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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风险下肉鸡养殖户消毒行为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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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为鼓励养殖户采取全面的消毒措施（空舍、物品、消毒池、场区、带鸡喷雾、饮水、进出车辆和人的防护性消

毒），提高防控效率，通过收集全国３３１个肉鸡养殖户的调查问卷发现，平均每个养殖户使用５种消毒措施，但８种

措施均采用的养殖户仅占１７．８２％。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外出打工经历、养殖规 模、政 府 规 划 过 的 养 殖

小区、防疫信息渠道、消毒效果认知和禽流感联防联控 系 统 参 与 意 愿 的 影 响 正 向 且 显 著，其 中，防 疫 信 息 渠 道 的 影

响最大，当每增加１个渠道，养殖户的消毒措施增 加０．２０８个。因 此，通 过 发 展 规 模 化 养 殖，扩 宽 养 殖 户 的 防 疫 信

息渠道，有助于增加养殖户的消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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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以来，我国肉鸡生产的规模化程度不断

提高，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我 国 肉 鸡 规 模 化 养 殖 出 栏 数

量占肉鸡出 栏 数 量 的 比 重 呈 现 比 较 稳 定 的 上 升 趋

势，从５０．０７％上升到８５．４０％，提高了生产效率，保
障了鸡肉的供给［１］。然而，肉鸡规模化养殖也 面 临

动物疾病、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和动物福利等诸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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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其中，疾病发生率的增加是影响规模化发展的最

