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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户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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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养殖户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以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

策试点省份之一的河北省生猪产业为例，基于 1 115 份生猪养殖户调研数据，借助顾客满意度（CSI）模型，构建养殖

户强制免疫政策满意度理论分析框架，运用多元有序 Logistic、多元有序 Probit 和 Heckman 模型，深入研究了养殖户

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当前我国强制免疫补贴政策的规制作用大于激

励作用。2）养殖户强制免疫政策满意度评价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且不同规模养殖户强制免疫政策满意度评价影响

因素存在一定差异。鉴于此，要提高养殖户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认知水平，完善强制免疫政策的规制和激

励机制，提高养殖户组织化程度和创新“先打后补”政策宣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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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farmers’ satisfaction with compulsory 
immunization policy of ‘Vaccination follow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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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satisfa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with the mandatory immunization 

policy of ‘Vaccination followed by compensation’， taking the pig industry in Hebei Province， one of the pilot 

provinces of the ‘Vaccination followed by compensation’ policy for major animal diseases， as an example， 

based on 1 115 survey data of pig farmers， and using the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CSI） model，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farmers’ satisfaction with mandatory immunization policies was 

constructed， using a multivariate and orderly logistic analysis The multivariate ordered Probit and Heckman 

models were used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with the mandatory immunization policy of ‘Vaccination followed by compens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the current mandatory immunization subsidy policy in China is greater than 

the incentive effect.  2） The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mandatory immunization policies for farmers i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and there ar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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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mandatory immunization policies for farmers of different scales.  In view of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awareness level of farmers about the mandatory immunization policy of ‘Vaccination followed 

by compensation’， improve the regulatory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of the mandatory immunization policy， 

increase the degree of organization of farmers， and innovate the promotion methods of the ‘Vaccination 

followed by compensation’ policy.

Keywords compulsory immunity； policy of ‘Vaccination followed by compensati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model； pig industry； influence factor

2018 年我国爆发非洲猪瘟疫情，导致 2019 年猪

肉产量同比下降 21. 3%，生猪价格上涨 109. 5%［1］；

2019 年我国有 1 568 人确诊感染 H7N9 高致病性禽

流感，其中 616 人死亡［2］。对重大动物疫病采取强

制免疫是许多畜牧业大国的普遍做法，为此农业农村

部以及财政部 2016 年提出“先打后补”政策，2020 年

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实

施机制改革的通知》选择河北省等 10 个省份作为试

点。在人病兽防、关口前移，预防为主原则下［3］，养

殖户积极参与疫病防控是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的第

一道防线。因此，研究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的

试行效果，分析养殖户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

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对提高强制免疫接种密度，提

升养殖户经营效益，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畜产

品稳定安全供给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

后补”政策执行情况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存在疫

苗补贴标准低［4］、申请手续繁琐［5］、免疫抗体监测成

本高［6］、基层防疫压力大［7］等突出问题，养殖户对强

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的满意度较低，参与积极性

不高［8-10］。而当前学者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

研究内容多为试点经验总结［4，6，11］，且以定性分析为

主，定量分析方法采用的还比较少。学术界对强制

免疫“先打后补”政策试点执行情况做了一定研究，

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但仍存在以下可拓展

空间。第一，现有文献很少从理论视角分析影响养

殖户参与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的内在机制。

第二，较少对强制免疫补贴政策的“激励和规制”双

重作用进行比较分析。第三，对不同养殖规模情境

下养殖户强制免疫政策满意度差异分析不足。本

研究将以河北省养猪户为研究对象，基于顾客满意

度模型，构建养殖户强制免疫政策满意度理论分析

框架，借助多种实证方法对养殖户的强制免疫“先

打后补”政策满意度进行定量研究，以期为相关政

策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内外学者多将“顾客满意度（CSI）”模型用于

政府政策绩效评价［12-14］。就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

策而言，养殖户是强制免疫补贴的直接收益对象，

可将养殖户作为实施强制免疫补贴政策的“顾客”，

从顾客满意度角度评价强制免疫政策实施效果。

满意程度作为一种主观心理感受，其影响机制和因

素非常复杂，主要受内、外部因素双重影响，因调查

对象的个体特征和经营特征差异具有较大异质性，

根 据 顾 客 满 意 度 理 论 并 借 鉴 前 期 学 者 研 究 成

果［15-18］，从养殖户个体特征、经营特征、强制免疫政

策特征、畜牧兽医部门组织行为等 4 个方面进行分

析。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构建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

