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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户角度的种子价值要素重要性评价*

———以水稻种子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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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以湖北省汉川、天门、潜江及仙桃等地275户水稻种植农户的调查资料为依据,了解农户对水稻种

子相关因素的重视程度,运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水稻种子价值要素按重要性

程度排序依次为:内在核心价值、服务、内在一般价值、品牌、外观形象和广告宣传。对水稻种子销售企业的政策

制定提出了3点建议:注重种子的产量、出米率等要素;提高售后服务质量;强化品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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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近年来,随着我国种子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加

剧以及政府进一步的放开,过去通过行政手段垄断

种子市场的格局被打破了,农户可以根据自身的实

际情况自主选购种子。在这种情况下,各类种子经

营实体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并发展,开始

重视对农户购买种子行为的研究,以便能找到其中

的规律,采取相应的对策。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来

源于比竞争对手更强的创造价值,从而满足顾客需

求的能力[1]。李艳军等从364户番茄种植农户的调

查资料出发,分析了番茄种子的价值要素构成及各

要素的重要性[2]。许杜意从购种户的文化程度、对
新品种的态度、对种子价格的敏感度、信息来源及购

种户的类型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
同时指出种子用户的心理,还有其他如求实、求新、
求异、求便、求廉、求贵等消费心理,决定了种子用户

的购买行为[3]。刘锐通过对河北、河南及湖北等地

44个农户的调查,认为对农民购种影响较大的是经

销商的推荐占36%,对品种的认知占27%,广告宣

传占20%,价格占11%,包装占7%[4]。张丽娟等

从农户重复购种行为意愿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影响

农户重复购种行为的影响因素,分别是种子质量、种
子品牌、价格和技术服务等要素[5]。张东风通过对

南京市150户农户的调查,认为农业收入比重、广告

对于农户购买良种与否作用不大,而对种子特性了

解、与农技员联系次数、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与农户的

良种购买意愿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一些外部

因素,比如农户是否外出务工、种植面积等因素对农

户的购买意愿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6]。何震天

认为农民采用稻麦品种的内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户

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性格、对于

变革的态度、从业经验等因素[7]。
那么,对农户而言,构成种子价值的要素到底是

什么以及构成种子的这些价值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

是什么? 种子价值的特性和种子市场的竞争性要求

加强对种子价值问题的研究。本文以湖北省的汉

川、天门、潜江及仙桃4个地区的调查农户为切入

点,通过问卷调查资料分析农户们在购买水稻种子

时影响其决策的重要因素以及影响农户对种子价值

要素重要性评价的因素,以期对目前我国种子市场

需求倾向及满足状况有一总体把握,从而为当前激

烈竞争的种业企业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暋暋一、研究设计

1.问卷设计

根据相关文献总结、专家访谈法和实地调查结

合设计出该问卷。调查问卷主要分为2个部分:第
1部分主要收集被调查农户的个人基本特征,包括

地址、年龄、文化程度、种植方式、种植目的等;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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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主要用于了解农户在购种时对相关因素的重视

