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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农购种满意度的外部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武汉市郊区519户菜农的调查

康国光,李崇光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基于武汉市6个郊区519户菜农的调查数据,对影响菜农购买种子满意度的外部因素及其显著

性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影响菜农购种行为的外部因素来源于市场化组织、种子质量、他人种植经验、市场中

介、宣传、蔬菜价格、服务、信任等8个方面。种子质量、信任因子、蔬菜价格、宣传因子对购种满意度有显著正向

影响,而他人种植经验、市场中介、经销商服务对购种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市场化组织对购种满意度无显著

影响。提出国家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蔬菜价格和种植面积的预警系统,充分发挥蔬菜合作社的作用,蔬菜育种

机构应进一步明确蔬菜育种方向的优先序,种子经销商应树立诚信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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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
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

本[1]。我国用种规模巨大,吸引了许多跨国种业巨

头进入,并逐渐占居了蔬菜种子和玉米等部分农产

品种子供应市场的主导地位[2-3]。国内种业公司应

及时了解现有品种的改进空间,培育新品种[4],发挥

本土优势,发现种子消费者的心理诉求和购买行为

偏好,开展目标营销,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一席之

地。本文从农户视角出发,调查农户购种满意度及

其影响因素,挖掘农户的消费诉求和购买偏好,为蔬

菜种子企业和蔬菜育种机构提高企业竞争力提供决

策参考。

  一、文献回顾

  综观现有文献,许多学者对农户购买种子(苗)
行为非常关注,研究主要集中在种子价值[5-6]、农业

补贴政策影响[6-8]、购种影响因素[9-16]等方面。
牟艳蓉、蔡玲新、李艳军等从农户视角研究了种

子价值,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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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建议加大品种研发,针对农户行

为偏好进行服务,企业加大品牌建设等[5-6,17]。崔奇

峰等采用Probit模型拟合综合补贴政策对农户购

种行为的影响,得出种子购买数量增幅与补贴发放

数量相关的结论,提出对不同类型农户的补贴加以

区别的建议[18]。张钰研等以全雌化牙鲆苗种为例

考察了农户苗种购买意愿,认为决策者性别、受教育

年限、风险类型、成活率、苗种了解度、相关技术培训

等正向影响购买意愿,年龄、养殖面积与周期、人工

支出等有负向影响,提出了健全农技推广体系、提高

农民素质、扩大试验范围等对策[9]。储成兵等运用

Heckan选择模型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认知和采纳

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户主文化程度、社会资本、与
村民交流的频率、良种补贴、技术培训等对认知和采

纳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抗虫棉种子价格呈负向影

响[11]。朱诗音运用Logistic模型研究了稻农对转

基因水稻的认知和种植意愿,认为种植意愿受稻农

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双重影响[12]。李顺国等以谷

子为例分析了影响农户种植意愿的因素,得出了年

龄、劳动力人数占比、种子补贴、农机使用及谷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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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等显著的正向影响种植意愿,并提出了加大机械

