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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食品安全事件频出,消费者越来越关注食品安全和自身健康,有机食品越来越受到国内消费

者青睐。利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1017名城市消费者的调查数据,以人口统计变量为调节变

量进行了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出结论: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概念、品质与外部性以及供给现状的认知

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城市消费者有机食品购买决策;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文化程度和是否有小孩等调节变量

在不同群组间的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家庭收入高和家庭中有14岁以下小孩的消费者是有机食品的主要购买群

体。提出了促进消费者对有机食品购买决策形成、进一步刺激有机食品消费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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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
以及消费者对生态有机农业认识的增强,有机农业

和有机食品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据世界有机运动

联盟统计,2012年全球有机食品销售额高达630亿

美元,有机食品的生产种植面积达3040万hm2,且
每年仍保持着20%的增长速度。中国现有有机食

品种植面积230万hm2,是继澳大利亚、阿根廷之后

的世界第三大有机食品生产国①。中国有机食品以

出口导向为主,近年有机食品出口额大约在5亿~
6亿美元,国内消费量还较小,主要集中在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国内市场占有率较低[1]。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出,消费者越来越关注食品

安全和自身健康,有机食品也越来越受国内城市消

费者青睐。

Magistris等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

认知主要是基于其环境友好型的特征和比常规食品

更加健康[2]。关于有机食品认知和消费行为的研

究,国外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国内尚不多见,然而

中国的文化和环境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异,国外的研

究成果并不能直接适用于国内的市场决策[3],因此,
研究分析中国消费者有机食品的购买决策十分必

要。本文从已有研究文献及有机食品的生产消费实

际情况出发,构建有机食品的消费者决策过程模型,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概念、品质、
外部性、供给等方面的认知水平与其购买决策之间

的关系假设,利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4个一线

城市的消费者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消

费者对有机食品的认知对购买决策的影响,进而为

国内有机食品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一、文献回顾

  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
其行为过程受多种认知和行为因素影响[2],消费者

对健康的关注、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对环保的考虑等

均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4]。Davies等研究发现

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主要是受健康和环境方面的因

素影响[5],Wier等和 Musdiana等的研究发现消费

者对个人健康的考虑是其购买有机食品的主要因

素,环保方面的考虑则较少[6-7]。Chung对美国乔治

亚州的消费者调查发现,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主要

是期望食用更营养健康、没有农药残留的食品,消费

者教育程度高、家庭人数多的白人消费者是潜在的

有机食品消费者,且他们可以接受有机食品的外观

缺陷[8]。Gary等对美国消费者研究发现,消费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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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是否有未成年人对其购买有机食品有着显著影

响,且有机食品的不良外观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影

响很小[9]。有机食品的市场信息会让消费者对有机

食品有更充分的认识,从而促进消费者购买[2]。有

机食品的消费增长趋势是毋庸置疑的,但当前仍存

在一些阻碍有机食品市场发展的诸多障碍因素,例
如价格太高、可购买的有机食品种类不足、对有机食

品满意度不高、品质参差不齐、有关信息资料缺

失等[10]。
国内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认知水平还普遍较

低,消费需求远低于国际市场,提供更多的有机食品

信息以提高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认知水平将有助于

需求增加[11]。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购买决策受信

息不对称、收入以及认知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且消费

者的购买经验、购买价格、文化程度、是否信任有机

认证、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家庭中是否有儿童等是城

市消费者有机食品购买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12-14]。
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的消费溢价普遍较低,一般为

20%~30%[15],因此,消费者对安全等级更高、价格

更高的有机食品可能存在更多的犹疑心理,这将直

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国外有机食品消费需求

快速增长,而我国有机食品的有效需求增长却较为

缓慢,信息不对称及有机食品生产的外部性未得到

合理解决是市场失灵现象的主要原因[16]。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有机食品购买行为的分

