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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四川省生猪养殖３个大县的调查数据,在感知价值理论视角下构建了农户政策性生猪保险支

付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针对农户对政策性生猪保险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得出:农户生猪保险支

付意愿受到感知费用的影响最大,次之为感知风险、认知态度和功能价值;在１２个可观察变量中,对支付意愿影

响较大的有风险影响程度、保险费用、赔偿满意度、投保便利度、政府是否补贴等.因此,各地政府应加大政策性

生猪保险的宣传力度,使规模化养猪户和散养农户对该项政策都有深入的了解;根据生猪饲养数量合理确定保

险费用,对规模化养猪户给予政策倾斜;适当增加赔付金额,给农户吃下养猪的“定心丸”;加强与各地保险公司

合作,理顺机制,简化投保程序,进行及时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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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０７年以来,在生猪良种、能繁母猪、畜禽保

险等多项涉及生猪养殖产业补贴政策的刺激下,我
国生猪产业发展获得了极大推动,保证了猪肉市场

的基本稳定.在此背景下,政策性农业保险成为当

前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现阶段对政策性农

业保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意愿分析方面.陈妍等、
王敏俊分别实证分析了浙江省和武汉市农户农业保

险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１Ｇ２].陈泽育等对农户烟叶

保险的支付意愿进行了分析[３].于洋等和彭可茂等

分别运用 Tobit模型和条件价值法对影响广东省和

辽宁省农户水稻保险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

析,并测算了不同保障水平下农户对水稻保险支付

的水平[４Ｇ５].同时,还有学者对现有农业保险制度的

运行进行评价,认为农业保险公私合作的模式还存

在着财政补贴政策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６].
聂荣等则对农业保险的福利效益进行分析,认为政

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满足农户消费需求的福利效

应[７].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由最初笼统的农业保险,
逐渐发展到具体的农业保险研究,如烟叶和水稻保

险等,但对养殖业保险的研究偏少,尤其是对生猪保

险的研究.
四川省历来是我国生猪养殖大省,同时也是生

猪保险业发展较快的省.本文将政策性生猪保险视

作为一种消费品,选取四川省３个生猪养殖大县(长
宁县、仁寿县、资中县)进行实地调研,基于感知价值

理论,构建农户政策性生猪保险支付意愿的结构方

程模型,研究农户对政策性生猪保险的支付意愿以

及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因素,旨在具体反映生猪养

殖户的需求,完善现有政策性生猪保险制度.

　　一、理论依据和研究假说

　　１．理论依据

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很多的学者开始对用户

感知价值进行研究,用户感知价值受到企业界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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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学界的广泛重视.Zeithaml认为感知价值是消

费者在产品或服务购买和消费过程中比较感知收益

与感知付出之后对产品或服务效用大小所作出的综

合评价[８].
尽管Zeithaml提出感知价值由感知收益和感

知付出构成的观点得到大量学者的认同,但部分学

者对感知价值的具体构成还是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

研究.Sweeney等将感知价值看成是质量价值、交
易价值、社会价值、情感价值等的总和[９].杨钢桥等

基于参与感知价值从预期参与收益与预期参与成本

两个方面建立模型,对农民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意

愿进行了研究[１０].
农业保险相对于其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具有独

有的特点,在构建其感知价值体系之前,必须要对农

业保险的这些特点进行分析,从中找出影响农户农

业保险感知价值的各种因素,从而才能建立一个全

面的感知价值体系.通过对农业保险实施过程中各

种情况的了解,认为驱动农户感知价值的因素包括

４个方面,一是农户本身,二是保险公司,三是政府,
四是农业保险本身.具体体现在农户对农业保险的

态度、保费、补贴、服务水平等方面.本文将农户农

业保险感知价值体系分为认知态度、产品价值、感知

费用、功能价值、感知风险和情景价值６个维度.具

体如图１所示,即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感知价值受到

认知态度、产品价值、感知费用、功能价值、感知风险

和情景价值等影响.而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感知价值

最后直接表现为对农业保险的支付意愿.