架（图 1）。

图 1　养殖户强制免疫政策满意度理论分析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satisfaction with compulsory immunization policies for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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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养殖户个体特征

不同特征养殖户对强制免疫政策的认知是不

一样的，也会对其日常卫生管理、生物安全措施采

纳和疫苗接种等疫病防控行为产生不同影响，重大

动物疫病防控效果也会有显著差异。因此，不同个

体特征养殖户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满意度

评 价 会 产 生 差 异 性 。 结 合 前 期 学 者 研 究 结

论［16，19-20］，本研究选择“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风

险偏好”等作为养殖户个体特征衡量指标。基于

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养殖户个体特征对其评价强制免疫“先打

后补”政策满意度有影响。

1. 2　养殖户经营特征

养殖户的经营特征发生变化，例如：养殖规模、加

入合作社、饲喂模式、软硬件实施等发生变化，都有可

能影响到强制免疫补贴的金额和补贴方式，从而影响

养殖户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满意度的评价结

果。结合前期学者研究结论［17-18，21］，本研究选择“养殖

规模、养殖年限、合作经营、养殖模式”等作为养殖户

经营特征衡量指标。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养殖户经营特征对其评价强制免疫“先打

后补”政策满意度有影响。

1. 3　强制免疫政策特征

现阶段我国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存在“经

济激励和政策规制”双重作用，从经济激励看，养殖

户对强制免疫补贴政策的申报条件、手续、补贴金

额、补贴方式等内容掌握的越清楚，其参与强制免

疫的可能性越大，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评价

越积极；从政策规制看，按照我国动物防疫法规定

“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履行动物疫病强制免

疫义务”、“实施强制免疫接种的动物未达到免疫质

量要求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

理”，养殖户未按规定免疫可能遭受处罚的力度越

大，其进行强制免疫的可能性就越大，对强制免疫

“先打后补”政策评价越主动。结合前期学者研究

成果［22-24］，本研究选择“强制免疫政策认知、未强制

免疫处罚力度”等作为强制免疫补贴政策特征衡量

指标。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强制免疫政策特征对养殖户评价强制免疫

“先打后补”政策满意度有影响。

1. 4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组织行为

重大动物疫病对经济和社会影响重大，实施强

制免疫政策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介入管理，畜牧兽医

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强制免疫规定确定本省免疫病

种、补贴对象、补贴标准、申报手续、检验检疫等并

负责组织实施，因此，畜牧兽医部门作为强制免疫

政策组织实施的主管部门其政策执行力度和服务

水平对养殖户政策满意度有较大影响。借鉴前期

学者研究结论［4，25-26］，本研究选择“强制免疫检查力

度、申请补贴难易程度、主管部门服务水平”等作为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组织行为衡量指标。基于此，提

出如下研究假设：

H4：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组织行为对养殖户评价

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满意度有影响。

2　研究设计

2. 1　数据来源及样本基本特征

2020 年 12 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

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实施机制改革的通

知》，将河北省确定为深入推进“先打后补”10 个试

点省份之一。为全面了解河北省推进“先打后补”

情况，总结实践经验，2023 年 3 月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开展了“河北省畜牧业强制免疫政策调查”，该调查

