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175期）2025（1）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农产品追溯信息特征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
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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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产品追溯信息是消费者诊断产品质量的重要参考依据，系统地总结农产品

追溯的信息特征并深入分析其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影响的内在机理有利于进一步挖掘

农产品追溯信息的市场价值。基于浙江、四川、上海等我国较早实行农产品追溯、经济相对

发达的 11个省市共 405份消费者调查数据，对农产品追溯信息特征是否影响消费者购买意

愿进行分析，从风险控制感和不确定性规避视角构建并检验农产品追溯信息特征对消费者

购买意愿影响机理的模型。研究发现：农产品追溯信息质量、追溯信息源可信度与追溯标

签使用限制正向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风险控制感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不确定性规

避在农产品追溯信源可信度、风险控制感与购买意愿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在农产品追溯

信息质量、标签使用限制与购买意愿间的调节作用不明显。基于此，为进一步推动可追溯

农产品消费者决策，从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农产品追溯；追溯信息特征；风险控制感；不确定性规避；购买意愿

中图分类号：F3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5）01⁃0121⁃13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5.01.011

鉴于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提升农产品信息透明度以增强消费者决策信心显得尤为重要。农产品

追溯是指通过记录标识的方式获取农产品整个生命周期所有信息的能力[1]。一个有效的追溯系统不

仅能确保传递的追溯信息具备真实、完整、可靠和规范的特性，还能帮助消费者有效诊断产品质量。

因此，农产品追溯已成为减轻市场信息不对称、降低消费者不确定性的重要工具。

农产品追溯是一项涉及生产、加工、仓储、物流、销售等各个环节和多个参与方的系统工程，导致

了其建设的复杂性、多样性和规范性[2]。为推动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以往相关主体将精力都集中在

产地农产品追溯的开发与建设中。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产地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工作取得

了阶段性成效。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于 2018年建成并全面运行，截至 2022年平台上申请

注册的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已达 29万多家，全国实施追溯管理的主体规模累计达到 50万多家，产地

规模以上生产主体基本上都已纳入到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中①。尽管产地农产品追溯建设

取得一定成效，但实际运行中效果并不明显。在下游流通消费环节，并未广泛受到消费者的认知与

关注，农产品追溯信息的市场价值未被充分挖掘，为企业带来的效益有限。具体体现在，一是当下大

众在消费时没有养成追溯的习惯，使用农产品追溯体系的热情不高，对农产品追溯信息的认知有待

进一步加深[3]。二是部分生产经营主体对追溯信息更新不及时或漏缺，导致产生了大量消费者不感

兴趣、不愿付费的“信息孤岛”和“数据垃圾”[4]。如何提升大众对农产品追溯的兴趣与关注，使广大消

收稿日期：2024⁃05⁃09
基金项目：农业农村部重点项目“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CARS-23-F01）。

*为通讯作者。

①    资料来源于农业农村部：我国亟需建立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目录制度，http：//www. jgs. moa. gov. cn/zsgl/202208/
t20220831_6408224.htm.



（总175 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费者能利用追溯信息做出有效的产品选择，进而更有效地发挥追溯信息的市场价值，需要理论界和

实践界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关于产品追溯信息与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关系，学者们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有研究表明，产品

追溯的信息质量和信源可信度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5]。此外，产品追溯信息的诊断性、

信息量、安全性和信赖也会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6⁃7]。在产品追溯信息对消费者购买意

愿的影响中，信任[8]、态度[9]、感知价值[10]、感知不确定性和感知不对称性[11]起着中介作用，消费者参与

程度[7]、零售商熟悉度[8]、购买经历[12]发挥调节作用。研究还表明，产品追溯标签也会对消费者购买意

愿产生影响[13]，追溯标签可以作为一种道德标签，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道德情感，从而正向影响标签

产品的购买意愿。

尽管可追溯产品消费者行为研究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也存在较多的不完善之处。首先，已有

文献主要是从产品追溯信息的各个维度出发，探讨其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但缺乏对农产品追

溯信息特征进行系统的概括总结。由于我国农产品追溯信息的呈现尚未有统一的标准，各生产经营

主体在呈现追溯信息内容时侧重点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对农产品追溯信息特征进行归纳，探讨

消费者偏好的农产品追溯信息特征，有助于各生产经营主体合理设计并呈现农产品追溯信息，从而

推动消费者购买决策。其次，关于产品追溯标签与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关系研究十分有限，但具有很

高的价值。这是因为，相较于其他农产品信息，农产品追溯信息的呈现往往以追溯标签（如追溯二维

码、条形码、追溯 ID）为媒介。只有消费者认为农产品追溯标签是有效的、可靠的，才会愿意扫描追溯

标签查询追溯信息。在实际场景中，存在对追溯标签进行扫描限制的现象，例如“刮开涂层验真伪”

“扫码人数/次数记录”等。这种标签扫描限制的存在对于追溯码的使用有一定的规范作用，符合追

溯系统“一物一码”的理念。然而，对于追溯标签扫描限制的存在，鲜有研究关注其是否会对消费者

购买决策产生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结合农产品追溯标签和信息呈现实际，依据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和现有信息特

征研究文献，试图对农产品追溯信息特征进行总结，并引入“风险控制感”和“不确定性规避”作为中

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探讨农产品追溯信息特征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机制。以期能帮助各生产经