析是建立在消费者对有机食品认知的基础上,并重

点考虑消费者的人口统计变量因素。国内的文献则

主要是从安全食品、绿色农产品等视角展开调研,或
者是针对某种特定的商品,以某个局部地区或者某

类特定消费群体的消费者进行分析,专门针对有机

食品,并进行多城市的消费者调查,深入分析消费者

对有机食品的认知和购买行为的研究尚不多见。

  二、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1.模型与假设

为了获得效用最大化,消费者对某个具体的消

费决策往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基于计划行为理论

(theoryofplannedbehavior,TPB),本文通过构建

消费者的决策过程模型(consumerdecisionprocess
model,CDP)具体描述消费者的有机食品购买决策

过程[17],如图1所示。有机食品的CDP基本模型

包含动机驱使、搜集资料、购买决策、买后评价等几

个过程,是消费者在自身消费偏好和收入约束下形

成购买决策的核心路径。

图1 有机食品的CDP模型

  从动机驱使方面看,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自身

健康的关注是其有机食品等安全农产品最基本的消

费动力[18-19]。从收入约束和消费偏好方面看,消费

者对有机食品的消费是经济人假说下的理性选择。

因此,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认知是消费者做出购买

决策的基础,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生产过程、内在品

质、外在效益、价值与功能等作出识别与区分,形成

有机食品的充分认知,进而做出购买决策。为简化

分析,本文将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认知分为概念认

知、品质认知、外部性认知和供给认知。
(1)概念认知。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认识和理

解首先是对其概念的认知,即什么样的食品是有机

食品。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缺乏概念认知是其不购买

的首要原因,很多消费者不能区分常规食品、绿色食

品及有机食品。消费者通过对有机食品概念认知,

将有机食品与常规食品区分开来,将促进消费者购

买决策的形成[20]。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消费者对有机食品概念的认知正向影响其

有机食品购买决策。
(2)品质与外部性认知。期望食用更营养健康、

没有农药残留的食品是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的主要

原因[8]。有机食品因其严格的生产方式,全程禁止

使用转基因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拒绝使用化学农药、

化肥以及一切人工合成物,与常规食品、无公害食

品、绿色食品相比,具有更高的食品安全要求,其口

感、营养等方面也具有更多优势。有机食品在生产

中遵循生态学原理进行生产,是一种具备环境保护

功能的可持续生产方式,由此产生的环境生态效益

和社会效益是有机食品的外部性。而有机食品生产

的外部性未得到合理解决也是我国有机食品有效需

求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16]。因此消费者对有机食

品品质及外部性的认知水平直接决定了其对有机食

品高价格的认可度及购买决策的形成,鉴于此,本文

提出假设:

H2a: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品质认知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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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机食品购买决策。

H2b: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外部性认知正向影

响其有机食品购买决策。
(3)供给认知。有机食品的供给既包括有机食

品数量和种类的供应水平,也包括对有机食品生产

技术、认证及监管的制度供给,还包括有机食品的信

息供给。有机食品的认证监管不到位会直接导致消

费者对有机食品的信任和认可度缺失,有机食品在

数量和种类上的供给不足直接导致消费者不能购买

到满意的有机食品[10],另外有关有机食品的信息宣

传不足或信息不对称问题也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3:消费者对有机食品供给的认知水平正向影

响其有机食品购买决策。
同时,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概念认知、品质和外

部性认知、供给认知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互关系,本
文提出假设如下:

H1a: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概念认知正向影响其

对有机食品的品质认知。

H1b: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概念认知正向影响

其对有机食品的外部性认知。

H3a: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供给认知正向影响

其对有机食品的概念认知。
以上各假设及各潜在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图

2所示。

图2 理论模型及研究假设

  2.问卷设计及数据来源

调查问卷中人口统计变量主要包括调查者性

别、年龄、家庭年收入、文化程度、家庭14岁以下小

孩数等,如表1所示。根据研究假设和已有研究基

础,选取了多个能较好反映各潜变量的观测变量开

展消费者问卷调查,各观测变量如表2所示。除人

口统计特征变量外,调查问卷中观测变量的问题表

述采用Likert5分量表,根据被调查者对各个问题

描述的同意程度进行打分,完全不同意=1,……,完
全同意=5。

在国内有机食品的消费市场主要在一线城市,

故研究选取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个一线城市

的消费者为调查对象,于2011年2月至6月采用基

于网络的市场调查方法对调查对象实施电子邮件问

卷调研。具体做法是利用美国GMI市场调查公司

已在中国范围内招募的个人消费者受访对象数据

库,通过随机抽样,结合调查问卷管理系统和电子邮

件向受访者发送电子问卷开展调查。本次调查共发

送电子问卷6000份,收回有效调查问卷1017份,
有效回收率为16.9%。各城市的 样 本 分 布 分 别

为:北 京 306 份 (占 30.1%),上 海 305 份 (占

30.0%),广州303份(占29.8%),深圳103份(占

10.1%)。
表1 有机食品消费者人口统计数据

变量 分类 有效占比/%

性别
男性 49.4
女性 50.6

年龄/岁
>35 66.9
≤35 33.1

14岁以下小孩
没有 46.8
有 53.2

文化程度
大学以下 32.5

大学及以上(含本科、研究生) 67.5

家庭年收入/万元
>8 44.3
≤8 55.7

  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1.信度、效度检验以及探索性因子分析

在实证分析之前,采用克隆巴赫(Cronbach’s)

α系数对数据进行信度检验,以观察问卷各观测变

量的内部一致性。本文调查数据的Cronbach’sα系

数值为0.88,超过了0.8的标准值,问卷的总体内

在信度较好[21]。各观测变量的共同信度在0.75以

上,大于0.5的标准值,表明问卷观测变量的设计符

合分析标准[21]。
在进行因子分析时,首先对各观测变量做巴特

利特球形检验(Bartlett’stest),本文数据检验的

KMO值是0.869,Bartlett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

0.00,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为探索各变量指标与各

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探索

性因子分析结果及经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2
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品质认知和外部性认知的2
组观测变量被聚为一个因子,将其命名为品质与外

部性认知,用因子1表示;供给认知用因子2表示;
购买决策用因子3表示;概念认知用因子4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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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代表品质认知与外部性认知的2组观测变量构成

了一个因子,潜变量与原假设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将

原假设进行修正,即将品质认知潜变量和外部性认

知潜变量合并为一个潜变量,命名为品质与外部性

认知,将原假设H1a与H1b合并为 H1c,将 H2a与 H2b
合并为H2。新的假设关系表述如下:

H1: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概念认知正向影响其

有机食品购买决策。

H2: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品质与外部性认知正

向影响其有机食品购买决策。

H3: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供给认知正向影响其

有机食品购买决策。

H1c: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概念认知正向影响其

对有机食品的品质与外部性认知。

H3a: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供给认知正向影响其

对有机食品的概念认知。
表2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及因子载荷

潜变量 观测变量 因子1 因子2 因子3 因子4

概念认知

消费者对有机食品概念理解的自我评价(X1) 0.095 0.081 0.207 0.809
有机食品对水、土、气等生产环境有严格要求(X2) -0.012 -0.149 -0.402 0.540
不使用化学农药、化肥、人工合成物和转基因技术(X3) 0.162 0.111 0.177 0.743

品质和外
部性认知

有机食品的营养更丰富(X4) 0.784 -0.112 0.174 0.056
有机食品的口感更好(X5) 0.658 -0.105 0.513 0.055
食用有机食品更健康(X6) 0.628 -0.035 0.466 0.155
消费有机食品可以保证食品安全(X7) 0.859 -0.132 0.024 0.089
消费有机食品可以支持保护环境(X8) 0.829 -0.148 0.096 0.086
消费有机食品可以支持农业可持续发展(X9) 0.824 -0.145 0.077 0.029

供给认知

销售有机食品的商家或场所较多,购买方便(X10) -0.178 0.785 -0.023 0.042
很容易获取有机食品的相关信息(X11) 0.090 0.609 -0.210 -0.042
有机食品的数量和种类较多(X12) -0.158 0.694 0.040 0.003
有机食品的认证严格,监管比较规范(X13) -0.167 0.757 0.019 0.037
有机食品的生产技术已经成熟(X14) -0.108 0.723 0.019 0.049

购买决策
我愿意购买有机食品(Y1) 0.170 -0.067 0.806 0.082
我经常购买有机食品(Y2) 0.369 -0.068 0.515 0.246

