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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安全农产品的消费者行为及市场拓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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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全农产品是改善生态环境 、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主流产品。 初步调查显示 , 大连的消费者

对安全农产品的认知度较高 , 但也存在着对“三品”认识不深入 、对“三品”市场缺乏信心 、“三品”价格偏高和销

售渠道有限等问题和现象。针对以上问题 , 文章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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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afe ag ricultural product w ill be the mainstr eam product in improv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safety lev el of the ag ricultural products.The investiga tion demonstra ted tha t there w as a high cognition of the safe ag ricul-

tur al product in Dalian , but the problems of shallow acknowledge , o f lack o f confidence on “ Sanpin” marke t , of higher prices

and limited sales channels were also ex isted.In o rde r to so lve the above problems , the cor 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

gestions we re advanced in this 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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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 ,

食品质量安全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人们对食

品的要求已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无公害食

品 、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简称“三品”)等安全农产

品越来越受到青睐 ,这给安全农产品的生产和开发

带来巨大的市场潜力 。

消费者对“三品”的认知度和消费状况在很大程

度上是我国“三品”农业能否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发展

轨道的关键 ,也是对“三品”安全形象的最好检验 。

目前 ,在国外有机食品得到消费者的普遍认可 ,近年

来的消费需求也持续增长。根据 SOEL-FIBL2008

年度调查 ,北美和欧洲两个地区有机农产品的销售

额占到了全球有机农产品销售额的 97%
[ 1]
。经过

多年的发展 ,我国的安全农产品市场也有了一定的

规模 ,2009年仅绿色食品一项 ,产量就接近 1亿 t ,

国内销售额达到 3 162亿元。在食品安全水平和经

济发展水平均较高的大连 ,消费者对安全农产品的

认知及消费状况如何 ,安全农产品在市场的表现如

何是生产者和经营者主要关心的问题 。笔者以大连

市消费者为研究对象 ,以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的有关

资料为依据 ,对安全农产品的消费者行为进行分析 ,

在此基础上 ,查找目前“三品”市场存在的问题 ,并提

出市场拓展方案 ,以期对辽宁其他地区安全农产品

的发展有所借鉴。

一 、国外安全农产品消费者认知变化及现状

国外安全农产品的主要类型为有机食品 ,其中

欧美有机食品零售额占世界总量的 95%。欧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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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食品市场在上世纪 90年代得到快速发展 ,目前 ,

