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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2011年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有序的Probit模型分析了城市居民对

绿色农产品的消费行为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城市居民绿色农产品消费显著地受到了收入水平和家庭规模的

正向影响;消费者受教育水平越高,实际绿色农产品消费的频数反而越低;年龄、绿色信息关注度、年龄*绿色信

息关注度的交叉项对绿色农产品消费频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程度对绿色农产品消费频数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性别差异对市民绿色农产品消费影响不显著;城市居民消费者个人绿色农产品的认知水平、消费意愿与实际

消费结果并不一致。提出应促进绿色农产品的适度规模生产、强化供应链管理、注重市场营销的目标选择与行

销技巧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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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

的显著提高,老百姓的消费观念、习惯发生了重要变

化,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近些年来,
伴随着食品安全问题的频频曝光,农产品的质量安

全问题已成焦点。“如何能吃得放心、用的安心”成
了公众最担忧的话题。于是,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

了得到认证的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绿色农产

品不仅仅是一个品牌消费的时尚概念,它还兼具有

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提高农产品价值、保护环境、
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等重要的意义。作为一种健

康消费,绿色农产品消费,迄今为止,在我国似乎仍

仅仅是一种时尚或者潮流。人们对绿色农产品的认

知水平、消费意愿及购买行为受到了诸多因素的综

合影响或制约。那么,当前城市居民消费者绿色农

产品的认知水平、消费意愿与实际消费情况到底如

何? 消费者的认知水平、消费意愿与购买决策之间

是否存在的一致性关联? 哪些因素制约着城市居民

绿色农产品最终的购买行为? 这些问题的回答,可
为我国绿色农产品市场营销、生产发展以及国际竞

争力提高等均有着重要的意义。以武汉市汉口地区

为例,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并运用有

序的离散选择模型分析了城市居民绿色农产品的消

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以期进一步识别影响绿色农

产品消费决策的关键性因素,并且对消费意愿与购

买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不一致现象进行检验并给予

适当的解释。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绿色农产品是一个本土化的概念,相当于国外

的有机食品。西方发达国家绿色农产品消费已经相

当普遍。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几乎所有人都购买过

有机食品,80%的德国人、79%以上的美国人和

67%以上的荷兰人愿意消费有机农产品[1]。而在我

国,对绿色农产品消费的研究是在食品安全问题日

益严峻的背景下而得到重视,于近几年才开展起来

的。目前,我国绿色农产品消费认知情况的地区性

差异较大,在个别地区(如上海)居民的绿色农产品

认知水平有所提高,并且这种绿色认知水平与购买

行为显著相关。然而,在多数地区,消费者的绿色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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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消费认知水平仍普遍偏低。而且,绿色农产品

消费意愿并未转化为购买行为。
已有文献对绿色农产品消费意愿、消费行为特

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一系列实证分析。人们往往

基于不同地区的个案,进行绿色农产品消费行为的

影响因素分析,主要考察了消费者对健康的在意程

度、对食品安全的放心程度、对绿色信息的关注度、
收入水平、认知水平、对政府的信任度及人口统计学

特征等因素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行为的影响程度。
例如,Buzby研究发现,消费者对健康的在意程

度影响着其对绿色农产品的消费。一个消费者如果

非常在意健康,则会愿意为绿色农产品支付更高的

费用———因为它可以降低杀虫剂残留引起癌症的风

险[2]。周应恒等基于对南京市的调查研究也证实,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放心度显著影响其绿色农产品