大因素［２］。在众多禽病中，禽流感疫情是肉鸡 生 产

面临的 最 大 威 胁［３］。据 测 算，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高 致

病性禽流感疫情造成我国鸡肉产量损失２１９．９８万ｔ，
相当 于 原 来６年 鸡 肉 总 产 量（６　２１１．３２万ｔ）的

３．５４％［４］。
面对禽流感风险，从２００６年开始，我国实施“全

面免疫＋扑杀”的防控策略，即要求对国内所有的家

禽进行强制免 疫，对 禽 流 感 疫 区 周 围３ｋｍ内 的 家

禽进行扑 杀。此 后，我 国 禽 流 感 得 到 有 效 控 制，到

２０１０年，发生次数减少至０。然而，２０１１年之后，禽

流感呈现死灰复燃的迹象，每年在我国个别省份出

现零星式爆发［５］，使原来的防控策略受到挑 战。养

殖户是畜禽生产主体，也是农村动物疫情的防控主

体［６］。禽流感应以预防为主，养殖户不仅需要 做 好

国家规定的防控策略，还要依法进行严格消毒工作。
我国《动物防疫法》要求从事动物饲养的个人，应做

好免疫、消毒等动物疫病预防工作，减少传染源。消

毒是饲养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禽流感等疾病

的发生，往往是消毒不规范和不彻底导致［７］。根 据

文献和专家意见，养鸡场规范和全面的消毒工作，主
要包括８大措施：第一，空舍笼具消毒，这是鸡舍的

消毒重点，由于鸡群转出或淘汰后，笼具有潜在的细

菌、病毒，为避免不同批次的鸡群交叉感染，在转入

鸡群前，笼具需要彻底消毒［８］；第二，物品消毒，是对

鸡舍的垫料、塑料网、料桶、饮水器和食槽等易受感

染的饲养器具进行消毒，保证舍内环境卫生；第三，
消毒池消毒，在 世 界 上 最 广 泛 应 用，一 般 在 养 殖 场

区、生产区、畜禽舍等入口处设立消毒池，人员和车

辆需经过才能出入［９］；第四，场区消毒，是鸡舍的外

环境，包括鸡舍的外侧墙壁、门窗、进出通道及四周

进行严格消毒［１０］；第五，带鸡喷雾消毒，是指在鸡群

的饲养过程中，定期使用消毒药对鸡舍内环境和鸡

体喷雾，达 到 净 化 空 气，杀 灭 或 减 少 病 原 体 的 目

的［１１］；第六，饮水消毒，由于饮水中常常存在大量细

菌和病毒，为杜绝经水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保证鸡

群健 康，养 殖 户 应 将 水 消 毒 处 理 后 再 让 鸡 群 饮

用［１２］；第七，进出车辆消毒，运载工具承担为养殖户

运送饲料和拉运肉鸡的任务，由于来往于不同鸡场，
车上的鸡毛、粪 便 和 车 轮 黏 着 物 可 能 携 带 病 毒，因

此，采用药物和设备进行消毒，可避免病原体在场内

传播；第八，人的防护性消毒，由于禽流感病毒能使

人禽共患病，饲养员由于经常与鸡群密切接触，被感

染风险较大，为避免疫情扩散和维护人身安全，需做

好个人防护，包括工作后自身消毒，接触病死禽及其

污染物后立 即 用 肥 皂 或 洁 剂 洗 手［１３］。这８大 措 施

同等重要，共同构成养殖场的消毒体系，如果养殖户

采取的措施越多，则越能铲除每个禽流感隐患。
国内外学者一般采用调查数据分析农户防疫行

为及其 影 响 因 素 或 原 因，例 如，Ａｒｕｎａｖａ等［１４］采 用

技术采用模型分析发现，电脑的使用、兽医检查、养

殖规模是美国内华达州大农场主采用疫苗的影响因

素。Ｍａｉｎａｒ－Ｊａｉｍｅ等［１５］采用随机效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元

回归对西班牙反刍动物养殖户采取措施降低布鲁氏

菌病行为研究发现，兽医服务便利性和农民参加涉

农组织有正 向 显 著 的 影 响。闫 振 宇 等［１６］采 用 多 元

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发现，从技术员、亲戚朋友那里获

得的信息显著影响湖北省养殖户的防疫行为。靳淑

平［１７］通过对北京郊区县的调查发现，农户家庭劳力

数量对接种疫苗有正向影响，劳动力年龄和家庭劳

动力数量对兽药技术采用有负面影响，入户指导次

数对农民防疫技术采用有正面影响。张桂新等［６］采

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分析发现，农户的已投成本、预期风

险、防疫效果、信息渠道、技术服务便利程度及收入

来源是养殖户禽流感防控行为的显著影响因素。林

光华等［１８］采用 自 选 择 联 立 方 程 极 大 似 然 法 和 两 阶

段估计法研究发现，参加家禽保险的农户对防疫要

素投入有负向影响。虽然当前的研究不仅包括笼统

的防疫行为，而且包括免疫、扑杀、上报疫情等具体

防疫行为，但由于现实中，养殖户的防疫行为很多，
且多数发挥重要的作用，诸如消毒、防疫设施建设、
隔离措施、无害化处理等有效防疫行为鲜有被深入

剖析和研究。因此，对养殖户消毒行为的实证分析

能弥补当前研究空白。本研究拟从养殖户采用消毒

措施的数量为切入点，开展实地调查，旨在充分了解

养殖户执行消毒措施的情况及影响因素，为规范消

毒行为、有效控制禽流感疫情提供参考。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在问卷中，以上述８种消毒措施作为答案选择

设计多选题对养殖户进行调查：“您主要采取哪些方

式进行消毒”；此外还问及养殖户的基本特征、养殖

特征、疫病认知、饲养管理、风险偏好等问题。为获

得相关数据，以国家肉鸡现代产业体系的地方试验

站为依托，２０１５年４月到河南鹤壁市试验站开展预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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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修改完善问卷。根据我国肉鸡生产呈现“北方

白羽、南方黄羽”的格局，在北方选择河北省、吉林省

和山东省３个白羽肉鸡生产大省，在南方选择广西、
湖北和广东３个黄羽肉鸡生产大省，根据《中国畜牧

业统计年鉴》统计，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６个 肉 鸡 生 产 大

省的产量排名均在全国前列，其中，山东、广东、广西

３省都稳居全国第１、第２和第４。２０１５年６—８月，
课题组以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了６省的１５个

地级市、２６个区 县、８６个 乡 镇 和１８２个 农 村 共３７３
个商品代肉鸡养殖户。通过检查问卷，剔除关键信

息遗漏和明 显 不 合 逻 辑 的 无 效 问 卷４２份，共 获 得

３３１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达８８．７４％。样本

的区域分布比较均衡，如吉林省有２６个、河北省有

７１个、山东省有５７个、广西省有５６个、湖北省有５２
个、广东省有６９个。

１．２　因变量及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养殖户采取消毒措施的数量为被解释

变量，来反映养殖户防疫行为的积极性。由于消毒

措施的采用数量是一个计数变量，其数据结构属于

离散型分布，显然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由于自身局限，
不能分析连续性变量。因此，拟考虑泊松回归模型

（Ｐｏｉｓｓｏ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ＰＲＭ）或 负 二 项 回 归 模

型（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ｉｎｏｍｉ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ＮＢＲＭ）进