研发力度、施行农业补贴、加大培训等建议[13]。罗

峦考察了稻农更新品种行为的区域性差异,发现新

品种成本与收益是主要动因,农技部门示范和种子

经销商推荐是重要外部力量[19]。一些专家还注意

到专业合作社对农户购买农资的影响,徐德云从博

弈论角度出发,论述了农户、生产合作组织、农资销

售商三者间的动态博弈,认为农户加入生产合作组

织能够有效规避假农资风险,达到帕累托最优[20]。
上述大部分文献是运用 Logistic或 Probit模型进

行多元回归分析,来研究影响农户购买种子(苗)意
愿的影响因素。

总结前人研究发现,购种行为是指农户根据自

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在利益驱动下从市场中购

买种子以满足生产需要的行为[22]。当农户有多个

方案可供选择时,农户会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经验

和环境约束做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选择。这些研究

成果为本文研究菜农购买种子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

素提供了理论视角和方法借鉴。

  二、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依据前期调研情况设计出初始问卷,并根据试

调查情况,对初始问卷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正式问

卷。正式问卷由菜农基本信息、各因素重要性判断、
各因素的满意度及总体购种满意度等3部分44个

题目组成。调查采取问答方式,菜农根据实际经验

对各因素的重要性进行判断,并依据上次购种经历

填写各因素的满意度等。
武汉市郊区蔬菜基地对提高武汉市蔬菜自给

率,调节蔬菜价格有重要作用。根据调查设计,本文

选取了武汉周边6个郊区(东西湖区、新洲区、蔡甸

区、黄陂区、江夏区、汉南区)的普通菜农为对象,在
蔬菜主产乡镇(街道)随机抽取村庄、随机抽取菜农

进行调查。在2013年3-6月进行了实地调查,采
取问答方式,发放问卷600份,收回548份,有效问

卷519份,有效率为86.5%。调查对象所种植的蔬

菜种类包括根菜类、葱姜蒜类、白菜类、甘蓝类、叶菜

类、瓜菜类、茄果类、菜豆类等。
表1 样本分布情况(n=519)

地区 蔡甸 东西湖 汉南 黄陂 江夏 新洲 合计

频数 125 74 54 90 81 95 519
占比/% 24.1 14.3 10.4 17.3 15.6 18.3 100

  2.研究方法

影响农户购种的因素有很多,按与农户关系的

密切程度来划分,影响农户购种行为的因素可分为

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23-28]。本文在借鉴前人成果基

础上,将与农户自身特征、劳动禀赋、土地禀赋密切

相关的影响因素认定为内部影响因素,如被调查者

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及其从事农业劳动的家庭

成员人数等,这些因素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或改善

的,并且有研究表明这些对购买种子的影响并不

大[15,23,29];与之相对的外部因素包括蔬菜种子质量、
种子渠道便利性、种子经销商和农技人员的技术服

务、他人经验、大户示范作用、国家的相关政策、自然

环境等。需要指出的是,种子质量是由种子不同特

性所组成的总和,既包括与遗传特征相关的品种属

性(种纯度、丰产性,抗逆性等),还包括播种品质(饱
满度、净度、发芽率、水分等)。种子质量与种子企业

的生产、经营行为密切相关,并且农户难以把握和控

制,因而本文也将种子质量列为外部因素。相对于

短期内不易改变的内部因素,本文更关注影响菜农

购种行为的外部因素。
为了研究菜农购买种子的影响因素,探讨这些

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方

差极大正交旋转方法进行因子分析,采用层次回归

分析探讨各外部影响因素对购种总体满意度的影响

程度。本文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鉴于本文主要

是探讨外部因素对购种满意度的影响,尽管内部影

响因素对购买种子的影响并不大[15,23,29],但有必要

消除其对购种满意度的影响,层次回归分析方法能

够有效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在层次回归分析中,将
年龄、性别(0男性,1女性)、劳动力人数、受教育程

度、蔬菜种植面积、蔬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等内部

影响 因 素 作 为 控 制 变 量 进 行 研 究。本 文 借 助

SPSS21.0软件分析处理数据。

  三、菜农购种行为外部影响因素的

因子分析

  1.样本基本特征

(1)菜农背景特征分析。第一,购种决策多由男

性做出。在实际调查中为了得到更为准确的信息,选
取的是菜农家庭中实际购种的农民。样本中男性占

66.3%,女性占33.7%,如表2所示,这反映出男性在

购 种决策中占主导地位,与其他学者的结论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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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菜农基本特征描述分析

变量 特征描述 频数 占比/% 变量 特征描述 频数 占比/%
性别

(n=519)
男 344 66.3 种植目的

(n=519)
自己食用 2 0.4

女 175 33.7 出售 517 97.6

年龄
(n=519)

44岁以下 133 25.6
种植模式
(n=516)

钢架大棚 270 52.3
45~59岁 251 48.4 水泥大棚 102 19.8
60岁以上 135 26.0 简易小拱棚 89 17.2

露地种植 55 10.7

受教育程度
(n=515)

未上过学 63 12.2
小学 139 27.2

种子渠道
(n=516)

购买种子 422 81.8
初中 222 43.1 购买种苗 43 8.3
高中 86 16.7 自留种子 51 9.9

大专及以上 5 1.0
品牌选择自由度
(n=513)