程度,包括种子产量、发芽率、纯度、品牌信誉、信息

服务、购买便利性以及包装、广告宣传等因素,问卷

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1—5;很不重要—很重要)进
行测量。

2.调查实施与控制

所用数据来自课题组2010年10月对湖北省

水稻种植农户购种行为的调查。课题组选取了汉

川、潜江、天门和仙桃4个调查点,每个调查点选

择约75 家 农 户。共 发 放 问 卷 290 份,收 回 279
份,剔除漏答关键信息及出现明显错误信息的问

卷,回收有效问卷275份,有效率为98.56%。在

正式进行调查前,在武汉周边地区进行了试调查,
并根据试调查结果对问卷进行了修订。最后由经

过培训且对问卷选项具有深刻了解的研究生直接

入户调查、收集数据,确保了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

性。

暋暋二、实证分析结果及讨论

1.调查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在进行的调查样本中,性别

上,男性和女性的百分比持平,分别为50.5% 和

49.5%,这主要与调查组选择的调查时间有关。由

于为10月中旬,且均为入户调查,恰值棉花的收获

季节,在家的男性较多。从年龄结构来看,35岁以

下的人群仅占总调查者的3.6%,而(35,50]岁的人

群占总数的33.8%,占总调查者比重最大的是在

(50,65]岁阶段的人群,为55.6%,而65岁以上的

仅占6.9%。这种年龄结构与我国的国情有极大的

关系,相对年轻的(35岁以下)均外出务工,年纪更

大的(65岁以上)基本不种地,对相关的情况不是很

了解,因此从实际上分析这种结构是符合现实的。
文化程度方面,小学文化的群体最多,占调查总数的

35.3%,其次是初中文化,占总数的28.4%,而文盲

也占了30.9%,高中及以上仅占5.5%,因此,总体

上,被调查农户的文化程度是偏低的,这也符合中国

农村现实情况。种植方式上,移栽的农户有164户,
占总数的59.6%,而直播的农户37户,占总体的

13.5%,而既有移栽又有直播的农户有74户,占总

体的26.9%。对于种植目的,出售为主的占了较大

部分,约62.5%,而自用为主的也占37.5%,这与水

稻本身的功能有关,由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及人口的减少,水稻的主要功能也可以成为家庭的

主要收入来源。耕地面积在0.33hm2及以下的有

135户,占总体的49.1%,在(0.33,0.66]hm2间的

有80户,占总体的29.1%,而0.66hm2及以上的有

60户,占总体的21.8%。而水稻种植面积在0.33
hm2以下的共有224户,占总体的81.5%,在(0.33,

0.66]hm2间的有40户,占14.5%,0.66hm2及以

上的占4.0%。总体看来,各户的水稻种植面积都不

是很大,这与中国小农经营模式有关。
表1暋调查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项目 类别 户数 占比/%

性别
男 139 50.5
女 136 49.5

年龄

35岁及以下 10 3.6
(35,50]岁 93 33.8
(50,65]岁 153 55.6
65岁以上 19 6.9

文化程度

文盲 85 30.9
小学 97 35.3
初中 78 28.4

高中及以上 15 5.5

种植方式

移栽 164 59.6
直播 37 13.5

两者均有 74 26.9

种植目的
出售为主 172 62.5
自用为主 103 37.5

耕地面积

0.33hm2及以下 135 49.1
(0.33,0.66]hm2 80 29.1
0.66hm2及以上 60 21.8

水稻面积

0.33hm2及以下 224 81.5
(0.33,0.66]hm2 40 14.5
0.66hm2及以上 11 4.0

暋暋2.各价值因素的重要性评价分析

表2显示,农户认为种子的产量、发芽率、抗性、
生育期、信息及技术服务、种子店信誉及使用种子的

风险保障等因素比较重要,其中,认为种子产量重要

和很重要的农户占被调查农户的15.6%和80.7%,
基本上占了近97.0%。毋庸置疑,种子产量是其最

重要的属性,与本研究的预期是一致的。而认为种

子购买便利性、促销活动以及包装不重要,其中,认
为产品包装和购买便利性不重要的农户分别为

39.2%、36.7%。而其余的要素基本上认为重要(很
重要)和不重要(含一般及很不重要)的参半,这与参

与调查的农户的地区及当前农户的种植目的有极大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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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暋因素重要性评价统计分析

因素
很不重要

频数 比率/%

不重要

频数 比率/%

一般

频数 比率/%

重要

频数 比率/%

很重要

频数 比率/%
产量 0 0 1 0.4 9 3.3 43 15.6 222 80.7

发芽率 3 1.1 29 10.5 81 29.5 115 41.8 47 17.1
纯度 5 1.8 31 11.3 104 37.8 93 33.8 42 15.3

出米率 2 0.7 30 10.9 64 23.3 103 37.5 76 27.6
生育期 6 2.2 32 11.6 71 25.8 127 46.2 38 13.8
抗性 1 0.4 4 1.5 26 9.5 106 38.5 138 50.2

种子外观 16 5.8 71 25.8 78 28.4 81 29.5 29 10.5
米质 49 17.8 90 32.7 73 26.5 88 32.0 135 49.1

