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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禽养殖户安全药物添加剂使用意愿
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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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湖北、安徽、山东、浙江、江苏、河北六省的调研数据,运用Binary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水

禽养殖户对安全药物添加剂的使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是否参加过相关养殖培训、养殖方式、附近是

否临近湖/河、养殖年限、家庭人口对养殖户使用意愿有正影响;劳动力数和养殖户参加的经济合作组织情况对

养殖户使用意愿有负影响。由此提出了加强养殖户培训、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积极开发和推广水禽

健康养殖模式、加大水禽产业的整顿和扶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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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红心鸭蛋”“三聚氰胺”“瘦肉精”等
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引发人们对畜产品中药物残

留的关注。畜产品中药物残留是指在养殖过程中,
为防病治病而人为使用的、在生物体内产生积累或

代谢不完全的药物。畜产品中的药物残留主要包括

激素类药物和抗生素的残留。养殖户为了促进畜禽

生长,在饲料中添加激素等添加剂,在治疗、防疫时

滥用抗生素,在饲喂动物时添加抗生素药渣,导致环

境污染或在饲料作物上滥用农药等导致药物在畜禽

胴体、内脏、鸡蛋、牛奶中残留,引起人体内慢性蓄

积,产生过敏反应及病菌耐药性、“三致”等作用。这

种违禁用药或药残超过安全质量的畜产品,摄食后

将直接危害人体健康。现在国际上比较重视的残留

药物有抗生素、激素类、磺胺类、呋喃类、喹诺酮类和

转基因类药物。畜产品药物残留不仅影响我国畜产

品的出口,而且也影响了国内畜产品消费信心。

1990年我国出口日本的鸡肉因兽药残留超标而遭

拒绝,2002年我国出口欧盟的鸡肉和兔肉因检出的

残留抗生素超过了欧盟的标准也遭拒[1],2003年我

国出口瑞典的禽肉因兽药残留超标而遭封杀[2]。同

时,药物残留给畜产品市场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降低了消费者对国产畜产品的消费信心,减少了对

国产畜产品的消费,增加了对进口畜产品的消费。

2012年1-12月份,我国畜产品进口额149.0亿美

元,同比增加11.2%[3],2013年1-10月份,我国畜

产品进口额156.6亿美元,同比增加28.8%[4]。使

用安全、可靠、有效、毒副作用小,不易在畜产品中产

生残留的药物添加剂,对减少畜产品药物残留,实现

绿色养殖有重大意义。
有学者对养猪业安全兽药和药物添加剂使用行

为进行了研究,吴秀敏采用Logit模型研究了养猪

户采用安全兽药的意愿和影响因素[5];王瑜运用

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Toit模型研究了养殖户的

药物添加剂使用行为和影响因素[6]。很少有文献对

水禽养殖业安全药物添加剂使用行为进行研究,本
文拟运用BinaryLogistic回归模型,采用来自我国

水禽产业发展较好的湖北、河北、安徽、浙江、江苏、
山东等6个省的调查数据,分析水禽养殖户使用安

全药物添加剂的意愿和影响因素,为进一步促进水

禽养殖户使用安全药物添加剂,促进水禽产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一、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分析

  1.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理论分析

范达等在对中国实际情况进行考察后通过理论

分析指出,农户是指在农村生活,主要依靠家庭劳动

力从事农业生产,并且家庭拥有剩余控制权的、经济

生活和家庭血缘关系紧密结合的多功能社会经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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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单位[7]。本文的研究所针对的养殖户符合这个要

求,也属于农户,因此农户行为理论对于养殖户也

适用。
典型的农户行为理论是有限理性理论。有限理

性理论认为在真实世界的决策环境中,由于计算能

力和对环境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则人类理性是有

限的即人类的注意力、感知能力、信息加工能力、记
忆系统是有限的,有关决策的合理性理论必须考虑

人的基本生理限制以及由此所引起的认知限制、动
机限制及其相互影响[8]。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信息