自由选购品牌
482 93.9

合作社统一购买或指定品牌 31 6.1

农业劳动力
(n=519)

1 47 9.1
2 405 78.0

蔬菜出售方式
(n=519)

自己到集市零售 167 32.2
3 50 9.6 自己运送到固定商贩处出售 162 31.2
4 17 3.3 商贩到田间地头收购 180 34.7

定单协议收购 2 0.4
合作社统一销售 8 1.5

种植面积
(n=476)

0.2hm2 以下 132 27.7
0.2~0.4hm2 149 31.3
0.4~0.6hm2 67 14.1 是否加入合作社

(n=509)
加入了合作社 167 32.8

0.6hm2 以上 128 26.9 未加入合作社 342 67.2

表3 菜农购种行为外部影响因素描述分析

题项名称 n 均值 标准差 题项名称 n 均值 标准差

种子丰产性 519 4.47 0.623 假种赔偿情况 519 3.08 1.051

种子品质 509 4.46 0.631 种子价格 519 2.95 1.157

种子适应性 519 4.38 0.658 与经销商熟人关系 519 2.94 0.893

蔬菜商品率 519 4.28 0.639 示范区的示范效应 519 2.94 1.147

自己种植经验 519 4.20 0.651 经销商技术服务 519 2.93 1.023

蔬菜的上季畅销程度 519 4.18 0.830 种子包装 519 2.56 0.915

连作障碍 519 4.01 0.886 个别危机事件 519 2.55 1.174

这一品种的销售中介多 519 3.95 0.846 经销商营销策略 519 2.55 0.880

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状况 519 3.95 0.830 推广机构宣传 519 2.53 1.056

种子品牌声誉 519 3.77 0.850 合作社统一销售 436 2.51 1.268

蔬菜价格 519 3.67 1.093 合作社统一农资 429 2.19 1.059

他人种植经验 519 3.66 0.890 合作社统一操作规程 429 2.14 1.055

价格波动幅度 519 3.62 1.083 合作社统一供种或指定品种 430 2.12 1.044

他人建议或鼓励 519 3.45 0.914 广播电视宣传 519 2.02 0.863

购种便利性 519 3.40 1.014

似[15,23,29]。第二,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种植

规模主要在0.6hm2以下,以钢架大棚为主要种植

形式。第三,以销售为目的,“自己到集市零售”
“自己运送到固定商贩处出售”“商贩到田间地头

收购”三种方式并存。
(2)菜农购种行为外部影响因素的描述性分析。

根据李克特5点量表,分值越高代表对菜农购种行

为影响越大,最高为5分。也就是说,变量的均值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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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菜农认为这个变量影响程度越大。从表3中可

以看出,排在前4位的题项依次为种子丰产性、种子

品质、种子适应性、蔬菜商品率。由此可见,菜农最

为看重的是蔬菜种子质量,首先种子内在质量决定

着蔬菜产量,其次种子品质(种子纯度、发芽率等)、
种子适应性(抗病、耐旱、耐低温等)在蔬菜生长过程

中影响着蔬菜产出。蔬菜商品率是指蔬菜销售量与

蔬菜产出的占比,它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菜农的收入,
它直接受到蔬菜的品相、规格、风味等因素影响。因

