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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消费者关注及购买认证农产品硏究

张欣彤，祝华军，吴军辉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消费者对农产品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仅体现在种类丰富程度上，更是体现在对质量安全的追求上。我国人民在农产品

消费方面从之前追求“数量”到现在重视“质量”，在此背景下，我国大力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转型发展，加强

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有机食品、绿色产品、无公害农产品和地理标志产品认证逐渐被广大消费者认知，并有效提升了农

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一、消费者对认证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

认证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食用，要经过生产、加工和流通等环节，每一环节均存在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因素。作为市场

需求方的消费者，其角色不容忽视。消费者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上反映出的消费倾向和消费态度，会影响政府管制农产品安

全生产的行为选择，而且消费者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上的自身实践也决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方面的效用程度。

消费者对认证农产品的购买行为受诸多因素影响。国外一些研究发现，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环保和健康因素是促使

消费者选择有机农产品的主要原因，而且环保因素的影响作用更加明显。国内杨肖丽等人对沈阳市 492 名消费者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主要因素包括健康意识、对有机农产品的认知程度和有机农产品的购买便利程度。白杨在济南市

以有机蔬菜为研究对象调查发现，总体上济南市消费者对有机蔬菜的支付意愿和购买水平较低，价格是主要影响因素。方平在

调查中发现，对有机农产品购买意愿影响最为显著的两个因素是受访者的家庭月收入和对有机农产品的信任度，而受访者的受

教育水平、年龄及健康意识等对购买意愿影响较小。但周洁红的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年龄会对购买行为产生显著影

响。

作为监管方，政府在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和市场监督抽查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在认证产品质量监管方面的力度和效

果，自然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周应恒等对南京超市中的消费者调研发现，对于可识别的经过质量安全认证的食品，

消费者会表现出比较强的购买意愿，消费者行为在受到某些信息激励后发生明显改变，进而影响了消费者对安全认证食品的购

买意愿。因而，消费者对第三方提供的质量担保或是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的质量控制行为的信任，是其正确判别农产品的信任

品特性的重要依据。在一项以西红柿为例的农药残留信息对长沙市消费者意愿支付价格影响的研究中发现，销售商提供的农药

残留检测信息对消费者的意愿支付价格的影响非常有限。

消费者在购买认证农产品时，基本都会注意到产品标注信息，但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所关注的标注信息内容是有差异的。年

龄本身虽然只是一个数字，但年龄所代表的人群代际及其生存环境却有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消费决策影响因素。随着“70 后”和

“80后”逐渐成为家庭消费的决策者，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收入水平也较高，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新观念，农产品消费观同 1949

年前后出生经历了计划经济年代的中老年人群是存在一定差异的。本研究以消费者的绿色认证农产品购买行为为例，尝试在消

费者特征与认证农产品标注信息关注偏好和购买行为之间建立联系，揭示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以求从农产品质量安全

方面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上海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实证分析

为保证数据来源的多样性和全面性，本次调查采用实地问卷调查和网络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调查问卷在受访者个人特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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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方面，选取了性别、年龄、教育、收入水平、家庭人口等指标，而且考虑了职业是否与农业或食品相关。2017年 5 月起即在

上海市曹杨铁路农贸市场、家乐福、大润发等大型连锁超市，随机选择受访者进行当面访谈和问卷调查。在对回收问卷粗略分

析后发现，一是受访者年龄普遍偏大，二是受访者的职业普遍与食品和农业不相关。为了增加中青年人群，且增加专业人士的

看法，通过农业科研联络系统开展了网络问卷调查。实地和网络总共发放 492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444份，有效率为 90.24%。

（一）对农产品标注信息内容的关注偏好分析

产品标注信息（产品标签）是消费者了解农产品的重要载体。标注信息内容较多，但消费者通常没有时间去关注所有信息，

往往只会注意到自己特别在意的某些信息。为了了解消费者对农产品标注信息内容的关注偏好，在问卷中列出了价格、认证标

志、品牌、产地、追溯信息、营养素含量和保质期等 7 方面信息内容，要求受访者按照重要性选出 3 项并排序。对于某一标注

信息内容（如价格），作为不同受访者的第一选择、第二选择和第三选择，分别赋予 0.5、0.3和 0.2的权重值，得到该标注信

息内容的加权关注偏好。

从总体上看，受关注程度得分最高的前四项标注信息内容分别为价格、品牌、保质期和认证标志。由此可见，价格仍然是

消费者购买农产品时评估的首要因素，而品牌作为品质的象征在消费者心里占据重要位置，消费者对保质期这种最基本最直观

的标注信息关注已成其购买习惯，对作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保证的认证标志标注信息关注度较高表明消费者对带有第三方认证标

