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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的行为受其认知水平的制约,农户对养殖保险的认知直接制约其购买保险的行为。通过实地

调研,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及Logistic模型,分析养殖农户对养殖保险的认知及影响其购买的因素。结果

表明:文化水平、购买过保险的种数以及采用的分散风险措施对农户关于养殖保险的认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
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与认知水平呈反向关系;年龄、家庭主要劳动力数量对认知的影响不明显。提出

了推动养殖保险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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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使农户同时面临着市场和自

然的双重风险,农业保险作为一种风险分散机制,是
保障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稳定增收的重要手

段。我国是一个养殖大国,2009年我国畜牧业产值

19468.4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32.25%。发展养

殖业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而动物疫病和市场

价格波动同时制约着我国畜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据估计,2004年爆发的禽流感疫情使全国农户减收

80亿元,企业减少销售收入200亿元,减少就业岗

位上百万个。2006年猪蓝耳病的爆发又直接导致

农户补栏不积极,进而引起猪肉价格上涨、畜产品市

场价格波动。发展养殖保险将成为保障畜牧业健康

稳定发展的重要措施。
我国养殖保险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开始试

办,60-70年代停办,80年代又恢复试办的历史。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广政策性农业保险

的要求又为养殖保险发展带来新的契机。2008年3
月31号中国中央财政部推出了《中央财政养殖业保

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此文件中提出对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以及中央直属垦区之外的地区,在地方财政

部门补贴30%后,再分别给予能繁母猪、奶牛2个

养殖品种50%和30%的保费补贴。这表明养殖保

险制度已经日益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农户是养殖

保险开展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养殖保险的推广必须

考虑农户认知、影响购买的因素。本文通过对湖北

省恩施、宜昌2个地区的调研,统计分析了被调查地

区农户对养殖保险认知、购买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以
为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一、文献回顾

国内学者对农业保险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

开始兴起,并随着农业保险对农业保障作用的提高

以及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而逐渐繁荣。诸多学者对

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支付意愿进行了关注。刘荣茂

等[1]认为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直接影响农户对农

业保险的购买意愿;而孙香玉[2]的研究则表明参加

过农业保险的农户会愿意支付更高的保费,但遭受

过灾害而没有得到赔偿的农户则支付意愿更低。
中国农民在低收入时对风险的偏好趋于中性,

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不倾向于使用农业保险来分散

农业生产中遭遇的自然风险[3]。而影响棉农、林农、
粮农等不同类型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因素又各有不

同。宁满秀等[4]通过对影响农户购买棉花保险的因

素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主要

受农业生产风险的大小、棉花专业化生产程度、总耕

地面积、户主务农时间长短等因素的影响。李彧挥

等[5]对林农的研究表明林种类型、家庭收入是否有

其他经营、不同林区、林农受教育程度、补贴以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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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的外出打工、担任干部、技能培训等特殊经历都以

不同程度影响着林农购买林业保险的意愿。陈妍

等[6]对武汉市和兴山县100个农户的调查资料的实

证分析表明,影响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因素主要有

农户的家庭农业收入、耕地面积以及受访者的受教

育年限和务农年限。
国内对养殖保险的研究滞后于农业保险中的其

他险种。当前对养殖保险的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
定量分析较少。定性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办
好养殖保险需要注意的问题,养殖保险发展取向问

题,政策性养殖保险机制建设建议;刘勇、曾小波

等[7-8]的定量分析表明生猪保险存在着总量小、结
构差异大、可操作性差等问题,受教育年限、养殖

经验、年龄等是影响农户养殖保险支付意愿的主

要因素。
以上研究对国内养殖保险的开展及相应制度的

完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总体来说,对农户的养

殖保险认知研究的文献较少。农户对养殖保险的认

知状况直接决定其对养殖保险的购买意愿,对养殖

保险认知及购买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是建立完善

的保险运作机制的前提。本文旨在弥补现有研究的

不足,通过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及Logistic模型分

析,研究农户对养殖保险的认知、购买现状及其影响

因素,以推进养殖保险的发展。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1.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2007年5-6月课题组人员对湖北省

恩施咸丰县、宜昌夷陵区2个地区典型养殖农户的

调查。调查内容分别涉及养殖户家庭基本情况、收
入来源及支出、养殖风险状况及分散方式、是否购买

过保险及对养殖保险认知等,调查对象为养殖农户。
在具体调查期间和调查地区,受当地农户农忙及其

他时间限制,只选取了当地养殖数量在8头以上且

养殖经历在5年以上的典型农户作为调查样本。调

查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最终取得调查问卷123份,
剔除漏答关键信息及前后信息不一致的问卷,获得