此菜农在购种决策时会考虑上一季蔬菜的商品率,
并会以此来推断和鉴别种子质量。种子价格、包装、

各种宣传、合作社等排名靠后,对菜农购种行为影响

较弱。

2.因子分析

KMO统计量为0.671(>0.5),Bartlett球形

检验的 卡 平 方 统 计 值 的 显 著 性 概 率 P=0.000
(<0.05),故适用因子分析①。由相关系数矩阵计

算出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如表4所

示。特征值大于1有8个因子,其方差累积贡献率

达到77.212%,各因子在各题项的共同度均在0.6
以上,说明这8个公因子对各变量的解释能力比

较强。
表4 解释的总方差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方差贡
献率/%

累积贡
献率/%

合计

提取平方和载入

累积贡
献率/%

方差贡
献率/%

合计

旋转平方和载入

累积贡
献率/%

方差贡
献率/%

合计

1 18.909 18.909 4.160 18.909 18.909 4.160 16.602 16.602 3.653

2 14.520 33.429 3.194 33.429 14.520 3.194 27.857 11.254 2.476

3 10.539 43.968 2.319 43.968 10.539 2.319 36.924 9.067 1.995

4 9.256 53.225 2.036 53.225 9.256 2.036 45.807 8.883 1.954

5 7.908 61.132 1.740 61.132 7.908 1.740 54.509 8.703 1.915

6 5.987 67.119 1.317 67.119 5.987 1.317 62.731 8.222 1.809

7 5.476 72.596 1.205 72.596 5.476 1.205 70.826 8.095 1.781

8 4.616 77.212 1.016 77.212 4.616 1.016 77.212 6.386 1.405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

  经过方差最大旋转后,得到的因子载荷矩阵,如
表5所示。公因子1在合作社统一购买农资、统一

操作规程、统一供种、统一销售等4个变量上有很大

载荷,反映了菜农在蔬菜销售市场中的组织化程度,
因此定义为市场化组织因子。公因子2在种子适应

性、种子品质、丰产性及蔬菜商品率4个变量上有很

大载荷,主要是与种子质量有关,因而命名为种子质

量因子。公因子3在农技推广机构宣传、广播电视

宣传、种子包装、种子价格等4个变量上载荷较高,
鉴于种子包装本身就是一种标识,是有形的宣传,因
而这一公因子以宣传因子冠名。公因子4在他人种

植经验、他人建议2个变量上载荷较高,主要反映出

乡邻的种植经验丰富程度对菜农购种的影响,遂以

他人种植经验因子命名。公因子5在蔬菜价格和蔬

菜价格波幅2个变量上有较高的载荷,命名为蔬菜

价格因子。公因子6在蔬菜上季销路畅通程度、蔬
菜销售中介数量上有较大载荷,主要反映出菜农在

购种时对市场行情和销售中介的一种感知和判断,

命名为市场中介因子。实地调查发现,菜农希望有

足够大的消费市场和数量众多的销售中介,能把所

种植的蔬菜及时销售出去,即使是销售淡季,也希望

能有人收购蔬菜,争取不亏或少亏而不是烂在地里。
因此,菜农在确定种植种类和购种时,会对上一季蔬

菜销路进行评估,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决策。
公因子7在经销商的技术服务和营销策略上有较高

的载荷,基于在实际调查中的发现,命名为经销商服

务因子。调查发现,种子经销商的营销策略比较少,
没有采取试种、赊销、折扣、礼品奖励等灵活手段进

行促销;从菜农角度讲,这些营销策略也没有很大吸

引力,能够及时得到技术指导和服务则是更为现实

的需求。公因子8在与经销商熟人关系、种子品牌

声誉2个变量上有较高的载荷,命名为信任因子,
表示对经销商和品牌的信任程度。综上所述,前8
个公因子依次为市场化组织、种子质量、宣传、他
人种植经验、蔬菜价格、市场中介、经销商服务、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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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及命名

问题描述 因子截荷 因子命名

合作社统一农资 0.960

市场化组织

合作社统一操作规程 0.945

合作社统一供种或指定品种 0.929

合作社统一销售 0.787

种子适应性 0.866

种子品质 0.802
种子质量种子丰产性 0.703

蔬菜商品率 0.533

种子价格 0.731

种子包装 0.700
宣传推广机构宣传 0.632

广播电视宣传 0.468

他人建议或鼓励 0.879
他人种植经验

他人种植经验 0.879

蔬菜价格 0.914
蔬菜价格

价格波动幅度 0.886

蔬菜的上季畅销程度 0.83
市场中介

这一品种的销售中介多 0.795

经销商技术服务 0.846
经销商服务

经销商营销策略 0.778

与经销商熟人关系 0.844
信任

种子品牌声誉 0.556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并采用具有 Kaiser标准化的正交

旋转法。旋转在11次迭代后收敛。

  四、影响因素与购种总体满意度的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相关因子与菜农上次购种经历