志的优质农产品认可度较尚。

从分年龄段的统计数据来观察，消费者的关注偏好有两点相同之处，其一是价格信息均为各年龄段首要关注的内容，物有

所值仍然最基本的消费准则；其二是均对追溯信息持漠视态度，在政府部门如此重视农产品追溯系统建设的当下，这一现象非

常值得引起重视。不同处也主要有两点，其一是 46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明显比 45 岁以下的受访者更关注品牌，中老年人更

相彳目品牌的力量；其—是 45 岁以下的受访者比 46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明显更关注保质期，年轻人更看中新鲜程度。这两

个方面的最大值是最小值的 2 倍多。利用列联表卡方检验来检验消费者年龄与绿色认证农产品认知和消费行为之间的独立性，

原假设为 H0：行列两变量是相互独立的，不具有相关性。备择假设 H1：行列两变量是显著相关的。皮尔逊卡方统计量的值为

33.402，对应的 P值为 0.015，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 0.1，因此拒绝原假设，可以认为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消费者的年龄与

农产品标注信息关注偏好之间是显著相关的，消费者对不同农产品标注信息的关注程度会受到消费者年龄的影响。

从收入水平来看，消费者对品牌因素的关注偏好差异较大，对其他标注信息的关注偏好虽然也存在差异，但来自收入水平

的差异程度不及来自年龄段的差异程度。皮尔逊卡方统计量的值为 18.522，对应的 P值为 0.422，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 H0，也

就是消费者的月平均收入与其对农产品标注信息的关注偏好是相互独立的变量，二者之间不具备显著的相关性。我们也可以通

俗地理解为，不同收入水平档次的消费者，对农产品标注信息的关注偏好并不存在显著差别。

（二）对绿色认证农产品的支付意愿分析

本调研结果与国内已有的大多数实证研究结果相似，尽管消费者对认证绿色农产品的质量持认可态度，但支付意愿并不高，

超过 2/3的受访者认为认证绿色农产品的价格不能超过同类普通农产品价格的 20%，优质产品不等同于高价产品。而对绿色认证

农产品的生产者而言，这实在是难以接受的。

虽然目前总体支付意愿不高，但不同收入段的消费者在支付意愿上是否存在差异呢？本调研样本统计数据表明，随着收入

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绿色认证农产品的支付意愿上升，这符合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皮尔逊卡方统计量的值为 72.354对应 p值

为 0.000，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 0.01，因此拒绝原假设，可认为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消费者对在获得权威认证的绿色农产

品的价格支付意愿与消费者月收入水平是显著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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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问卷中专门设置了职业相关性，将受访者的职业设定为“食品/农业相关行业”和“不相关行业”两类。从职业相

关性来看，食品/农业相关行业的受访者的支付意愿较高。通俗一点的理解是，食品/农业相关行业的受访者比不相关人员更了

解绿色认证农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其安全性和生产成本，因而认为值得为之付出高价格。皮尔逊卡方统计量的值为 9.268，对应

p值为 0.055，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 0.1，因此拒绝原假设 H0，可以认为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职业与支付意愿是相关的。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本次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可以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一）在消费者对农产品标注信息的关注偏好方面，价格、品牌、认证标志和保质期是消费者最为关注的四个因素。消费

者对农产品标注信息的关注偏好与年龄相关，而与收入水平不相关。

（二）消费者对认证绿色农产品的质量持认可态度，但支付意愿并不高。收入和职业均与支付意愿相关。

基于上述结论，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为降低认证农产品的成本，政府可考虑对认证农产品实施补贴。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消费者自主购买认证农产品的

意愿较强烈，而价格是消费者购买农产品时关注的首要信息。认证农产品的生产检测环节多、成本高，生产过程技术难度较大、

条件要求较高，因此认证农产品的销售价格高于普通农产品。需要有效降低认证农产品的综合成本，使有自主购买认证农产品

意愿的消费者能够承担起认证农产品价格。

二是除价格之外，消费者对品牌和认证标志信息较为关注，这表明可信任的农产品质量信息是消费者购买行为的重要决策

依据。因此，农产品生产部门和销售商应该满足消费者消费需求、顺应消费者消费特征变化趋势，通过提高农产品品牌信誉水

平、生产销售具有第三方认证标志的优质农产品，从而提高消费者消费满意度，扩大消费市场，改善农产品供给结构，提高农

产品供给水平。

三是需要采取措施改善消费者对认证农产品的市场信任度，既要正面加强宣传引导，更要对假冒认证农产品加大打击力度。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