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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转基因技术凭借其独有的优势成为农业史上运用和发展最迅速的科技,但是这项新兴科技在发展

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巨大的争议。消费者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成为此项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因

素。在我国北京、上海、深圳、重庆、苏州、武汉6大城市开展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情况的调查与研究。研

究发现:由于主要依赖传统媒体和网络获取信息,科普活动参与度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程度偏低;性别、

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显著影响消费者认知水平;虽然信息传播、科普活动可

以有效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晓程度,但不是提高认知水平的决定因素。提出了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

品的科学认知,需要科学家、媒体以及政府部门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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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modifiedfood,GMF)
是指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将一种或几种外源性基因

转移至其他物种,通过改变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获

得自然条件下所不具备的良好性状、营养品质、消费

品质等,以这样的生物体作为食品或者以其为原料

加工生产的食品[1]。自1996年转基因作物开始商

业化种植,经过16年的高速发展,2011年,全球转

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1.6亿hm2,16年来增长了94
倍,成为发展最快的生物技术[2]。随着越来越多的

GMF进入人类的食物链,引发了无数争议与讨论。
消费者在这些争议中往往易于陷入疑惑、恐慌甚至

抵制。我国消费者应该如何正确对待 GMF? 他们

对 GMF的认知情况怎么样? 受到哪些因素的影

响? 在研究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已有不少的学者对消费者的认知问

题展开研究,有从理论角度对消费者对 GMF的认

知形成机制进行探讨的[3],更多的是通过实证调查

对消费者的认知、接受程度或者购买意愿等进行研

究[4灢6],并且调查地点主要为信息渠道通畅,商品经

济发达的城市[7灢9]。但在多个城市进行大规模调查

的研究[10]并不多。本文选取了我国中东西部较具

代表性的6个城市展开大规模的实地调研,试图全

面客观地了解消费者对 GMF的真实认知情况,识

别影响消费者认知的重要因素。

暋暋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采用街头偶遇抽样,以问卷调查方式为主,辅以

面谈式访问的方法获取数据。每个城市的调查地点

主要安排在超市、商场休息区和饮食区、广场、住宅

小区等。调查时间为2010年7月至2010年8月。

6个城市的总样本为120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回
收的有效样本为1186份。具体调查地区和有效样

本分布见表1。
表1暋具体调查地区和有效样本

城市 调查城区 有效样本数

上海 黄浦区、闵行区、静安区等 199
北京 西城区、东城区、朝阳区、通州区、丰台区等 190
深圳 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宝安区、盐田区等 200
苏州 工业园区、金阊区、平江区等 197
武汉 洪山区、武昌区、东西湖区、江夏区等 200
重庆 渝中区、南岸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等 200

暋暋调查所获样本的男女比例均匀,涉及各行各业、
各种专业和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以18~49岁的

中青年人为主(比例为86.36%),这主要与老年人

外出不便,街头调查偶遇的几率较小有关,年龄分布

基本符合我国18~49岁的年轻人居多的人口分布

结构。调查样本受教育程度大多在大专和本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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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55.06%),认知情况可能会高于我国消费者平

均的认知水平。接受调查的消费者健康状况较为理

想。整体上看,样本具有代表性。

暋暋二、调查情况的描述性分析

1.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晓度较高

消费者对 GMF的知晓度,经常听说的比例为

29.94%,偶尔听说的占44.70%,只一两次听说的

有11.37%,三者之和超过86.00%,从未听说过的

只占13.99%,这说明消费者对 GMF的知晓度比

较高。

2.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知识缺乏基本的常识和

了解

考察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知识确切的认知水

平,问卷设置了3道与生物技术常识相关的问题。
从答题情况来看,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知识缺乏基

本的常识和了解。即使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回答

正确的比例也比较低。3道题回答都正确的消费者

只有23.69%,答对一题的也只有26.81%,2道回

答正确的占36.42%,全错的比例达到13.07%。其

中答题最为理想的是对基因是否存在于普通番茄的

判断,超过70%的消费者回答正确,但这个认识水

平甚至低于或者仅仅相当于欧美国家90年代末的

水平。涉及到转基因技术的基因转移问题,消费者

表现出了最模糊的认知(仅 19.50% 的人回答正

确)。由此可见,消费者对 GMF的了解可能只是停

留在听说这个名词概念的层次,对其真正知识的了

解还非常欠缺。

3.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非常有限

虽然60%~70%的消费者对生活中存在 GMF
有基本的了解,但对具体的 GMF认知比较模糊。
图1所示的多个转基因产品中,仅有转基因豆油

(50.34%)以及豆制品(48.06%)消费者的认知度较

高。一方面,可能与食用油是生活必需品,与消费者

生活非常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某些食用油企业特

意以非转基因为宣传卖点有很大关系。消费者对转

基因玉米和转基因番茄认识度也比较高,选择率超过

了30.00%。此外,转基因马铃薯、转基因甜椒、转基

因棉花均有20.00%左右的消费者认为是存在的。消

费者认为最不可能存在的 GMF主要是木瓜和鱼。
我国目前批准的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植物,仅有

