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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研究背景及文献，提出问题，分析现状，以企业购买者行为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信息

不对称理论、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影响猪用疫苗购买决策和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针对中

国重要的养猪地区展开调研，对影响猪用疫苗购买决策流程的信息收集、购买两个阶段，分别展开

对猪用疫苗购买影响因素的分析；结合调研区域的数据，运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分析了猪用疫苗购买决

策的影响因素。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猪用疫苗购买决策和作用机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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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绪论

１．１　研究背景

据中国兽药协会统计，在各畜禽品种的疫苗中，

猪用疫苗的销售额最高，占我国动物疫苗市场份额

的５０％左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末我国

生猪存栏４３５０４万头，出栏６８５０２万头，稳居世界第

一；由于农业部生猪标准化示范场建设项目实施，我

国生猪规模化程度已经提高至５０％左右。我国猪

用疫苗市场在规模效应机遇的带动下快速增长。

１．２　研究目的及意义

作为养猪户，面对的是五花八门的疫苗厂商和

市场。同时，除了国内的疫苗生产商，还有国外进口

的疫苗产品来分割国内的疫苗市场。２０１５年，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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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兽药ＧＮＰ的企业多达２０００多家，疫苗市场虽

大，但是如何在众多疫苗生产企业中异军突起，成为

养猪户能够信赖的疫苗合作商，是所有疫苗生产企

业最为关心的问题。

所以，本研究希望能够通过对企业购买者行为

模型进行分析，从养猪场场主对疫苗产品的偏好以

及影响其偏好和选择的因素着手，围绕如何满足客

户需求、达成客户满意这一目标，来进行分析和

研究。

如果通过本研究，能够对影响养猪户疫苗选择

的因素做一初探，构建初步的框架和模型，对顾客行

为和偏好有了一定的了解，不仅可以更好地让养殖

户获得本公司疫苗产品的相关信息，更可以实现可

持续发展，使本疫苗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性发展。

２　中国猪用疫苗发展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

２．１　中国猪用疫苗发展现状

疫苗是人类用以控制某一传染性疾病的重要武

器，动物疫苗的发明与推广为我国畜牧业的健康发

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是世界第一养猪大国，随

着我国集约化养殖进程的推进和政策法规的日益完

善，我国猪用疫苗行业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国内动保行业的整体规模不断扩大，产值、销售