的满意度的关系,在上述因子分析的基础上,以菜农

特征为控制变量,以8个公共因子的满意度为自变

量,以菜农的购种总体满意度为因变量进行层次回

归分析。

1.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相关性,如表6所示。就菜农特征而

言,与购种总体满意度显著相关的只有性别、受教育

程度和蔬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3个变量,相关系

数分别为-0.315(P<0.01)、0.178(P<0.01)、

-0.096(P<0.05),表明女性较男性更对购种不满

意,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种子越满意,蔬菜收入占总收

入的比率越高对种子越不满意。就自变量而言,以
市场化组织、种子质量、宣传因子、蔬菜价格、信任因

子对菜农购种的整体满意度成显著正相关,相关系

数分别为0.134(P<0.01)、0.482(P<0.01)、

0.352(P <0.01)、0.334(P <0.01)、0.308
(P<0.01);他人种植经验、经销商服务、市场中介

因子对购种整体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其系数分别

为-0.063(P>0.05)、-0.077(P>0.05)、0.058
(P>0.05);由上述相关结果可知,种子质量越高,
宣传力度越大,蔬菜价格越高,种子的品牌效应越

大,或者加入专业合作社,对种子的总体满意度越

高。从相关系数看,他人的种植经验与经销商的技

术服务对购种总体满意度之间有负向影响,但不显

著。市场中介因子对购种总体满意度之间有正向影

响,不显著。

2.层次回归分析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可得到模型(1)如下:
Y=β0+β1XA1+β2XA2+…+

β6XA6+β7XB1+…+β14XB8 (1)

式中,Y 为购种总体满意度;XA1…XA6分别代

表菜农特征,分别为年龄、性别(0为男性,1为女

性)、劳动力人数、受教育程度、蔬菜种植面积、蔬菜

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XB1…XB8代表市场化组织、
种子质量、宣传、他人种植经验、蔬菜价格、市场中

介、经销商服务、信任因子。
第一步,以菜农特征(XA1…XA6)对购种总体满

意度(Y)回归,如式(2):

Y
∧

=β0+β1XA1+β2XA2+…+β6XA6  R12 (2)

第二步,以菜农特征(XA1…XA6)、各影响因子

(XB1…XB8)对购种总体满意度(Y)回归,如式(3)和
式(4):

Y
∧

=β0+β1XA1+β2XA2+…+β6XA6+

β7XB1+…+β14XB8        R22 (3)

ΔR2=R22-R21 (4)

式(4)中,ΔR2 显著,即代表各影响因子对购种

总体满意度具有预测效果。
从表7呈现出是控制了菜农特征后各变量对购

种总 体 满 意 度 的 回 归 结 果 (△R2 =0.300,

P<0.01)。在控制了菜农特征变量后,种子质量、
宣传、蔬菜价格及信任因子对购种总体满意度有显

著的正向预测效果,其标准化b系数分别为0.272、

0.151、0.232、0.259(P<0.01),从中也可看到对其

预测能力大小顺序依次为种子质量、信任、蔬菜价

格、宣传。在控制菜农特征情况下,他人种植经验、
市场中介、经销商服务对购种总体满意度有显著的

35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116期)

负向 预 测 效 果,标 准 化 b系 数 分 别 为 -0.131、

-0.022、-0.139(P<0.01)。市场化组织因子标

准化b系数为0.038(P>0.05),表明该变量无法预

测购种总体满意度。

3.讨 论

从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出,提取出的8个公因子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菜农购种满意度。
(1)种子质量、信任、蔬菜价格、宣传对购种满意

度有显著正向影响。①种子质量影响作用最大。种

子质量决定着蔬菜种植绩效,种子质量越高,菜农对

种子越满意,极有可能继续购买这一品种。种子价

格对重复购买行为影响微弱,菜农们的朴素观点是:
只要质量高收益好的种子价格再高也会购买,质量

差的种子价格再低也不会种植。②信任因子对购种

满意度的影响较大。从该变量的两个题项的均值和

标准差上看,种子品牌的均值(3.77)大于与经销商

熟人关系的均值(2.93),而且前者标准差(0.850)小
于后者(0.893),这说明菜农对品牌的信任要比对熟

人关系的信任重要。在与种子经销商的访谈中证

实,对于不满意的或品牌声誉差的种子,无论农户与

他们的关系有多密切,农户也不会购买的。从经销

商角度讲,经销商也不会向菜农推荐假种,因为经销

商多是周边乡邻,经营着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如
果出售假劣种子给菜农,会破坏个人信誉,得不偿