棉花、木瓜、番茄、甜椒、杨树、牵牛花6种,但消费者

对这些已获批准的转基因作物,特别是第一大转基因

作物———转基因棉花并未表现出较高的认知率。

图1暋消费者对市场上已有的转基因产品的认知

暋暋三、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的理
论模型

暋暋个人特征、社会经济因素、风险意识、信息因素

和其他因素被认为是影响认知的重要因素。结合本

课题实地调查的结果,加入家庭特征及科普因素,建

立消费者对 GMF认知的多维分析模型。与以往的

很多研究中将知晓程度(即听说与否)等同于消费者

对 GMF的认知程度不同,拟建立2个与认知相关

的模型,一是知晓程度的模型,二是更能深入考察消

费者认知的认知水平模型,即:
模型1:消费者对 GMF的知晓=f(个人特征、社会经

济特征、家庭特征、风险意识、信息传播、科普、其他)

模型2:消费者对 GMF的认知=f(个人特征、社会经

济特征、家庭特征、风险意识、信息传播、科普、其他)

在模型2中,消费者的认知水平将从以下的

4个方面来进行深入的考察。栙知晓程度,即听说

GMF的频率;栚 对当前是否有 GMF 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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栛对GMF争论的了解程度;栜对转基因技术的了

解,即相关转基因技术的知识判断。具体的赋值情

况见表2。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认知水平得分是

一个具体的分值,不像知晓程度一样是一个等级变

量,因此在进行检验后,此模型2采用的是多元线性

回归模型,而模型1采用有序的Logit回归,数据均

用SPSS16.0进行处理。

基于已经构建的消费者对 GMF认知的理论模

型,对纳入模型的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选取和说明,

详见表3。
表2暋认知水平的指标的赋值说明

赋值项 具体赋值情况

是否听说过
从没听说 只一两次 偶尔听说 经常听说

1 2 3 4

是否存在 GMF
是 不知道 否

3 2 1

是否知道争论
完全不知道 知道较少 一般 比较清楚 非常清楚

1 2 3 4 5

生物知识的判断(共3题)
正确 错误

1 0

表3暋变量赋值和说明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预期方向

个人特征 性别 男=1,女=0 +
年龄 18以下=1,18~29岁=2,30~39岁=3,40~49岁=4,50~59岁=5,60以上=6 -

健康状况 非常差=1,比较差=2,一般=3,比较好=4,非常好=5 +/-
社会经济特征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技校及中专=3,大专或本科=4,研究生及以上=5 +

是否从事生物工作 是=1,否=0 +

月收入
1000以下=1,1001~2000=2,2001~3000=3,

3001~4000=4,4001~5000=5,5001~8000=6,8001以上=7
+/-

家庭特征 家庭人数 实际人数 +/-
有16岁以下青年 是=1,否=0 +
是否有人过敏 是=1,否=0 +

风险意识 对 GMF的

健康风险感知
非常危险=1,比较危险=2,不知道=3,比较安全=4,非常安全=5 +/-

对 GMF的

生态风险感知
非常危险=1,比较危险=2,不知道=3,比较安全=4,非常安全=5 +/-

是否查看生产日期、

保质期或成分说明
根本不看=1,看得较少=2,看得较多=3 +

主要购买者 其他人=1,自己长辈=2,配偶为主=3,自己和配偶差不多=4,自己为主=5 +
购买决定者 其他人=1,自己长辈=2,配偶为主=3,自己和配偶差不多=4,自己为主=5 +

信息传播 信息来源于广播电视 是=1,否=0 +
信息来源于书籍报刊 是=1,否=0 +
信息来源于互联网 是=1,否=0 +

信息来源于亲朋好友 是=1,否=0 +
信息来源于学校 是=1,否=0 +
信息来源于科普 是=1,否=0 +
信息来源于其他 是=1,否=0 +

信息可信度 非常不可信=1,比较不可信=2,不确定=3,部分可信=4,非常可信=5 +
是否受媒体影响 完全没有影响=1,没有多大影响=2,不确定=3,有较大影响=4,有很大影响=5 +

转基因科普 科普活动参与度 完全没参加=1,较少参加=2,偶尔参加=3,经常参加=4 +
科普活动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 +