额增长迅速。国内兽药市场总额从２００６年的１５０

亿元，增长至２０１６年的３９１．６２亿元，年复合增长率

为１７．３３％。中国兽药协会调查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

国内兽药总消费额为３９１．６２亿元，其中兽用药物制

剂的总消费额为３０５．８２亿元，占兽药市场容量的

７８．０９％；兽用生物制品的总消费额为８５．８０亿元，

占兽药市场容量的２１．９１％，消费额较２０１５年提升

１７％。未来几年，随着人均肉类消费量的增加和规

模化养殖比例的提高，兽药行业的市场容量将进一

步扩大，预计动保产品市场规模的年均增速将保持

在１５％～２０％。

预防重于治疗，已成为世界共识。养殖业的重

点主要集中在疫苗免疫和生产管理上，养猪业的主

流动保产品始终围绕着当前的主要疫情，多联疫苗、

新型疫苗的制备等新技术在主流产品上的应用日益

普遍。目前，市场上主要的疫苗产品有猪口蹄疫疫

苗、猪蓝耳病疫苗、猪圆环病毒病疫苗、猪支原体肺

炎疫苗、猪腹泻类疫苗、猪伪狂犬疫苗、猪传染性胸

膜肺炎疫苗及副猪嗜血杆菌疫苗。

科学合理的免疫程序必须依据猪群的免疫状

态、疫病的流行特点及规律、当地疫情形势和本场的

疾病情况，结合猪的用途、年龄、母源抗体水平以及

疫苗的种类、性质、免疫途径等方面的具体情况而制

定。然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因为缺乏有效的抗体

监测、全面合理的疫情分析，甚至因免疫常识缺乏所

引起的免疫程序不科学、免疫效果不理想等现象时

有发生，甚至可见日常免疫工作不到位，猪场发病后

才指望接种疫苗减少损失的现象。对猪瘟疫苗而

言，盲目加大使用剂量造成仔猪免疫耐受或免疫麻

痹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猪瘟免疫失败；对蓝耳病疫苗

而言，频繁更换不同毒株疫苗造成病毒变异重组加

快，阻碍了根除蓝耳病的工作。就免疫密度而言，除

口蹄疫、猪瘟、猪蓝耳病外，诸如猪圆环病毒病、猪伪

狂犬病、猪细小病毒病、猪乙型脑炎病、猪支原体肺

炎、猪链球菌病及副猪嗜血杆菌病等临床常见疾病

的免疫密度还较小，隐藏的消费潜能将随着集约化

养殖的推进而逐步释放。

疫苗质量作为疫苗生产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因

素，是健康养殖的保证，是疫苗生产企业的生命线。

近年来我国疫苗产业发展迅速，生产工艺大幅提升，

生产设备不断更新，新产品的大规模转化能力不断

增强，产学研联盟合作更加紧密，企业研究院、工程

中心不断成立壮大。传统的装瓶培养方式逐步向生

物反应器培养转变，传统的超速离心纯化方法向层

析分离纯化方法转变。目前，生物反应器技术已在

口蹄疫疫苗生产中成熟应用，并陆续应用于蓝耳病

疫苗、猪瘟疫苗、圆环病毒病疫苗、细小病毒病疫苗

的大规模生产；耐热保护剂已广泛应用在蓝耳病活

疫苗、猪瘟细胞苗、猪瘟脾淋苗等活疫苗中。抗原纯

化技术的推广对提高疫苗的纯度、降低疫苗免疫副

反应有重要意义；新免疫佐剂、免疫增强剂对提升疫

苗免疫效力有明显作用；合成肽疫苗、基因工程疫

苗、核酸疫苗的开发和利用将动物疫苗的品质推向

了新的台阶。

我国兽用生物制品注册ＧＭＰ生产厂家多达９０

余家，生产规模参差不齐，技术水平悬殊，研发能力、

营销能力不尽相同。其中，行业前２０名的企业实现

了行业８０％的销售额。多数企业存在生产工艺传

统、生产设备落后、产品品种有限、企业收入来源较

为单一、产品竞争力不强、抵抗市场风险能力差等问

题，面对国际化竞争态势的加剧，国内企业加速产业

结构优化、加快产品升级换代、优化产品结构、强化

资本运作等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综上所述，我国养猪业日益向集约化、规范化、

科技化和现代化发展，传染病的根除还得依靠更先

进优质的疫苗来实现。随着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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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猪用疫苗相关的政府宏观调控将逐渐交给市场，

产品质量将是企业发展的制胜法宝。只有拥有一流

的科研实力、研发出更好的新产品、提供优质的技术

服务、拥有良好的营销能力、具备雄厚的经济保障、建

立完善的冷链运输体系的企业，才能成为猪用疫苗行

业的火车头，并引领中国养猪业健康发展。

２．２　中国猪用疫苗市场存在的问题

２．２．１　有了高质量的疫苗，可疫病久扑不灭

我国有世界公认最好猪瘟疫苗毒株，可猪瘟久

扑半个多世纪仍然在我国流行；人们原本以为有了

高质量的基因缺失的伪狂犬病疫苗可以很好控制其

流行，可是猪伪狂犬病的流行仍然涛声依旧。

２．２．２　蓝耳病疫苗生产的必要性存疑

被生产企业宣传为类似人类艾滋病那样的蓝耳

病真是当代猪病的元凶吗？非接种疫苗不可吗？许

多养猪人的实践证明，猪群发生了蓝耳病，只要将猪

群放归大自然，让它们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让它

们有足够的领地自由活动，让它们拱拱土、晒晒太阳，

让它们接触草木，十天半月，那些被大家宣判死刑的

猪群却获得新生。这种治疗方式或许并不适合集约

化养猪的模式，但它至少给人们启示：蓝耳病并没有

人们宣传的那么可怕，环境调节疗法都可以治愈的事

实直指该病毒是一种条件性或机会性的病毒。条件

性疾病的预防真需要疫苗吗？在疫苗业的顶层设计

中首先要考量什么疫苗该做，什么疫苗不该做。

２．２．３　盲目加大接种剂量

猪瘟疫苗接种后效果不理想，便加大接种剂量。

认为普通苗的７５０个兔感染单位太少，故而生产含

有７５００个兔感染单位的浓缩苗。更有甚者，ＳＴ传

代苗含量高达１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０个兔感染单位。如果

说这类疫苗真能扑灭猪瘟也罢，遗憾的是，不少接种

这类疫苗的猪群，相关抗体水平依旧不达标。回想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制作的猪瘟湿苗，当时只能依据接