行参 数 估 计。Ｐｏｉｓｓｏｎ回 归 用 于 描 述 单 位 时 间、单

位平面或单 位 空 间 中 罕 见 质 点 总 数 的 随 机 分 布 规

律，要求数据的均数和方差相等，但其应用条件比较

苛刻，要求观测值之间是独立的。然而，本研究不能

确保肉鸡养 殖 户 所 采 用 的 消 毒 措 施 之 间 具 有 独 立

性，这是因为，例如消毒池消毒既可用于人员消毒，
也可用于进出车辆的车轮消毒，但进出车辆消毒不

局限于车轮消毒，还用于整辆车的药物消毒、喷雾消

毒，２种措施之间具有非独立性。然而，负二项分布

是一个连续的混合泊松分布，它允许泊松均值服从

分布，放松了发生事件独立性的约束条件［１９］。如果

将独立样本表示为Ｘｉ，Ｙｉ（ｉ＝１，２，…，ｎ），那么Ｙ 的

概率分布表达式为：

ｐ（Ｙ ＝ｙ）＝τ
（ｋ＋ｙ）
τ（ｋ）ｙ！

ｋ＋ｙ
ｋ＋（ ）μ

ｋ
μ

ｋ＋（ ）μ
ｋ
（１）

其中，Ｙ 为肉鸡养殖户采用消毒措施的随机变量；ｙ
为肉鸡养殖户 采 用 消 毒 措 施 的 数 量；μ为 平 均 每 个

肉鸡养殖户采用的消毒措施的次数；ｋ为离散系数，

ｋ值越大，离散性越大。
在Ｐｏｓｓｉｏｎ分布 中μ是 一 常 数，在 负 二 项 分 布

中μ是一随机变量。因此，采取该模型分析影响因

素，其表达式为：

ｌｏｇμ＝α＋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ｋｘｋ＋ε （２）
式中：μ为养殖户采取消毒措施个数的指数函数，代

表常数项，分别代表各解释变量的系数，代表各解释

变量，代表误差项。可采用最大似然函数法（ＭＬＥ）
估计离散参 数 和 回 归 方 程 的 相 关 参 数［２０］。似 然 函

数的形式为：

ｌ（珋β）＝ｌｎＬ（珋β）＝

∑
ｎ

ｉ＝１

｛ｙｉｌｎπ（ｘｉ）＋（１－ｙｉ）ｌｎ［１－π（ｘｉ）］｝ （３）

１．３　自变量选择

由于养殖户的消毒行为属于防疫行为的范畴，
故根据现有文献和实际情况，影响养殖户防疫行为

的主要有个 人 与 家 庭 特 征、养 殖 特 征、疫 病 认 知 水

平、社会环境、饲养管理、防疫信念和风险 偏 好 等７
大类共２９个自变量，通过参考如下相关文献确定其

定义、赋值、预期影响方向，相应的统计结 果 如 表１
所示。现对一些当前文献可能未研究过但拟考虑的

变量及一些变量的赋值进行必要的说明。

１）在 个 人 与 家 庭 特 征 方 面，性 别［１６，２１－２３］、年

龄［１７，２２－２３］、婚 姻 状 况［２１］、文 化 水 平［１６，２１－２３］、健 康 状

况［２４］、是否村干部［２４］、外出打工经历、是否系统学习

过畜牧兽医知识和家庭劳动力数量［６］等变量影响养

殖户的防疫 行 为，即 可 假 设 为：男 性、年 龄 较 大、已

婚、受教育年限较长、身体状况较好、担任村干部和

家庭劳动力人数多的养殖户倾向于采取较多措施进

行消毒。需要说明的是，养殖户具备外出打工经历

和系统学习过畜牧兽医专业可能使他们采取较多的

消毒措施，这是因为，在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打

工返乡，从城镇带来工作经验、技术与资金，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饲养管理水平，从而采取较多的消毒

措施。而且，系统学习过畜牧兽医知识的养殖户，他
们的畜牧兽医知识丰富，也尝试多种方式消毒。赋

值方面，在健康状况中，赋值参照文献［２４］方法，良

好代表身体 非 常 健 康，很 少 生 病；一 般 表 示 正 常 身

体，偶尔生病；不好表示体弱多病。

２）在 养 殖 特 征 方 面，养 殖 年 限［６，２２］、养 殖 规

模［１４，２３－２４］、养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６，２４－２５］、饲

养模式、是否为政府规划的养殖小区、出栏家禽收购

价等变量影响养殖户的防疫行为，即可假设为：养殖

年限较长、养殖规模较大、养殖收入占比较高、采用

全进全出饲养模式、为政府规划过的养殖小区、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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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自变量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类型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ｙｐｅ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定义与赋值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平均值