消费行为[3]。已有的实证研究发现,性别差异会影

响消费者绿色农产品消费行为。王志刚以天津市为

例,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对绿色食品的认知程度更

高,因而男性绿色农产品消费意愿也更高[4]。张晓

勇等基于天津地区的调查发现,男性比女性更有可

能购买无公害农产品[5]。然而,赵昶等基于杭州地

区的研究却发现女性的绿色农产品消费意愿相比男

性更强[6]。不少研究结果认为,收入是市民消费者

绿色农产品购买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例如,王华

书等基于南京市地区的调查研究发现收入水平是制

约绿色农产品消费的重要因素[7]。而张晓勇等以天

津为例,研究却发现收入对绿色农产品购买行为影

响并不显著,而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个人基本

特征对绿色农产品消费影响却比较显著[5]。戴迎春

等基于对南京市有机蔬菜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发

现,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有机蔬菜越了解

并且对蔬菜安全越担心的消费者,则更有可能是有

机蔬菜的购买者[8]。杨欧阳等对北京市安全农产品

消费者购买行为研究发现,消费者个人的年龄、家庭

月收入、有无60岁以上同住老人等3变量对安全农

产品的消费有着显著地影响,但是,消费者性别、受
教育程度对其绿色农产品消费购买影响不显著[9]。

青平等学者将影响消费者绿色农产品购买行为

的因素进行了总结后归为9大因素,即性别、年龄、
收入、家庭状况、教育程度、食品安全意识、绿色蔬菜

价格、消费者感知、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认识[10]。
该文基于2005年对武汉市部分集贸市场和超市的

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综合分析了9大因素对消

费者绿色农产品消费意愿及行为的影响。结果发

现,在绿色蔬菜的消费上,消费者存在较高程度的消

费意愿与消费行为不一致的现象,居民在绿色蔬菜

消费行为上存在分化现象,消费意愿转化为实际消

费行为的程度并不高。靳明等基于浙江的调查研究

也发现,虽然消费者绿色农产品消费意愿增强了,但
较高的绿色农产品消费意愿并未真正有效地转化为

绿色农产品的实际消费行为,消费者存在着较高程

度的消费意愿与消费行为不一致的现象[11]。
此外,一些学者侧重于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认

知水平或消费意愿的研究。例如,周洁红基于对浙

江省城市和城镇消费者的调查,研究了消费者对于

安全蔬菜的认知程度及其支付意愿,结果发现消费

者对蔬菜安全状况比较关注,但对蔬菜安全的评价

不是很乐观,消费者非常愿意为蔬菜的安全支付额

外费 用,但 安 全 蔬 菜 对 普 通 蔬 菜 的 溢 价 维 持 在

10%~20%[12]。曾寅初等对北京市消费者对绿色

牛奶的消费情况进行了调查,主要考察了消费者对

绿色产品消费认知水平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发现:
消费者虽然普遍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但是对绿色食

品的认知程度较低;消费者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

特征以及对绿色食品的信任程度等因素是影响消费

者认知水平的主要因素;消费者的认知水平也会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绿色农产品购买的决策[13]。王

峰等从有机食品的支付意愿等角度,探讨了政府信

任、消费者对有机食品认知水平等因素对支付意愿

及其购买行为的影响[14]。也有人研究了政府信任

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消费者对政府

公共管理能力信任程度提高,消费者转基因食品的

接受度便会显著提高[15]。
少数学者研究了消费习惯、消费者心理、市场环

境等因素对绿色农产品消费的影响。张海英基于广

州市的调查研究发现,是否在农贸市场买菜(即购买

习惯)对于绿色农产品消费影响最大,且具有显著的

负效应。常在农贸市场买菜的消费者,则往往图“实
惠”的心理而更倾向于购买普通农产品,不选择绿色

农产品[16]。而另一项针对消费者的绿色农产品消

费认知、意愿及消费行为之间的内在关系的专题研

究,综合考虑了人口统计变量、心理变量及文化变量

对绿色农产品消费行为的影响,并基于一个中国文

化背景下绿色农产品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知信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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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城市绿色农产品消费行

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17]。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主要基于对某个城市的调