种兔的体温曲线来决定苗材的取舍，到基层的冷链

也不如今天，接种到猪的剂量未必就有７５０个兔感

染单位，但绝大多数接种猪都能免于猪瘟感染。这

无疑反佐盲目加大疫苗接种剂量有失偏颇，其深层

次的原因值得思考。

２．２．４　盲目加大接种频率

猪伪狂犬病疫苗由最初的１年２次接种演变为

现在１年３次，有的疫苗生产企业更是鼓吹１年接种

４次，可是效果又如何呢？这不得不让人想到一个经

典的营销案例。那是讲一个牙膏厂的老板为增加销

量犯愁，一个营销员见状便献策，何不将牙膏的出口

孔径做大１倍，销量不就翻了１倍了？这与增加接种

次数不是如出一辙吗？看似无可挑剔，增加接种次数

之妙计果然肥了企业，却并未安养猪业之天下。

２．２．５　全国应该有统一的免疫程序

当今，免疫程序随心所欲，五花八门，乱象丛生。

提出全国应该有统一的免疫程序，就有人以高科技

检测结果不同为由否定之，认为这是脱离实际情况

的教条。不妨先通过比较医学看人医是如何做到

的。我国人类计划免疫（ＰＩ）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得

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其做法是在７岁前用四

苗防六病，即接种卡介苗（ＢＣＧ）、脊髓灰质炎疫苗

（ＯＰＶ）、百白破联合疫苗（ＤＰＴ）、麻疹疫苗（ＭＶ）来

预防结核、脊髓灰质炎、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和麻

疹。现在又扩大计划免疫（ＥＰＩ），在ＰＩ的基础上增

加乙肝、风疹和腮腺炎疫苗。无论是ＰＩ还是ＥＰＩ，

免疫程序是全国统一的，没有地域、人群的区别。不

否认猪群之间的差异，特别是母源抗体的差异，但是

可以依据检测指标拟定２～３种全国统一方案，择其

相应者，其中最广为应用的方案是主导方案。人们

在选择非主导方案时不要一用了之，而是要深刻反

思，为什么猪群不能接受主导方案，找到原因改进

之，最后回归到主导方案方是务本。

２．２．６　审批进口外国疫苗不慎重，甚或太放肆

众所周知，疫苗毒是一种活的生物，如果国内不

存在这种毒株，那么引进这类活疫苗无异于引入新

的物种，这应该是真正的“生物安全”问题。如果坊

间传闻的某外国疫苗企业最初引进的蓝耳疫苗的毒

株是我国没有的欧洲株一事属实，那么审批引进的

相关人员要么视民族大义之不顾而太恣意妄为，要

么就是太无知无识无能。孔子告诫：“不二过。”故

而，我们在引进或使用国外疫苗的过程中要尤为

慎重。

２．２．７　兽用生物制品走私严重

兽用生物制品走私泛滥，流行性腹泻疫苗、伪狂

犬病疫苗、圆环病毒病疫苗、卵黄抗体，等等，都有多

国的走私产品入境，一些走私制品是由知识层或学

院派的留学人员或在国外进修、工作的人员通过非

法途径携带入境牟取暴利，不仅造成海关关税的流

失，更为严重的是对中国养猪业的生物安全形成

威胁。

３　猪用疫苗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实证

分析

３．１　建立模型

本文主要采用调查问卷方法收集样本数据，处

理调查样本数据主要采用ｅｘｃｅｌ和ＳＰＳＳ统计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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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样本数据库建立和部分描述性统计时使用ｅｘｃｅｌ统