Ｍｅａｎ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预期方向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８６　 ０．３４ ＋

年龄 岁 ４５．１０　 ９．７４ －

婚姻状况 已婚＝１；未婚＝０　 ０．９９　 ０．１１ ＋

教育年限 年 ９．６７　 ２．３０ ＋

个人与家庭特征 健康状况 良好＝２；一般＝１；不好＝０　 １．８２　 ０．４２ ＋

是否村干部 是＝１；否＝０　 ０．０６　 ０．２３ ＋

外出打工经历 是＝１；否＝０　 ０．５６　 ０．５０ ＋

系统学习过畜牧兽医知识 是＝１；否＝０　 ０．２４　 ０．４３ ＋

家庭劳动力数量 人 ４．６０　 １．６６ ＋

养殖年限 年 ８．７５　 ６．９２ ＋

养殖规模 万只 １．３１　 ２．６６ ＋

养殖特征
养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 ０．７５　 ０．２３ ＋

饲养模式 全进全出＝１；非全进全出＝０　 ０．９２　 ０．２７ ＋

养殖小区 是＝１；否＝０　 ０．５０　 ０．５０ ＋

出栏肉鸡收购价 只／元 ２４．３６　 １０．９９ ＋

疫病知识认知
完全不了解＝０；不了解＝１；一般＝２；

了解＝３；非常了解＝４

２．５９　 ０．８８ ＋

疫病认知水平 防疫法规认知
完全不了解＝０；不了解＝１；一般＝２；

了解＝３；非常了解＝４

２．４５　 ０．８９ ＋

疫情风险认知
完全不了解＝０；不了解＝１；一般＝２；

了解＝３；非常了解＝４

２．５０　 ０．８９ ＋

信息渠道
只有１种信息渠道＝０；２种信息

渠道＝１；３种信息渠道＝２

１．１６　 ０．８０ ＋

参加生产组织 是＝１；否＝０　 ０．７７　 ０．４２ ＋

政府组织培训 是＝１；否＝０　 ０．５１　 ０．５０ ＋

社会环境 疫情发生状况 是＝１；否＝０　 ０．１１　 ０．３１ ＋

地区因素 南方＝１；北方＝０　 ０．５３　 ０．５０ ＋

消毒补贴 是＝１；否＝０　 ０．０３　 ０．１７ ＋

周边消毒技术服务的便利性 是＝１；否＝０　 ０．３５　 ０．４８ ＋

饲养管理 懂防疫的雇员占雇佣总人数比重 ％ ０．２２　 ０．３８ ＋

禽流感联防联控参与意愿
非常不愿意＝０；不愿意＝１；

一般＝２；愿意＝３；非常愿意＝４

３．０６　 １．０５ ＋

防疫信念

消毒效果认知
非常差＝０；差＝１；一般＝２；

好＝３；非常好＝４

２．９６　 ０．６３ ＋

风险偏好 风险偏好
风险最厌恶型＝３；风险厌恶型＝２；

风险偏好型＝１；风险最偏好型＝０

１．９２　 １．０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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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鸡收购价较高的养殖户倾向于采取较多的消毒措