有效样本108份。

2.样本特征描述性统计分析

利用SPSS15.0,我们得到所调查样本特征频率

统计。
(1)基于人口统计学的被调查者基本特征统计。

本次调查涉及的农户的基本特征主要为年龄和文化

程度,所调查农户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分布情况见

表1。由表1可见,本次调查农户年龄集中在41~50
岁之间,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

表1 被调查者基本特征

特征 分段

文化程度(占比/%) 小学及以下(24.1) 初中(49.1) 高中(24.1) 大专及本科(2.8) 本科以上(0)
年龄(占比/%) 30岁以下(2.8) 31~40岁(25.9) 41~50岁(36.1) 51~60岁(27.8) 61岁以上(7.4)

  (2)样本家庭特征统计。考虑到农户决策是由

整个家庭做出,因此本次调查涉及到了家庭主要劳

动力数量、家庭中养殖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非农

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3个家庭特征变量,被访农

户以上3个变量的特征及分布情况见表2。由表2
可知,所调查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以2个为主,养殖

业和非农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3.因变量选取及因素影响交叉列表分析

认知是将外界刺激输入到中枢神经系统中,并

对其进行进一步加工以获取知识的心理过程。认知

的初级阶段可以用“知道”代表,是对信息进行筛选、
进一步搜索、记忆、问题求解、决策以及语言形成的

前提[9]。养殖保险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调查地区

没有开展此类险种的现实导致大部分农户对养殖保

险闻所未闻,处于对养殖保险认知的初级阶段。因

此,通过试调查,将判断认知状况的问题修改为“是
否知道可以给奶牛、生猪、蛋鸡等家禽、家畜买保

险”,简称为“是否知道养殖保险”。
表2 样本家庭特征统计

特征 分段

家庭主要劳动
力数量(占比/%)

1个及以下(7.4) 2个(78.7) 3个(5.6) 4个(7.4) 4个以上(0.9)

养殖业收入占
总收入比重(占比/%)

10%及以下(20.4) 10%~20%(23.1) 20%~30%(21.3) 30%~40%(11.1) 40%以上(24.1)

非农收入占总
收入比重(占比/%)

10%及以下(21.3) 10%~20%(15.7) 20%~30%(8.3) 30%~40%(13.0) 40%以上(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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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好了解各因素对农户是否知道养殖保险

影响的趋势变化,本文首先运用交叉列表进行了初

步分析,详见表3、表4、表5。
表3显示了随着文化程度的增加,知道养殖保

险的被访农户比例也在增加,且趋势明显,中专及本

科学历的被访农户中有66.67%的人知道养殖保

险,小学及以下的农户中仅有34.62%的人知道。
表3 农户文化程度与是否知道

养殖保险交叉列表 %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中专及本科 总占比

知道养殖保险 34.62 37.74 50.00 66.67 40.74
不知道养殖保险 65.38 62.26 50.00 33.33 59.26

表4 农户非农业收入的比重与是否知道

养殖保险交叉列表 %

非农收入占家庭
收入的比重

10%及
以下

10%~
20%

20%~
30%

30%~
40%

40%
以上

知道养殖保险 43.48 64.71 22.22 50.00 31.11
不知道养殖保险 56.52 35.29 77.78 50.00 68.89

  根据表4,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对农户是

否知 道 养 殖 保 险 影 响 趋 势 不 明 显,其 中 比 重 在

10%~20%之间的农户中有64.71%的人知道,比
例最大,而非农收入占总收入在40%以上的农户知

道养 殖 保 险 的 人 最 少,仅 占 该 区 间 调 查 样 本 的

31.11%,说明非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与是

否知道养殖保险有一定的负向关系。
对其他种类保险的认知及购买情况一定程度上

影响其对养殖保险的认知,因此课题组成员同时对

被访农户购买其他险种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具体统

计数据见表5。表5表明,购买过几种保险与是否

知道养殖保险有明显的正向关系。一种保险都没有

购买过的被访农户中仅有19.05%的人知道养殖保

险,而购买过3种保险的被访农户中有58.33%的

人知道养殖保险。说明对其他险种的认知状况直接

影响农户对养殖保险的认知。
表5 农户购买过几种保险与是否知道

养殖保险交叉列表 %
购买过几种保险 0 1 2 3 总占比

知道养殖保险 19.05 42.31 47.83 58.33 40.74
不知道养殖保险 80.95 57.69 52.17 41.67 59.26

  三、实证分析

1.农户对养殖保险认知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每个农户都符合理性人的特征是本文的前提假