计软件，在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数据时则使用

ＳＰＳＳ软件。本文通过应用意愿量表对猪用疫苗的购

买意愿进行了测量，分为购买和不购买两种程度，在

分析中为了进一步了解猪用疫苗的影响因素，将猪用

疫苗的购买意愿作为因变量，即愿意购买为１，不愿

意购买为０，为０１型因变量。由于传统的回归模型

的取值范围都在（∞→∞），不适用［０，１］变量，因此

传统的回归模型在此处不适用。

本文采用Ｌｏｇｉｔ模型，其函数为增长函数，对于

增长曲线的逻辑斯蒂克（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其微分方

程为：

犱狔
狔犱狋

＝犪１－
狔（ ）犫 （１）

式中：狔代表模型函数；狋代表时间变量；犪和犫代表

模型常数。

对式（１）进行变量分离，积分为：

∫狔狔犪
犱狔

狔 １－
狔（ ）犫
＝∫

１
０犪ｄ狋 （２）

对式（２）求导得：

ｌｎ
狔
犫－狔

ｌｎ
狔０
犫－狔０

＝犪狋 （３）

整理式（３）得出：

狔＝
犫

１＋
犫－狔０

狔０
犲－犪狋

（４）

假设：犆＝
犫－狔
狔０

（５）

最后得出：狔＝
犫

１＋犆犲－犪狋
（６）

上述式（６）则为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的原式，从式中可

以看出，当狋→∞则狔的极值为犫。

本文主要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函数，即

犘狉（狔狋＝１／狓狋）＝
犲犻β
１＋犲狓犻β

其模型为Ｌｏｇｉｔ模型：

　犘犻＝犌犪＋∑
犿

犼＝１
β犼狓犻（ ）犼 ＝

１

１＋ｅｘｐ － 犪＋∑
犿

犼＝１
β犼狓犻（ ）［ ］犼

其中：犘犻为养猪户表示愿意购买猪用疫苗的概率，犻

为养猪户编号，表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狓犻犼为自

变量，表示第犼种影响因素；犪表示回归截距。

３．２　变量选择

根据上述理论函数，本实证分析所需要的变量

如表１所示。

表１　研究变量示意说明

变量 取值范围 变量含义 对购买作用方向

购买意愿狔 ０～１ ０＝不愿购买，１＝愿购买

年龄狓１ １～４ ３５岁及以下＝１，３６４５岁＝２，４６５５岁＝３，５６岁或以上＝４ －

性别狓２ １～２ １＝男，２＝女 ＋

文化程度狓３ １～５ 文盲＝１，小学＝２，初中＝３，高中＝４，大专及以上＝５ ＋

家庭人数狓４ 具体数值

打工人数狓５ 具体数值

家庭收入狓６ 具体数值

收入比重狓７ １～４ １０％及以下＝１，１０％～３０％＝２．３０％～５０％＝３，５０％及以上＝４ ＋

饲养规模狓８ 具体数值 ＋

养猪时间狓９ 具体数值

收入来源狓１０ １～３ 纯农收入＝１，农业为主＝２，打工为主＝３ －

猪用疫苗花费狓１１ 具体数值 －

获得更高收入狓１２ １～５ 十分同意＝１，同意＝２，不确定＝＝３，不同意＝４，非常不同意＝５ －

政府支持狓１３ １～２ 是＝１，否＝２ －

猪用疫苗的了解狓１４ １～３ 了解＝１，了解一些，但不清楚＝２，不了解＝３ －

关注猪用疫苗法律法规狓１５ １～４ 十分关注＝１，关注＝２，一般＝３，不关注＝４ －

３．３　研究假设

养猪户在使用猪用疫苗的过程中，具有使用对

象和决策主体的双重身份，这对其猪用疫苗的购买

决策有重要影响。因此，深入了解养猪户猪用疫苗

购买前决策的影响因素对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法

规有较强的参考价值。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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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安全控制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

（Ｒａｍａｓｗａｍｉ，１９９３；Ｍｉｔｃｈｅｌｌ等，２００４；Ｖｕｋｉｎａ，

２００５）。猪用疫苗使用的主体是养猪户，其对猪用疫

苗的购买决策对畜产品质量有重大影响，而道德与

政策法规对于农户的行为具有直接影响，农户的道

德风险行为受到保险契约完备程度、技术的可获得

性和农户风险偏好的影响（Ｒａｍａｓｗａｍｉ，１９９３）。

本文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假定影响农户猪用

疫苗购买决策的因素有以下五类：

３．３．１　个人特征与猪用疫苗购买决策

农户家庭因素是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的重要因

素，其中还包括许多小的因素，比如农户的年龄、性

别、家庭人口、收入以及家庭成员等方面。农户家庭

人口主要指家庭中的劳动力，农户家庭的劳动力越

多，其养殖条件就越好，劳动力越多的家庭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会影响养殖数量。农户的家庭收入来源一