图１　农户农业保险支付意愿的分析框架

　　２．研究假说

农业保险对推进农业现代化和保护农民的收入

有积极的作用.而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程度和态

度存在着较大差异,对农业保险不同的认知程度对

农业保险的感知价值有着不同的作用.农户对政策

性农业保险的认知高,会导致需求意愿偏强;反之,
认知低导致需求意愿弱.因此,本文提出 H１假说:

H１:农户对政策性生猪保险的认知态度对农户

生猪保险支付意愿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产品价值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已经在各个领域的

实证研究中被证实.Grewal的研究发现产品价值

将影响顾客的购买行为[１１].Kim 等在对移动互联

网的实证研究中也证实产品价值对使用意愿有直接

影响[１２].因此,本文提出 H２假说:

H２:农户对政策性生猪保险产品价值的感知对

农户生猪保险支付意愿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感知费用是农户购买农业保险支付的成本,

Cheong等的研究显示感知费用对支付意愿有负

向影响[１３].当农业保险的费用越高则农户对农

业保险的 感 知 价 值 就 会 越 低.因 此,本 文 提 出

H３假说:

H３:农户对政策性生猪保险感知费用的感知对

农户生猪保险支付意愿有直接的负向影响.
产品的功能价值是指购买该种产品能给自己带

来的改善效果.即当农户认识到农业保险在遭受自

然灾害时可及时得到经济补偿,具有分散风险和促

进恢复生产的作用时,对农业保险的支付意愿就会

越高.因此,本文得出 H４假说:

H４:农户对政策性生猪保险功能价值的感知对

农户生猪保险的支付意愿有正向影响.

Sweeney的研究发现,在所有感知价值的影响

因素 中,感 知 风 险 对 感 知 价 值 有 直 接 的 负 向 作

用[１４].Agarwal等在其实证研究中发现了感知风

险与感知价值二者间的紧密联系,即感知风险增加

会导致感知价值相应提高[１５].因此,基于前人的研

究,本文提出 H５假说:

H５:农户政策性生猪保险支付的感知风险对农

户生猪保险的支付意愿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二、数据来源、量表设计和样本基本
特征

　　１．数据来源和量表设计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实地对四川３个

生猪养殖大县的问卷调查.调查采取分层抽样与随

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共计调查农户４４０户,集中检

验后得到有效问卷为３９１份,有效率为８８．８６％.其

中有效样本在长宁县、仁寿县、资中县的分布分别为

３３．５％、５３．２％和１３．３％.
在问卷中共设计了５个潜变量(认知态度、产品

价值、感知费用、功能价值、感知风险)和１４个可观

察变量.测量方式采用的是李克特５点量表尺度计

分法(除去是否购买农业保险和政府是否补贴２个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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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观察变量).其中,数字１表示“完全不同意”、２
表示“比较不同意”、３表示“一般”、４表示“比较同

意”、５表示“非常同意”.问卷的具体可观察变量设

计情况如表２所示.

２．样本的基本特征

从被调查农户和家庭的基本特征来看(表１),
年龄在５６岁以上的被调查者超过一半,体现出我国

西部农村地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特点.
表１　被调查农户及其家庭的基本情况

项目指标 变量类型 频数/人 所占比例/％ 项目指标 变量类型 频数/人 所占比例/％

性别
男 ２４２ ６１．９
女 １４９ ３８．１

农业收入状况
４０００元及以下 ７８ １９．９

年龄

３５岁及以下 １３ ３．３ ４００１~６０００元 ７０ １７．９
３６~４５岁 ７２ １８．４ ６０００元以上 ２４３ ６２．２
４６~５５岁 １０１ ２５．９

家庭总人口数

２人及以下 ３２ ８．２
５６~６５岁 １４６ ３７．３ ３~５人 ２２６ ５７．８

６６岁及以上 ５９ １５．１ ６人及以上 １３３ ３４．０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２３９ ６１．１
职业状况

工业型兼业户 ３６ ９．２
初中 １２６ ３２．３ 种植型兼业户 ３５ ９．０

高中或中专 ２４ ６．１ 养殖专业户 ３２０ ８１．８
大专及以上 ２ ０．５

表２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潜变量 含义及赋值 标准差 均值

赔偿额度满意X１

认知态度

完全不满意＝１;
不满意＝２;
一般＝３;

较为满意＝４;
非常满意＝５

０．４４２ ３．２７

对农业保险有用性的评价X２

完全没用＝１;
有点作用＝２;
一般有用＝３;
较为有用＝４;
非常有用＝５

１．１４７ ２．８５

保险条款合理情况X３

产品价值

完全不合理＝１;
不合理＝２;
一般＝３;
合理＝４;

非常合理＝５

１．１０２ ３．３７

保险条款清晰简单X４

完全不满意＝１;
不满意＝２;
一般＝３;

较为满意＝４;
非常满意＝５

０．９５７ ２．１５

理赔手续简单X５

完全不同意＝１;
不同意－２;
一般＝３;
同意＝４;

