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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专业户借贷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湖南省 378 个专业户的调查 

周妮笛 

(湖南农业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基于湖南省重点养殖区湘潭县、宁乡县和资阳区 378 户养猪专业户的调查数据，运用 Logit 二元离散选

择模型，分析了影响湖南省养猪专业户借贷需求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养殖户对政策的认

知程度、养殖户投资规模、生猪市场价格预期等 4 个因素对养殖户借贷有正向影响，养殖户户主年龄、养殖户收

入、养殖户的财产和自有资金状况等 3 个因素对养殖户借贷有负向影响，养殖户的养殖时间对养殖户借贷没有显

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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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ffecting pig farmer’s loan demand: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378 farmers in Hunan  

ZHOU Ni-di 

(School of Busines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 survey of 378 pig famers in Hunan Province, the paper adopted the Logit model and studied some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selection in loaning.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ree factors of policy comprehension level of 

pig famers, investment scale of pig famers, pig prices expected apparently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ir loaning behavior, 

the householder age, culturist’s income, culturist’s property and capital had an obvious negative influence on it, and these 

farmers’ culturing time had no bearing on it.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healthy, stead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domestic ho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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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产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最重要副食品， 

保持猪肉稳定供应事关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猪粮安天下”的战略意

义。生猪养殖业易受自然、疫病、市场等风险的影

响，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随着畜禽养殖规模化、

产业化发展加快，农户分散养殖逐渐向规模养殖转

变，但养猪投资大、现金流量要求多，养猪专业户

(简称“养殖户”)的资金紧缺较为明显。养殖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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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农村正规金融借贷解决资金供给有一定困难，部

分养殖户只有通过民间渠道获取生产资金，或通过

赊帐的方式向经销商购买饲料兽药，增加了交易成

本。[1]在养猪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新趋势下，

深入分析影响养猪专业户借贷需求的因素，对于引

导政府制定针对性扶持政策，提高农村金融机构服

务水平，维护养殖业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理论分析与假设 

根据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借贷利率对养殖户的

借贷需求应具有负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养殖户借贷需求随利率的上升而下降。就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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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借贷来说，我国目前对正式借贷利率仍具有相对