般比较多样，收入结构不同会影响农户的养殖行为。

农户的非农收入与其从事养殖的可能性成反比，农

户的纯农收入与从事养殖的可能性成正比。吕美哗

等（２００４）认为农户从事绿色农产品生产行为与其家

庭土地面积以及预期收益率有关。周艳波等（２００８）

认为农户年龄、农户家庭人口数量及耕地数量是影

响其行为的重要因素。孙庆珍（２００８）研究认为农户

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趋向于生产安全农产品。周

洁红（２００６）研究认为种植面积、收入、责任感、培训

和学习情况、参加协会的情况会对农户使用疫苗行

为产生影响，张利国、徐翔（２００４）研究表明个体禀赋

特征同样具有这样的影响。

农户的自身禀赋对其疫苗使用行为有很大影

响，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其相关信息的接收能力

（Ｓｃｈｕｌｔｚ，１９７５；Ｆｅｄｅｒｅｔｅｔａｌ，１９８５）。受教育程

度高的农户由于接收信息渠道多，在处理和使用信

息的过程中会十分有利，会更容易认识到疫苗对养

殖安全的影响。由于农户的决策人为户主，所以户

主的文化程度与其使用疫苗的意愿正相关。农户年

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使用疫苗的意愿，年轻的

农户更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年纪大的农户接受事情

较慢。因此，本文假设养猪户的年纪与购买猪用疫

苗的意愿负相关。就性别而言，男性更愿意选择新

品种、新技术，女性则更愿意选择节约资金的技术

（宋军等，１９９８）。因此，本文认为男性会倾向于购买

猪用疫苗，女性则相反。家庭收入来源和畜牧业收

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会影响养猪户购买猪用疫苗

的意愿。家庭收入以农业为主，说明养猪户重视农

业收入；畜牧业收入占的比重大，说明畜牧业养殖规

模较大，养猪户会更关注猪用疫苗的使用，更会接受

猪用疫苗。养猪户的饲养规模和猪用疫苗花费都会

影响其猪用疫苗购买意愿。饲养规模越大，猪用疫

苗花费越多，会使养猪户的违规成本增高，就会更加

关注猪用疫苗的使用。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提出

如下假设：

假设１犪：男性会倾向于购买猪用疫苗，女性则

相反。

假设１犫：家庭收入以农业为主，说明养猪户重

视农业收入，畜牧业收入占的比重大，说明畜牧业养

殖规模较大，养猪户会更关注猪用疫苗的使用，更会

接受猪用疫苗。

假设１犮：饲养规模越大，猪用疫苗花费越多，养

猪户就会更加关注猪用疫苗的使用。

３．３．２　市场经济因素与猪用疫苗购买决策

Ｓｃｈｕｌｔｚ（１９６４）认为农民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

主体。市场因素是影响农户从事养殖业的最重要的

因素，市场会影响畜牧产品的需求量。市场畜产品

的需求量增多就会促进农户扩大养殖规模，也会促

使新的养猪户参与养殖活动。反之，市场需求量降

低，畜牧产品的价格就会降低，就会降低养猪户的养

殖动力。农户养殖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收

入，一般情况下养殖的利润高时，农户养殖的积极性

就会大幅度提高，从事养殖行业的农户也会增加。

而市场利润减少时，农户的养殖积极性会受到极大

的挫伤，部分农户会退出养殖行业而从事其他行业，

使养殖行业受到一定的打击。周洁红（２００６）研究认

为，内部收益、认证、同行认可、外部收益会对农户使

用疫苗的行为产生影响。孔祥智（１９９８）也认为农户

的经济行为目标就是农产品的收入，其追求的也是

收入或利益的最大化。张耀钢和李功奎（２００４）认为

如果农户的预期收益比成本大，其在生产时候会产

生逆向选择的行为。李玉（２０１０）研究发现农产品的

市场价格和销售环境对农户的生产方式有显著的影

响。养猪户使用猪用疫苗在给其带来收益的同时也

会增加成本，只有在增加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养猪户

才会更加愿意购买猪用疫苗。如果政府在资金和技

术上给予相应扶持，就会增加养猪户的选择意愿。

市场经济因素对养猪户猪用疫苗的购买意愿有显著

的影响，生猪价格升高会导致养猪户购买猪用疫苗。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犪：养猪户使用猪用疫苗在给其带来收益

的同时也会增加成本，只有在增加的收益大于成本

时，养猪户才会更加愿意购买猪用疫苗。

假设２犫：如果政府在资金和技术上给予相应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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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就会增强养猪户选择猪用疫苗的意愿。

３．３．３　猪用疫苗认知与猪用疫苗购买决策

养猪户购买猪用疫苗的意愿与自身的心理抉择

有很大关系，通常会经历对猪用疫苗的了解、认知及

选择阶段。卫龙宝（２００５）认为农民通过自身的感

知，能够意识到质量对收益的重要性。因此，他选取

了农户是否关注食品安全、是否关心环境和对绿色

食品标志的认知三个指标来反映农户的安全认知程

度。张云华等（２００４）认为是否参加专业协会会对农

户对疫苗的认知产生影响。周洁红（２００６）从计划行

为理论出发对农户的生产行为进行了分析。Ｇｅｒｄａ

（２０１２）通过智利消费者对有机苹果的购买行为及偏

好分析了购买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黄琳（２０１２）

研究认为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对于有机蔬菜的购买

行为有显著影响。黄祖辉、钱峰燕（２００５）通过对杭

州若干产茶区进行的茶农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户

对农药的认知、与经济组织的联系以及政策扶持变

量会对茶农个体产生影响。郑龙章（２００９）也认同该

研究结论。毛飞、孔祥智（２０１１）研究发现农户的农

药认知水平对种植户所选配的农药是否安全有显著

影响。Ｐ．Ｃ．Ａｂｈｉｌａｓｈ研究发现，科学知识对小农

来说比较遥远，在控制虫害上，其自身意识会影响到

农户的行为。养猪户对畜产品的安全性了解得越是

深入，越是懂得安全畜产品的重要性，这种对畜产品

安全的认知意识加强，就会促使养猪户关注安全畜

产品。因此，本文认为养猪户了解猪用疫苗，了解猪

用疫苗的效果，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其购买猪用疫

苗的意愿。

假设３：养猪户对猪用疫苗了解越深，购买猪用

疫苗的意愿越强烈。

３．３．４　道德法规与猪用疫苗购买决策

养猪户的饲养行为除了受到经济和市场因素的

影响外，国家在养殖方面的政策法规也会对其造成

较大的影响。政府的法律法规作为政府的表现形

式，与养猪户的行为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养猪户的生产决策。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法律法