非常同意＝５

１．１１９ ２．３３

政府是否有补贴X６

感知费用

否＝０;是＝１ ０．１５０ ０．９８

保险费用合理情况X７

完全不合理＝１;
不合理－２;
一般＝３;
合理＝４;

非常合理＝５

１．４７９ ４．０３

购买保险的便利度X８

完全不便利＝１;
较为不便利＝２;

便利＝３;
较为便利＝４;
非常便利＝５

１．０４３ ４．１２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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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变量名称 潜变量 含义及赋值 标准差 均值

灾后生产得到改善X９

功能价值

完全没改善＝１;
有较小改善＝２;

一般＝３;
有部分改善＝４;
有较大改善＝５

０．５０１ ３．５０

灾后生活得到改善X１０

完全没改善＝１;
有较小改善＝２;

一般＝３;
有部分改善＝４;
有较大改善＝５

０．４９７ ３．４４

风险对所从事农业的影响程度X１１

感知风险

完全无影响＝１;
基本无影响＝２;
有较小影响＝３;
有较大影响＝４;
灾难性影响＝５

１．０２０ ３．６０

已有的防范风险措施的效果X１２

完全没改善＝１;
有较小改善＝２;

一般＝３;
有部分改善＝４;
有较大改善＝５

０．９６３ ３．４３

是否愿意购买农业保险Y１

支付意愿

否＝０;是＝１ ０．３８８ ０．８２

能够接受的最高购买费用Y２

１４元/头及以下＝１;
１４．５~１６元/头＝２;
１６．５~１８元/头＝３;
１８．５~２０元/头＝４;
２０．５元/头及以上＝５

１．００３ ２．７８

从被调查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来看,高中及其以上的

仅占６．６％.同时,从农户的农业收入情况来看,农
户的家 庭 年 总 收 入 大 多 在 ６０００ 元 以 上,占 比

６２．２％,说明被调查地区的农业发展程度具有较大

差异.从农户家庭规模来看,农户的规模相对较大,
家庭规模为３~５人的农户占５７．８％,家庭规模为６
人及以上的农户占３４．０％.最后,从农户从事的职

业分布情况来看,主要从事的是养殖业,占８１．８％.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１．农户生猪保险的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一般由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两部

分组成.方程(１)和(２)为测量模型,表示隐变量和显

变量之间的关系.方程(３)为结构方程模型反映了隐

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内生隐变量和外生隐变量之

间通过系数矩阵B 和Γ 以及误差向量相互联系[１６].
y＝Λyη＋ε;(１)

x＝Λxξ＋δ;(２)

η＝Bη＋Γξ＋ζ;(３)

式中:y 为内生关系变量组;x 为外生关系变量

组;η为内生潜变量;ξ为外生潜变量;Λy 是内生观

察变量在内生潜变量上的因子负荷矩阵;Λx 反映外

生观察变量和外生潜变量之间关系;ε、δ 为测量模

型的残差项[１７].
根据研究假设和变量选择,本文构建了农户农

业保险支付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

图２　农户生猪保险支付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

　　２．变量说明

具体情况见表２.

　　四、农户生猪保险支付意愿的实证
分析

　　１．信度、效度检验及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文以３９１份有效问卷为基础,利用SPSS１６．０
对数据进行 Cronbach’sα 系数检验.检验的结果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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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认知态度、产品价值、感知费用、功能价值和感

知风 险 ５ 个 潜 变 量 的 分 组 信 度 检 验 指 标

Cronbach’sα的值在０．７０９~０．９３８之间(如表３).
一般认为,Cronbach’sα 值在０．６以上表示可接

受[１６].而调查问卷整体的 Cronbach’sα 的值是

０．６５７.可以看出数据的信度是可接受的.
接着对３９１份有效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结果显示,农户农业保险支付意愿的 KMO 值为

０．６００.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的Sig＜０．００,认为

各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适合进行因子分

析(表３).
表３　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潜变量
Bartlett显
著性检验 KMO值

累计方差
贡献度/％

Cronbach’sα

认知态度 １９５０．５２０(０．００) ０．６７０ ７３．３４４ ０．８７７
产品价值 ２１７０．７１７(０．００) ０．６８５ ５４．０５８ ０．７６２
感知费用 １５８２．９４２(０．００) ０．６６６ ６６．９７２ ０．７９２
功能价值 １５９０．８８４(０．００) ０．６５０ ９４．２０１ ０．９３８
感知风险 １３２０．１６２(０．００) ０．６４０ ６４．０９４ ０．７３９
支付意愿 １３３０．４９９(０．００) ０．６００ ６４．７３５ ０．７０９

　注:括号中的值为各个统计量的P 值.