严格的管制，各地区及不同养殖户所面对的利率基

本一致，因而本文没有就利率对养殖户借贷需求的

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从理论上分析，除借贷利率外，

影响养猪专业户借贷需求的主要因素还应该包括

养殖户的基本特征(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养

殖户清偿能力(养殖户收入、养殖户财产和自有资金

状况)，养殖户经营情况(养殖时间、养殖户投资规

模)，养殖户的理性认知(养殖户对政策的认知程度、

生猪市场价格预期)。本文对影响养殖户借贷需求的

因素提出如下的理论假说： 

假设 1：养殖户的基本特征对养殖户的借贷有

影响 

户主年龄对养殖户借贷具有负影响。相对而

言，养殖户主随着年龄的增大，一方面原始积累会

增加，借贷发生的可能性会减少，另一方面户主年

龄越大，考虑问题时总想面面俱到，会因担心借贷

风险而减弱借贷需求；养殖户越年青，越具有致富

的欲望和冒险的精神，越有创业的激情和敢于借贷

的胆量。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养殖户借贷具有正影

响。正规教育能够使人视野开阔，增加知识和接受

新事物的能力，因而，文化程度越高，养殖户参与

大规模扩大生产的意愿和能力就越强，生产性借贷

需求越大；同时文化程度越高，养殖户更容易了解

国家的扶持政策、把握猪肉价格波动趋势、掌握专

业的养殖技术，从而增强借贷的勇气和信心。 

假设 2：养殖户的清偿能力对养殖户的借贷有

影响 

养殖户的收入、养殖户的财产和自有资金对养

殖户借贷有负影响。养殖户的收入、养殖户财产和

自有资金状况反映了养殖户的扩大养殖规模和家

庭生活开支的支付能力，养殖户收入水平越高，家

庭财产和自有资金将不断积累和增加，在很大程度

上可以满足一般生产经营上的资金需求，增强应对

猪肉价格波动风险的能力，相对来说养殖户发生借

贷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假设 3：养殖户的经营情况对养殖户的借贷有

影响 

养殖时间、养殖户投资规模对养殖户的借贷需

求具有正向影响。一般而言，养殖时间越长，养殖

户对养殖技术掌握越好，对整个养猪业认知就越

深，就越敢于扩大养殖规模，而养殖户的养殖规模

越扩大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流入，发生借贷的机率就

越高。在现阶段，养猪业虽然属于传统农业范畴但

总体投资额要求较高，一般中小型猪场的投资均在

50 万元以上，随着养殖户投资规模的扩大，养殖户

的借贷需求将越来越高。 

假设 4：养殖户的理性认知对养殖户的借贷有

影响 

养殖户对于政策的认知程度对养殖户借贷需

求具有正向影响。养殖户对于政策的认知主要有：

国家对养殖业扶持和优惠政策，包括养殖补贴、养

殖保险、贷款优惠等；正规金融的借贷政策，包括

贷款程序、贷款对象、贷款要求等。养殖户越了解

国家对养殖业的扶持政策，养殖户越敢于通过借贷

扩大养殖规模；养殖户越是了解国家贷款政策，越

有利于养殖户获得正规金融的贷款，但民间借贷将

会减少。生猪市场价格预期对养殖户的借贷需求具

有正向影响。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波动较为明显和

经常，并且生猪价格年与年之间、月与月之间可能

存在较大价格差，一旦养殖户认定接下来的猪价预

期看涨，将会扩大养殖规模，一旦扩大养殖规模就

会要求增加投资和现金流，这样养殖户的借贷需求

将会大幅提高。 

二、模型选择 

根据以上分析，养殖户借贷与否与影响借贷的

因素关系可用以下函数表示： 

P=f (F,L,B,C)             (1) 

 (1)式中，P 是指养殖户借与不借两种行为中

一种的概率；F 是指养殖户的基本特征，包括户主

年龄、户主文化程度等；L 是指养殖户的清偿能力，

包括养殖户收入、养殖户财产和自有资金状况等；

B 是指养殖户经营情况，包括养殖时间、养殖户投

资规模等；C 是指养殖户的理性认知，包括养殖户

对政策的认知程度、生猪市场价格预期等。(1)式可

用以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数学模型表示： 

y=ε+β0+β1x1+β2x2+β3x3+…+β8x8                 (2) 

其中，y 为养殖户借贷与否的选择(包括向金融

机构的借贷和民间借贷)，结果只有两种，借贷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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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借贷(自有资金)，其中发生借贷取值为 1，没有发

生借贷取值为 0。ε为随机误差，β0为多元回归常数，

β1、β2、β3、β4、β5、β6、β7、β8为偏回归系数。

x1为户主年龄，x2为户主文化程度，x3为养殖户收

入，x4为养殖户财产和自有资金状况，x5为养殖时

间，x6为养殖户投资规模，x7为养殖户对政策的认

知程度，x8为生猪市场价格预期。养殖户对政策的

认知程度、生猪市场价格预期，采用李克特五点量

化方法，相关变量具体说明与预期方向见表 1。 

表1  模型变量说明与预期方向 

变量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预期方向

养殖户借贷(y) 没有发生借贷= 0，发生借贷=1 0.49 0.50  

户主年龄(x1)  30 岁以下=1，31—40 岁=2，41—50 岁=3，51 岁以上=4 2.70 1.06 负方向

户主文化程度(x2)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与中专=3，大专及以上=4 2.54 0.96 正方向

养殖户收入(x3) 养殖户的年养殖收入(万元) 10.78 10.16 负方向

养 殖 户 财 产 和 自 有 资 金 状 况
(x4) 
养殖时间(x ) 3

养殖户的财产估值与现有资金量(万元) 38.89 28.02 负方向

5

(x ) 3

年以 3 5 年 ， 年 ，10

0 30 100 =2 100 =3 

下=1， — =2 6—9 =3 年以上=4 2.82 1.07 正方向

养殖户投资规模 6 万元以下=1， — 万元 ， 万元以上

完全不了解=1，基本不了解=2，初步了解=3，比较了解=4，

1.53 0.

3.33 1.

73 

16 

正方向

正方向养殖户对政策的认知程度(x ) 7

生猪市场价格预期 8 预期 ，初步预期 ，基比较明显预

期 ，明确预期

正方向

非常了解=5 

毫无预期=1，基本无 =2 =3

=4 =5 

(x ) 3.46 1.18 

 

本文将养殖户借贷的发生概率作为被解释变

量，将其定义为一个二元定性变量，即当发生借贷

时，定义为 1，当不发生时，定义为 0，对其建立

Logit 通过一系列解释变量的观测值来分析养

殖户借贷发生的概率。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分析其

Logistic 的显著性，并通过各个变量的Wald统计

量来对各变量的回归系数进行检验。

模型，

回归

 [2,3]