规由于对养猪户的生产活动有强制性的规制作用，

会对其行为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一般情况下，国家

和地方政府会根据养殖情况的趋势制定相应的鼓励

政策，这种鼓励政策导向会提高养猪户养殖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也会进一步促进养殖业发展。而限制

性的产业政策则会限制养猪户的养殖积极性，会阻

碍养殖的发展速度。在税收方面，低税收政策会在

很大程度上推动养殖业的发展，通过对养猪户税收

的减免，可增加养猪户的养殖收益，会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养猪户的热情和积极性。因此，国家和地方的

扶持和积极的优惠措施会使养猪户的数量增加，国

家和地方政府要科学、合理地利用适当的增持对养

猪户进行扶持和保护，使养殖业科学有序发展。

道德风险是指契约一方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的前提下，出现违约进而损害另一方利益的行为。

在特定的环境下，不同形式的农户经营模式都有其

存在的合理性，农户不同的行为模式就会产生不同

的技术选择和生存行为（杨天和，２００６）。张利国

（２００８）认为农户的道德风险可能与生产面积、农产

品质量安全培训、与农业产业化组织签订购销合同、

农业生产技术指导、政府监督的严格程度，以及农户

对有机食品的了解程度等因素有关。在订单农业模

式下，农户会受到自然分析、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的

影响，会存在“以次充好”等道德风险行为（程刚，

２００６）。周峰等（２００７）认为农户的安全意识及道德

行为是影响农产品安全的重要因素，安全意识越强，

发生道德风险的行为越少。

农户自身的道德以及政府的法律法规是影响农

户购买猪用疫苗的重要因素。政府作为农户生产行

为的监督者，由于受到监督成本的约束，不可能对所

有不安全行为进行规制，这就为农户的道德风险行

为提供了土壤（Ｍｉｇｕｅｌｅｔａ１．，２００２ ）。Ｓｔａｒｂｉｒｄ

（２００５）等人发现由于供需双方的信息存在不对称，

使得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状况不容易了解，

从而增加了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Ｎｏｒｂｅｒｔ（２００４）

研究指出，政府的规制强度与农户的道德风险呈负

相关，这种农户道德风险的发生会随着政府规制的

强度而进行调整，有时候会取决于农户个人的风险

偏好。同时，保险契约的完备程度、技术类型以及个

人偏 好 都 会 影 响 农 户 风 险 偏 好 （Ｒａｍａｓｗａｍｉ，

１９９３）。Ｖｕｋｉｎａ（２００５）认为种植户的规模、集中度、

专业化程度以及相关合同设置都会影响其道德风

险。Ｓｍｉｔ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６）研究认为行业保险是规制

农户生产行为，减少道德风险的有效手段。

假设４：养猪户对疫苗方面法律法规的关注以

及新政策的出台都会对养猪户购买猪用疫苗的意愿

产生影响，对此方面的道德法律法规越是关注，越会

促使其产生购买意愿。

３．４　模型检验

通过前面的分析及调查数据，采用ＳＰＳＳ统计

软件对养猪户猪用疫苗的购买意愿进行回归计算，

在计算中采用向后条件逐步剔除的方法进行。将养

猪户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自变量采用哑变量方

式处理，经过１５个步骤的逐渐回归，最终得到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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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见表２。