其他 环保意识 完全不关注=1,比较不关注=2,一般=3,比较关注=4,非常关注=5 +
农药残留的关注 完全不关注=1,比较不关注=2,一般=3,比较关注=4,非常关注=5 +
颁发证书的慎重性 非常草率=1,比较草率=2,不知道=3,比较慎重=4,非常慎重=5 +

暋暋四、结果与分析

模型回归结果见表4,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影

响了我国消费者对 GMF的认知? 根据上文建立的

模型,从回归的结果来看,个人特征、社会经济特征

是影响消费者知晓度和认知水平的重要公共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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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的其他各因素对消费者的知晓和认知水平

的影响不尽相同。
表4暋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显著性

模型1

知晓度

模型2

认知水平

个体特征 性别 0.002*** 0.016**

年龄 0.807 0.000***

健康状况 0.707 0.370

社会经济特征 受教育程度 0.000*** 0.000***

是否从事生物工作 0.000*** 0.038**

月收入 0.052*(-) 0.048**(-)

家庭特征 家庭人数 0.593 0.000***

有16岁以下青年 0.866 0.525

是否有人过敏 0.484 0.530
风险意识 是否查看生产日期、保

质期或成分说明
0.220 0.923

主要购买者 0.346 0.163

购买决定者 0.196 0.026**

信息传播 信息来源于广播电视 0.000*** 0.451

信息来源于书籍报刊 0.000*** 0.410

信息来源于互联网 0.647 0.101

信息来源于亲朋好友 0.161 0.610

信息来源于学校 0.002*** 0.842

信息来源于科普 0.604 0.514

信息来源于其他 0.151 0.726

信息可信度 0.035** 0.145

是否受媒体影响 0.751 0.428

科普活动 科普活动参与度 0.000*** 0.112

科普活动满意度 0.544 0.190

其他 环保意识 0.036** 0.91

农药残留的关注 0.019** 0.983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为负相关。

个人特征中,健康状况的影响并不显著。性别

与消费者的知晓度及认知程度呈正相关,可见相对

女性,一方面男性具有更浓厚的求新冒险意识,对新

的事物敏感度更高,获取信息的主动性较女性更强,

男性对科学技术的关注远比女性高。因此,女性消

费者的认知水平比男性偏弱。年龄对消费者的知晓

度没有产生影响,但是与认知水平正相关,这可能主

要与消费者阅历和知识面的增加相关。

从社会经济特征来看,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月收

入均在两个模型中的影响高度相似,其中受教育程

度和职业与知晓程度和认知水平呈正相关,而收入

则是负相关。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消费者的视

野和知识面更广阔,且自身获取最新信息以及吸收

处理信息的能力也随之增强,因此这部分消费者接

触和主动掌握GMF信息,消除GMF信息不对称的

能力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消费者更强,相比之下

知晓程度和认知水平更高。从事过与生物技术相关

工作的消费者的认知水平明显高于普通消费者,得

益于他们的职业优势。收入越高的消费者对 GMF
的知晓程度和认知水平反而下降,可能是源于高收

入群体的消费结构与普通消费者存在一定差异,他
们的需求层次可能集中在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

对食品的关注度下降。

从消费者行为学和营销学的角度来看,消费者

的家庭特征会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影响。那么家庭

特征会否影响到消费者对 GMF的认知? 本研究特

针对此问题,选择了与家庭购买特征有关的变量进

行验证,但是研究结果发现,不同家庭规模、家庭结

构消费者在 GMF的知晓程度上没有显著差异。家

庭成员是否有食物过敏也不是消费者知晓水平差异

的主要原因。这可能由于消费者的家庭目前集中关

注和选择的食品仍以传统食品为主,亲朋好友也不

是 GMF信息传递的主要渠道,由此可能造成不同

家庭购买特征的消费者知晓水平基本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2中,随着购买卷入水平

的提高,生活在大家庭的消费者具有更高的认知水

平。这主要是因为家庭规模的扩大,成员间信息的

沟通和交流的广度也随之增大,客观上促进了 GMF
各种信息的扩散,进而提高认知水平。

消费者对食品的关注度以及食品购买的卷入水

平并没有显示出对知晓程度的明显影响。虽然超过

80%的消费者经常查看食品包装上的相关信息,但
是关注的主要仍然是食品成分、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对于 GMF的标签关注较少,访谈中消费者大多表