覆盖了河北省 11 个地级市，为提升数据代表性，对

唐山、衡水、邯郸和石家庄等生猪养殖大市进行了

重点倾斜并充分考量了不同规模样本分布。本次

调研共发放问卷 1 120 份，在剔除异常样本和极端

之后，筛选出适合研究问卷 1 115 份，问卷有效率

99. 55%。另外，从养猪户年龄、文化程度、养殖年

限、养殖规模（该指标以养殖场年出栏生猪头数为

标准）等相关数据分布看，与河北省当前生猪养殖

户以中老年为主、文化程度总体在初中及以下水

平、养殖规模以中小养殖户为主的现实情况基本相

符，样本具有较强代表性，能够说明河北省生猪养

殖户实际情况，而且与该研究相关定义吻合。养猪

户的基本特征如表 1 所示。

2. 2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前期学者研究成果可知，养

殖户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满意度受到养殖户

个体特征、经营特征、强制免疫政策特征和畜牧兽医

主管部门组织行为等多种因素影响。基于此，本研究

将养殖户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满意度”作为

因变量，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法进行统计，将研究假

设中的指标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分析；鉴于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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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属于疫病防控范畴，将“疫病认知、疫病损失程

度、疫病发生频率”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以

排除这些指标对自变量的干扰。因变量、自变量和控

制变量指标选取和描述统计详见表 2。

2. 3　模型选择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强制免疫政策满意度”，根

据调查问卷题目，您对当前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

策的满意程度评价是？具体选项按照李克特量表

分为 5 个等级“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

般满意=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基于此，

采用多元有序 Logistic 模型如下：

ln 
é

ë

ê

ê
êê
ê

ê ∑i= 1

j P i

1 - ∑i= 1

j P i

ù

û

ú
úú
ú
ú
ú

= aj + ∑i= 1
m βi xi，j=1,2,…,(k-1)

（1）
式中：Pi代表运用某一等级政策满意度的概率；αj是

模型的截距；βi为偏回归系数；Xi为 m个影响养殖户

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满意度评价的自变量。

表 2　变量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2　Quantitative definition， assign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因变量

Dependent 
variable

自变量

Argument

满意程度

Satisfaction level

养殖户个体特征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强制免疫政策满意度

Compulsory 
immunization policy
Satisfaction
性别  Gender
年龄  Age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

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的满

意程度，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

意=2、一般满意=3、比较满意=
4、非常满意=5
男=1、女=0
养殖者实际年龄

小学及以下=1、初中=2、
高中=3、专科及以上=4

3. 314

0. 901
47. 233

2. 807

1. 068

0. 298
8. 833

0. 880

变量类型

Variable type
变量

Variable
变量含义和赋值

Variables meaning and assignment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表 1　样本生猪养殖户基本特征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 pig farmers

类别   Category  

性别

Gender

年龄

Age

养殖年限

Breeding years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

养殖规模

Breeding scale

选项   Option

男

女

18~40 岁

41~50 岁

>51 岁

<3

≥3~10

>10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技校）

大专及以上

散养户（≤100 头）

小规模养殖户（101~500 头）

中规模养殖户（501~2 000 头）

大规模养殖户（>2 000 头）

比例/%  Proportion

90. 13

9. 87

34. 10

40. 97

24. 93

1. 79

31. 39

66. 82

38. 57

36. 32

25. 11

7. 62

66. 37

20. 63

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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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养殖户经营特征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强制免疫政策特