欧洲有机食品年销售量以平均 7.8%的速度增加 ,

美国从上世纪 90 年代到 2005 年的年均增速

为 20%[ 2] 。

在有机食品行业发展初期 ,市场是基于供应驱

动的 ,由农户推介有机食品。然而近几年 ,消费者逐

渐成为拉动有机市场的主要力量。有资料显示 ,在

欧盟 ,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的原因已经从利他主义

的理由 ,转向诸如安全和健康这样的自我兴趣原因

而购买 ,在这其后是口味 、自然保护和动物福利等因

素。同样 ,20多年前美国消费者因为关心环境问题

而购买有机食品 。有调查显示 ,美国 2/3的消费者

首先把健康和营养作为选择有机食品的主要原因 ,

其次是口味 、食品安全和环境等因素。

此外 ,在欧美不选择有机食品的消费者也有着

不同的原因。在欧洲主要的原因是高价格 、产品配

送差 、质量无明显差别 ,缺少对有机食品属性的说明

以及对有机食品构成的怀疑等。在美国 ,根据对消

费者的调查 ,高价格也是阻碍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

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有机食品的可获得性。尽管这

样 ,欧美地区有机食品的零售销售增长还是较为迅

速的 。

在销售渠道上 ,美国的有机食品在天然产品店

或健康食品店的销售占 47%,普通零售店占 44%,

直销和出口占 9%。欧洲地区国家的销售渠道也不

尽相同 。在丹麦 , 85%的有机食品通过普通食品店

销售;卢森堡和希腊的有机食品则主要在有机或者

健康食品店 、面包房 、肉店等地销售;冰岛 、意大利 、

法国 、比利时 、荷兰和德国等大多数国家 ,主要分散

在超市和其他店销售 。

二 、大连市安全农产品的消费者行为分析

(一)大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现状

大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在辽宁乃至全国一

直处于前列 ,这得益于市政府对民生工作的重视 。

2005年 ,大连市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 ,其后开展

了“食品放心工程三年规划”(2005 年-2007 年),

2007年在全国率先启动创建“食品安全城市”活动 ,

2008年以来一直把推进“食品安全城市”建设作为

市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 。此外 ,大连市还通过多次

举办绿色食品展会和中国名牌及地理标志产品博览

会等形式 ,推介大连的安全农产品 。

截止 2009年底 ,大连市无公害农产品(包括水

产品)产地认定 513个 ,面积 543.39万亩;无公害农

产品(水产品)认证 378个 ,绿色食品产品 250个 ,面

积 41.4万亩 。有机产品产地认证面积 9.98万亩 ,

产品 45个。农产品例行监测和批发市场检测合格

率为 99%;水产品渔药残留合格率 98%;流通环节

快速检测合格率为 99.8%;全市 28 类应获证食品

生产企业 100%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县以上较大

型超市 、市场进货索证索票率达到 98%;餐饮业实

行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率 100%,食品生产

企业许可证持证率 100%;全市乡镇进点屠宰率达

到 97.4%,超过省政府考核指标 2.4 个百分点;出

口日本 、美国和欧盟的食品检验合格率均超过

99.8%,进口食品检验合格率 99.9%;国家农业部 3

次对大连市猪肉产品中瘦肉精污染 、磺胺类药物残

留和鸡肉产品中恩诺沙星 、环丙沙星残留监测均为

100%合格 ,全国排名第一[ 3] 。整体上看 ,大连农产

品质量安全处于较高水平。

(二)消费者行为分析

目前 ,国外安全农产品的市场已得到消费者认

可 ,市场也较为成熟 ,需求呈逐步上升趋势。在我

国 ,近年来安全农产品虽然也开始受到消费者的欢

迎 ,有着很好的需求预期 ,但其市场消费状况需做进

一步研究。

1.调查说明

在 2010年 7月 1日至 2010年 7月 15日 ,选取

超市出入口 、农贸市场出入口 、居民小区和商业中心

区过往消费者为对象 ,随机选取 100位消费者 ,共获

得 75份有效问卷。问卷主要从影响消费者对安全

农产品认知的性别 、年龄 、收入等基本因素 、消费者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情况以及对安全农产品的

消费行为等方面进行调查。

2.对安全农产品的消费者认知水平和购买行为

分析[ 4]

样本统计情况 。一是性别结构:在 75名调查者

中 ,女性 37人 ,男性 38人 ,比例比较均衡 。二是年

龄结构:本调查将年龄分为 4段 , 20 ～ 30 岁 、30 ～ 40

岁 、40 ～ 50岁和 50岁以上 ,他们占全部采访人数的

比例分别为 32%、40%、14.7%和13.3%,40岁以下

的占 72%,这说明本调查的消费者认知状态和购买

行为比较接近中青年人的水平 ,也就是家庭中经济

收入的主要分子。三是收入状况:2 000 ～ 3 000元/

月的占 43.8%, 3 000 ～ 4 000元/月的占 20.5%,

4 000 ～ 5 000 元/月的占 11%, 5 000 元以上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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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其余 12%的月收入则在 2 000元以下 ,可以