设,即农户的行动不仅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并且同

时追求社会、文化、情感、政治等目标。农户的理性

受到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制约,这种制约以制度和

资源的获得为表现形式。
人的认知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过程,不

同认知阶段的心理运算能力不同,制约着人类的行

为。传统性、知识性与环境性以及记忆性是人类认

知行为的3个特征,即人类行为与其习惯有一定一

致性,人所具有的知识文化程度以及所处的相应的

社会环境制约着其认知行为,同时农户对于已有的

认知能力具有记忆功能,并影响其进行相同或相似

的认知行为[9]。因此,本文假设被调查者对养殖保

险的认知与农户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主要劳动力

数量,以及养殖风险来源、分散养殖风险措施、购买

过几种保险几个变量有关,并进一步构建Logistic
模型对影响农户对养殖保险认知的因素进行分析。
自变量取值及其含义见表6。

表6 自变量取值及含义

自变量 自变量取值

年龄 30岁以下=1;31~40岁=2;41~50岁=3;51~60岁=4;61岁以上=5
文化水平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大专或本科=4;本科以上=5
家庭主要劳动力数量 1个及以下=1;2个=2;3个=3;4个=4;4个以上=5
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10%及以下=1;10%~20%=2;20%~30%=3;30%~40%=4;40%以上=5
风险来源 一般性疾病=1;动物品种不好=2;偷盗或其他非正常死亡=3;重大动物疫病=4;市场价格波动=5
分散养殖风险措施 没有办法=1;增加储蓄=2;政府救济=3;增加非农收入=4;购买保险=5
购买过几种保险 没有购买过保险=0;购买过1种=1;购买过2种=2;购买过3种=3

  农户对养殖保险认知状况的Logistic模型可以

表述为:

lnP(Y1)
P(Y0)=β0+β1X1+β2X2+β3X3+

β4X4+β5X5+β6X6+β7X7 (1)

(1)式中,Y1表示农户知道养殖保险;Y0表示农

户不知道养殖保险;β0为常数项;βi表示Xi的回归系

数。被调查者对养殖保险认知的Logistic模型分析

结果见表7。
根据表7,分散养殖风险措施指标的 Wald检验

值在1%水平上显著,文化水平、非农业收入占总收

入比重、购买过几种保险3项指标的 Wald检验值

都在5%水平上显著,其他指标均不太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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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被访农户对养殖保险认知的

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B Exp(B) Wald检验值

年龄 0.125 1.133 0.257
文化水平 0.553** 1.738 4.189

家庭主要劳动力数量 -0.374 0.688 1.112
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0.289** 0.749 4.342

养殖风险来源 -0.207 0.813 0.581
分散养殖风险措施 0.406*** 1.500 7.335
购买过几种保险 0.553** 1.738 4.997

