据,因此我们将这两个变量放在回归模型之

外进行简要描述。对农村的养猪农户来说,一般价

格水平上升,养猪农户更倾向于增加规模,即两者正

相关;养猪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比越大,养猪农

户更倾向于扩大规模。

  四、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养猪农户的规模变动效益

受其内在特征与外在环境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为

了提高养猪农户的规模变动效益,加快新农村建设

的步伐,政府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应
对生猪产业给予长远规划,防止生猪市场价格大幅

波动;第二,要完善养猪农户生猪补贴政策、保险政

策以及给予养猪农户所需规模变动优惠贷款资金支

持,从而改变有养猪规模变动意愿农户对政府所提

供的相关服务基于正确认识和评价;第三,要大力支

持农村养猪合作社的科学发展,充分发挥合作社的

中介职能,使国家的相关政策直接通过合作社落实

到养猪农户身上,从而切实维护养猪农户的相关利

益;第四,政府应该引导提倡农村发展适度规模养

殖,提升养猪农户的管理水平和防疫能力,从而使我

国生猪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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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ScaleChangeEfficiencyofPig-raising
FarmersanditsInfluencingFactors

———InvestigationofPig-raisingFarmersinGuanzhongAreaofShaanxiProvince

LIHua,KOUYing-chao
(CollegeofEconomics& Management,NorthwestA&FUniversity,Yangling,Shaanxi,712100)

Abstract Basedoninvestigating195pig-raisingfarmersinGuanzhongareaofShaanxiprovince,

thispapermadeanpositiveanalysisonscalechangeefficiencyofpig-raisingfarmersanditsinfluencing
factorsbyusingLogisticbinarychoicemodel.Theresultshowsthatseveralinternalfactorshavesignifi-
cantimpactonscalechangesefficiencyofpig-raisingfarmerswhichincludetheage,education,raising
scale,thenumberofpig-raisinglabor,netincomefrompigraisingetc.Atthesametime,someexternal
environmentalfactors,suchasfarmer’sparticipatinginpig-raisingcooperatives,theGovernment’spro-
vidingservicesandtrainingtopig-raisingfarmersalsohavesignificantimpactonpig-raisingscalechan-
gesefficiency.Finally,inordertomakeahealthyandorderlydevelopmentforChina’spigindustry,this
paperputforwordsomesuggestionsthattheGovernmentshouldhavelong-termplanningforpigindus-
try,perfectthepolicyofprovidingsubsidiesandinsuranceforpig-raisingfarmers,providepreferential
loanstofarmers,stronglysupportthedevelopmentofruralpig-raisingcooperativesandadvocateraising
pigswithmoderatescale.

Keywords pig-raisingfarmer;scalechangesefficiency;Logisticbinarychoice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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