不对称、外部性、不确定性以及农户自身素质等原

因,农户的行为也不是完全理性的,农户的理性是有

限度的。韩耀认为中国农户的经济行为具有理性和

非理性并存、经济与非经济目标并存、生产自给性和

生产商品性并存等特点,并认为对农户经济行为的

研究应同时考虑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9]。在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农民行为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将农民行为笼统地定义为理性的是不正

确的,因为农民行为同时拥有理性与不理性两个方

面[10],农户既有企业共性的一面,亦有其特殊的一

面[11],当农户生产规模过小时,其应对市场变化能

力较弱,非理性成分较高[12]。

2.农户技术采纳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户个人特征对农户技术采纳有影响。国内外

大多数学者认为,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

户是否采用新技术的的重要因素[13-18]。另外一些学

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人口特征和能力特征会

影响农户采用无公害和绿色农药[19]。还有一些学

者认为养殖户是否是村干部会影响养殖户的药物添

加剂使用行为[6]。
农户家庭特征对农户新技术采纳有影响。吴秀

敏认为养殖年数与养殖户采用安全兽药的意愿负相

关[5],而王瑜认为养殖年数对药物添加剂使用行为

的影响随养殖规模的不同而发生变化[6]。
农户经营特征对农户新技术采纳有影响。国内

外学者的研究表明生产经营规模会影响农户技术的

采纳[16,20-23]。农户对农药的认知会影响农户安全施

用农药[24-25],养殖户对休药期规定熟知程度对养殖

户渔药施用行为具有消极影响[18]。张云华等认为

农户与农业专业技术协会的联系是影响农户采用无

公害及绿色农药的主要因素[19]。吴秀敏认为养殖

户参加养猪方面的产业化组织并得到相关的服务与

采用安全兽药的意愿呈正相关[5]。

农户外部环境特征对农户技术采纳有影响。巩

前文等认为是否接受过科学施肥技术培训是农户过

量施肥风险认知及规避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17]。
项诚等认为技术培训对减少氮肥施用、提高氮肥施

用效益、控制面源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都将起重要

的作用[26]。

  二、变量选择

  安全药物添加剂的使用可以理解为农业技术的

采用行为。结合其他学者研究和本文研究的目的,
在影响我国水禽养殖户使用安全药物添加剂的因素

中,本文重点考察以下变量:一是养殖户个人特征变

量,包括年龄、学历、是否党员、村代表或干部3个变

量,由于调查对象大部分为男性,性别影响因素比较

小,因此不选取性别为自变量;二是养殖户家庭特征

变量,包括家庭人口、劳动力人数、养殖年限3个变

量;三是养殖户生产经营特征变量,包括养殖规模、
养殖方式、是否了解兽药规定、是否进行过质量检

测、养殖户参加的经济合作组织情况5个变量;四是

养殖户外部环境特征变量,包括距离城区距离、附近

是否临近湖/河、是否参加过相关养殖培训3个变

量。各变量的说明及预期方向见表1。

  三、模型构建

  水禽养殖户安全药物添加剂使用意愿模型的一

般形式为:
水禽养殖户安全药物添加剂使用意愿=f(养

殖户个人特征、养殖户家庭特征、养殖户生产经营特

征、养殖户外部环境特征)+u(随机干扰项)
在问卷设计中,将水禽养殖户安全药物添加剂

使用意愿(y)分为“是”和“否”两种情况(问卷中对

应的问题是“您是否愿意使用安全药物添加剂?”),
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分类变量,赋值为0时表示“否”,
赋值为1时表示“是”,分析此类问题时常用Probit
离散选择模型和Logistic离散选择模型。本文选择

BinaryLogistic回归模型对安全药物添加剂使用意

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将养殖户愿意使用安全药

物添加剂的概率设为p,则:

p= ef(x)

1+ef(x)
(1)

1-p= 1
1+ef(x)

(2)

由此可以得到养殖户安全药物添加剂使用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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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比率是:
p
1-p=

1+ef(x)

1+e-f(x)=e
f(x) (3)