施。需要说明的是，饲养模式、是否为政府规划的养

殖小区、出栏肉鸡收购价可能影响他们采取消毒措

施的数量，这是因为，一般的饲养模式分为全进全出

和非全进全出。禽群的更新采用“全进全出”有利于

避免不同出栏期的肉鸡交叉感染，控制疫病传播，可
以认为，采用全进全出饲养模式的养殖户专业水准

更高，本身往往具有较高的疫病防范意识，很大程度

上增加消毒措施数量。养殖小区是新型的畜牧业养

殖方式，而政府规划的养殖小区在选址、圈舍建造、
废弃物处理、人流物流等方面均进行了科学的设计

和管理，其综合防疫管理水平稍好于其他养殖小区，
也就是说，在政府规划过的养殖小区，养殖户一般具

备良好的防疫意识，倾向于增加消毒措施。肉鸡的

收购价越高，意味着养殖的利润空间越大，越能调动

养殖户防疫的积极性，返过来增加消毒措施。

３）在疫病认知特征方面，疫病知识认知［６，２１－２３］、
防疫法规认知［２３］、疫情风险认知［１６，２３，２６］等变量影响

养殖户的防疫行为，即可假设为对疫病知识、防疫法

规、疫情风险认知程度高的养殖户倾向于增加消毒

措施。变量赋值方面，完全不了解是指根本没听说

过或学习过；不了解是指听过但不知道具体内容；一
般是指仅知道基本情况；了解是指知道大部分情况，
但不完全了解；非常了解是指知道全部情况。

４）在社会环境方面，防疫信息渠道［６］、参加产业

组织［１５，２５］、参加 政 府 组 织 的 防 疫 培 训［２２，２４］、周 边 动

物疫情发 生 状 况［１６］、地 区 因 素［２１，２３，２７］、周 边 技 术 服

务的 便 利 性［６，１５，２８］、防 疫 补 贴 等 变 量 影 响 养 殖 户 的

防疫行为，即可假设信息渠道较广、参加产业组织、
参加政府培训、周边发生过禽流感疫情、周边有消毒

技术服务便利性、享有消毒补贴、南方的养殖户倾向

于增加消毒措施。需要说明的是，政府及产业组织

的消毒补贴反映了组织的重视程度，作为一种激励

机制，能提高养殖户的消毒积极性，从而有动力增加

消毒措施。赋值方面，在防疫信息渠道，根据韩军辉

等［２９］的赋值方 法，农 户 获 取 的 信 息 一 般 来 自 私 人、
公共、专家三大信息渠道，即是，将经验信息、其他养

殖户、亲戚朋友等渠道获取的信息归纳为私人信息

渠道，将政府宣传、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渠道统筹

为公共信息渠道，将兽医、高校专家、畜牧养殖专业

组织等渠道获取的信息作为专家信息渠道。在３大

信息渠道当中，仅有１个信息渠道则赋值１，有２个

信息渠道则赋值２，具备３个信息渠道则赋值３。地

区因素方面，由于南方地区湿热多雨，易滋生细菌，
加上是候鸟迁徙必经之地，禽流感疫情较北方重，所
以南方养殖户可能采取较多消毒措施，故赋值１。

５）在饲养管理方面，懂防疫的雇员占总人数比

重影响养殖户的防疫行为，即可假设：懂防疫的雇员

占比较高的养殖户倾向于增加消毒措施。需要说明

的是，饲养员的防疫素质水平直接影响到肉鸡的生

产水平和防疫水平，一般而言，专业畜禽防疫员具备

防疫知识和经验，他们的比重越大，越有助于增加消

毒措施。

６）在防控 信 念 方 面，防 疫 效 果 认 可［３０］、禽 流 感

联防联控系统参与意愿影响养殖户的防疫行为，即

可假设为：对消毒效果的感知程度较高、禽流感联防

联控系统参与意愿较高的养殖户倾向于增加消毒措

施。禽流感联防联控系统参与意愿较高的养殖户倾

向于增加消毒措施。需要说明的是，禽流感联防联

控系统参与意愿可能影响养殖户的防疫行为。禽流

感联防联控是我国政策法规所提倡的有效控制禽流

感疫情的重要措施，关键在于分散的养殖户能自愿

联合起来，构筑一个完整、系统的防疫网络。意愿是

表达行动的愿望，养殖户的参与意愿越高，表明他的

防疫工作准备充分，倾向于增加消毒措施。在免疫

效果认知赋值方面，非常差是指确切知道效果一直

极为不佳；差是指确切知道效果一直不佳；一般是指

效果时好时 坏，无 定 论；好 是 指 确 切 知 道 效 果 一 直

佳；非常好是指确切知道效果一直极佳。

７）在风险偏好方面，风险偏好［２２］影响养殖户的

防疫行为，即可假设：对风险越厌恶的养殖户倾向于

增加消毒措施。赋值方面，根据林光华等［１８］的衡量

方法，在问卷中设计了“假设您参加一项有奖竞赛节

目，您希望获得的奖励方案是什么？”的问题，分别以

“立刻拿到１万元现金”（表示风险最厌恶型）、“有

５０％机会赢取５万元现金”（表示风险厌恶型）、“有

２５％机会赢取１５万 元 现 金”（表 示 风 险 偏 好 型）、
“有５％机会赢取１００万元 现 金”（表 示 风 险 最 偏 好

型）设计答案。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样本基本特征

经初步统计，受调查的养殖户８成以上为男性，

６成为中年人（表２），接近６成初中文化，受教育程

度明显偏低，中低等家庭收入水平为主，７成养殖户

的收入为２．５万～１０万元，养殖年限一般在５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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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样本基本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样本特征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选项

Ｏｐｔｉｏｎ

样本数

Ｓａｍｐｌｅｓ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样本特征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选项