征

Characteristics of 
mandatory 
immunization 
policies

畜牧兽医主管部

门组织行为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authorities

疫病认知

Epidemic 
awareness

风险偏好

Risk appetite
养殖年限

Breeding years
养殖规模

Breeding scale
合作经营

Cooperative operation

养殖模式

Breeding mode

强制免疫政策认知

Cognition of mandatory 
immunization policies

未强制免疫处罚力度

Penalty for not 
mandatory immunization

强制免疫检查力度

Force of mandatory 
immune testing

主管部门服务水平

Service level of the 
competent department

补贴申请难易程度

Degree of difficulty in 
applying for subsidies

生猪疫病了解程度

Understanding of pig 
diseases

生猪疫病损失程度

Degree of loss from pig 
diseases

重大疫病发生频率

Frequency of major 
epidemics

养殖户风险偏好为，风险厌恶=1、
风险中性=2、风险偏好=3

养殖者实际养殖年限

散养户=1、小规模=2、
中规模=3、大规模=4

是否加入合作社，是=1、否=0

根据养殖场实际的养殖模式进行

分类，自繁自养=1、专业化育肥=
2、公司+农户模式=3

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的了

解程度，非常不了解=1、比较不了

解=2、一般了解=3、比较了解=
4、非常了解=5

未按规定进行强制免疫可能受到

的处罚力度，非常小=1、比较小=
2、一般=3、较大=4、非常大=5

每年兽医主管部门的强制免疫检查

次数，0次=0、1次=1、2次=2、3次

=3、4次=4、5次以上=5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对强制免疫的公

共服务水平评价，非常差=1、比较

差=2、一般=3、比较好=4、非常

好=5

强制免疫补贴申请的难度评价，非

常容易=1、比较容易=2、一般容

易=3、比较困难=4、非常苦难=5

对各种生猪疫病的了解程度，非常

不清楚=1、比较不清楚=2、一般

清 楚 =3、比 较 清 楚 =4、非 常 清

楚=5

生猪疾病造成的损失程度，非常

低=1、比较低=2、一般=3、
比较高=4、非常高=5

生猪重大疫病的发生频率，

5~10 年 1 次=1、 3~5 年 1 次=2、
1~2 年 1 次=3、 1 年 1~2 次=4、
1 年 2~3 次=5

2. 179

12. 345

2. 238

0. 179

1. 126

3. 386

3. 570

4. 247

4. 040

1. 372

2. 735

3. 426

2. 771

1. 204

6. 659

0. 665

0. 384

0. 416

1. 094

1. 126

0. 819

1. 004

1. 093

1. 116

0. 800

1. 079

表 2（续）

变量类型

Variable type
变量

Variable
变量含义和赋值

Variables meaning and assignment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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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归分析

3. 1　模型估计

鉴于研究样本覆盖河北省 11 个地市，区域差异

可能造成养殖户对强制免疫政策评价差异，为此将

“强制免疫政策满意度”与“养殖场所在区域”进行

交叉列表分析，结果显示养殖户强制免疫政策满意

度指标卡方值的伴随概率>0. 05，说明养殖户对强

制免疫政策评价不存在地区差异。首先 ，运用

IBMSPSS24. 0 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测，结

果显示 Cronbach’s Alpha 为 0. 82，>0. 6，认为数据

具有较高可靠度，说明问卷有较高信度；KMO 值为

0. 772，>0. 6，Bartlett’s 球形检验值在 1％水平上显

著，说明变量有较高效度。其次，对自变量之间是

否存在共线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自变量的方差膨

胀因子（VIF）均<10，容忍度（1/VIF）远大于 0. 1，

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

回归分析。本研究使用 Stata17. 0 软件对模型进行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似然比 χ2 值为 346. 87，P<
0. 001，表明所给资料拟合相应的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是合适的，模型有统计学意义，模型中至少

有一个自变量有统计学意义。另外，对模型回归结果

进 行 平 行 线 检 验 ，卡 方 值 为 18. 137，P=0. 073>
0. 05，说明通过平行线检验，即各回归方程相互平

行，可以使用有序 Logistic 进行分析。

为方便解读回归结果，同时输出 OR 值（Odds 
ratio ），即比值比，表示当自变量增加一个单位时，

事件的平均发生率将是原来的多少倍。为了验证

主模型稳健性，采取多元有序 Probit模型回归，来检

验多元有序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回归

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3。

表 3　养殖户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满意度影响因素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and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satisfaction with compulsory immunization of farmers’ 
‘Vaccination followed by compensation’

自变量

Argument

养殖户个体特征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养殖户经营特征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性别