将上式转化为线性方程式,可以得到如下Lo-
gistic函数形式:

y=ln(p
1-p

)=β0+β1x1+β2x2+

β3x3+……+βixi+u (4)

式(4)中,β0为回归截距,β1,β2,…,βi为相应自

变量的回归系数,u为随机干扰项。x1,x2,…,xi是

实际观测到的第i个影响因素。

  四、数据来源与描述性说明

  1.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国家水禽产业经济学团队调研,调

研区域为水禽产业发展较好的中、东部地区,分别是

湖北、河北、安徽、浙江、江苏、山东等6个省,共获得

269份有效问卷,调查样本分布区域见表2。问卷涉

及养殖户个人情况、生产经营状况、养殖技术情况、
饲养管理情况、外部环境情况等多个主题,采取半结

构半访谈式调查。

2.描述性说明

(1)受访养殖户自身特征。受访养殖户主自身

特征见表3。由表3可知,在受访养殖户性别构成

上,男性比例要远远高于女性;44岁及以下年龄段、
初中文化程度者为最大的受访群体,且大部分养殖

户身份为群众,党员或干部只占一小部分;在家庭构

成上,家庭人口4~6人、劳动力人数2人及以下、养
殖年限10年及以下者为最大受访群体。

表1 变量赋值及预期方向

变量名称 含义与赋值 预期方向

是否愿意使用安全药物添加剂(y) 否=0;是=1

养殖户个人特征

年龄(x1) 养殖户实际年龄(岁) +

学历(x2)
小学以下=1;小学=2;初中=3; +

高中或中专=4;大专及以上=5

是否党员、村代表或干部(x3) 否=0;是=1 +

养殖户家庭特征

家庭人口(x4) 养殖户家庭实际人口数量 ?

劳动力人数(x5) 家庭常年劳动力数量 -

养殖年限(x6) 10年及以下=1;11~20年=2;21年及以上=3 +

养殖户经营特征

养殖规模(x7) 1万只以下=1;[1,2)万只=2;[2,3)万只=3;[3,4)万只=4;4万只以上=5 ?

养殖方式(x8) 散养=1;圈养=2;笼养=3;网上平养=4;生态养殖或其他=5 +

是否了解兽药规定(x9) 否=0;是=1 +

是否进行过质量检测(x10) 否=0;是=1 +

养殖户参加的经济合作组织情况(x11)
龙头企业+基地+养殖户=1;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养殖户=2;养殖专业
合作社+养殖户=3;无公害养殖基地+养殖户=4;市场组织(批发市场)+
养殖户=5;没参加是个体养殖户=6

-

养殖户外部环境特征

距离城区距离(x12) 城郊区=1;20km以内的乡镇=2;20km以外的乡镇=3 +

附近是否临近湖/河(x13) 临近=1;远离=2 +

是否参加过相关养殖培训(x14) 否=0,是=1 +

  
表2 样本点分布情况

省份 湖北 安徽 山东 浙江 江苏 河北

样本数量 94 47 27 46 16 39
占比/% 34.94 17.47 10.04 17.10 5.95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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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受访养殖户自身特征