Ｏｐｔｉｏｎ

样本数

Ｓａｍｐｌｅ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性别

年龄／岁

受教育程度

养殖年限／年

男 ２８６　 ８６．４０

女 ４５　 １３．６０

＜２０　 ０　 ０

２０～３９　 １００　 ３０．２１

４０～５９　 ２０１　 ６０．７３

≥６０岁 ３０　 ９．０６

文盲 １　 ０．３０

小学 ４０　 １２．０８

初中 １９５　 ５８．９１

高中专 ７３　 ２２．０５

大专及以上 ２２　 ６．６５

≤５　 １５２　 ４５．９２

６～１０　 ８９　 ２６．８９

１１～１５　 ２８　 ８．４６

≥１６　 ６２　 １８．７３

家庭年均收入／元

养殖规模＊／只

生产组织形式

＜５　０００　 ２　 ０．６０

５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　 ２０　 ６．０４

１５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　 ２８　 ８．４６

２５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０　 １１７　 ３５．３５

５０　００１～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７　 ３５．３５

＞１００　０００　 ４７　 １４．２０

０～１　９９９　 ６　 １．８０

２　０００～９　９９９　 ３９　 １１．７８

１０　０００～４９　９９９　 ２１４　 ６４．６５

≥５０　０００　 ７２　 ２１．７５

公司＋农户 １７８　 ５３．７８

合作社＋农户 ５４　 １６．３１

公司＋合作社＋农户 ２３　 ６．９５

市场＋农户 ７６　 ２２．９６

　　注：＊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对肉鸡生产规模的划分：年出栏０～１　９９９只、２　０００～９　９９９只、１０　０００～４９　９９９只、＞５０　０００只

分别表示散养、小规模养殖、中规模养殖、大规模养殖。

Ｎｏｔ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　ａｎｕａｌｌｙ　０～１　９９９ｈｅａｄ，２　０００～９　９９９ｈｅａｄ，１０　０００～４９　９９９ｈｅａｄ，ｏｖｅｒ　５０　０００ｈｅａ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ｆｒｅｅ－ｒａｎｇｅ，ｓｍａｌｌ　ｓｃａｌ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ｓｔ－Ｂｅｎｅｆｉｔ　Ｄａｔａ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下，多数养殖户从事养殖的时间还不长，６４．６５％养

殖户饲养１０　０００～４９　９９９只肉鸡，以中等养殖规模

为主，养殖户以“公司＋农户”的生产组织形式居多，
占５３．７８％。

２．２　养殖户采取不同消毒措施的状况

如表３所示，在受调查养殖户中，只有１人没有

采取任何消毒措施，在８种消毒措施当中，最多人采

用带鸡 喷 雾 消 毒 措 施，累 计２７５人，占８３．０８％；其

次是空舍笼具 消 毒，有７３．７２％养 殖 户 在 进 鸡 前 对

笼具进行彻底消毒；然而，消毒池消毒和人的防护性

消毒 措 施 的 使 用 人 数 最 少，仅 分 别 占４２．３％和

４３．２％。　
如表４所示，平均每个肉鸡养殖户采用４．７６个

消毒措施，在３３１个样本中，只有１人没有采取任何

消毒措施，其他人均采用１种以上消毒措施，其中，

８种消毒措施均采用的人数最多，累计５９人，但仅

表３　肉鸡养殖户采用的消毒措施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采用的消毒措施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样本数

Ｎｏ．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无 １　 ０．３０

空舍笼具消毒 ２４４　 ７３．７２

物品消毒 １９２　 ５８．０１

消毒池消毒 １４０　 ４２．３０

场区消毒 １９２　 ５８．０１

带鸡喷雾消毒 ２７５　 ８３．０８

人的防护性消毒 １４３　 ４３．２０

饮水消毒 １８６　 ５６．１９

进出车辆消毒 １７１　 ５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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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１７．８２％；采用５种措施的人数次之，有４９人，占

１４．８％；采用２种 措 施 的 养 殖 户 最 少，人 数 只 有１８
人，占５．４４％。这 表 明，养 殖 户 对 全 方 位 消 毒 的 重

视程度还不够。

表４　肉鸡养殖户采用消毒措施数量

Ｔａｂｌｅ　４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采用的消毒措施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ｄ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样本数

Ｎｏ．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比例／％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０　 １　 ０．３０