表２　养猪户猪用疫苗购买意愿影响因素

模型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１

回归

系数
Ｅｘｐ Ｗａｌｄ值

模型２

回归

系数
Ｅｘｐ Ｗａｌｄ值

常量 １．６９７ ５．３２４ ２．１２４ ２．１９８ ９．０９ １０．８９０

年龄狓１ ０．００３ １．０００ ０．０５２

性别狓２ ０．００９ １．１１３ ０．２０２

文化程度狓３ ０．０７７ １．０６ ２．２９ ０．１４０ １．１１５ ３．６６９

家庭人数狓４ ０．０３９ １．０３８ ０．１９５

打工人数狓５ ０．０１９ ０．９８２ ０．０９２

家庭收入狓６ ０．００３ １．０００ ０．４５３

收入比重狓７ ０．００１ １．００３ ０．０６９

饲养规模狓８ ０ １ ０．１９７

养猪时间狓９ ０．０１９ ０．９９８ ３．９２００．０１９ ０．９２７ ６．００８

收入来源狓１０ ０．００５ １．００５ ０．００１

猪用疫苗花费狓１１ ０．００１ １ ０．００８

获得更高收入狓１２０．０９８ １．１９２ ２．００７０．１１８ １．１１２ ３．３５３

政府支持狓１３ ０．２５０ １．２２１ ０．８０７

对猪用疫苗的

了解狓１４
０．１８１ ０．９０４ ０．７８６

关注猪用疫苗

法律法规狓１５
０．１８９ １．２２２ ２．２９８ ０．１６０ １．１８１ ４．１１０

３．５　结果分析

经过模型回归计算，本文得到了影响养猪户购

买猪用疫苗意愿的Ｌｏｇｉｓｔ模型：

Ｌｏｇｉｔ（ｐ）＝２．１９８＋０．１４０×３０．０１９×９０．１１８

×１２＋０．１６０×１５ （模型１）

从回归模型看出影响养猪户购买猪用疫苗的因

素有４个，包括文化程度、饲养时间、获得更高收入、

关注疫苗方面的法律法规。

从养猪户自身特征看，样本养猪户的文化程度、

养猪户的饲养时间和获得更高的收入在不同程度上

影响其对猪用疫苗的购买意愿。

样本养猪户的文化程度影响因变量的狋检验值

在１０％水平显著，其系数为正，说明在其他影响因

素不变的情况下，养猪户的文化程度越高，购买猪用

疫苗的意愿越强烈。养猪户的文化程度每增长一个

级别，其购买猪用疫苗的意愿增加０．１４倍。这种情

况在调查时也有所体现，文化程度高的养猪户平时

会采用各种渠道了解猪用疫苗的情况，这在一定程

度上会影响其购买猪用疫苗的意愿。文化程度影响

养猪户购买猪用疫苗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高

的养猪户愿意接受、学习新的知识，经常从不同的媒

体上浏览疫苗的相关信息，并根据自己的文化知识

来判断疫苗的质量，以及对生猪饲养产生的各种结

果进行科学的判断，而文化水平较低的养猪户由于

阅读上的障碍，浏览猪用疫苗的相关信息就会少

很多。

饲养时间变量显著影响养猪户对猪用疫苗的购

买意愿，且回归系数为负，这表明养猪户的饲养时间

越长，购买猪用疫苗的意愿越低，养猪户养殖时间每

增加１年，购买猪用疫苗的意愿将减少０．０１９倍。

主要原因为饲养时间长的养猪户主要以年纪大的养

猪户为主，他们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

套自认为很好的“饲养手段”，这部分养猪户由于年

纪较大，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对较为先进及最新的知

识了解途径少，对外界信息的获取主要是靠养猪户

间的口头交流，对于外来的新的饲养方法接受起来

比较困难。而饲养时间较短的养猪户多为年轻的养

猪户，这部分养猪户文化水平高，他们几乎每天都会

对养猪行业中出现的新鲜经验和方法及时了解和消

化，同时由于文化水平较高，他们对新观念和新的饲

养方法容易接受采用，故其购买猪用疫苗的意愿较

为强烈。上述回归结果均符合前面的研究假设。

从养猪户购买猪用疫苗的预期收益情况看，获

得更高收入的狋检验值在１０％水平上显著，回归系

数符号为负，表明养猪户对使用猪用疫苗的预期收

入越高，其购买意愿越强烈，这说明养猪户的预期收

入每增加１元，养猪户购买猪用疫苗的意愿就会增

加０．１１８倍。而政府支持影响不显著，这与研究的

预期有所出入，主要原因可能为政府对养猪户购买

猪用疫苗在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力度远远没有达到

养猪户的预期，没有起到应有的刺激作用，故影响不

显著。

关注疫苗方面的法律法规变量的狋检验值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关注疫苗方面

法律法规的养猪户购买猪用疫苗的意愿强烈，这也

验证了本文前面的假设。调查中也发现养猪户会经

常关注疫苗方面的法律法规，对疫苗方面的法律法

规理解也比较到位，加之平时关注度高，多数养猪户

对此感受度高，所以说越是了解疫苗方面的法律法

规，养猪户使用猪用疫苗的意愿就越强烈。

３．６　小结

通过对养猪户的家庭特征、生计特征、养猪成本

及收益、猪用疫苗购买前信息获得、猪用疫苗购买的

道德体现、猪用疫苗法律法规的了解及政府角色认

知几个方面的调研可知：

调查发现，养猪户学历水平普遍不高，以高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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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主，主要原因是农村中有知识、有学历的人员大