 注:X4~X7属品质认知;X8、X9属外部性认知。

  2.验证性因子分析

经探索性因子分析,消费者有机食品认知的潜

变量可以分为概念认知、品质与外部性认知、供给认

知3个因子。在此基础上利用AMOS7.0软件进

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进一步分析各观测变量和潜变

量的效度,其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各潜变

量的组合信度在0.77~0.91之间,高于评价标准值

0.6。潜变量的平均变异数抽取量介于0.51~0.63
之间,高于评价标准值0.50,各因子载荷量均显著,
说明模型的收敛效度较好[22]。验证性因子分析表

明,潜变量对各观测变量的平均解释能力较强,信度

以及收敛效度较好。
表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潜变量 变量 因子载荷 t值
方程累计
贡献率/%

组合信度
AVE平均

变异数抽取量

概念认知

X1 0.823 ———
X2 0.586 3.053** 12.84 0.771 0.534
X3 0.762 8.644***

品质与外部性认知

X4 0.804 ———
X5 0.800 12.577***

45.17 0.913 0.638
X6 0.759 10.269***

X7 0.816 14.355***

X8 0.814 14.311***

X9 0.800 13.341***

供给认知

X10 0.785 ———

69.15 0.837 0.509

X11 0.583 10.571***

X12 0.700 16.340***

X13 0.760 15.739***

X14 0.724 14.950***

 注:**、***分别表示在5%、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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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结构方程模型及检验结果

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MLE)进行结构模型

的估计,采用3种类型适配度统计量对模型的适配

度进行验证[22]。模型的各拟合指标计算结果如表4
所示,CMIN 与DF 的比值为2.479,RMSEA 的值

为0.080,RMR 值为0.042,NFI值为0.879,各相

关指标均符合拟合标准,因而本研究的结构模型的

整体拟合度较好。
表4 模型整体适配度指标结果

适配度统计量 拟合指标 拟合标准 指标结果

绝对适配统计量

χ2 -- 245.421
CMIN/DF 1~3 2.479
RMSEA <0.1 0.080
RMR <0.05 0.042
GFI >0.9 0.918
AGFI >0.9 0.873

增值适配度统计量

NFI >0.9 0.879
CFI >0.9 0.914
IFI >0.9 0.925

简约适配统计量

AIC 越小越好 272.000
CAIC 越小越好 472.322
PNFI 0~1 0.725
PGFI 0~1 0.661

  由结构模型的路径(图3)和结构模型假设检验

结果(见表5)可以看出,消费者概念认知、品质与外

部性认知、供给认知等因素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

响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于消费者购买决策而言,

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品质与外部性认知的路径系数

为0.54,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概念认知的路径系数

为0.24,供给认知的路径系数为0.11。消费者对有

机食品的品质与外部性认知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影

响最大,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有机食品安全等级最

高,不仅能保证食品安全,还具有生态环境外部性功

能。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概念认知对其购买决策影

响较大,在本文调查中发现,目前消费者仍然对有机

食品普遍缺乏了解,且不同的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

了解程度和深度也存在差异。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

供给认知对其购买决策的影响也比较显著。消费者

概念认知能促进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品质与外部性

认知的提高,消费者对有机食品供给的认知也能进

一步促进消费者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有机食品。这符

合本文的研究假设。

图3 消费者有机食品认知与购买决策结构方程模型路径

表5 结构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路径 方向
标准化路
径系数 t值

检验
结果

H1:概念认知→购买决策 + 0.24 4.828 接受

H1c:概念认知→品质与外部性认知 + 0.30 6.420 接受

H2:品质与外部性认知→购买决策 + 0.54 13.296 接受

H3:供给认知→购买决策 + 0.11 1.961 接受

H3a:供给认知→概念认知 + 0.25 2.234 接受

  4.基于人口统计特征的多群组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消费者群体的有机食品购

买决策差异,探究研究模型相对应的参数是否也适

配于不同的消费者群体,本文以人口统计变量为调

节变量进行多群组分析,在多群组分析时选用预设

模型作为多群组分析模型,即对模型不做任何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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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利用AMOS7.0对数据进行运算,结果如表