统计类别 分类指标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235 87.4

女 34 12.6

年龄
44岁及以下 116 43.1
45~55岁 100 37.2
56岁及以上 53 19.7

学历
小学及以下 89 33.1

初中 145 53.9
高中或中专 34 12.6
大专及以上 1 0.3

身份
群众 204 75.8

党员或干部 65 24.2

家庭人口
3人及以下 74 27.5
4~6人 177 65.8
7人及以上 18 6.7

劳动力数
2人及以下 152 56.5
3~6人 115 42.8
7人及以上 2 0.7

养殖年限
10年及以下

11~20年

21年及以上

19
749
23

73.2
18.2
8.6

  (2)养殖户生产经营特征。受访养殖户生产经

营特征见表4。由表4可知,受访养殖户养殖规模

大部分在1万只以下,所占比例为53.2%,[3,4]万
只及4万只以上所占比例仅为4.5%和7.4%;养殖

方式主要为圈养,所占比例为59.1%;使用安全药

物添加剂的养殖户所占比例为68.8%,没有使用安

全药物添加剂的养殖户所占比例为31.2%;了解兽

药规定及进行过质量检测的受访者所占比例分别为

46.5%和34.6%;大部分养殖户都加入了经济合作

组织,个体养殖户所占比例为39.0%。
(3)养殖户的外部环境特征。受访养殖户临近

湖/河及参加过相关养殖培训的比例分别为54.3%
和50.9%,且大部分住在20km以内的近乡镇,所
占比例为50.2%,住在城郊区者所 占 比 例 仅 为

14.5%,见表5。

  五、结果分析

  运用Eviews6.0统计软件,选用BinaryLogis-
tic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见表6。从回归

结果来看,家庭人口、劳动力人数、养殖年限、养殖方

式、养殖户参加的经济合作组织情况、附近是否临近

湖/河、是否参加过相关养殖培训等7个变量的概率

值均小于0.1,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未能通过显著性

检验的变量有年龄(x1)、学历(x2)、是否党员、村代

表或干部(x3)、养殖规模(x7)、是否了解兽药规定

(x9)、是否进行过质量检测(x10)、距离城区距离

(x12),表明这些变量不是影响养殖户使用安全药物

添加剂的关键因素。
表4 受访养殖户生产经营特征

统计类别 分类指标 户数 占比/%

养殖规模

1万只以下 143 53.2
[1,2)万只 56 20.8
[2,3)万只 38 14.1
[3,4]万只 12 4.5
4万只以上 20 7.4

养殖方式

散养 23 8.6
圈养 159 59.1
笼养 3 1.1
网上平养 38 14.1

生态养殖或其他 46 17.1
是否使用安全药物添加剂 是 185 68.8

否 74 31.2

是否了解兽药规定
了解 125 46.5
不了解 144 53.5

是否进行过质量检测
是 93 34.6
否 176 65.4

养殖户参加的经济合作组织情况

龙头企业+(基地)+养殖户 91 33.8
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养殖户 47 17.5
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户 23 8.6
无公害养殖基地+养殖户 3 1.1
市场组织(批发市场)+养殖户 0 0.0
没有参加是个体养殖户 105 39.0

 注:数据来源于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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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受访养殖户外部环境特征

统计类别 分类指标 户数 占比/%

距离城区距离
城郊区 39 14.5

20km以内的近乡镇 135 50.2
20km以外的远乡镇 95 35.3

附近是否临近湖/河
临近 146 54.3
远离 123 45.7

是否参加过
相关养殖培训

是 137 50.9
否 132 49.1

  (1)个人特征变量中,年龄、学历、是否党员、代
表或村干部等因素对养殖户采用安全药物添加剂都

没有影响。所有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方向均为正

(系数分别为0.0058、0.1081、0.2015均大于0),
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但在统计上都不显著。可能