确定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后,运用主成分分

析法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其中,认知态度、
产品价值、感知费用、功能价值和感知风险中的可观

察变量的因子载荷都较高,因子载荷都在０．５１５~
０．９２２之间.６个公共因子对整体调查问卷的解释

率达到７１．４９３％,与预先的假定吻合,说明数据适合

进行因子分析.

２．验证性因子分析

利用Lisrel８．８软件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

析(如表４),可以看出,各个可观察变量的载荷系数

都较高,除了政府是否补贴和政府信任度外其他变

量都在９９％的置信度下是显著的.即农户的感知

费用、功能价值、产品价值、认知态度和感知风险这

些潜变量受可观察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
从变量间的标准化载荷系数来看:第一,农户对

生猪养殖中风险感知的外载荷系数都较大.其中,
养殖生猪可能遭受的风险和现有防范风险措施的效

果２个可观察变量对农户感知风险的影响分别达到

０．９８和０．５５.这意味着农户认为养殖生猪中可能遭

受的风险越多,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越大,对现有防范

措施的防范效果越不满意则感知风险水平就越高.
第二,农户对生猪保险的认知态度的外载荷系

数总体较大.农户认为生猪保险是有用的和对生猪

保险偿还水平满意度的评价对农户认知态度的影响

较大,分别为０．４８和０．８８.说明农户对新型农业政

策的支持与否受自身对政策的了解度的影响较大,
即农户对生猪保险的具体条款和支付赔偿额度等情

况越清楚则越倾向购买.
第三,农户对生猪保险感知费用的外载荷系数

总体也较大.其中,投保便利度对农户感知费用的

影响,达到０．８５,而且保险率和政府是否补贴对农户

感知费用的影响也达到了０．５６和０．５９.因此,在生

猪保险费用高低的评价上购买生猪保险的便利程度

将是主要影响农户对感知费用的因素.
第四,农户对生猪保险功能价值和产品价值感

知的外在荷系数总体较小.其中,理赔手续的简单

化程度和保险条款的简单化对产品价值的影响最

小,分别只有０．４０和０．４４;而对购买生猪保险对改

善生活和改善生产水平的影响也只有０．５１和０．５４.
这说明农户对与购买生猪保险主要受到感知风险、
认知态度和感知费用的影响,受功能价值和产品价

值的影响相对较小.
表４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

可观察变量
路径/载
荷系数

潜变量
标准化因子
载荷系数

显著性
水平

有用性 ＜－ 认知态度 ０．４８ ∗∗∗

满意度 ＜－ 认知态度 ０．８８ ∗∗∗

保险合理 ＜－ 产品价值 ０．５１ ∗∗∗

保险条款 ＜－ 产品价值 ０．４４ ∗∗∗

理赔手续 ＜－ 产品价值 ０．４０ ∗∗∗

保险费用 ＜－ 感知费用 ０．５６ ∗∗∗

投保便利度 ＜－ 感知费用 ０．８５ ∗∗∗

政府是否补贴 ＜－ 感知费用 ０．５９ ∗

改善生产 ＜－ 功能价值 ０．５４ ∗∗∗

改善生活 ＜－ 功能价值 ０．５１ ∗∗∗

风险的总体影响 ＜－ 感知风险 ０．９８ ∗∗∗

防范措施的效果 ＜－ 感知风险 ０．５５ ∗∗∗

是否购买农业保险 ＜－ 支付意愿 ０．５１ ∗∗∗

最高支付费用 ＜－ 支付意愿 ０．５９ ∗∗∗

　注:∗和∗∗∗分别表示在５％、１％水平上显著.

３．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

从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拟合情况来看(见表５),

X２/df＝１．１２０、RMSEA＝０．０１２和RMR＝０．０１１,
小于标准临界值,其他各项指标也都在建议值的范

围 内.同时,拟合优度指数(IFI、NFI和CFI)大

表５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情况

统计检验量 具体拟合指标
结构方程模型

的拟合值
参考值

绝对适配度指数
X２/df １．１２０ ＜５．００
RMSEA ０．０１２ ＜０．０８
RMR ０．０１１ ＜０．０５

增值适配度指数
IFI ０．９００ ＞０．９０
NFI ０．９２０ ＞０．９０
CFI ０．９３０ ＞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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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０．９００的标准临界值,表明农户农业保险支付意

愿结构模型的总体拟合情况是较好的.