失;菜农一旦发现被骗,就不会再继续在他那里购买

农资,这一现象与购买其他种子(苗)类似[30]。③蔬

菜价格可能对菜农种植的蔬菜种类有重要影响。蔬

菜价格波动影响着菜农收入,进而引导着菜农的蔬

菜生产[31]。因此,菜农根据对上季市场行情的观

察,对市场发展趋势及蔬菜价格进行估计和判断,确
定种植蔬菜种类,进而影响到菜农购种决策。反过

来讲,菜农的购种决策又可能会影响下季市场行情

和蔬菜价格,其间存在着动态均衡关系。由于菜农

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对行情把握能力较弱,若一味追

求畅销蔬菜种类,就有可能成为蔬菜价格波幅巨大

的推动者和受害者。④宣传因子对菜农的购种满意

度影响较小。政府农技部门和广播电视宣传等,是
菜农获取种子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有些菜农对

此并不完全认同,认为可能存在虚假成分。
(2)经销商服务、他人种植经验对购种满意度有

显著负向影响。①经销商服务对菜农购种满意度有

较大的负向影响。调查中发现,菜农认为技术服务

和信息服务是比较重要的,但没有得到相应的技术

服务,影响了菜农的购种总体满意度,这与其他学者

的观点是一致的[32]。经销商的技术服务是需要成

本和时间的,而且这种服务所带来的未来收益具有

不确定性,抑制了经销商提供技术服务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②他人种植经验对购种总体满意度有负向

影响。这一结果与一些学者观点不同,有研究表明

他人经验或建议在采用新品种时表现出重要作

用[27,33],在他人的示范下,新品种得到推广。本研

究得到这一结果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在他人经验

或建议下购买了种子,但种植过程中菜农感觉没有

他人描述的那么好,心理有一定的落差,影响了购种

的整体满意度;二是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他人种植

经验”和“自已种植经验”两个题项,被调查者可能将

两者对比后感觉“他人种植经验”并不能让自己的感

觉更满意,进而未能准确测出菜农对“他人种植经验”
的感受;三是各因素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共线性问题。

(3)市场中介、市场化组织对购种影响不显著。

①市场中介呈现出非预期结果。一般而言,蔬菜销

售渠道多,渠道越畅通,市场需求越大,越是能够促

进蔬菜种植,进而正向影响到菜农购买蔬菜种子。
然而调查数据的结果与之恰恰相反,原因可能是与

样本的选取有关。本研究的样本来自武汉市郊区,
交通方便,各销售渠道畅通,城市蔬菜消费市场容量

大,而且各类蔬菜都有需求,菜农没有感觉到蔬菜市

场销售中介对购种的影响。②市场化组织对菜农购

种影响不显著。从理论上讲,专业合作社有信息和

技术优势,可降低交易费用,能提升菜农的市场地

位,但实际并没有取得良好效果。原因可能有以下

两个方面:第一,专业合作社没有合理的盈利模式,
仅提供技术、信息服务不能有效吸引菜农,菜农没有

得到实惠;第二,有些专业合作社采用订单或口头协

议的形式与菜农达成收购蔬菜的契约,但菜农违约

较多,行情好时菜农偷偷出售不卖给合作社,行情差

时又要求合作社履行收购义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

发现[34]。
本研究得出的8个公因子是在调查武汉远郊

519位菜农的基础上得出的,虽然城市远郊与蔬菜

主产区的生产特点和主导品种不同,但影响因子应

该一致,作用强度可能有所差别,因此本研究结论具

有一定的普适性。

  五、政策建议

  (1)蔬菜育种机构应进一步明确蔬菜育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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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先序。种子质量是影响菜农购种的首要因素,
分析菜农对种子质量各属性的需求,有目的地引导