的原因是,在所调查的养殖户中,年龄较大、高学历

的养殖户所占比例较小;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干部

选拔制度等一系列改革的实施,农户的决策都是从

实际经济利益出发,党员、干部身份等对经营决策的

影响逐步淡化,从而难以明确年龄、学历、是否党员、
代表或村干部与安全药物添加剂使用意愿之间的

关系。
(2)家庭特征变量中,家庭人口、劳动力人数、养

殖年限等因素对养殖户采用安全药物添加剂有一定

的影响。其中,家庭人口(x4)对因变量的作用为正

(系数为0.1497>0),且在10%水平上显著。其原

因是,家庭人口越多,人均收入相对较少,对水禽养

殖收入寄予的希望较大,为了规避经营风险,更愿意

采取安全药物添加剂。劳动力人数(x5)对因变量的

作用为负(系数为-0.1768<0),与理论预期一致,
且在10%水平上显著。调研中发现,水禽产业中存

在着广泛的兼业现象,纯养殖户很少,大部分养殖户

都不只是从事养殖业,还从事种植业、渔业,还有一

部分经商、外出打工,这样投放在养殖业上的劳动力

就很有限,养殖收入不是其家庭收入的全部,对安全

药物添加剂的了解也不会很多,从而直接影响了他

们使用安全药物添加剂的意愿。养殖年限(x6)对因

变量的作用为正(系数为0.2829>0),与理论预期

一致,且在10%水平上显著。一般来说,养殖年限

越长,养殖经验越丰富,就越懂得使用安全药物添加

剂的重要性,所以使用意愿就越强。
(3)生产经营特征变量中,养殖方式、养殖户参

加的经济合作组织情况对养殖户采用安全药物添加

剂有明显的影响。其中,养殖规模(x7)对因变量的

作用为负(系数为-0.0714<0),与因变量之间不

存在显著相关性。调研发现大部分养殖户养殖规模

都比较小,养殖规模比较大的养殖户只占了很小一

部分,从而难以明确养殖规模与安全药物添加剂使

用意愿之间的关系。养殖方式(x8)对因变量的作用

为正(系数为0.4796>0),与理论预期一致。采用

圈养、网上平养、生态养殖模式的养殖户使用安全药

物添加剂的意愿要更强些,养殖方式与因变量在

1%水平上极显著。是否了解兽药规定(x9)和是否

进行过质量检测(x10)对因变量的作用为正(系数分

别为0.0280、0.0479,均大于0),与理论预期一致,
但是与因变量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调研发现质量检

测对养殖的影响很小,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可能

由于质量检测不严格,养殖户即使了解兽药规定,仍
然使用一些不安全的药物添加剂,从而使是否了解

兽药规定与是否进行过质量检测无法影响养殖户使

用安全药物添加剂的意愿;养殖户参加的经济合作

组织 情 况 (x11)对 因 变 量 的 作 用 为 负 (系 数 为

-0.5059<0),与理论预期一致,而且与因变量在

5%水平上很显著,根据经济合作组织的6种分类:
龙头企业+(基地)+养殖户、龙头企业+合作组织+
养殖户、养殖专业合作社+养殖户、无公害养殖基

地+养殖户、市场组织(批发市场)+养殖户、没有参

加的个体养殖户。一般而言,龙头企业、合作社、养殖

基地以及市场组织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要比个体养殖

户高,所以参与者也更加愿意使用安全药物添加剂。
(4)养殖户外部环境特征变量中,附近是否临近

湖/河对养殖户采用安全药物添加剂有有很大的影

响,是否参加过相关养殖培训对养殖户采用安全药

物添加剂有明显的影响。其中,养殖户到城区距离

(x12)对因变量的作用为正(系数为0.0829>0),但
是对因变量作用不显著。调研发现,为了保护环境

以及方便出行,大部分养殖户都分布在距离中心城

20km左右的近乡镇,在城郊区或20km以外的远

乡镇养殖户的分布比较少,从而养殖户距离城区距

离对因变量的影响就非常小;附近是否临近湖/河

(x13)对因变量的作用为正,与理论预期一致,且在

5%水平上很显著,当养殖户临近湖/河时,良好的地

理位置使得他们更加倾向健康养殖,从而更加愿意

使用安全药物添加剂;是否参加过相关养殖培训

(x14)对因变量的作用为正,与理论预期一致,且在

1%水平上极显著,一般而言,参加过养殖培训的养

殖户,对药物添加剂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使用安全药

物添加剂的意愿也非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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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BinaryLogistic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Z P>∣z∣

截距项 -2.5174 0.9667 -2.6042 0.0092
x1 0.0058 0.0112 0.5161 0.6058
x2 0.1081 0.1131 0.9559 0.3391
x3 0.2015 0.2202 0.9147 0.3604
x4 0.1497* 0.0900 1.6642 0.0961
x5 -0.1768* 0.1074 -1.6455 0.0999
x6 0.2829* 0.1626 1.7401 0.0818
x7 -0.0714 0.0884 -0.8082 0.4190
x8 0.4796*** 0.0909 5.2757 0.0000
x9 0.0280 0.1860 0.1506 0.8803
x10 0.0479 0.2001 0.2396 0.8107
x11 -0.5059** 0.2406 -2.1029 0.0355
x12 0.0829 0.1503 0.5519 0.5810
x13 0.4789** 0.1922 2.4920 0.0127
x14 0.6444*** 0.2026 3.1807 0.0015