营主体更好地呈现农产品追溯信息，使农产品追溯系统能更好地为广大消费者服务，从而提升农产

品追溯信息的市场价值。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农产品追溯信息特征与消费者购买意愿

Wilson指出信息特征是影响特定情境中个体行为反应的重要因素[14]。信息特征的维度有多种划

分方式，其中信息质量和信源可信度是研究中常见的两个维度。例如，展进涛[15]在研究转基因信息传

播对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预期的影响时，通过衡量信息质量、信息主体信任和信息偏向三个维度，评

估了转基因食品信息特征。类似地，孙瑾等[16]在研究在线评论特征对消费者信任的影响时，采用评论

质量、评论者专业性、平台客观性三个维度衡量在线评论特征。由于农产品追溯标签的使用需要遵

循“一物一码”的追溯原则，故而也应将追溯标签的防伪保障性指标纳入农产品追溯信息特征中去。

鉴此，本研究从农产品追溯信息质量、追溯信息源可信度、追溯标签使用限制三个维度来衡量农产品

追溯信息特征，探究其对购买意愿产生的影响。

根据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信息质量是中枢路径信息的关键因素，信源可信度是边缘路径信息

的主要外围线索，两者均会对信息的感知有用性、态度和行为产生积极影响[17⁃18]。农产品追溯信息质

量是指用户参照自身对追溯信息的需求，对追溯信息价值和有用性做出的主观判断[16]。对于可追溯

信息，单汨源等证实可追溯质量信号会通过“信息质量→信息采纳→品牌认知→品牌转换”的中枢路

径，对消费者品牌转换产生正向影响[5]。王淑曼研究中也证实食品追溯体系中的信息质量，会对购买

意愿产生正向影响[6]。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影响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因素，而农产品追溯系统则成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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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了解农产品溯源信息的主要平台。当农产品追溯系统提供的信息内容质量越高，越有利于消费

者参考追溯信息诊断产品质量。因此，本研究认为当消费者对农产品追溯信息质量的主观评价越

高，其购买决策越积极。

农产品追溯信息源可信度是指个体认为农产品追溯信息来源是有作用的、可信的且值得信赖的

程度，它并不反映追溯信息本身的情况[18]。对于可追溯信息，单汨源等证实可追溯质量信号会通过

“信源可信度→信息采纳→品牌认知→品牌转换”的边缘路径，对消费者品牌转换产生正向影响[5]。

已有研究中也证实追溯体系/信息的信任会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积极的影响[5⁃6]。农产品作为一种

典型的信任品，农产品追溯信息的真实披露是消费者愿意参考追溯信息辅助决策的前提。当消费者

对农产品追溯信息发布源的信任程度越高，在决策时参考追溯信息的意愿也就越高。因此，本研究

认为当消费者认为农产品追溯信息源可信度越高，其购买决策越积极。

追溯标签使用限制是指为了保证追溯信息真实性、可靠性，防止追溯标签码被篡改、一码多用、

一码滥用，使追溯码失去对产品的质量鉴定作用所进行的扫描限制，如“刮开涂层验真伪”“扫码人

数/次数记录”等。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山寨”标识码层出不穷，给农产品追溯标签的使用造成了

混乱，甚至会加剧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卖方欺骗行为，给消费者造成更大的损失。标签使

用限制作为一种保障性标记，有利于规范追溯标签的使用，能为追溯信息的真实性提供一定的保障。

在以往网络购物研究中，保障标记通常被视为“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退货运费险”等能减少消费者后

顾之忧的承诺信号，可以增强消费者的信心[19]和信任[20]，被证实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具有推动作用。

因此，本研究认为通过对农产品追溯码进行扫描限制，能强化消费者对追溯标签的规范性感知，从而

推动消费者购买意愿。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农产品追溯信息特征会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影响。

H1a：农产品追溯信息质量会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1b：农产品追溯信息源可信度会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1c：农产品追溯标签使用限制会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2.风险控制感的中介机制

一般情况下，风险代表可能发生的损失，涉及到事件的发生概率和其产生的结果[21]。在市场营销

领域,感知风险是指消费者难以预见购买决策结果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或可能损失[22]。它被认为是

一个机会和危险维度的混合体，其中，机会意味着概率，危险是指基于决策的负面后果的程度[23]。因

此，对风险的理解包含两个关键要素：不利结果以及不利结果发生的概率。

风险控制感的概念源自对控制感的研究，指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对风险事件发生概率的感知掌控

程度，即能够采取措施有效降低潜在风险事件发生概率的能力[24]。风险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包含绩

效/性能风险、财务风险、社会风险等多个维度[25]。对于农产品而言，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已经取代数

量问题成为农产品市场发展的主要矛盾[26]，消费者在农产品决策中常面临产品质量风险。因此，在本

研究中，界定风险控制感为能通过追溯信息有效降低农产品决策过程中潜在质量安全风险事件发生

概率的能力。

控制感是影响人们行为决策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27]，是人们必不可少的心理需求之一[28]。研究