Gender

年龄

Age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

风险偏好

Risk appetite

养殖年限

Breeding years

养殖规模

Breeding scale

合作经营

Cooperative operation

0. 096
（0. 180）

0. 020***

（0. 008）

0. 283***

（0. 071）

−0. 131***

（0. 049）

0. 024**

（0. 010）

0. 008
（0. 093）

0. 563***

（0. 162）

1. 101

0. 980

0. 753

1. 140

1. 024

0. 992

1. 755

0. 081
（0. 111）

0. 012***

（0. 004）

0. 142***

（0. 041）

−0. 073***

（0. 028）

0. 016***

（0. 006）

0. 009
（0. 056）

0. 359***

（0. 096）

变量类型

Variable type
变量   

Variable  

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

Multiple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系数

Coefficient
OR 值

Odds ratio

稳健性检验 Probit
回归模型

Robustness test 
Probit regression 

model

系数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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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强制免疫政策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mandatory 
immunization policies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组织行为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authorities

疫病认知

Epidemic awareness

养殖模式

Breeding mode

强制免疫政策认知

Cognition of mandatory 
immunization policies
未强制免疫处罚力度

Penalty for not mandatory 
immunization
强制免疫检查力度

Force of mandatory immune 
testing
主管部门服务水平

Service level of the 
competent department
补贴申请难易程度

Degree of difficulty in 
applying for subsidies

生猪疫病了解程度

Understanding of pig diseases

生猪疫病损失程度

Degree of loss from pig 
diseases

重大疫病发生频率

Frequency of major epidemics

0. 360**

（0. 148）

0. 630***

（0. 068）

0. 563***

（0. 076）

0. 102
（0. 087）

0. 438***

（0. 081）

−0. 188***

（0. 056）

0. 031
（0. 052）

0. 218***

（0. 082）

0. 265***

（0. 056）

0. 697

1. 878

1. 757

0. 903

0. 646

0. 828

1. 031

1. 243

1. 304

0. 174**

（0. 082）

0. 335***

（0. 037）

0. 302***

（0. 042）

0. 061
（0. 048）

0. 232***

（0. 044）

−0. 089***

（0. 032）

0. 006
（0. 030）

0. 133***

（0. 047）

0. 162***

（0. 032）

表 3（续）

变量类型

Variable type
变量   

Variable  

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

Multiple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系数

Coefficient
OR 值

Odds ratio

稳健性检验 Probit
回归模型

Robustness test 
Probit regression 

model

系数

Coefficient

注：***、**和*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Note： ***， **， and * represent the significance of 1%，5% and 10%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3. 2　模型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利用多元有序 Logistic 模型对养殖户强

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满意度进行主效应分析的

基础上，采取多元有序 Probit 模型对回归结果进行

稳定性检验。表 3 回归结果显示，多元有序 Probit
模型回归的各自变量系数符号、大小和显著性与主

效用模型高度一致，进一步证实了养殖户强制免疫

“先打后补”政策满意度，受养殖户个体特征、经营

特征、强制免疫政策特征和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组织

行为等多种因素影响，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3. 3　结果分析

1）养殖户个体特征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

策满意度的影响。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养殖户个体

特征中除“性别”因素外，其他 3 个因素均以 1% 的

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且影响方向符合理论预期。

养殖户年龄越大，养殖实践经验越丰富，对政策把

握越准确，通过参与强制免疫降低了经营风险，提

高了政策满意度；养殖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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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免疫补贴政策的目标、标准和申报流程，其政策

满意度越高；风险偏好因素与强制免疫政策满意度负

相关，表明养猪户风险偏好越倾向于“风险爱好”，基

于侥幸心理其强制免疫疫苗接种行为越消极。

2）养殖户经营特征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

策满意度的影响。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养殖规模因

素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强制免疫政策的

“规制”作用下，不同规模养殖户受同等程度约束。

养殖年限因素以 5% 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其 OR
值为 1. 024，表明养殖户的养殖年限每提高 1 年，其