育种研发方向。种子质量各属性按重要性排序,依
次为丰产性、种子品质、抗病(虫)性、蔬菜的品相规

格的内在性等。因此,各育种科研单位需要进一步

确定重点育种方向,依次为丰产性、适应性、蔬菜品

质与规格内在性等,同时应加强种资资源保护,做好

蔬菜品种储备。
(2)国家应建立和完善蔬菜价格和种植面积的

预警系统。稳定的蔬菜价格有利于菜农做出合理收

益预期和购种决策。为了稳定蔬菜价格,保障蔬菜

供给,应建立和完善蔬菜价格和种植面积的预警系

统。蔬菜价格预警系统已在各地建立,在调节短期

市场供求方面发挥作用,但在指导菜农生产方面还

明显不够。主要因为蔬菜价格形成时,蔬菜已经种

植,无法再调整种植面积,菜农只能被动接受价格。
因此,建议建立品种种植面积预警系统,收集菜农当

季种植面积及下季准备种植面积,加以汇总提炼,形
成系统,与价格预警系统相互配合,指导蔬菜生产。

(3)国家应充分发挥蔬菜合作社的作用。鼓励

各类型合作社探索合理盈利模式,加强合作社与菜

农联系,建立紧密型契约关系,进一步完善功能并提

高服务能力,做好菜农与市场间的纽带和中介。
(4)种子经销商应加强服务树立诚信形象。优

质种子效益的体现,与栽培、天气、病虫害等密切相

关,因此种子经销商应重视良种良法的配套,根据当

地情况,向农民传授栽培、病虫害防治、水肥控制等

技术,打造品牌,树立诚信形象,经常与菜农联系,提
高其满意度。

参 考 文 献

[1]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国

发[2011]8号)[EB/OL](2011-04-08)[2014-04-02].中华人

民国和国中央人民政府..http://www.gov.cn/zwgk/2011-

04/18/content_1846364.htm.
[2] 熊芙蓉.跨国公司对我国玉米种业安全的影响研究[J].学术论

坛,2013(3):142-145.
[3] 边全乐.关于国家科技奖励评审中有关种业成果评价的建议

[J].中国农学通报,2012(35):152-154.
[4] 黄毅,肖国安.中外种业上市公司规模、成长性、盈利性与效率

比较[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88-96.
[5] 牟艳蓉,李艳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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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3):43-47.

[6] 蔡玲新,李艳军,俞芳.水稻种子价值要素构成分析———基于农

户角度[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29-32.
[7] 王倩,卜风贤.基于农业产业化的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分

析———以陕西省948个猕猴桃种植户为例[J].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72-77.
[8] 张秀玥,张启东,何秋敏,等.良种补贴存在的问题及农户对政

策期望分析[J].种子,2012(5):103-104.
[9] 张钰研,杨正勇,吴燕.农户苗种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

全雌牙鲆苗种推广为例[J].中国渔业经济,2014(2):153-159.
[10]向碧云,张倩,李录堂.农民网购粮食种子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分

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4(19):6402-6404.
[11]储成兵,李平.农户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认知及采纳行为实证

研究———以种植转基因 Bt抗虫棉为例[J].财经论丛,2013
(1):83-87.

[12]朱诗音.稻农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种植意愿及影响因素研

究———基于江苏省淮安市稻农的实证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

2011(21):211-214.
[13]李顺国,刘猛,赵宇,等.谷子种植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种植

冀谷31为例[J].贵州农业科学,2011(11):45-48.
[14]罗峦,刘宏,魏艳淑.种稻农户品种更新行为及影响因素分

析———基于湖南省的调查[J].中国农学通报,2011(11):187-

192.
[15]潘勇辉,张宁宁.种业跨国公司进入与菜农种子购买及使用模

式调查———来自山东寿光的经验证据[J].农业经济问题,2011
(8):10-18,110.