发现，面临控制感的威胁时，个体更倾向于购买能力型拟人化品牌[29]。当消费者决策的风险控制感越

强时，意味着他们在购买决策时对风险发生概率的感知控制能力越强，从而增强了规避风险的信心。

在可追溯农产品决策情境下，徐芬等研究指出风险感知是影响消费者对可追溯产品支付意愿的因素

之一[3]。风险感知越低，消费者对可追溯产品的支付意愿越高。因此，本研究认为，当消费者对追溯

农产品风险发生概率的感知控制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减轻感知风险的不利影响，从而有利于提高对

可追溯农产品的购买意愿。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风险控制感会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控制感的形成受客观环境本身的可控性、选择机会和行为产生的回报大小等因素的影响[30]。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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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环境的可控性越高，个体的控制感就越强。由于农产品市场存在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在

决策过程中常常面临难以预测的未知现象，导致决策的可控性降低。农产品追溯系统为消费者提供

了农产品溯源信息，能有效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提高消费者对决策的可控性感知。因此，在可追溯

农产品消费情境下，当农产品追溯信息质量越高、追溯信息源可信度越高、追溯标签使用更有保障

时，更有助于农产品追溯信息辅助消费者决策，增强消费者对决策的风险控制感，进而促使其做出更

积极的购买决策。因此，本研究认为，农产品追溯信息质量、追溯信息源可信度以及追溯标签使用限

制会增强个体的风险控制感，从而产生更积极的购买意愿。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风险控制感在农产品追溯信息特征与购买意愿间发挥中介作用。

H3a：农产品追溯信息质量正向影响风险控制感，从而对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3b：农产品追溯信息源可信度正向影响风险控制感，从而对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3c：农产品追溯标签使用限制正向影响风险控制感，从而对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3.不确定性规避的调节机制

不确定性代表着一种未知，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涉及期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与期望

事件发生的结果[21]。在营销领域，Pavlou等认为不确定性是指在交易过程中，由于缺乏足够的产品和

卖方行为的信息，消费者对交易成功可能性难以预测的感知[31]。不确定性与风险是不同的构念，区别

在于：一是不确定性是风险产生的源泉。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造成消费者对不确定性的感知，从

而引起对风险的感知；二是风险代表的是不利的结果，而不确定性在不利结果的基础上还包含有利

结果；三是风险是可量度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是不可量度的未知现象[22]。

不确定性规避是指一个社会所感受到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威胁程度，人们会采用某些技术、法

律或宗教等方式来规避这些情景的不确定性[32]。由于不确定性规避是人们面对未知的行为反应，因此

可以作为解释个体的行为差异的因素之一[33⁃34]。研究表明，不确定性会影响个体对信息的搜索行为[35]。

因此，不确定性规避程度可以被视为个体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的一种动机，应用于消费者行为研究中。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指出，个体对信息加工处理路径的选择会受到动机的调节[17]。当个体的不

确定性容忍程度较低时，在决策过程中对不确定性的威胁感越强，因此对不确定性进行规避的动机

也会增加。这种情况下，高不确定性规避的个体会更努力寻求与商品本身相关的信息并做出判断，

对信息的需求程度更高[36]。研究表明往往高不确定性规避的个体表现出更大的理性，在购买决策时

更为谨慎[16]。因此，当不确定性规避动机较高时，个体在处理农产品追溯信息时更倾向于采用中枢路

径，对追溯信息的精细加工程度较高，对信息内容和质量的需求也更高。因此，相较于低不确定性规

避动机的消费者，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消费者在决策过程中受到追溯信息质量的影响更大。

相反，当个体的不确定性容忍程度较高时，对不确定性的威胁感较小，因此对不确定性进行规避

的动机也就较低。这种情况下，低不确定性规避的个体在决策中对产品信息的需求相对较低，冒险

倾向更强[37]。因此，当不确定性规避动机较低时，个体更倾向于采用边缘路径处理农产品追溯信息，

对信息的精细加工程度较低，对信息的边缘线索（如追溯信息源可信度、追溯信息防伪保障）的需求

较高。因此，相较于高不确定性规避动机的消费者，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消费者在决策过程中受到追

溯信息源可信度和追溯标签使用限制的影响更大。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4：不确定性规避在农产品追溯信息特征对购买意愿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H4a：与不确定性规避较低的情况相比，当不确定性规避较高时，农产品追溯信息质量对购买意愿

的正向影响更强；

H4b：与不确定性规避较高的情况相比，当不确定性规避较低时，农产品追溯信息源可信度对购买

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强；

H4c：与不确定性规避较高的情况相比，当不确定性规避较低时，农产品追溯标签使用限制对购买

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强。

不确定性规避的高低反映了个体敢于冒险的不同程度。研究表明，相较于低不确定性规避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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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高不确定性规避的个体更不愿冒险，更需要专家的解释、测试和证明[38]，更倾向于制定计划来最小

化风险[39]。风险控制感是一个心理变量，指个体对发生风险事件、情境等概率的感知掌控能力，并非

个体实际降低风险的能力[40]。因此，本研究认为风险控制感对购买决策的作用会受到不确定性规避

的调节。在农产品购买场景中，消费者始终关注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当面临主观感知而非客观