6所示。从模型适配度标准来看,CFI和GFI值介

于0.859~0.916之间,RMSEA 值介于0.052~
0.067之 间,PNFI值 介 于 0.628~0.819 之 间,

CMIN/DF的值介于2.185~2.976之间,均符合检

验标准。以上指标反映多群组模型与样本数据适配

情况良好。
(1)消费者有机食品的概念认知与购买决策的

多群组分析。从表6可以看出,消费者概念认知与

购买决策的路径 H1中,男性比女性更显著;年龄高

的消费者显著,年龄低的消费者不显著;文化程度高

的消费者比文化程度低的消费者显著;家庭年收入

高的消费者比家庭年收入低的消费者显著;有14岁

以下小孩的消费者显著,没有14岁以下小孩的消费

者不显著。这表明男性、年龄较高、文化程度高、家

庭收入高、家里有小孩的消费者的概念认知对其有

机食品购买决策的正向影响比较显著。其原因可能

在于文化程度高、年龄高、家庭年收入高的消费者普

遍是城市里的中高产阶级,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

较高的收入水平,对有机食品概念的认知水平相对

较高,从而更容易形成购买决策。此外,男性对有机

食品的认识比女性更深刻,家里有小孩的消费者会

因更加关注小孩的健康而主动搜寻有关有机食品的

信息,从而对有机食品的概念有着更高的认知,进而

影响他们的有机食品购买决策。

表6 多群组分析估计结果

路
径

性别

男 女

年龄

低 高

文化程度

低 高

家庭年收入

低 高

14岁以下小孩

没有 有

H1 0.40** 0.13* 0.18 0.34
** 0.16* 0.41** 0.16* 0.48** 0.08 0.51**

H1c 0.14* 0.42* 0.34* 0.48** 0.31 0.45** 0.30 0.48* 0.25* 0.49**

H2 0.55* 0.47* 0.33 0.61* 0.28 0.54* 0.36 0.50* 0.44 0.53**

H3 0.09 0.12 -0.26 -0.29 -0.30 -0.32 -0.28 -0.31 -0.23 -0.29

H3a 0.37 0.06 0.08 0.42 0.16 0.27 0.08 0.33* 0.03 0.39**

 注:*、**分别表示在10%、5%水平上显著。

  (2)消费者有机食品的概念认知对有机食品品

质与外部性认知影响的多群组分析。在消费者有机

食品的概念认知对有机食品品质与外部性认知的正

向影响H1c中,只有文化程度低、家庭年收入低2个

人口统计特征变量不显著,其他人口统计特征变量

均显著(见表6)。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文化程度低和

家庭收入低的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关注和消费均较

少。受文化程度的影响,他们对有机食品的概念和

品质认识比较缺乏;受收入的限制,他们对有机食品

的消费有限,进而对有机食品的概念、品质及外部性

均缺乏认知。
(3)消费者有机食品品质及外部性认知与有机

食品的购买决策的多群组分析。在消费者有机食品

品质与外部性认知对有机食品的购买决策的正向影

响H2中,男性和女性都显著,男性的路径系数略大;
年龄高的消费者显著,年龄低的消费者不显著;文化

程度高的消费者显著,文化程度低的消费者不显著;
家庭年收入高的消费者显著,家庭年收入低的消费

者不显著;有14岁以下小孩的消费者显著,没有14
岁以下小孩的消费者不显著(见表6)。其原因可能

在于无论是男性消费者还是女性消费者均能在一定

程度上认可有机食品的品质与外部性,并进而形成

购买决策;年龄高、家庭收入高、文化程度高、家里有

小孩的消费者,更加认可有机食品的品质与外部性,
消费意愿也较强。

(4)消费者有机食品的供给认知与有机食品购

买决策的多群组分析。表6结果显示,假设H3在多

群组分析变量间不显著,即有机食品的供给认知对

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影响在各人口统计特征变量中不

存在显著差异。可能在于2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
目前国内有机食品的供应数量、种类、场所等还远不