常数项 -0.684 0.505 0.132

 注:** 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

著;Exp(B)用于测量解释变量1个单位的增加给原来的发

生比率所带来的变化。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年龄与是否知道养殖保

险之间呈正向关系,该结果可能是由于当地保险公

司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开展了奶牛保险和生猪保

险2项险种,而由于亏损严重,2年之后又停办的社

会背景,使部分年龄较大的农户知道养殖保险。分

散养殖风险措施的 Wald检验值在1%水平上显著,
且为正指标,该指标每变动一个单位,农户对养殖保

险的认知将增加1.5倍,说明倾向于依靠增加非农

收入、购买保险来分散养殖风险的意识对养殖保险

认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文化水平指标的 Wald检验值在5%水平上显

著,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文化程度提高一

个等级则农户对养殖保险的认知程度为前一等级的

1.7倍;与文化程度指标类似,购买过几种保险指标

Wald检验值同样在5%水平上显著,且呈明显的正

向影响,表明当多购买一种保险时,农户对养殖保险

的认知就会提高1.7倍。家庭主要劳动力数量越

多、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越大农户对养殖保

险的认知状况越差,其原因可能在于家庭劳动力数

量越多、非农收入所占比重越大的农户抗风险能力

越强,对保险关注越少。养殖风险来源为逆指标且

影响不显著,说明动物疫病风险和市场价格风险对

农户认知养殖保险没有明显影响,并且受市场价格

影响越大,农户越不倾向于去依靠养殖保险来降低

风险。根据访谈,该原因在于农户认为市场风险不

属于保险理赔范围,而针对动物疫病,农户认为即使

有保费,也难以弥补损失。

2.农户购买养殖保险情况及影响因素

根据调查,包括寿险、财产保险、意外事故保险、
医疗保险、农业保险、人身保险等险种在内,被访农

户中没有购买过其中任何1种险种的占19.4%,购

买过 其 中 1 种 的 占 48.1%,购 买 过 2 种 的 占

21.3%,而购买过其中3种及3种以上险种的农户

占11.1%。其中购买过农业保险的农户有8位,占
总调查样本的7.0%,购买的是烟叶保险。购买过

养殖保险的农户仅有2位,只占调查样本的1.9%。
购买过养殖保险的2位农户年龄分别为52岁、54
岁,购买时间是1983年,险种为生猪保险,当时购买

2年之后保险公司由于亏损严重停办了该险种,直
到2007年5月当地没有再开展过养殖保险。

没有购买养殖保险的原因也有多种。有21%的

农户认为是由于周围的人都没有购买,认为风险可

以自己承担的占4%,不相信保险公司的农户占

28%,还有17%的人是由于不知道在哪里购买,

11%的农户认为保障太低,认为保费太高的农户占

19%。
对于“将来如果当地保险公司开展了蛋鸡、奶牛

或者生猪保险,会不会购买”,有80%以上的农户表

示要看保费的收取、理赔的难易程度以及是由政府

还是保险公司开展等具体情况而定,该思维模式与

农户是理性人的假设相符。在保险公司和政府之

间,农户表示更信任政府,即使由保险公司开展,也
希望政府能给予严格监管以保证投保者的利益。

  四、结论及建议

1.结 论

通过对湖北省恩施、宜昌两地农户的调查分析,
表明所调查地区养殖农户对养殖保险的认知以及购

买情况不容乐观。农户对养殖保险认知情况较低的

因素与农户自身文化程度、采用的分散养殖风险的

措施以及购买过几种保险显著正相关,而与农户家

庭收入、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以及家庭主

要劳动力数量呈负相关关系,其原因可能在于家庭

收入多、非农收入比重较大、家庭劳动力数量多的家

庭抵抗风险能力较强,对养殖保险不太关心。影响

农户购买养殖保险的因素有当地是否开展此业务、
对保险公司的信任情况以及周围人是否购买,以及

养殖保险办理主体是政府还是保险公司、保费如何

收取、如何理赔以及理赔的难易程度。

2.建 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结合实地调查访谈获得的

资料,提出以下改善农户对养殖保险认知状况、推动

养殖保险发展的建议:①培育现代化农民,提高农户

对养殖保险的认知。研究表明,文化水平较高、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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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打工经历的农户对养殖保险认知度较高,因此可

以通过村组织培训、免费图书发放以及电视广播等

方式培育现代农民,提高农户获取信息、接受新鲜事

物的能力,增强其利用保险分散风险的意识。②开

展农业保险的同时,完善其他保险险种机制。其他

险种的开展及理赔情况的顺利开展,有利于增强农

户对保险公司的信任,提高农户对养殖保险的认知

水平。③加强政府对保险公司的监管,提高农户投

保信心。社会及制度环境决定了中国农民对政府有

一定的依赖性,因此,政府是养殖保险开展过程中重

要的调节变量。有关政府部门如通过加强对保险公

司的监管,并增强养殖保险宣传力度,有利于提高农

户投保信心和投保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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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behaviorisrestrictedbytheircognitivedegree,andfarmers’perceptiononaqua-
cultureinsurancerestrictstheirpurchasingbehaviordirectly.Throughon-the-spotinvestigationandthe
useofdescriptivestatisticalanalysisandLogisticmodel,thispaperanalyzesfactorsinfluencingfarmers’

cognitiveandpurchasingbehavioronbreedinginsurance.Theresultshowsthateducation,numberofin-
suranceaswellastheriskdispersingmeasureshavepositiveeffectonfarmers’cognitionofbreedingin-
surance.Whileproportionofnon-farmingincomeinfamily’stotalincomehasanegativerelationship
withfarmer’scognitivedegreeonbreedinginsuranceandageaswellasthenumberoflaborforceinthe
familyhasaslightinfluenceonsuchcognition.Thispaperfinallyproposessomesuggestionsonhowto
pushforwardthedevelopmentofbreedinginsurance.

Keywords breedinginsurance;farmers;farmers’behavior;cognition;Logisticmodel;livestock
breeding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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