实际的质量风险控制感时，高不确定性规

避的个体更倾向于采取实际的行动计划来

减少农产品的客观决策风险，而低不确定

性规避的个体则更愿意冒险，更容易做出

积极的农产品购买决策。基于此，本文提

出如下假设：

H5：与不确定性规避较高的情况相比，

当不确定性规避较低时，风险控制感对购

买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强。

综 上 所 述 ，本 研 究 提 出 理 论 框 架

如图1。

二、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1.问卷设计与变量测量

由于追溯信息的呈现尚且没有统一的标准，各生产经营主体在展示产品追溯信息时的侧重点存

在差异。因此，本研究在问卷中以我国最大的新零售商超、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示范企业——盒马鲜

生为例，开展调查问卷的设计。选择“盒马”的原因是：首先，盒马作为一家新兴的零售企业，早期便

率先实施了全链条动态追溯系统，企业追溯体系建设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2018年1月初，在上海作

为首个试点城市推出了“盒马溯源计划”。该计划涵盖了盒马在上海 17家门店内约 1700种商品，覆

盖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牛奶、肉类、鸡蛋、蔬菜、水果、水产等 9大品类。截至 2020年 7月,仅两年半时

间,盒马在国内 12个城市逐步开放溯源功能,累计售出超 5000万份可追溯商品,约 500万用户主动扫

码查阅商品追溯信息①。其次，盒马的选址常见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辐射的人群一般是具有较高

文化水平、中高消费水平的消费者。而处于城市发展水平较高、文化和收入稍高的消费者对追溯产

品有更高的支付意愿[41]。因此，以“盒马”农产品追溯信息为例进行可追溯农产品消费者调查研究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研究调查问卷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农产品追溯的定义；第二部分，简要介绍盒马溯

源系统，并列举 3款“盒马”在售农产品的追溯信息，邀请样本“回想以往扫描农产品追溯标签查询追

溯信息的经历、并结合盒马的农产品追溯信息示例”来填写各变量量表问项；第三部分，邀请样本填

写人口统计信息。本研究的问卷测量题项均选自国内外文献中已经验证过的题项，并结合农产品追

溯加以适当的调整，主要变量的测量内容如表 1所示。各测量题目都采用了李克特 7点量表进行计

分，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

2.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调研工作集中于 2023年 4−5月正式开展，通过委托问卷星样本服务采用简单随机抽

样的方式进行网络问卷收集。选择问卷星样本服务的原因主要包括两点：首先，本研究调研对象需

满足三个限定条件。其中，第一，必须符合“有过扫描农产品追溯标签码的经历”和“关注/知道/了解

过农产品追溯信息”两个限定条件，两者缺一不可；第二，样本来源地区需在我国实行农产品追溯较

早、经济相对发达的省市，限定样本所在地区为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湖北、福建、四川、安徽、

①    资料来源于中国经济网：生鲜溯源的全程追踪：扫一扫“知根知底”，http：//www.ce.cn/cysc/sp/info/202007/31/t20200731_
35433345.shtml.

图 1 农产品追溯信息特征与消费者购买

意愿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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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天津 11个省市。其次，由于样本存在一定的限定条件，通过专业的数据收集平台能面向全国更

大范围内的特定人群进行调研，以增强样本的代表性。

此外，为了提升数据收集的质量，本研究在问卷初始界面设置 1道甄别题项“您是否扫描、查询过

农产品追溯标签（如追溯二维码、追溯条形码或追溯网址）？”在问卷作答过程中设置 1道反向陷阱题

项“我以前没有扫描、查询过农产品可追溯标签（追溯二维码、追溯条形码或追溯网址）”进行再一次

样本筛选。在问卷中另设置了 3道关于追溯信息的材料理解题和 1道注意力测试题，检测样本作答

的认真性。

3.样本描述

本次调研共回收 421份问卷，剔除未通过陷阱题、注意力检测题和答卷时间过短的答卷 16份，最

终有效答卷 405份，有效回收率为 96.20%，具体样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所示。由于样本

具备一定的限定条件，必须来源于限定省市的、有过扫描农产品追溯码经历并知道农产品追溯信息

的，因此样本在年龄、学历和收入上呈现了比例不对称的趋势。年龄主要集中在 31~40 岁，占比

55.56%。学历主要集中在大学或大专，占比 86.17%。收入主要集中在 5000元以上，占比 93.33%。

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以往关于可追溯产品支付意愿研究的共性结论是相匹配的，即收入水平偏高、家

庭中有孩子、年龄偏长、承担主要购买任务的中青年群体更倾向于购买可追溯产品[3，46]。这部分群体

在本研究中呈现了一定的集中趋势，但也更能体现出本调查研究是具备一定的可行性和代表性的。

三、实证结果分析

1.信度与效度检验

（1）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本研究首先对收集的数据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

表1　变量的测量内容及参考来源

变量

农产品追溯信息
质量(IQ)

农产品追溯信息
源可信度(SC)

农产品追溯标签
使用限制(UR)

风险控制感(RC)

不确定性规避
(UA)

购买意愿(PI)