示并不知道或者根本没有关注过这样的信息,因此

没有表现出差异。而食品购买卷入度的高低,不是

知晓程度差异的主要来源,但是担任购买决定者角

色的消费者对 GMF有更高的认知水平,这主要源

于他们在做购买决策时需要掌握和了解更多信息。

信息显著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晓水平,但在影响

消费者的认知水平上作用不明显。消费者对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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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度和满意度越高,且从最主要的信息渠道(广播

电视、书籍报刊)了解过 GMF的消费者,他们的知

晓程度会比一般的消费者要高。由于对信息的来源

和内容评价较高,这些消费者主动获取和接收信息

的积极性就更易于被调动;传统媒体信息量大,可获

取性高,促进了消费者知晓度的提高。此外,从学校

获取到知识的消费者也有更高的知晓水平,可能与

学校知识传达的效率和水平较高有关。

与信息传播因素的情况类似,科普因素显著影

响了消费者的知晓,但在认知水平上没有表现出差

异。虽然参与科普活动频繁的消费者具有更高的知

晓水平,两者高度正相关,显著水平达到了1%。但

是对消费者而言,科普活动似乎还尚未改变他们的

认知水平。

环保意识强,对农药残留问题给予关注的消费

者对 GMF的知晓程度更高。但是对环保和农药残

留问题的重视的消费者,并非具有更高的认知水平。

暋暋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调查,发现消费者对 GMF这个概念的知晓

度比较高,但对转基因相关知识却非常缺乏,真实的

认知水平不高。消费者对 GMF信息缺乏关注,对当

前的GMF的市场流通情况和争议了解并不透彻。

由于消费者易受到媒体影响,因此,提高科学认知水

平十分急迫和重要。在诸多的因素当中,个人特征、

社会经济特征、风险意识、信息传播、科普因素以及对

环保和农药残留问题的关注都是影响消费者知道

GMF的关键要素。但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几乎

决定了消费者真正的认知水平,其他几方面的因素影

响相对较小,尤其是在信息和科普这两方面。由此,

可以得到几个可能比较有价值的结果。
(1)要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晓度可以

从多方面入手。政府可以通过完善信息渠道,加强

信息的传播,多办科普活动,收到的成效会比较显

著。但是要真正提高消费者对 GMF的科学认知水

平,相比之下是一项相当艰难的工作,因为决定认知

水平的高低因素,可能只与消费者目前的个人特征

和经济社会特征有关。
(2)媒体在转基因食品信息传播中的作用需要

加强。仅从模型反映的情况来看,个人特征和社会

经济特征是主要决定因素,消费者即使曾经通过某

些渠道获取了有关 GMF的信息,仍然不等同于完

善了他们对 GMF的科学认知,无论是从主要信息

渠道(传统媒体)还是其他渠道获取信息的消费者,

均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由此可见,在普及 GMF相

关知识,提高消费者对 GMF的科学认知的层面上,

媒体的贡献还十分有限,需要完善和加强。
(3)科普活动需要深层次的完善。即使是参加

科普活动较多的消费者,与一般的消费者的认知水

平相比也不存在显著差异。从消费者对科普活动的

满意度来看,科普活动效果不显著。怎样对消费者

进行 GMF知识的科普,提高 GMF科普的有效性,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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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calResearchofConsumers暞CognitionofGMF

ZHOU Hui,QIZhen灢hong,FENGLiang灢xuan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暋Geneticallymodifiedtechnology,withitsuniqueadvantageshasbecomethetechnology
whichgrowandapplyfastestduringagriculturehistory,butthistechnologyinthedevelopmentprocess
hasbeenaccompaniedbyahugecontroversy.Howconsumersthinkofgeneticallymodifiedtechnology
anditsproductswilldecidethatthedevelopmentofthetechnologyandthisindusty.Thispaper
throughtain灢depthinvestigationandresearchofconsumersinthesixmajorcities:Beijing,Shanghai,

Shenzhen,Chongqing,Suzhou,WuhanconsumerawarenessontheGMF,Theconclusionsareasfol灢
lows:Duetomainlyreliesonthetraditionalmediaandnetworktogetinformation,participationrateof
scienceactivityislow,consumerscognitionlevelofGMFislow.Gender,age,educationlevel,occupa灢
tion,incomeandotherpersonalcharacteristicsandsocio灢economiccharacteristicssignificantlyaffectthe
levelofconsumercongtion.Thedisseminationofinformation,scienceactivitiescanmakemoreconsum灢
erknowGMF,butnottoimprovethelevelofcognition.Popularizationofscienceandinformationcom灢
municationhasbecometwoimportantbarrierstoraiseconsumercognitionlevel.Therebyscientists,

mediaandgovernmentdepartmentsneedtocorporatetohelpconsumers.
Keywords暋GMF;cognition;influencingfactors;popularizationofscience;empirical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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