看出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收入已处于中等偏上

水平 。

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了解情况 。一是消费

者选择购买农产品的场所:70%在农贸市场 , 30%在

超市 。二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农产品的因素:主要是

农产品品质 ,比例为 88%;其次为安全状况 ,比例为

71%;再次为价格 、品牌等因素 ,这反映出大连消费

者的食品安全意识比较高 。三是造成农产品质量安

全问题的主要原因:68%的消费者认为是政府监管

不力所导致的。四是遇到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会如

何处理:83%的调查者选择停止使用该类产品 ,只有

16%的消费者会向相关部门投诉 ,说明消费者的维

权意识还有待提高。

对安全农产品的认知及消费行为 。一是对“三

品”的认知度:有 28.8%的消费者会识别“三品”的

标志 ,70%以上的消费者则不会辨识;79.5%的消费

者认为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有区别 ,

但具体区别在哪里 ,大部分消费者则说不清楚 ,只是

从名字上判断;还有 20.5%的消费者认为这三种产

品是一样的。可见大连对“三品”的宣传工作较好 ,

但仅停留在概念层面上。二是购买“三品”的场所及

种类:目前 ,消费者购买“三品”的主要渠道是超市 ,

约 97%的消费者在超市里选购 。39.1%的消费者

会选择绿色食品 , 37.7%的消费者选购三种安全食

品差不多 ,21.7%的消费者偏爱无公害食品 ,还有少

量的消费者选择有机食品 ,相比较而言绿色食品的

接受度更高些。43.8%的消费者认为当前市场上

“三品”种类能满足所需 ,而 56.2%的消费者认为种

类还不够充足 , “三品”的品种还有待开发以满足更

多消费者的需求 。三是“三品”的消费者行为:从消

费者购买“三品”的频率看 , 57.5%的消费者是随心

情而非主动购买 , 24.7%的消费者则总是在选购农

产品时选购“三品” ,还有 11%的消费者是在促销或

者打折时购买“三品” ,6.8%的消费者为家里的老人

和孩子选购 ,可见大多数消费者的“三品”意识不是

特别强 。四是消费者购买“三品”的原因:68.5%的

消费者认为“三品”质量安全有保证 , 23.3%的消费

者是随机购买 , 6.8%的消费者认为“三品”比普通食

品更有营养而选择购买 ,还有 1.4%的消费者是从

众心理 ,看着买的人多则跟着购买。五是“三品”价

格接受程度:76.7%的消费者认为“三品”价格偏高 ,

13.7%的消费者表示能接受目前的价格 ,还有9.6%

的消费者由于不是经常性购买“三品” ,而对价格高

低持无所谓态度。价格的高低会影响消费者是否购

买或更多购买“三品”。

三 、阻碍安全农产品市场发展的问题探析

(一)消费者对“三品”认知度较高 ,但了解深度

不够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消费者对“三品”都有所耳

闻 ,也会做出购买行为 。但进一步调查发现 ,有相当

一部分消费者不会辨识标志和代码 ,从而也就无法

判断标志使用有效期等其客观信息。而对于“绿色”

的理解大多还是停留在字面上 ,认识上存在诸多误

区 。在大型超市 ,消费者将绿色食品等同于没有农

药化肥的食品;在农贸市场 ,有些人把野菜 、绿色蔬

菜当作绿色食品 ,有的则把带有“虫眼”的蔬菜当作

绿色蔬菜。由此可以看出 ,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缺

乏正确且深入的了解 ,从而影响着消费者对“三品”