测量题项

总的来说，我会给可追溯系统提供的农产品追溯信息打高分

总的来说，我会给可追溯系统提供的农产品追溯信息在质量方面的高评级

总的来说，可追溯系统为我提供了高质量的农产品追溯信息

可追溯系统提供的农产品追溯信息来源是权威的

可追溯系统提供的农产品追溯信息来源是专业的

可追溯系统提供的农产品追溯信息来源是可信任的

可追溯系统提供的农产品追溯信息来源是值得信赖的

农产品可追溯标签是否有扫描使用限制(如刮开涂层验真伪、扫码人数/次数记录、“一物一码”
标识等防伪性保障)，是我非常关注的

农产品可追溯标签是否有扫描使用限制，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带有追溯标签扫描使用限制的农产品，是我更倾向选择的

可追溯系统提供的追溯信息使我有信心降低购买农产品时发生质量风险事件的概率

可追溯系统提供的追溯信息使我能容易降低购买农产品时发生质量风险事件的概率

可追溯系统提供的追溯信息使我能一定程度上控制购买农产品时发生质量风险事件的概率

可追溯系统提供的追溯信息使我能自主采取一些措施降低购买农产品时发生质量风险事件的
概率

当我不知道结果时，我往往很容易焦虑

当我无法预测后果时，很容易感到焦虑

我不喜欢模棱两可的情况

我愿意购买可追溯农产品

我打算以后增加可追溯农产品的购买频率

我愿意向亲朋友好友们推荐可追溯农产品

我以后很可能会购买可追溯农产品

参考来源

Nelson等[42]

Sussman等[18]；
单汨源等[5]

王仙雅等[43]

张蓓等[24]

Jung等[44]

Cuesta等[45]

126



第1 期 高 聪 等：农产品追溯信息特征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的检验，得到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33.95%（<40%）说明最大因子的解释程度并不起主要作用，

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信度检验。本研究采用SPSS27.0对问卷的信度进行了检验。由表3可以看出，标签使用限制

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691（>0.6）处于可接受水平，除此之外本研究所涉及的其他变量的 Cron⁃
bach’s α系数都>0.7，问卷整体Cronbach’s α系数为 0.886，因此本研究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

（3）聚合效度检验。本研究利用AMOS24.0对问卷进行了效度分析。由表3可以看出，组合信度

除不确定性规避的CR值为 0.690 外，其他变量的CR值均>0.7。聚合效度AVE值整体在 0.406~

表2　人口学变量频率分析

变量

性别

年龄

学历

收入

选项

男

女

18~21岁

22~30岁

31~40岁

41~50岁

51~60岁

61岁及以上

初中或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学或大专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及以上

0~1999元

2000~4999元

频率

150
255

0
134
225
38
8
0

0
23

349
31
2

4
23

占比/%
37.04
62.96

0
33.09
55.56
9.38
1.97

0

0
5.68

86.17
7.65
0.50

0.99
5.68

变量

收入

职业

是否有农产品购买
出现质量问题经历

选项

5000~8999元

9000~11999元

12000元及以上

公务员

事业单位

企业职员

个体经营者

学生

务农人员

离退休人员

自由职业者

其他

是

否

频率

154
136

88
8

38
335
12
3

1
0
7
1

271
134

占比/%
38.02
33.58

21.73
1.97
9.38

82.72
2.96
0.74

0.25
0

1.73
0.25

66.91
33.09

表3　涉及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变量

农产品追溯信息质量

农产品追溯信息源可信度

农产品追溯标签使用限制

风险控制感

不确定性规避

购买意愿

题项

IQ1
IQ2
IQ3

SC1
SC2
SC3
SC4

UR1
UR2
UR3

RC1
RC2
RC3
RC4

UA1
UA2
UA3

PI1
PI2
PI3
PI4

项目删除后的Cronbach’s α
0.589
0.683
0.738

0.753
0.787
0.767
0.704

0.629
0.573
0.581

0.656
0.668
0.672
0.674

0.606
0.609
0.921

0.688
0.670
0.695
0.679

标准化后的α

0.757

0.804

0.691

0.732

0.809

0.746

因子载荷

0.613
0.702
0.839

0.714
0.635
0.736
0.781

0.600
0.717
0.642

0.671
0.621
0.632
0.620

0.926
0.923
0.487

0.646
0.695
0.632
0.625

AVE

0.527

0.514

0.406

0.648

0.427

0.420

CR

0.766

0.808

0.732

0.838

0.690

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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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8 之间，Chin 在研究中建议题目信度，标准化因素负荷量理想上应>0.7，0.6 为可接受，AVE>
0.36为可接受[47]。因此，本研究聚合效度整体处于可接受范围。

（4）区分效度检验。本研究利用AMOS24.0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变量的区分效度。首先，

原模型涵盖追溯信息质量、追溯信源可信度、追溯标签使用限制、风险控制感、不确定性规避、购买意

愿六个因子，对原模型进行了拟合检验，拟合度较为理想；其次，分别构建了五因子、四因子、三因子、

二因子、单因子模型并进行了模型拟合检验。由表 4可以看出，其他模型与原模型相比各个拟合指标

均变差，且通过了显著水平为0.001的检验，说明原模型具有区分效度。

2.假设检验

（1）直接效应检验。采用 SPSS27.0逐步回归法进行直接效应检验。以农产品追溯信息源可信

度、追溯信息质量、追溯标签使用限制、风险控制感为自变量，以购买意愿为因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