部分都外出打工。多数养猪户在年龄结构上以中年

居多，这部分人员获取知识的能力相对较弱，知识结

构有待更新。回归分析表明，养猪户饲养时间越长，

购买猪用疫苗的意愿就越低，养猪户养殖时间每增

加１年，购买猪用疫苗的意愿将减少０．０１９倍。同

时，养猪户的文化程度每增长一个级别，购买猪用疫

苗的意愿将增加０．１４０倍。

４　研究总结

近年来，中国猪用疫苗的市场规模快速扩大，年

增长率达到近２０％，２０１７年的市场销售额已经超过

了１００亿元人民币。在未来几年内，中国猪用疫苗

的市场规模还将快速增长，根据中国兽药协会的预

计，年增长率将仍保持在２０％左右。主要原因是：

１）生猪规模化养殖比重还将提高，一些散户和家庭

养殖户不断退出。散养户多免疫三种政府强制苗

（猪瘟、蓝耳病、口蹄疫），不再额外采购其他疫苗，而

规模养殖场免疫的疫苗种类较为齐全，更重视生猪

的免疫保健。２）即使是三种强制免疫疫苗，规模猪

场也倾向于使用市场苗，且更青睐采购跨国动保企

业的产品。在所用疫苗的价格、免疫支出等方面，均

高于散户及小规模养殖户。本文从理论与实证研究

两个方面分别对养猪户猪用疫苗购买决策行为的影

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４．１　多数养猪户缺乏对猪用疫苗的了解

尽管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解释了猪用疫苗的

概念，但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养猪户对于猪用疫苗的

了解不够。一方面是由于养猪户自身知识水平有

限，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养猪户很难去判断购

买猪用疫苗。养猪户的学历水平普遍不高，调查中

多数养猪户也表示，政府和组织的培训一般只局限

于效果、价格和使用方法，对于疫苗的安全性、副作

用以及其他深层次的内涵很少接触。回归分析也表

明养猪户越是了解猪用疫苗，越是趋向购买。

４．２　知识水平高的养猪户更趋向于购买猪用疫苗

调查发现，养猪户的学历水平普遍不高。多数

养猪户在年龄结构上以中年居多，这部分人员获取

知识的能力相对较弱，知识结构有待更新。通过对

养猪户购买猪用疫苗意愿的分析，发现养猪户的受

教育程度越高，购买猪用疫苗的意愿就越强烈。养

猪户的文化程度每增长一个级别，购买猪用疫苗的

意愿将增加０．１４０倍。这种情况在调查时也有所体

现，受教育程度高的养猪户平时会采用各种渠道了

解猪用疫苗的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购买

猪用疫苗的意愿。受教育程度影响养猪户使用猪用

疫苗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养猪户愿意

接受、学习新的知识，可经常从不同的媒体上浏览疫

苗的相关信息，并根据自己的知识来判断猪用疫苗

的质量，以及对生猪饲养产生的各种结果进行科学

的判断，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养猪户由于知识上的

不足，所以在猪用疫苗的购买上难以作出判断。

４．３　多数养猪户趋向于购买有品牌和认证的猪用

疫苗

９０％的养猪户会购买有认证的品牌猪用疫苗，

根本原因是养猪户无法通过自己的能力去判断猪用

疫苗产品的好坏、是否有效，他们只能通过购实品

牌、认证的猪用疫苗来减少道德风险。这也提示我

们，一方面政府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于猪用疫苗生产

企业的品牌管理与认证资质管理，另一方面猪用疫

苗监管部门也要不定时对各个疫苗销售点的猪用疫

苗质量进行检查检测，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假冒伪劣

疫苗的出现，降低农户损失风险。

４．４　养猪户对购买猪用疫苗的预期收入越高，购买

意愿就越强烈

养猪户的预期收入每增加１元，养猪户购买猪

用疫苗的意愿就会增加０．１３１倍。这也与调查数据

吻合，同时也符合成本收益理论，即在购买猪用疫

苗方面大多数养猪户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这也

能够合理解释养猪户初次购买猪用疫苗时看重其安

全性，但往往在使用猪用疫苗的过程中会出现投入

较多而预期收益上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因此在猪

用疫苗购后评价中，大多数养猪户不会把疫苗的安

全性作为重点考虑。养猪户与销售企业合作的过程

中，销售企业如果能减少自身违约行为，保障较高的

猪肉价格，使养猪户获得更好的收益，就能够促使养

猪户购买猪用疫苗。

４．５　法律法规、政府监管对猪用疫苗购买具有促进

作用

法律法规对猪用疫苗的购买具有促进作用。回

归分析表明，政府监管对猪用疫苗的购买具有１０％

的显著性促进作用。当政府检查更加严格时，养猪

户若受到较大的处罚力度，加上政府对猪用疫苗使

用的宣传，他们会更加倾向于购买猪用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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