的选择 。

(二)消费者对“三品”的可信度心存疑虑

现实中 ,由于消费者与安全农产品生产企业和

经销商之间 ,在安全农产品的质量标准方面存在着

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加之政府在监管时存在漏洞 ,许

多消费者对“三品”生产者是否如其所规范的内容那

样生产还存有怀疑 。消费者缺乏对安全农产品标准

和标准执行情况以及认证权威性的准确判断 ,这不

仅为部分逐利的生产者故意降低质量水平或提供虚

假信息提供了机会 ,也容易使消费者降低对安全农

产品的信任度 ,从而降低对安全农产品的消费意愿。

(三)“三品”价格定位影响消费者支付意愿

应该说在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下 , “三品”的发

展空间和潜力都很大 ,但价格是普通农产品 2 倍 、

3倍甚至几倍的“三品”价格 ,令许多消费者望而却

步 。“三品”的价格构成有几个方面与普通食品不

同 ,从而也就使得“三品”价格偏高。以有机食品为

例 ,一是生产中不能使用农药杀虫 ,只能靠人工力量

维护 ,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二是有机肥料和有机饲

料的价格及获得成本高于化肥和普通饲料;三是有

机食品需要经过专业的检测和认证 ,而高昂的费用

也增加了成本。此外 ,像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在生

产过程中 ,其价格还包括在产品的开发生产过程中

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而增加的生产环境成本 。偏

高的价格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

同时也给政府在鼓励提高组织化 、规模化生产“三

—32—



李芳芳等:大连市安全农产品的消费者行为及市场拓展研究

品” ,以调整“三品”价格的问题上提出了重要课题 。

(四)“三品”供应渠道有限

如调查所见 ,消费者购买“三品”的主要渠道是

超市 ,而像专业批发市场 、专卖店 、直销店 、挂靠饭店

销售等业态还较少 ,少量的专卖店也未被大多数消

费者所熟知 ,可供消费者选择的余地少 、品种也有

限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消费者购买“三品”的机

会。而且某些大型超市里 , “三品”并未形成专柜或

专区销售 ,而是同普通食品混放在一起 ,不但增加了

消费者分辨选购时的时间成本 ,而且也使得消费者

购买“三品”的渠道变得不鲜明 。

四 、开拓安全农产品市场的政府对策

(一)加大对“三品”宣传的力度

政府相关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开展多

形式的“三品”知识宣传推广 。在形式上 ,利用电视 、

广播 、报刊 、网络等各种媒体及会议 、展销 、印发资料 、

咨询等多层次 、多形式 、多渠道地开展宣传活动 ,让生

产者和企业意识到“三品”认证 ,对推动农业现代化和

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意义 ,让消费者深入了解“三

品”内涵和对自身健康的意义。在内容上 ,不仅包括

绿色食品的由来 、概念 、标准认证 、标志使用和质量管

理 、监督 ,更重要的是宣传“三品”对生态农业和可持

续发展的意义。对象上 ,要对各行业 、各年龄段的消

费者进行全面宣传 ,让安全农产品观念深入生活每个

层面。通过全方位的宣传和教育 ,使人们树立安全 、

无污染 、可持续发展的“三品”消费观念 ,增加有效需

求 ,加速区域安全农产品市场的发展。

(二)加强“三品”质量监管

对安全农产品实施全程质量监管。严格产地准

出 ,健全农药 、兽药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重要农业投

入品质量监测制度。进一步完善“三品”检验制度 ,实

行年检和日常监管相结合的方式 。对检查不合格的

企业 、生产基地 ,不得申报安全农产品扶持项目 ,不再

受理续报申请;对达不到质量标准的产品 ,坚决取消

“三品”标志使用权 ,并对其进行披露 ,增加消费者的

知情权和监督权 。同时 ,完善质量检测设备 ,加强质

量监控手段建设。严格“三品”准入制度 ,检查市场上

流通的“三品” ,没有获得“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 、

有机食品”认证的产品拒绝进入市场 ,对违规使用“三

品”标志的产品实行召回 ,为消费者营造安全 、值得信

任的“三品”市场环境 。

(三)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申报“三品”

要按照规模化发展和产业化经营的要求 ,加快

“三品”生产基地建设 ,推行“公司+基地+农户”的

生产方式 ,发挥辐射带动和效益放大作用 。政府要

多鼓励和扶持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的基地建

设 。因为 ,合作社能组织分散农户实行统一农资供

应 、统一生产操作规程 、统一产品质量标准 、统一销

售 ,全面落实“三品”农业标准化生产经营 。在销售

时 ,可以采用“超市+合作社(公司)+农户”模式 ,做

到和超市等对农产品安全有所保证的销售点能对

接 ,一方面保证了食品安全 ,另一方面减少流通环

节 ,降低“三品”价格 ,扩大消费群体。

(四)积极拓宽“三品”销售渠道

加强市场建设 ,培育营销队伍 ,创新经营机制 ,

逐步建立起“三品”销售服务网络 。政府应有计划地

在“三品”主产区建设一批专业批发市场;依托大连

市内外农产品龙头市场 ,设立绿色食品专区;加大农

村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 ,鼓励企业发展“三品”的电

子商务[ 5] ;有选择性地引导企业或经营者在一些居

民社区设立“三品”专销区 ,或者在商业周边区域建

立“三品”专营饭店等。通过多种方式实现销售渠道

多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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