析。具体结果如表 5 所示，4 个自变量对购买意

愿的影响系数均为正，意味着对购买意愿均呈正

向影响，且影响效应都在 p<0.001 水平上显著。

由此可得，假设H1a、H1b、H1c、H2成立。这是因为,
农产品追溯信息是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重要

因素。根据 ELM,追溯信息质量可作为中心路

径、追溯信息源可信度可作为边缘路径,使追溯

信息对消费者购买决策产生更积极的说服效果,
而追溯标签使用限制则作为一种标签防伪措施,
保障追溯标签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也能推动消费

者决策。此外,在农产品决策中消费者常面临着

一定的风险,造成利益损失。当消费者对农产品

质量安全的感知风险控制能力越高时,会有更积

极的购买意愿。

（2）中介效应检验。采用 SPSS27.0 并利用

process4.0 插件检验风险控制感的中介效应，进行 Bootstrap 中介变量检验，样本量选择 5000，设置

95%的置信区间。结果如下：

由表 6可知，以购买意愿为因变量，以追溯信息质量为自变量，中介效应、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都

不包含 0，且效应系数均为正向，中介效应的效应占比为 39%，证实风险控制感在追溯信息质量与风

险控制感间发挥部分正向中介效应，假设H3a成立。由表 7可知，以购买意愿为因变量，以追溯信息源

可信度为自变量，中介效应、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都不包含 0，且效应系数均为正向，中介效应的效应

占比为 38%，证实风险控制感在追溯信源可信度与风险控制感间发挥部分正向中介效应，假设H3b成

立。由表 8可知，以购买意愿为因变量，以追溯标签使用限制为自变量，中介效应、直接效应的置信区

间都不包含 0，且效应系数均为正向，中介效应的效应占比为 53%，证实风险控制感在追溯标签使用

限制与风险控制感间发挥部分正向中介效应，假设H3c成立。

表4　区分效度结果

编号

1
2
3
4
5
6

模型

原模型

五因子模型

四因子模型

三因子模型

二因子模型

单因子模型

X2

395.718
694.852

1056.006
1085.629
1146.398
1218.317

df

215
179
183
186
188
189

x2/df
1.841
3.882
5.771
5.837
6.098
6.446

NFI

0.897
0.804
0.702
0.694
0.677
0.656

CFI

0.949
0.845
0.738
0.730
0.713
0.691

RMSEA

0.046
0.084
0.108
0.109
0.112
0.116

模型比较

2vs1
3vs1
4vs1
5vs1
6vs1

∆X2

299.134***

660.288***

689.911***

750.68***

822.599***

∆df

2.041
3.930
3.996
4.257
4.605

注：***表示在 0.001水平上显著。五因子模型：F1,F2,F3,F4+F5,F6；四因子模型：F1,F2,F3+F4+F5,F6；三因子模型：F1,F2,
F3+F4+F5+F6；二因子模型：F2,F1+F3+F4+F5+F6；单因子模型：F1+F2+F3+F4+F5+F6。

表5　农产品追溯信息特征对购买意愿的直接效应检验

变量

性别

年龄

教育

收入

职业

经历

追溯信息源可信度

追溯信息质量

风险控制感

标签使用限制

R2

ΔR2

F

模型1
-0.014

0.042
-0.050
0.077*

0.006
-0.090
0.539***

0.421
0.353

41.171

模型2
-0.016

0.042
-0.039
0.056*

-0.008
-0.120*

0.366***

0.290***

0.507
0.086

50.821

模型3
0.028
0.036

-0.049
0.055*

-0.009
-0.120*

0.256***

0.227***

0.243***

0.540
0.033

51.427

模型4
0.023
0.036

-0.042
0.046*

-0.010
-0.118*

0.243***

0.210***

0.211***

0.084***

0.550
0.011

48.181
注：*、**、***分别表示在0.05、0.01、0.001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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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证实风险控制感会在农产品追溯信息质量、追溯信息源可信度和追溯标签使用限制对购买

意愿的影响中发挥正向中介效应。已有研究指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会增强对风险控制

感的寻求[48⁃49],而增强对食品安全信息的观测则是消费者预测食品安全风险、获得风险控制感的有效

内部途径[49]。当农产品追溯系统能提供质量更高、来源更权威和标签使用更规范的追溯信息时,会使

消费者更有效搜寻与使用追溯信息诊断产品质量,进而通过增强其风险控制感提升购买意愿。

（3）调节效应检验。本研究采用 SPSS27.0进行调节效应的检验。由于本文的所有变量都是连

续变量，需要对调节变量和自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变换后的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相乘得到相应的

交互项，再进行逐步回归。具体结果如下：

以追溯信息质量、不确定性规避为自变量，购买意愿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接下来，在自变量中加

入追溯信息质量与不确定性规避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具体结果如表 9所示，交互项的 β值为-0.007
(模型 7，P>0.05)，不显著，说明不确定性规避在追溯信息质量与购买意愿间不发挥调节作用，假设

H4a不成立。可能的原因是，信息质量作为ELM的中心路径,是信息说服和沟通的主要标准[17]。农产

品追溯系统建设的重点是传递高质量的追溯信息，无论消费者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低，都更倾向于