 三、数据来源与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成员及湖南农业大学

动物医学院 15 名本科生 2010—2011 年对湖南省三

个重点养殖区长沙市宁乡县、湘潭市湘潭县和益阳

市资阳区进行调研的资料。调查综合考虑了湖南省

养猪分布和样本的代表性，湘潭县号称“中国生猪

第一县”、是湖南养猪重点区域代表县，宁乡县是

长沙都市区生猪重要生产基地，资阳区是湖南养猪

重点县中的一般性代表。本次调研选取了 400 户年

出栏商品猪在 50 头以上养猪专业户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的内容包括养殖户的村域特征，养殖户的基本

特征，养殖户的清偿能力、养殖户的经营特征、养

殖户的理性认知等。调查采用随机抽样和典型调查

相结合方法，样本总体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调查

采取问卷加访谈形式进行，总体上保证被调查对象

信息反馈的真实性。本次共发放问卷 400 份，收回

有效问卷 378 份，问卷回收率 94.50%。选择的调查

区域和调查对象描述见表 2。378 个养殖户数据统

计描述结果见表 1。 

表2  调查样本地区分布与描述 

调查地区 小型猪场 中型猪场 大型猪场 合计

湘潭县 44 78 12 134

宁乡县 48 74 10 

56 50 

132

112资阳

合 计

区

  

6 

148 202 28 378

说明：小型猪场年出栏商品猪 50-500 头；中型猪

501-2000 2000  
场年出栏商品猪

头；大型猪场年初栏商品猪 头以上。

 2．实证分析 

应用 SPSS15.0 统计软件对 378 个样本的截面

数据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处理。在处理过程中，

运用方差扩大因子法对选定的变量进行了多重共

线性检验，结果发现所选择的 8 个变量方差扩大因

子VI 均小于 10 ，可以认定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

显著的多重共线性。运用 SPSS15.0 统计软件对样

本数据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处理，得到的是非标

准化回归系数。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通过以下

公式求得：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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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i i ib S             (3) 

(3)式中， i 为第 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

数， 为第 i 个自变量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为

第 个变量的标准差，

i

ib iS

i 3   为 Logistic 分布的

标准差，近似等于 1.814。模型计量结果见表 3。 

表3  影响养殖户借贷需求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 
标准差 

标准化 

回归系数 

Wald 
统计量 

Sig 值 
期望值 
Exp(B) 

户主年龄(x1) -1.002 0*  0.298 6 -0.164 9* 11.260 7 0.000 8 0.367 1 

户主文化程度(x2) 0.654 7** 0.294 5 0.106 3** 4.941 2 0.026 2 1.924 6 

养殖户收入(x3) -0.185 0** 0.089 3 -0.009 1** 4.278 2 0.038 6 0.831 2 

养殖户财产和自有资金状况(x4) -0.095 5*  0.038 3 -0.002 0* 6.768 2 0.009 3 0.905 2 

养殖时间(x5) 0.399 0   0.250 6 0.055 1  2.533 7 0.111 4 1.490 3 

养殖户投资规模(x6) 2.047 4*  0.678 6 0.765 9* 9.101 1 0.002 6 7.748 1 

养殖户对政策的认知程度(x7) 1.084 8*  0.277 7 0.166 1* 15.353 2 0.000 0 2.956 6 

生猪市场价格预期(x8) 0.452 9** 0.218 7 0.054 6** 4.289 7 0.038 3 1.572 9 

常数项 -3.224 4** 1.307 5 -2.324 1** 6.082 0 0.013 6 0.040 0 

-2Log likelihood   127.984 5 
Nagelkerke R Square   0.677 0 
Chi-square  133.892 8   P=0.000 0   