Loglikelihood=-129.3903;LRStatistic=52.703;P 值=0.0000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六、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利用2011年湖北、河北、安徽、浙江、江苏、
山东六省的调研数据,考察了水禽养殖户安全低残

留药物添加剂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是
否参加过相关养殖培训、养殖户参加的经济合作组

织情况、养殖方式及附近是否临近湖/河对养殖户安

全药物添加剂使用意愿影响最大,养殖年限、劳动力

人数及家庭人口等因素的影响要小些,年龄、学历、
是否党员、村代表或干部、养殖规模、是否了解兽药

规定、是否进行过质量检测及到城区距离对养殖户

安全药物添加剂使用意愿没有显著性影响。
基于此,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以下建议。
(1)加强对养殖户的培训,增强养殖户安全养殖

意识,引导养殖户正确使用安全药物添加剂。水禽

养殖户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很多人没接受过专业

的培训,缺乏对药物添加剂的正确认识,相关部门应

该组织和安排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培训活动,
加深养殖户对药物添加剂的认识和了解,进一步提

高养殖户使用安全药物添加剂的知识,做到适度合

理使用,从而确保食品安全。
(2)积极开发和推广水禽健康养殖模式,促进水

禽产业可持续发展。健康养殖以保护动物健康为目

的,生产出安全营养无公害的畜产品,从而进一步保

护消费者健康。使用安全药物添加剂是健康养殖的

基本要求,采用健康养殖模式可以进一步确保食品

安全,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政府应该加大对水禽产业的整顿和扶持,促

进安全水禽产品产出。首先,政府要加强兽药监管

法制建设,使兽药监管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其
次,参照国际上先进国家标准,结合水禽产业实际情

况,完善水禽产业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再次,加强水

禽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建设,对原料收购、加工、包装、
运输、流通、销售全过程进行质量监控;最后,政府在

资金、技术等方面对养殖户给予一定的扶持,帮助他

们正确、适度地使用安全药物添加剂,从而生产出更

多更好的安全水禽产品。
(4)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带动养殖户

使用安全药物添加剂。产业经济合作组织比较注重

产品质量,有相关的合作社规章,通过统一种苗供

应、饲料供给、药品供应等环节,可以有效保障水禽

产业安全和防止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搞好水禽产

业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可以通过产业经济合作组织

来带动养殖户使用安全药物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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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Fowl-breedingFarmers’WillingnesstoUseSafe
DrugAdditiveandItsInfluencingFactors

ZHAOLi-ping,LIULing-zhi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Basedontheinvestigationdataofsixprovinces(Hubei,Anhui,Shandong,Zhejiang,Jiang-
su,Hebei),thispaperusesBinaryLogisticregressionmodeltoanalyzethewillingnessandinfluencing
factorsofwaterfowlfarmers’usingsafedrugadditives.Theresultshowsthatparticipationincultivation
trainingornot,breedingmethods,aplaceadjacenttolakeorriver,breedingyearsandthenumberof
familymembershaveapositiveimpactonthewillingnessofthefarmers,whilethenumberoflaborand
situationthatfarmersparticipatedintheeconomicorganizationshaveanegativeimpactonthewilling-
nessofthefarmers.Therefore,thispaperputsforwardthefollowingproposalsonhowtostrengthenthe
trainingofbreedingfarmers,strengthenthecultivationofnewagriculturalbusinessentities,activelyde-
velopandpromotethehealthycultivationmodeandstrengthentheconsolidationandsupportofthewa-
terfowlindustry.

Keywords waterfowl-breedingfarmers;safedrugadditive;usingwillingness;BinaryLogisticre-
gression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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