１　 ４１　 １２．３９

２　 １８　 ５．４４

３　 ４７　 １４．２０

４　 ４５　 １３．６０

５　 ４９　 １４．８０

６　 ３５　 １０．５７

７　 ３６　 １０．８８

８　 ５９　 １７．８２

均值 ４．７６

２．３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般而言，实际数据回归时可能会遇到内生性

和多重共 线 性 问 题。为 避 免 自 变 量 间 的 多 重 共 线

性，通 过 检 验２９个 自 变 量 之 间 的 相 关 性，采 用

Ｐｅｒｓｏｎ相关系数检验法发现，自变量之间不存在高

度相 关 性（＜０．８）。其 次，采 用 方 差 膨 胀 因 子 法

（ｖｉｆ）进行检验，一般来说，多重共线性要同时达到２
个标准，即最大的ｖｉｆ大于１０和平均的ｖｉｆ大于１，
否则，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３１］。通过该方

法检验，如表５所示，方程均达不到２个标准，不存

在多重共线性。之后运用Ｓｔａｔａ１２．０对３３１个调查

样本进 行 负 二 项 回 归 模 型 分 析，估 计 结 果 见 表６
所示。

表５　方程方差膨胀因子法的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

方程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最大ｖｉｆ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ｖｉｆ

平均ｖｉ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ｉｆ

是否存在

多重共线性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ｅｘｉｓｔｓ

ｍｕｌｔｉ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

是否增加消毒措施 ２．４６　 １．３５ 否

　　１）在个人与家庭特征变量中，是否有外出打工

经历通过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与第一

章节的推测相符合，这表明，打工返乡的养殖户，具

有相对丰富的阅历，敢于尝试多种消毒措施。虽然

家庭劳动力人 数 通 过５％水 平 的 显 著 性 检 验，但 系

数与预期不符，这可能是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越存

在分工协调的矛盾，阻碍了养殖户增加消毒措施的

动力，而可以认为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不代表能增

加消毒措施，可能更多的是，消毒作为一种整体性、
连贯性的工作，由养殖户个人或夫妇完成，更具有可

行性。此外，性别、是否村干部等自变量对养殖户消

毒措施的数量影响不显著，表明这２个变量不是养

殖户增加消毒措施的充分条件。

２）在养殖特征变量中，养殖规模、是否为政府规

划过的养殖小区等变量分别通过１％、５％水平的显

著性检验，且系数均与上述的预测相符。这分别说

明，养殖规模越大的养殖户，意识到规模化养殖的疫

病风险较大，为减少疫病入侵，故倾向于采取多种措

施进行全方位消毒。此外，养殖收入占比、饲养模式

对养殖户增加消毒措施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
即使养殖户的养殖收入占比低、未采用全进全出的

饲养模式，仍可能通过自身经验积累或防疫培训，使
自身倾向于使用越多的消毒措施。

３）在疫病认知水平方面，疫病知识认识、防疫法

规认知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或许是因为，养殖户

对禽流感病毒的传播、流行及危害等相关知识及防

控的法规了解，不足以使他们产生足够的动力，去实

施多种有效的消毒措施。然而，对知识和法规了解

不够深入的养殖户，可能凭借自身的防疫经验或多

方学习交流，会尝试去采取更多措施进行消毒。

４）在社会环 境 方 面，防 疫 信 息 渠 道 通 过１％水

平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与张桂新等［６］研究结论

相符，这表明，如果养殖户的防疫信息渠道越多，则

从更多途径了解多种消毒措施的重要性，从而增加

消毒的积极性。此外，参加生产组织、参加政府组织

的防疫培训、地区因素、周边消毒技术服务的便利性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即

使未参加产业组织和政府组织的防疫培训、周边没

有提供消毒技术服务，养殖户也有可能凭借丰富的

养殖和防疫经验体验到采用多种消毒措施的益处。

５）在饲养管理方面，懂防疫的雇员占雇佣总人

数比重未显著性检验，对养殖户增加消毒措施的行

为影响不显著，这说明，该变量不是养殖户使用多种

消毒措施的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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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负二项回归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６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ｉｎｏｍｉ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变量分类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解释变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回归系数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稳健标准误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

ｚ统计量

ｚ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性别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１　 １．０３