[16]李冬梅,刘智,唐殊,等.农户选择水稻新品种的意愿及影响因

素分析———基于四川省水稻主产区402户农户的调查[J].农

业经济问题,2009(11):44-50.
[17]李艳军,冯思思,刘寿涛.基于农户视角的蔬菜种子价值要素构

成研究———以番茄种子为例[J].种子,2011(1):79-83.
[18]崔奇峰,周宁,孙翠清,等.粮农综合补贴对农户生产要素投入

的影响分析———以内蒙古太仆寺旗种植业农户的种子购买行

为为例[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4(2):24-31.
[19]罗峦.南方稻农更新品种行为的区域性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J].湖南农业科学,2012(8):44-46.
[20]徐德云.生产合作与假农资侵害规避:一个农户博弈的理论解

释[J].财贸研究,2010(2):58-62.
[21]宁攸凉,乔娟,宁泽逵.农户生产资料购买行为特征分析———以

北京市养猪户为例[J].中国畜牧杂志,2011(18):10-14.
[22]赵玉山,王华记.农户购种行为分析[J].种子,2001(1):77-78.
[23]任克双.新品种扩散过程中农户采用行为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

究[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08.
[24]李树明,张俊飚,徐卫涛.基于logistic模型的环境友好型作物

种子认知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0(10):98-102.
[25]陈杰.农户转基因抗虫棉品种的采用行为分析———基于湖北、

山东农户的调查[J].现代农业科技,2011(6):350-351.
[26]刘元宝,张秀宽,宋秀绵,等.农户购买种子行为探析[J].安徽

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38-40.
[27]靖飞.影响农户水稻品种认知的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水稻

种植农户的调查数据[J].中国农村经济,2008(4):16-23.
[28]张丽娟,李艳军.农户重复购种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湖

65



第2期 康国光 等:菜农购种满意度的外部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武汉市郊区519户菜农的调查  

北荆州油菜种植农户的调查研究[J].中国种业,2007(4):34-

36.
[29]孙剑,黄宗煌.农户农业服务渠道选择行为与影响因素的实证

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09(1):67-74.
[30]边胜男,唐步龙.影响杨树苗购买者决策的外部因素研究———

基于苏北林农的调查统计[J].林业经济问题,2008,28(1):78-

82.
[31]邢壮壮.价格波动对山东省蔬菜产业影响的研究[D].泰安:山

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2.
[32]李艳军.油菜种子价值研究[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2008.
[33]王建新.吉林省农民种子购买与使用行为研究[D].长春:吉林

大学商学院,2010.
[34]夏春玉,张闯,董春艳,等.“订单农业”中交易关系的建立、发展

与维护———以经纪人主导的蔬菜流通渠道为例[J].财贸研究,

2009(4):25-34.

注 释:
① 蔬菜标准园的示范作用、个别危机事件的影响、连作障碍、假种赔偿、购种的便利性等5个题项对解释所要研究问题的

影响不大或不利于变量间的一致性,因此在因子分析时被剔除。

EmpiricalAnalysisonImpactofExternalFactorsofVegetable
Farmers’SatisfactioninPurchasingSeedBehaviors

———BasedonSurveyDataof519VegetableFarmersinSuburbanWuhan

KANGGuo-guang,LIChong-guang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Basedonsurveydataof519vegetablefarmersinsuburbanWuhancity,thispaperanaly-
zestheexternalfactorsandtheirprominencesaffectingthefarmers’satisfaction.ofpurchasingseeds.
Theresultshowsthateightfactorsaffectfarmers’purchasingseedbehavior:marketorganization,seed
quality,otherpeople’svegetableplantingexperience,marketintermediaryfactor,propaganda,vegetable
price,service,trustandsoon.Seedquality,trustfactor,vegetableprice,propagandafactorhaveapositive
effectonfarmer’ssatisfaction,whileotherpeople’svegetableplantingexperiencefactor,marketinter-
mediaryfactor,dealerserviceshaveasignificantnegativeeffect,andthemarketorganizationhasnosig-
nificanteffect.Thispaperfinallyproposesseveralsuggestions,firstly,thestateshouldfurtherestablish
andperfectthewarningsystemforvegetablepricesandplantingareas;secondly,fullplaytotheroleof
thevegetablecooperativesshouldbegiven;thirdly,vegetablebreedinginstitutionsshouldfurtherdefine
thepriorityorderofvegetablebreedingandfinally,seeddealersshouldestablishtheircredibilityimages.

Keywords vegetablefarmer;purchaseseedbehavior;satisfaction;external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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