４．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从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图(见图３)可以看出,５
个潜变量对农户生猪保险支付意愿都存在正向影

响,且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基

于感知价值理论对农户生猪保险支付意愿的分析是

可行的.其中,功能价值对农户生猪保险支付意愿

路径系数为０．１７,且通过了５％显著性检验,两者为

正相关关系,即农户对生猪保险功能价值感知水平

越高则越可能购买生猪保险,因此假设 H４是成立

的.这与以往学者研究支付意愿影响因素时的结果

是一致的.

　注:∗∗ 和∗∗∗ 分别表示在５％和１％水平上显著.

图３　农户生猪保险支付意愿结构方程的路径图

　　相对于其他潜变量对农户生猪保险支付意愿的

路径系数而言,农户生猪保险支付意愿受到感知费

用潜变量的影响最大,路径系数为－０．２８,并且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因此假设 H３是成立的.这

说明农户在进行支付决策时,最主要考虑的是支付

费用.即当购买生猪保险支付费用较低时,农户支

付意愿就越高,就越倾向购买.反之亦然.
农户生猪保险支付意愿受到产品价值的影响最

小,路径系数只有０．０９,且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因此,假设 H２被证实.而认知态度和感知风

险对农户生猪保险支付意愿存在相近的正向影响,
路径系数分别为０．２０和０．２１,且都通过了１％显著

性水平的检验.这正好证实了假设 H１和假设 H５,
当农户对生猪保险了解程度越高、灾害对生产或生

活的影响越大[１８],对现有生猪养殖风险防范措施的

效果越不满意,就会越倾向购买生猪保险.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调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通过运用收

集到的３９１份农户政策性生猪保险支付意愿的微观

数据,以感知价值理论为基础,发现感知费用、感知

风险、认知态度和功能价值对农户支付意愿的影响

较大.说明感知价值对于解释农户生猪保险支付意

愿是可行的.第二,从５个潜变量的影响来看,农户

支付生猪保险受到感知费用的影响最大,影响次之

的是感知风险、认知态度和功能价值,分别为０．２１、

０．２０和０．１７.第三,影响农户生猪保险支付意愿的

１２个可观察变量中,对生猪保险支付意愿影响较大

的有:潜在风险对生猪养殖的影响程度、保险费用、对
赔付金额的满意度、投保便利度、政府是否补贴等.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政策性生猪保险对于农户而言是一种可

以防范生猪养殖风险的消费品.因此,在设计政策

性生猪保险时,要考虑到农户在购买该产品过程中

的价值感知.各地要加大宣传力度,促进规模化养

猪户和散养农户对政策性生猪保险的了解.
第二,政策性生猪保险的购买费用和赔付金额

满意度对农户的支付意愿影响较大.合理的保险费

用,对农户购买生猪保险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为了

保障国民的肉食安全,建议地方根据生猪饲养数量

合理确定保险费用,对规模化养猪户给予政策倾斜,
减轻他们的保费负担.另外,要适当增加赔付金额,
给农户吃下养猪的“定心丸”.

第三,投保便利度和政府是否补贴对生猪保险

支付意愿也有明显影响,建议各地保险公司与政府

职能部门加强合作,理顺机制,简化投保程序,对农

户进行及时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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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thetheoryofperceivedvalueanddatafromthreepigＧraisingcountiesinSichuan
Province,thispaperconstructedstructuralequationmodeloffarmers’willingnesstopayforthepolicy
insuranceofpigsassociatedwithfarmers’willingnesstopayandinfluencingfactors．Empiricalanalysis
showedthatcostwasmostinfluentialforfarmers＇willingnesstopayandthentheperceivedrisk,cogniＧ
tiveattitudeandvalueoffunction．Inaddition,influencedegreeofrisks,cost,satisfactiondegreeofcomＧ
pensation,conveniencedegreeofbuyinginsuranceandsubsidiesfromthegovernmentwererelativelyinＧ
fluencinginthe１２observedvariables．Hence,thelocalgovernmentshouldfurtherpromotepublic’s
awarenessofthepolicyinsuranceofpigs,providemoreprioritiesforlargepiggeriesinpolicy,identifythe
costforinsuranceaccordingtotheamountofpigs,increasecompensationinsofarasthepiggeriescansit
tightandworkwithlocalinsurancecompaniestoimprovetheprocedureandefficiencyofinsurancepayＧ
ment．

Keywords　thepolicyinsuranceofpigs;willingnesstopay;structuralequationmodel;thetheory
ofperceivedvalue;pigsf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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