利用高质量的追溯信息来辅助自身决策。

表9　不确定性规避在追溯信息质量、信息源可信度与购买意愿间的调节效应

变量

性别

年龄

教育

收入

职业

经历

追溯信息质量

不确定性规避

追溯信息质量×不确定性规避

R2

ΔR2

F

模型5
-0.061

0.041
-0.063

0.251
0.024

-0.021

0.068
0.068
4.812

模型6
-0.032

0.055
-0.046

0.146
-0.023
-0.075
0.580***

0.080

0.399
0.331

32.819

模型7
-0.033

0.055
-0.046

0.146
-0.024
-0.075
0.580***

0.082
-0.007

0.399
0.000

29.105

变量

性别

年龄

教育

收入

职业

经历

追溯信息源可信度

不确定性规避

追溯信息源可信度×不确定性规避

R2

ΔR2

F

模型8
-0.061

0.041
-0.063

0.251
0.024

-0.021

0.068
0.068
4.812

模型9
-0.004

0.060
-0.045

0.134
-0.001
-0.058
0.610***

0.102*

0.430
0.009

37.349

模型10
-0.009

0.059
-0.051

0.135
0.000

-0.060
0.614***

0.120**

-0.085*

0.437
0.007

34.059

以追溯信息源可信度、不确定性规避为自变量，购买意愿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接下来，在自变量

中加入追溯信息源可信度与不确定性规避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具体结果如表 9所示，交互项的 β值

表6　风险控制感在追溯信息质量与购买意愿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总效应

效应值

0.182
0.290
0.473

标准误

0.029
0.293
0.046

置信区间LLCI
0.129
0.046
0.386

置信区间ULCI
0.243
0.206
0.566

效应占比/%
39
61

表7　风险控制感在追溯信息源可信度与购买意愿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总效应

效应值

0.205
0.334
0.539

标准误

0.328
0.464
0.042

置信区间LLCI
0.144
0.241
0.457

置信区间ULCI
0.272
0.424
0.623

效应占比/%
38
62

表8　风险控制感在追溯标签使用限制与购买意愿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总效应

效应值

0.163
0.142
0.304

标准误

0.026
0.031
0.080

置信区间LLCI
0.115
0.080
0.230

置信区间ULCI
0.219
0.206
0.388

效应占比/%
53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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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085(模型 10，P<0.05)，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不确定性规避在追溯信息源可信度与购买意愿

间产生负向调节作用，这是因为，信源可信度可使个体通过简短的思考直观迅速地做出积极的反

应[43]。高不确定性规避者对风险容忍程度较低，在决策时更愿意付出时间成本和思考成本来规避风

险；而低不确定性规避者则更容易接纳具有一定风险的决策，在决策时谨慎程度和愿意付出的思考

成本相对较低[32]。因此,当不确定性规避水平越低时，追溯信息源可信度对购买意愿的正向影响越

强，假设H4b成立。

以农产品追溯标签使用限制、不确定性规避为自变量，购买意愿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接下来，在

自变量中加入标签使用限制与不确定性规避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具体结果如表 10所示，交互项的 β
值为-0.033(模型 13，P>0.05)，不显著，说明不确定性规避在追溯标签使用限制与购买意愿间不发

挥调节作用，假设H4c不成立。可能的原因是，追溯标签使用限制作为一种标签防伪保障,能有效避免

“山寨”标识码现象，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无论消费者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低，都更倾向于使用真

实规范的追溯标签，查询到真实有效的追溯信息。

以风险控制感、不确定性规避为自变量，购买意愿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接下来，在自变量中加入

风险控制感与不确定性规避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具体结果如表 10所示，交互项的 β值为-0.096(模
型16，P<0.05)，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不确定性规避在风险控制感与购买意愿间产生负向调节作用，

这是因为，风险控制感是个体对风险控制能力的一种主观感知，而非实际所拥有的能力[40]。高不确定

性规避者较为谨慎、不愿冒险，更依赖实际拥有的风险控制能力做出决策；而低不确定性规避者则冒

险倾向更强，面临主观感知的风险控制力时，更易冒险做出积极的购买决策。因此,当不确定性规避

水平越低时，风险控制感对购买意愿的正向影响越强，假设H5成立。

四、结论与建议

1.结 论

本文基于 11个省（市）405份有过农产品追溯标签扫描经历的消费者调查数据，分析了农产品追

溯信息特征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讨论了风险控制感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不确定

性规避发挥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揭示了农产品追溯信息特征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的作用机理。研

究结果表明：（1）农产品追溯信息质量、追溯信息源可信度以及追溯标签使用限制是提升消费者购买

意愿的关键因素，它们都对购买意愿产生了正向影响。（2）风险控制感分别在农产品追溯信息质量、

追溯信息源可信度、追溯标签使用限制与消费者购买意愿间起到部分正向中介效应。这表明农产品

追溯信息特征会通过风险控制感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3）不确定性规避分别在农产品追溯信息