如常规食品多,且有机食品相应的宣传、市场营销等

均较少,还不能满足广大消费者对信息获取和购买

便利性等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部分消费者可能曾

经受到虚假有机食品的影响甚至伤害,导致他们对

有机食品的供给现状和认证监管不满意,从而抑制

了他们的购买决策。
(5)消费者有机食品的供给认知对概念认知影

响的多群组分析。在消费者有机食品的供给认知对

其概念认知的正向影响路径 H3a中,家庭年收入高、
有14岁以下小孩的消费者群体影响显著,其他统计

变量不显著(见表6)。这进一步说明家庭收入高并

有小孩的家庭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关注度较高,
受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消费者对小孩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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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健康考虑较多,通过多种途径获得对有机食品

供给方面的认知,从而对有机食品的认知更深入

和充分。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系统探讨了消费者对有

机食品的概念认知、品质与外部性认知、供给认知对

有机食品购买决策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消费者的

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是否有小孩等人口

特征变量,在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不同路径假设中存

在显著差异。家庭收入高、有14岁以下小孩的消费

者群体在5个假设路径中除了在供给认知对有机食

品购买决策影响的路径中不显著以外,在其他路径

中都显著,说明家庭收入高和家庭有小孩的消费者

群体有机食品购买决策最易形成,关注小孩健康和

食物安全是有机食品消费者的主要购买诱因。男性

更易产生有机食品购买行为,女性则较为理性,说明

男性一旦对有机食品形成认知,就更易转化为有机

食品购买决策。文化程度作为调节变量的分析结果

显示,消费者文化水平越高,对有机食品的概念、品
质以及外部性认知越充分,也较容易形成购买决策,
但受收入和有机食品供给便利性和信息的限制,其
购买行为影响较大。家庭年收入作为调节变量的

分析结果显示,当高收入群体有机食品认知水平

较高时,容易形成对有机食品的购买决策和消费

行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了进一步促进有机食品

产业的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大有机食

品的信息供给和宣传力度。通过各种途径展示有机

食品的生产、认证及销售过程,邀请消费者到有机农

场参观并对认证予以监督,积极宣传有机食品在食

品安全、环保等方面的优良品质和外部性特征,从而

提升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认知水平。第二,有机食

品的主要目标消费群体是学历高、收入高且有小孩

的中青年消费者,根据目标消费者的特点和有机食

品的品质特征,区分不同的消费者,对目标消费群体

进行精准营销,开展有针对性的市场推广工作。第

三,丰富有机食品的种类,改善有机食品的市场供应

和销售网络,加大有机生产技术和管理体系的技术

研发,完善有机食品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第四,建
立健全让消费者满意的有机食品认证监管体系,
提高政府监管机构和有机认证机构的认可度和权

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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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UrbanConsumers’PerceptionandPurchase
DecisiontowardsOrganicFood

———Basedontheinvestigationon1017consumersinBeijing,Shanghai,
Guangzhou,and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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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nstituteofFruitTreeResearch,Guangdong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

Guangzhou,Guangdong,510640;

2.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ChinaAgricultura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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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iventheseriousnessoftheproblemsthatfoodsecurityincidentshavecausedinrecent
years,consumersinfavoroforganicfoodshowincreasingconcerntofoodsecurityandtheirphysical
health.Basedonthedataobtainedfrom1017consumersinthefirst-tiercitieslikeBeijing,Guangzhou,

ShanghaiandShenzhen,thispaperconduectedaresearchbytheapplicationofthestructuralequation
modelingapproachandmultiple-groupanalysisusingthedemographicastheregulatedvariable.The
findingsindicatedthatcustomers’cognitivelevelontheconcept,quality,externalityandsuppliesofthe
organicfoodinfluencedtheirdecisioninpurchaseinapositiveandobviousway.Andtheregulatedvaria-
bles,likegender,age,familyincome,educationalbackgroundandfertilityconditioncontributedalotto
thegreatdiscrepancyamongdiffrentgroups.Consumershavingchildrenunder14andhigh-incomefami-
liesservedthemainforcetobuyorganicfood.Thispaperfurtherproposedpolicysuggestionstopromot
consumerstoformpurchasedecisiononorganicfoodandstimulatetheorganicfood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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