个人与家庭特征
是否村干部 ０．００３　 ０．０８９　 ０．０３

是否有外出打工经历 ０．１６３　 ０．０４８　 ３．３８＊＊＊

家庭劳动力人数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５ －２．０１＊＊

养殖规模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６　 ３．４８＊＊＊

养殖特征
养殖收入占比 ０．１２６　 ０．１０９　 １．１６

饲养模式 ０．１２１　 ０．０８２　 １．４８

是否为政府规划过的养殖小区 ０．０９２　 ０．０５０　 １．８５＊

疫病水平认知
疫病知识认知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８　 ０．９０

防疫法规认知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３　 ０．６８

防疫信息渠道 ０．２０８　 ０．０３３　 ６．２２＊＊＊

参加生产组织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０　 １．０５

社会环境 参加政府组织的防疫培训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９　 １．１６

地区因素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０　 ０．９４

周边消毒技术服务的便利性 ０．０８４　 ０．１１１　 ０．７５

饲养管理 懂防疫的雇员占雇佣总人数比重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５　 １．２４

防疫信念
消毒效果认知 ０．０７４　 ０．０４０　 １．８４＊

禽流感联防联控系统参与意愿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４　 ２．３２＊＊

风险偏好 风险偏好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４　 ０．１０

常数项 ０．３２５　 ０．２３６　 １．３８

Ｌｏｇ　ｐｓｅｕｄｏ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６９４．８０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５０．９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Ｎｏｔｅ：＊，＊＊ａｎ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１０％，５％ａｎｄ　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６）在防疫信念方面，消毒效果认知和禽流感联

防联控系统参与意愿等２个变量分别 通 过１０％和

５％的 显 著 性 水 平 检 验，这 表 明，如 文 献 所 述 一

致［１４］，养殖户更 相 信 亲 眼 所 见 和 亲 身 体 验，对 消 毒

措施的效果评价越高，越能促进他们使用多种消毒

措施。此外，如果养殖户对禽流感联防联控系统的

参与意愿越高，则会从大局入手，增强消毒积极性，

故采用多种措施在场内外进行彻底消毒。

７）在风险偏好方面，该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对养殖户采用消毒措施数量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

是因为，风险偏好不是消毒措施数量的充分条件，即
使养殖户偏好风险，也可能由于加入公司、合作社等

产业组织后，履行契约要求而采取多方面的措施。

３　结论及政策含义

３．１　结论

从空舍消毒、物品消毒、消毒池消毒、场区消毒、

带鸡喷雾消毒、饮水消毒、进出车辆消毒、人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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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消毒等８个方面是全面开展养殖场消毒工作的保

障，对切断疾病传播和杀灭病菌很有必要。因此，消
毒措施越多，越有助于提高禽流感防控效率。通过

对全国肉鸡养殖户的调查发现，养殖户的消毒并不

到位，平均每个养殖户使用４．７６种消毒 措 施，８种

措施均采用的养殖户仅占１７．８２％。通过采用负二

项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影响养殖户采用消毒措施个

数的因素很多，包括个人与家庭特征、养殖特征、疫

病水平认知、社会环境、饲养管理、防疫信念、风险偏

好等内外因素，尤其是养殖户具有外出打工经历、养
殖规模越大、为政府规划过的养殖小区、防疫信息渠

道越广、消毒效果认知越高、禽流感联防联控参与意

愿越高，则具有明显的消毒意识，倾向于增加消毒措

施。然而，与预期不同的是，家庭劳动力人数并不能

正向影响养殖户采用消毒措施的数量。根据研究结

论，拟提出２大措施鼓励养殖户增加消毒措施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

３．２　政策含义

１）推行规模化养殖，提高饲养管理水平。规模

化养殖户具备全面消毒的条件和能力，故推动畜禽

养殖规模化十分重要。首先，需要加强规模养殖的

宣传引导，组织农户到规模养殖示范场参观，提高农

户对发展规模养殖场重要性的认识和自觉性，尤其

是学习规模 养 殖 场 的 消 毒 做 法；其 次，科 技 支 撑 规

模，通过开展防疫技术培养，进一步强化养殖户的技

术水平和业务能力，使之提高规模化养殖的消毒水

平；最后，通 过 项 目 扶 持 支 持 规 模 养 殖 场 的 消 毒 设

施，特别是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对消毒池的建

设予以倾斜。

２）加强专家信息指导，拓宽养殖户的防疫信息

渠道。防疫信息的获取渠道广泛，有助于养殖户吸

收多方面有用的消毒措施和，对提高消毒意识很有

帮助。调查发现，我国养殖户平均有２个禽流感防

控的信息渠道，虽然不少，但渠道不够齐全，尤其是

缺乏专家信息渠道。一般而言，防疫专家对于消毒

措施具备相对权威的知识体系，他们的信息能有效

指导养殖户开展各种消毒工作。因此，有关部门应

为养殖户搭建知识交流平台，提高专家信息渠道的

覆盖面，一方面，定期组织兽医、高校专家下乡开展

实地的消毒指导和培训；另一方面，构建专家在线服

务平台，鼓励养殖户利用广播、电视、短信等多种方

式与相关专家进行咨询和互动，实时解决饲养管理

中的消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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