强制免疫政策满意度提高 1 个等级的可能性为原来

的 1. 024 倍。合作经营因素以 1% 的显著性通过检

验，其 OR 值为 1. 755，表明养殖户参加合作社后，其

强制免疫政策满意度提高 1 个等级的可能性约为原

来的 2 倍，说明参与合作经营的养猪户对强制免疫

政策满意度比单打独斗的要明显提高。养殖模式

因素以 5% 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表明中小规模

养殖户采取“公司+农户”模式可以提高其强制免

疫政策满意度，调查数据显示中小规模养猪户采取

“公司+农户”模式后有 82. 45% 养猪户接受过“统

一提供疫苗”和“统一提供兽药”服务，中小规模养

殖户通过提高组织化和社会化水平有利于提高强

制免疫政策满意度。

3）强制免疫政策特征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

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强制免

疫政策认知”和“未强制免疫处罚力度”2 个因素均

以 1% 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其 OR 值分别为

1. 878 和 1. 757，表明提高养殖户强制免疫政策认知

水平，加重未按规定进行强制免疫养殖户的处罚力

度，其强制免疫政策满意度提高 1 个等级的可能性

约为原来的 2 倍。然而调研数据显示 72. 65% 的养

猪户是通过畜牧兽医站和政府宣传册了解一些强

制免疫补贴政策，通过广播、电视、手机、报纸和网

络平台等媒体了解该政策的比例仅为 2. 24%~
16. 14%，表明现阶段“先打后补”政策宣传渠道单

一、覆盖面窄。

4）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组织行为对强制免疫“先

打后补”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强制免疫检查力度”因素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

现阶段基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检测能力低，成为落

实强制免疫政策的短板。“主管部门服务水平”因素

以 1% 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说明提高畜牧兽医

主管部门强制免疫工作服务水平可以显著提高养

殖户强制免疫政策满意度评价。“补贴申请难易程

度”因素以 1% 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且影响方向为

负，调研数据显示享受过“先打后补”政策的养猪户

占比仅为 21. 52%，听说过或者一点都不知道有补

贴政策的养猪户占比达到 53. 81%，而知道有补贴

的养猪户却因为“养殖规模不达标” “申请手续繁

琐” “抗体监测费用高” “补贴金额低、种类少”而没

有进行申请。

5）控制因素影响分析。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生猪疫病损失程度”和“重大疫病发生”2 个因素均

以 1% 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表明养殖户基于自

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当疫病发生频率越高，造成损

失越大，其进行强制免疫的行为就越积极，对强制

免疫政策先打后补的满意度评价就越高。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养殖户个体特征” “养殖

户经营特征” “强制免疫政策特征”和“畜牧兽医主

管部门组织行为”等因素均对养猪户强制免疫“先

打后补”政策满意度评价有一定影响，且实证结果

符合理论预期，研究假设 1、2、3 和 4 全部得到证实。

4　内生性与异质性讨论

4. 1　内生性讨论

鉴于养殖户是否享受过“强制免疫”补贴所引

起的样本选择偏差，可能造成内生性问题，本研究

进一步采用两阶段 Heckman 模型处理内生性问题。

估计结果见表 4，可以看出在排除样本选择偏差后，

Heckman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养猪户对强制免疫“先

打后补”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系数符号、大小和

显著性与多元有序 Logistic 模型基本一致。据此，

内生检验通过 ，不存在样本选择偏差的内生性

问题。

4. 2　异质性讨论

根据前述估计结果显示，养猪户对强制免疫

“先打后补”政策满意度受到多种因素约束，但不同

规模养殖户的经营能力和实力有一定差异，按照国

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指导意见（2022—2025 年）要

求，对散养户采取春秋两季集中免疫与定期补免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对规模养殖场户全面实行“先打

后补”。据此，有必要对不同规模养殖户强制免疫

政策满意度的异质性问题进行探究。根据表 2 可

知，养殖规模主要分为散养户、小规模养殖户、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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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养殖户和大规模养殖户，按照河北省 2023 年动物

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实施方案中规定的养殖

规模标准，生猪年出栏在 500 头以上视为规模养殖

场，由于第四类大规模养殖场占比仅为 5. 38%，本

研究将中规模和大规模合并为 1 个类别，对养殖规

模重新定义为：散养户=1、中规模养殖户=2、大规

模养殖户=3，对这 3 类养殖规模进行异质性检验，

其结果见表 5。

表 4　养殖户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满意度影响因素内生性检验结果

Table 4　Endogeneity test result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satisfaction with compulsory immunization of farmers by ‘Vaccination 
followed by compensation’