注: *、**分别表示达到 1%、5%显著水平 

根据回归结果，假设的影响养殖户生产经营借

贷行为的因素，有 4 类 7 个因素对养殖户借贷有统

计显著性。其中，3 个因素的系数绝对值超过 1，

影响程度大；1 个因素的系数绝对值超过 0.5，影响

程度较大，1 个因素的系数绝对值超过 0.25，影响

程度一般，2 个因素的系数绝对值小于 0.25，影响

程度较小，此外还有一个对养殖户借贷没有显著性

的影响。 

(1) 养殖户基本特征的两个因素对养殖户借贷

呈现一负一正的影响。养殖户户主的年龄对养殖户

借贷具有负向影响，且影响程度大，其因素系数小

于 0、因素系数绝对值超过 1，达到 1%的显著水平，

回归结果与假设一致，说明养殖户随着年龄的增

长，会越来越不愿意借贷。这与养猪业是一项具有

较大风险传统产业的属性有关，周期性的猪价波

动，原料价格上涨以及不可预测的猪病防控压力，

会让养殖户对还贷和借贷扩大再生产产生恐惧，年

龄增大的人不愿意承担上述风险。养殖户户主文化

程度对养殖户借贷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较大，因

素系数大于 0，因素系数绝对值超过 0.5，达到 5%

的显著水平，结果与假设一致，说明养殖户户主的

文化程度越高越愿意借贷。 

(2) 养殖户清偿能力的三个因素对养殖户借贷

呈较弱的负影响。养殖户的收入、养殖户的财产和

自有资金对养殖户借贷有负影响，但影响较小，其

因素系数小于 0、因素系数绝对值均小于 0.25，达

到 5%的显著水平，回归结果与假设一致。这说明

养殖户的养殖收入、养殖户的财产和自有资金不是

决定借贷的关键因素，这与国内学者[4，5]的相关研

究有一定的差异。可能的原因是养猪的专业性很

强、投资很大，养殖户养殖规模越大，投资越多、

风险越高，资金周转越多，养殖户的养殖收入、养

殖户的财产与自有资金往往难以作为评价借贷的

关键要素，而确保快速收回投资、减少经营风险的

因素是其行为选择的主要依据。 

(3) 养殖户经营情况中的一个因素对养殖户借

贷有正的影响，另一因素影响不显著。养殖户投资

规模对养殖户借贷具有正影响，且影响程度大，其

因素系数大于 0、因素系数绝对值超过 1，达到 1%

的显著水平，回归结果与假设一致，说明养殖户的

投资规模越大，存在的资金缺口可能越大，养殖户

的借贷意愿就越强。养殖户的养殖时间对养殖户借

贷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一回归结果与假设相矛盾，

也与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6,7]相矛盾。养猪业存在明

显的行业风险、难以预测的市场风险、难以防控的

重大传染病风险和不可抵御的自然风险，对这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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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理解随着养殖时间的增长，理解就可能越深

刻，进而对借贷行为的影响就越复杂，在现今我国

养猪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前提下，可能新兴的养殖

户更敢于借贷。另外也有可能是，养殖时间较长的

养殖户具备了掌控风险的能力后可能会大胆的借

贷，所以养殖户的养殖时间对养殖户的借贷影响不

确定，没有显著影响。 

(4) 养殖户理性认知的两个因素对养殖户借贷

有较强的正影响。养殖户对政策的认知程度对养殖

户借贷具有正影响，且影响程度大，其因素系数大

于 0、因素系数绝对值超过 1，达到 1%的显著水平，

回归结果与假设一致，说明养殖户对国家养殖政策

认识得越深刻越能推动养殖户借贷。养殖户对生猪

的价格预期对养殖户借贷具有正影响，且影响程度

较大，因素系数绝对值超接近 0.5，达到 5%的显著

水平，回归结果与假设一致，说明养殖户如果预期

生猪价格将上涨，必将借贷扩大养殖规模。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湖南省 2 县 1 区 378 个养猪专业户的

调查数据，运用 SPSS15.0 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 

Logit 回归分析，研究表明：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

度、养殖户收入、养殖户财产和自有资金状况、养

殖户对政策的认知程度、养殖户投资规模、生猪市

场价格预期等 7 个因素是影响养殖户借贷的主要原

因。其中，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养殖户对政策的认

知程度越深、养殖户投资规模越大、生猪市场价格

预期越明确就越能促进养猪专业户借贷，户主年龄

越大、养殖户收入越高、养殖户财产和自有资金越

多就越会限制养猪专业户借贷。另外，养殖户的养

殖时间与养殖户借贷没有直接因果联系。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建议：第一，

政府应加大引导和政策扶持力度。中央和地方政府

要制定畜牧养殖业发展规划，加大财政支农资金投

入和补贴力度，积极协调金融保险机构支持农民发

展规模养殖，建立生猪市场预警机制、生猪出栏保

护价收购制度，完善生猪的公共防疫服务体系和猪

肉风险储备体系，加强市场调节和监管工作。第二，

农村金融机构应实施金融服务创新。农村金融机构

要按照银监会 2007 年制定出台的《关于银行业金

融机构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指导意

见》文件精神，探索建立畜产品供应链融资服务模

式，支持生猪产业发展，积极开发农村贷款保证保

险产品，开展农业养殖保险服务。[8]第三，养殖利

益相关方应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加快推进养猪产业

化经营进程，协调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养殖协会、

中介服务机构、交易市场与养殖户的利益关系，使

他们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提高

养殖户借贷信用额度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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