源可信度、风险控制感与消费者购买意愿间起到负向的调节效应。相较于不确定性规避较高的情

表10　不确定性规避在追溯标签使用限制、风险控制感与购买意愿间的调节效应

变量

性别

年龄

教育

收入

职业

经历

标签使用限制

不确定性规避

标签使用限制×不确定性规避

R2

ΔR2

F

模型11
-0.061

0.041
-0.063

0.251
0.024

-0.021

0.068
0.068
4.812

模型12
-0.038

0.053
-0.052

0.177
0.001

-0.028
0.432***

0.091*

0.259
0.191

17.287

模型13
-0.042

0.053
-0.053

0.176
0.000

-0.028
0.436***

0.097*

-0.033
0.260
0.000

15.408

变量

性别

年龄

教育

收入

职业

经历

风险控制感

不确定性规避

风险控制感×不确定性规避

R2

ΔR2

F

模型14
-0.061

0.041
-0.063

0.251
0.024

-0.021

0.068
0.068
4.812

模型15
0.058
0.048

-0.071
0.169

-0.013
-0.050
0.614***

0.137***

0.430
0.363

37.410

模型16
0.047
0.051

-0.076
0.173

-0.017
-0.051
0.619***

0.166***

-0.096*

0.439
0.008

34.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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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当不确定性规避较低时，农产品追溯信息源可信度和风险控制感对购买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强。

（4）不确定性规避对农产品追溯信息质量、标签使用限制与购买意愿之间的调节效应并不明显。这

表明，农产品追溯信息质量和标签使用限制对购买意愿的影响并不受不确定性规避的影响。农产品

质量直接关系到个人的健康与安全，农产品追溯系统提供的具体的追溯信息内容更有利于消费者了

解产品信息、诊断产品质量。为了降低农产品决策中的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无论消费者对不确

定性的规避程度如何，他们都更倾向于依赖提供高质量追溯信息和更可靠追溯标签使用机制的农产

品追溯系统来辅助自身决策。

2.建 议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和消费者层面提出以下建议：

（1）政府层面。政府应重视规范农产品追溯信息的呈现内容，并对生产经营主体对追溯信息的

呈现进行严格监管。目前，我国参与追溯系统建设的农业企业越来越多，但是农产品追溯信息的呈

现仍然存在缺乏相应规范的问题。这导致在农产品追溯系统实际运行中，一方面，部分生产经营主

体选择随意呈现缺乏诊断价值的追溯信息给消费者；另一方面，部分生产经营主体更新追溯信息不

及时或有漏缺。这些现象使消费者难以利用产品追溯信息来评估产品质量，严重阻碍了农产品追溯

系统有效发挥市场价值。因此，政府应该制定相对完善的农产品追溯信息呈现标准，并严格监管各

生产经营主体追溯信息的呈现。政府应敦促各生产经营主体致力于提供高质量、高水平、权威有保

障的产品追溯信息，以便农产品追溯系统能更好地为广大消费者服务。

（2）企业层面。重视对消费者特征的区分，细分消费者群体，实现精准营销。不确定性规避是衡

量个体、群体或国家层面特征差异的重要变量。实证结果表明，农产品追溯可以作为一种营销工具

提升企业的市场效益，但企业可以将不确定性规避作为划分消费者特征的重要工具，按照不确定性

规避程度的高低对消费者人群进行分类，从而实现有针对性的营销。对于高不确定性规避的个体、

群体或国家，农业企业应全面优化农产品追溯系统建设，从追溯信息呈现的多个维度出发呈现高水

平的农产品追溯信息，以满足此类人群对农产品追溯信息的需求；对于低不确定性规避的个体、群体

或国家，农业企业应侧重提升农产品追溯信息源可信度，通过提供一些外围线索使该类人群能简短、

迅速地判断可追溯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并且应着重强化此类人群对可追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控

制感，从而达到更积极的营销效果。

（3）消费者层面。增强对可追溯产品的认知与关注，树立产品追溯意识，培养产品追溯习惯。随

着农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工作的逐步推进，可追溯商品在市场中的份额不断增加，因此，消费者更应该

加强对可追溯产品的了解与认识。由于市场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在做出决策时常常面临着

不确定性，承担着一定的决策风险。农产品追溯系统被视为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降低决策风险的

重要工具，它是向消费者传递农产品产、供、销相关信息的媒介。因此，消费者有必要强化自身产品

追溯意识、培养产品追溯习惯，充分认识到农产品追溯系统的功能与价值，以合理利用产品追溯信息

帮助自身做出有效的购买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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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s of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n Consumer Purchase Intentions

GAO Cong， XIANG Zhaoyang

Abstract The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erves as a crucial reference for con⁃
sumers to assess product quality. Systematically summar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and conducting in-depth analysis of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influencing con⁃
sumer purchasing intention are conducive to further exploring the market valu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wheth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ceabil⁃
ity information affect consumer purchasing intention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405 consumers in 11 
provinces and cities， including Zhejiang， Sichuan， and Shanghai， where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ceability 
systems were implemented early， and the economy is relatively develop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isk 
control perception and uncertainty avoidance， a model is constructed and tested to examine the mecha⁃
nisms through whic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influence con⁃
sumer purchasing intenti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ce⁃
ability information， credibility of the information source， and restrictions on traceability label usage posi⁃
tively affect consumer purchasing intention， with risk control perception playing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Uncertainty avoidance exerts a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edibility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source， risk control perception， and purchasing inten⁃
tion， but has no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qual⁃
ity， label use restrictions， and purchase intent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consumers to further promote consumer 
decision-making regarding tracea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Key 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ceability； trace in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sense of risk con⁃
trol； uncertainty avoidance； purchase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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