种子包装 39 13.6 112 39.2 77 26.9 60 21.8 3 1.1
购买便利 40 14.5 101 36.7 78 28.4 54 19.6 2 0.7
种子品牌 12 4.4 49 17.8 70 25.5 113 41.1 31 11.3
生产单位 16 5.8 59 21.5 102 37.1 89 32.4 9 3.3
研发单位 17 6.2 64 23.3 110 40.0 79 28.7 5 1.8
种店信誉 5 1.8 23 8.4 62 22.5 114 41.5 71 25.8
信息服务 8 2.9 42 15.3 105 38.2 99 36 21 7.6
技术服务 8 2.9 47 17.1 82 29.8 104 37.8 34 12.4
态度技术 4 1.5 42 15.3 114 41.5 100 36.4 15 5.5
风险保障 9 3.3 33 12.0 59 21.5 108 39.3 66 24.0
广告宣传 46 16.7 61 22.2 84 30.5 76 27.6 8 2.9
促销活动 52 18.9 92 33.5 97 35.3 33 12.0 1 0.4

暋暋3.价值要素的因子分析

在做因子分析前,需要对数据进行 KMO(Kai灢
ser灢Meyer灢Olkin)样本测度,这旨在验证指标数据

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KMO 值越接近l表明数据

越适合做因子分析,一般认为0.9以上,极适合;

0.8~0.9,适合;0.7~0.8,尚可[9]。用 SPSS11.5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 值为

0.73,表明是可以进行分子分析的。用主成分分析

和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方法对所调查的20个因素进

行因子分析。进行第一次因子分析后,发现生育期

这个变量在每个因子上的载荷均不高,删除后再进

行第二次因子分析。旋转后的载荷矩阵表明:第一

个因子包括3个变量,即种子的生产商、种子的研发

单位、品牌,命名品牌因子;第二个因子包括广告宣

传、促销活动2个变量,可以看出这些变量都是种子

广告宣传某一部分的反映,因此可以将之命名为种

子广告宣传因子;第三个因子包括销售人员的态度

及技术水平、信息服务、技术服务、风险保障及种子

店的信誉5个变量,可命名为服务因素;第四个因子

包括种子纯度、发芽率、出米率3个变量,它们是种

子一般品质不同方面的体现,故可将这个因子命名

为种子内在一般价值因素;第五个因子包括种子外

观和种子包装及购买便利性,可命名为外观形象因

素;第六个因子包括种子产量、米质及抗性这些都是

种子核心质量部分,可将因子命名为种子内在核心

价值因素。对影响因子进行分析,品牌因素的因子

特征值4.25,累积方差贡献率22.36%。广告宣传

的因子特征值2.30,累积方差贡献率34.46%;种子

服务因子特征值1.88,累积方差贡献率44.37%;种
子内在一般价值因素的特征值1.67,累积方差贡献

率53.17%;外观形象因子特征值为1.36,累积方差

贡献率60.31%;种子内在核心价值因子特征值1.
05,累积方差贡献率65.88%;可以用图1表示水稻

种子的总价值构成。

图1暋水稻种子价值要素构成

通过上面的因子分析,本文对水稻种子价值的

构成要素具有了初步了解,但是对于种植水稻的农

户来说,到底哪些价值要素才是影响其购买行为的

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其最看重的? 销售水稻种子的企

业又应该主要从哪几个方面去满足农户的需求,提
高顾客价值,从而培养并一直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本文 选 取 每 一 类 价 值 要 素 所 有 评 分 的 均 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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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11.5统计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得
出结果如表3。

表3暋各分类价值要素重要性评价表

价值要素 均值 方差 评价类别 频率/%

内在核心价值 4.45 0.26

不重要 0.7
一般 0.4
重要 98.9

内在一般价值 3.64 0.56

不重要 11.3
一般 14.9
重要 73.8

品牌 3.13 0.69

不重要 30.5
一般 15.3
重要 54.2

外观形象 2.74 0.60

不重要 51.3
一般 16.7
重要 32.0

广告宣传 2.59 0.87

不重要 46.9
一般 29.1
重要 24.0

服务 3.49 0.44

不重要 17.8
一般 4.4
重要 77.8

暋暋从表3中可看出:
(1)内在核心价值(产量、米质、抗性)非常重要,

有98.9%的农户认为其是重要的。其次是服务、内
在一般价值及品牌,分别有77.8%、73.8%和54.
2%的农户认为这3个要素是重要的。最后是外观

形象和广告宣传。这种结果与现实情况是吻合的。
对于农户来说,种植水稻的主要目的有出售为主或

者自用为主,无论出于哪种目的,无疑产量对于农户

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2)对于服务、内在一般价值及品牌,大部分农

户均认为其是重要的。对于我国目前的种业来说,
农户最缺的就是技术,因为从前面分析可以知道,中
国目前农户们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基本上是“靠天