变量类型

Variable type

自变量

Argument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养殖户个体特征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养殖户经营特征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强制免疫政策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mandatory 
immunization policies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组织行为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authorities

变量   
Variable  

性别

Gender
年龄

Age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
风险偏好

Risk appetite
养殖年限

Breeding years
养殖规模

Breeding scale
合作经营

Cooperative operation
养殖模式

Breeding mode
强制免疫政策认知

Cognition of mandatory 
immunization policies
未强制免疫处罚力度

Penalty for not mandatory 
immunization
强制免疫检查力度

Force of mandatory 
immune testing
主管部门服务水平

Service level of the 
competent department
补贴申请难易程度

Degree of difficulty in 
applying for subsidies

系数  Coefficient
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

模型

Multiple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0. 096
（0. 180）

0. 020***

（0. 008）
0. 283***

（0. 071）
−0. 131***

（0. 049）
0. 024**

（0. 010）
0. 008

（0. 093）
0. 563***

（0. 162）
0. 360**

（0. 148）

0. 630***

（0. 068）

0. 563***

（0. 076）

0. 102
（0. 087）

0. 438***

（0. 081）

−0. 188***

（0. 056）

已控制

内生性检验 Heckman 回归

模型

Endogeneity test Heckman 
regression model

0. 040
（0. 097）

0. 010***

（0. 004）
0. 107***

（0. 036）
−0. 059**

（0. 024）
0. 016***

（0. 005）
0. 010

（0. 048）
0. 289***

（0. 082）
0. 154**

（0. 072）

0. 299***

（0. 031）

0. 278***

（0. 036）

0. 075
（0. 041）

0. 205**

（0. 038）

−0. 062***

（0. 028）

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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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显示，不同规模养殖户疫苗接种行为

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从影响因素数量看由于

经营实力弱、经营方式粗放、管理不规范，小规模养

殖户受到的影响最大，其次中规模养殖户，大规模

养殖户受到的制约因素数量最少。另外，现阶段我

国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具有“激励和规制”双

重作用，其中的“规制”作用更加显著，从分组回归

结果看，“强制免疫政策特征”中 2 个指标在散养户、

中规模养殖户和大规模养殖户均以 1% 显著性水平

通过检验。“合作经营”因素在 3 种养殖规模中均通

表 5　不同规模养殖户强制免疫政策“先打后补”满意度影响因素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 5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satisfaction with the compulsory immunization policy of farmers of 
different sizes ‘Vaccination followed by compensationt’

变量类型

Variable type

自变量

Argument

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

养殖户个体特征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养殖户经营特征

Manag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强制免疫政策特征

Characteristics of mandatory 
immunization policies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组织行为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authorities

