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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襄阳市食品 

安全与食品消费现状 

杨庆玲 闫寒 龚乐 张钊绮 张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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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文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襄阳 441000） 

【摘 要】：食品安全是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疫情的发生给襄阳市食品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对襄阳市的食品消

费造成重创。以襄阳市区及以南漳县和宜城市为主的周边县市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的形式搜集新冠肺炎疫情下襄

阳市食品安全与食品消费现状基本信息，继而进行描述性数据分析。研究表明：①在食品种类方面，疫情后襄阳市

民对肉类食品的安全尤为重视；②在食品消费方面，疫情期间因居民收入减少，商户暂停营业等原因，食品消费大

幅减少；③在消费场所方面，疫情后居民食品消费的主要场所由疫情前的农贸市场与食品专卖店转变为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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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食品安全是确保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的重要前提条件。国外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走在中国前列。美国现已拥有一套完

整的食品安全召回系统：美国政府实施部门与民间机构协同监管的方式，监管主体分工比较明确，在食品质量安全标准规定、

监管实施与食品安全教育等方面，全程监控食品安全。在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上，肖菲尔（Schofield）等认为，生产者、

消费者之间长期存在的利益冲突是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中国学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同样给予了高度重视。

李岱宗认为，食品安全是关系到社会和谐与稳定性的政治问题，他研究了国内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现状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杨翠峰认为，食品质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及生命安全，他对中国食品安全不达标的原因、当前中国食品安全存在的问

题和改善措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食品消费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郭娟认为，食品消费在整个消费结构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

作用，她研究了中国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及影响因素。 

本文通过线上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总结归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襄阳市食品安全和食品消费

的现状。为在新冠肺炎疫情下襄阳市食品安全关注度与食品消费行为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2 新冠肺炎对襄阳食品安全及食品消费的现状调查 

2.1查方法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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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调查在襄阳市区及以南漳县和宜城市为主的周边县市进行，考虑到样本的随机性和分散性，采用主观抽样的方法进行

样本的选取。确定样本后，采取发放线上调查问卷的形式收集信息。全部问卷在网络线上发放、填写和回收。线上提交共 150

份，有效问卷 140份，有效提交率达 93.3%。 

2.2食品安全现状 

通过问卷调查与襄阳市食品安全部门发布的信息，得到疫情发生前、中、后襄阳市食品安全与食品消费基本情况。疫情前

（2019 年），襄阳市食品安全国家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到 98.5%，襄阳市居民对食品安全状况满意率为 90.8%，食品安全形势总

体稳中向好。疫情中，政府和居民采取遏制疫情措施，对疫情严加防控，例如，大部分食品销售场所暂停营业，食品安全形势

总体较为稳定。疫情后，政府对餐饮业严加整顿，居民堂食自觉与他人保持距离，食品生产企业优化产业结构、引入先进智能

化生产设备与技术保障食品质量，食品安全形势总体较为稳定。 

2.3食品消费现状 

疫情前，襄阳市居民的食品需求购买力较强，食品经济稳步增长。根据襄阳市人民政府公开数据显示，襄阳市食品经济占

襄阳市经济总额的比重逐年增大，2018年和 2019年分别上涨 3.2%、7.2%。 

疫情中，由于疫情管控，居民外出受限，人流量大幅减少。襄阳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78%的餐饮企业营业收入损失在

100%以上，营业损失在 70%以下的仅为 5%。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仅在春节七天内，疫情就对餐饮行业零售额造成了 5000亿元

左右的损失。 

疫情后，襄阳市政府积极对餐饮企业进行食品安全检查、整顿等，助力餐饮业开张，刺激居民消费，食品经济稍有回升。

由于对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与对疫情的严加防控，居民的食品消费行为更加理性和多元化。多数消费者选择在线上购买食品，

商家进行线下配送的方式进行食品消费。疫情促使消费者对农产品安全和品质的需求放大，推动消费升级。政府鼓励居民通过

社区团购、网络直播带货等形式销售农产品，缓解农产品滞销情况，促进食品消费。 

3 数据分析 

3.1样本人员基本信息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的男女比例为 4:6，调查对象的性别比例相对来说较为均衡。从年龄方面来看，本次调研对象的年龄主要集中

在 16～30岁，占调研总人数的 89.29%。 

3.2新冠肺炎发生后襄阳市居民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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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襄阳市居民对不同类别食品的安全关注 

由表 1 可知，大部分居民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逐步提高，食品安全意识逐步加强。由图 1 可知，居民对动物肉类关注

较多，占比 42.86%，调查显示主要原因为：(1)本次疫情病毒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非法贩卖的野生动物；(2)中国在 2019年发生

过大规模的猪瘟事件。调研表明居民对于肉类的购买较为谨慎，有关部门应该加大对肉类的监管力度，让居民吃上“放心肉”。 

3.3疫情后襄阳市居民对于保障食品安全希望能够采取的措施 

疫情后居民对于保障食品安全最希望能够采取的措施是：(1)提高市民自身的食品安全意识；(2)加大对违法厂商、商贩和

监管单位的处罚力度。消费者的鉴别能力差，让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尤其是年龄大、文化程度不高的消费者，更容易上当受

骗。另外，食品生产和销售厂家良莠不齐，有关单位监管不力，应该加大对于不法厂家的打击力度，并对执法不严的单位进行

行政处罚。 

3.4新冠肺炎疫情下襄阳市居民的食品消费变化 

 

图 2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变化情况 

由图 2 可知，在疫情发生后，79%的襄阳居民食品消费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有 34%的居民每月的食品消费支出发生

不同程度的增加，而有 45%的居民每月的食品消费支出减少。通过调查分析，消费增加的主要原因为：(1)疫情期间物资紧张，

导致了食品价格上涨；(2)因居民外出不便，需要通过门店配送，导致配送费的支出；(3)居民在购买食品时，商户设立一定的

配送金额门槛。消费减少的原因主要有：(1)疫情期间居民收入减少，直接导致消费的减少；(2)部分农村居民家中有田地，减

少了相应的购买需求；(3)多数商户因为疫情管制，没有营业，居民的食品消费选择范围减少。 

 

图 3疫情前后襄阳市居民食品消费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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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可知，疫情前，襄阳市居民食品消费的场所主要为食品专卖店和农贸市场，分别占比 30.14%、29.35%。疫情后，居

民食品消费的场所主要为超市，占比 72.14%，其次是便利店/小卖部、农贸市场、小摊贩等。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超市

的疫情防范措施更完善，环境更加干净卫生，能提供更好的售后服务。 

4 结论 

本文通过描述性分析研究发现，襄阳市居民对食品安全越来越重视，对肉类食品的安全尤为关注；疫情中，多数襄阳市居

民因收入减少、商户暂停营业等原因，食品消费减少；疫情后，襄阳市居民的食品消费场所改变，选择疫情防控措施更完善，

环境更干净卫生，售后服务更完善的超市采购食物。 

研究侧重于疫情后襄阳市居民对不同食品类别的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与食品消费主要场所的改变，忽略了疫情对襄阳市食

品安全监管等其他方面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未来可以从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食品安全生产等方面更加全面地对食品安

全展开调查研究，并优化调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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