吃饭暠,因此对于技术服务是急切需求的。内在一般

价值中的纯度、发芽率和出米率,农户也认为较为重

要,在目前中国主要是小农经营模式,许多农户的水

稻种植面积均较小,农户只能希望靠水稻种子的发

芽率、出米率等最终降低自己耕作的成本,从而提高

本身的收益。并且水稻的种植方式主要是移栽,一
旦发芽率较低,再进行补种育苗就会比较麻烦。品

牌方面,目前在中国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品牌还不是

很多,而农户对于品牌也没有太大的忠诚度,基本上

是“随大流暠。
(3)外观形象和广告宣传则不是很重要,仅有

32.0%和24.0%的农户认为其有一定的重要性。
这说明对于农户来说,种子内在价值才是最重要的,
加上目前市场上很多广告含有太多名不符实的信

息,因此种植农户们就不再很信任这些广告宣传。

暋暋三、结论及建议

1.结暋论

通过湖北省275个农户对水稻种子价值要素重

要性认识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农户对其价值要素重要性的评价主要受农

户不同种植方式和种植目的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因

素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各不相同。不论是对于自用还

是销售为目的的农户,产量和出米率都是很重要的。
综合来看,比较重要的要素是水稻种子的产量、抗性

及出米率。
(2)水稻种子的价值要素包括6个方面:内在核

心价值、内在一般价值、服务要素、外观形象、品牌要

素以及广告宣传。其中,农户最看重的是水稻种子

的内在核心价值,即水稻种子的产量和抗性;其次是

服务、内在一般价值(发芽率、出米率、纯度)和品牌。
(3)我国水稻种植农户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文

化素质不高,种田的多是文盲、半文盲的劳动力,基
本是靠天吃饭。农业技术水平投入相对较低;生产

规模小,小农经营较为普遍。农户对水稻种子的品

牌意识不强,仅看重种子的某些功能要素。

2.建暋议

(1)种子企业要为农户提供优良的品种,实现增

产、增收,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实现良性循环。
种子市场的竞争是价格和质量的竞争,各生产厂家

及其经销单位,必须了解农户心态。加强新品种的

研发力度,严把种子质量关。农户购买种子的主要

依据是自己的往年经验,只有做到品种新颖,品质优

良,质量过硬,才能提高农户对品牌的忠诚度和信

任度。
(2)提高经销人员的业务素质及服务热情,搞好

售后服务,本着为农服务的宗旨服务农民,以价廉物

美、现场指导及开设咨询热线的真诚服务来赢得市

场份额。从种子的卖出到收获实行跟踪服务,特别

是优质种子的生产,农民急需管理上的指导。建立

和完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加强新型农民的培

训,尤其要加强对受教育年限短、从事农业生产年限

长、人均家庭纯收入低、农产品商品率低的农户进行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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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搞好品牌建设,提高企业种子品牌知名度,
从而培养农户对该品牌的忠诚度[10]。根据调查了

解到目前中国种子市场企业众多,各企业品牌数量

众多,种子价格高低不等,且一个企业多品牌无主打

品牌的现象很普遍。这不仅给农户选种购种带来很

多不便,同时也不利于企业自身的经营。所以,各种

子企业应找准自己的品牌定位,从性价比以及广告

宣传等方面传递出相关信息,树立独特的品牌形象。
品牌众多的企业根据市场定位出自己的主打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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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onImportanceofSeedValueElementsBasedonViewofFarmers

———TakeRiceSeedsforExample

MOUYan灢rong,LIYan灢jun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暋Basedonthesurveydatafrom275ricefarmersinHanchuan,Tianmen,QianjiangandXi灢
antaoofHubeiprovince,thispaperpositivelyanalyzesthedegreeoffarmer暞sunderstandingaboutthe
importanceofriceseedelementsbyusingfactoranalysis,varianceanalysisandothermethods.Theresult
showsthatthesequenceofriceseedvalueelementisinternalcorevalue,service,internalgeneralvalue,

brand,seedsappearanceandadvertisingrespectivelyaccordingtotheirimportance.Therefore,thispaper
proposesthreesuggestionsonmakingpolicyforriceseedenterprises:focusonseed'syieldandratefac灢
tors;improveafter灢saleserviceandstrengthenthebrandawareness.

Keywords暋riceseeds;viewoffarmers;valueelement;evaluationofimportance;factor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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