变量   
Variable  

性别

Gender
年龄

Age
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
风险偏好

Risk appetite
养殖年限

Breeding years
合作经营

Cooperative operation
养殖模式

Breeding mode
强制免疫政策认知

Cognition of mandatory 
immunization policies
未强制免疫处罚力度

Penalty for not mandatory 
immunization
强制免疫检查力度

Force of mandatory 
immune testing
主管部门服务水平

Service level of the 
competent department
补贴申请难易程度

Degree of difficulty in 
applying for subsidies

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系数

Coefficient of multiple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散养户

Casual care 
households

0. 599***

（0. 149）
0. 018**

（0. 008）
0. 448***

（0. 054）
−0. 091***

（0. 024）
0. 006***

（0. 017）
1. 524***

（0. 160）
0. 971***

（0. 094）

0. 115**

（0. 051）

0. 430***

（0. 085）

0. 907***

（0. 097）

1. 689***

（0. 105）

−0. 067*

（0. 040）

已控制

中规模养殖户

Medium scale 
farmers
0. 053

（0. 114）
0. 009*

（0. 005）
0. 117**

（0. 042）
−0. 037
（0. 030）

0. 016**

（0. 007）
0. 209*

（0. 118）
0. 081

（0. 094）

0. 334***

（0. 042）

0. 237***

（0. 045）

0. 159***

（0. 053）

0. 102**

（0. 047）

−0. 052
（0. 033）

已控制

大规模养殖户

Large scale 
farmers
0. 126

（0. 221）
0. 007

（0. 007）
0. 067

（0. 071）
−0. 125**

（0. 053）
0. 006

（0. 008）
0. 257**

（0. 121）
0. 437***

（0. 128）

0. 388***

（0. 060）

0. 363***

（0. 071）

0. 074
（0. 081）

0. 576***

（0. 077）

−0. 028
（0. 057）

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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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显著性检验，从影响系数看散养户的最大，表明

散养户通过参与合作经营可以显著提高其强制免

疫政策满意度。“主管部门服务水平”因素在 3 种养

殖规模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提高畜牧兽医主

管部门强制免疫工作服务水平对养殖户提高强制

免疫政策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且对散养户的影响

最大。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 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相关理论构建养殖户对强制免疫

“先打后补”政策满意度评价理论分析框架，实证检

验了养猪户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满意度评

价的影响因素以及在不同养殖规模下其行为选择

的异质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养殖户对政策满意

度评价受到“养殖户个体特征、养殖户经营特征、强

制免疫政策特征、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组织行为”等

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养殖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

风险偏好、养殖年限、养殖模式和合作经营”等因素

对强制免疫政策满意度评价均有显著影响；我国强

制免疫政策具有“激励和规制”双重作用，其中“规

制”作用大于“激励”作用；“强制免疫政策认知、未

强制免疫处罚力度、主管部门服务水平和申请补贴

难易程度”等因素均对强制免疫政策满意度评价有

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还表明：随着养殖规模扩大养

殖户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制

约因素逐渐减少，不同规模养殖户政策满意度评价

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但其中“强制免疫政策认

知、未强制免疫处罚力度、主管部门服务水平和合

作经营”等因素在不同规模养殖户间的影响作用是

一致的。

5. 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提高养殖户对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政策认

知水平。养殖户积极参与强制免疫疫苗接种是防

范重大动物疫病，降低养殖风险的第一道关口，借

助培训会、云上智农平台等多渠道对养殖户开展全

方位疫病防控知识培训，提高其重大疫病症状辨识

能力；强化养殖户重大动物疫病联防联控机制，提

升其区域防疫责任心 ，强化疫病防控人人有责

意识。

2）完善强制免疫政策的规制和激励机制。重

大动物疫病防控需在“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

发力，事前适当提高强制免疫补贴水平和扩大病种

范围；事中要加强免疫抗体检测检查力度，提升检

测服务能力，降低检测费用；事后完善扑杀补偿政

策机制，扭转“重扑杀轻免疫”观念；优化免疫补贴

审核环节，简化养殖档案、疫苗发票等其它疫苗补

贴申报手续；提高屠宰场疫病检测能力，完善相关

制度，解决畜产品安全“最后 1 公里”问题。

3）提高养殖户组织化程度。鼓励养殖户加入

合作社、畜牧业服务组织，推动散养户、中小规模养

殖户采纳“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充分发挥服务组

织的统购统销、统防统治、联防联控作用，依托社会

化服务力量构建动物防疫全链条服务体系。

4）创新“先打后补”政策宣传方式。充分利用

公众号、快手、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加大强制免疫政

策宣传力度，成立“先打后补”工作小组，以乡镇为

单位举办现场培训班对养殖场户进行政策宣讲；组

织划片包干带领村级防疫员逐户张贴“先打后补”

政策明白纸；聘请防疫专员开展宣传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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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主持农业部课题、省科技厅课题、省社科基金等各级课题 30 余项，并获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二三等奖等省部级课题奖励 10 余项。先后出版《现代畜牧业发展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一带

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农业投资环境研究报告》等著作和教材 22 部。先后在《农业经济问题》 《经济学

动态》 《农业工程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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