查,讨论了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的认知水平、购买意

愿及其影响因素。由于受到种种主客观因素的约

束,已有研究的样本量均比较小,迄今为止,仍比较

缺乏全国性的大样本调查的研究成果。国外针对我

国绿色农产品消费行为的研究比较少。本文在已有

研究基础之上,采用汉口地区的实地调查数据,分析

城市居民绿色农产品的消费行为特征及其影响

因素。
根据已有文献对影响消费者绿色农产品消费的

因素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1:收入水平越高,绿色农产品消费频数

越高。
假设2:对绿色信息(包括食品安全信息)关注

度越高,则绿色农产品消费频数也就愈高。
假设3:消费者受教育水平越高,绿色农产品消

费越多。
假设4:家庭规模越大,绿色农产品消费越多。
假设5:男性可能比女性更舍得花钱,对绿色产

品的支付意愿更高,男性绿色农产品的消费数量

越多。
假设6:年龄越大,绿色农产品消费数量越多。
假设7:年龄越大且对绿色信息关注度越高,绿

色频数购买越多。
假设8:越健康的人,越不愿意花钱购买绿色农

产品,即绿色农产品消费数量越少。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说明

  1.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调查法,于2011年10月

在湖北武汉市汉口地区某大型超市与2个居民聚居

区大型菜市场随机抽样30个,共发放调查问卷90
份,由被调查者当场填写,并当场回收。回收有效问

卷85份,有效率为94.4%。调查内容涉及了:市民

消费者自身特征;家庭收入、家庭中有关孩子或者老

人信息、健康程度、做饭频率等家庭信息;消费者对

绿色农产品认知、消费意愿及购买行为等信息。

2.描述性说明

(1)被调查者自身特征。从表1看来,被调查对

象中男性占45.88%,女性占54.12%;被调查人群

的年龄段集中在20~40岁之间;婚姻状况,已婚和

未婚比重平衡;样本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以大专

和本科为主;职业分布均衡,涉及了技术工人、商
人、大学老师或科研工作者、学生、餐饮行业等多

种职业人群。
表1 被调查者自身特征

统计类别 分类指标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39 45.88

女 46 54.12

年龄

20岁以下 5 5.88

20~30岁 39 45.88

31~40岁 30 35.29

41~50岁 3 3.53

51~60岁 4 4.71

60以上 4 4.71

婚姻状况
已婚 43 50.59

未婚 42 49.41

受教育水平

高中及以下 20 23.53

大专 24 28.24

本科 31 36.47

硕士及以上 10 11.76

职业

农民 21 24.71

技术人员 19 22.35

商业人员 12 14.12

教育研究机构 8 9.41

餐饮业 4 4.71

学生 16 18.82

无业者 5 5.88

  (2)被调查家庭特征。从表2可以看出,现代家

庭规模以3~4人为主,占样本总体的55.29%;其
中5人的家庭占到28.24%,是典型的代际生产模

式。样本区居民的家庭年均收以3~10万元居多,
在10~20万元的占16.47%;超过20万元的只占

样本总体的3.53%。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家庭年

均收入低于3万的穷人群体,这部分调查对象受能

不能抽样的影响,主要受到了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样

本权重的影响(从表1可以得到印证)。随机抽样涉

及到的年轻人,他们来自于周边大学,有本科生和研

究生。
(3)被调查者绿色农产品认知、消费经历及满意

度情况。从表3可以看出,被调查中92.94%的人

都表示知道绿色农产品消费,仅有7.06%的人没有

听过绿色农产品消费。被调查对象总体上认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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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消费是无污染消费、健康消费、可持续消费、
循环消费。这说明,大多数人对绿色农产品消费有

较正确的认知。目前,大多数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仍

表示担忧,73.17%的被调查者对食品安全表示怀

疑,7.32%的人甚至认为我们吃的食品不安全。人

们对绿色食品信息的关心度高,79.52%的市民都比

较关心或非常关心绿色农产品信息。调查显示绝大

多数 被 调 查 对 象 都 曾 经 买 过 绿 色 农 产 品,只 有

9.38%的人表示没有买过。绿色农产品的消费满意

度整体较高,仅有2.50%的表示不满意。
表2 被调查者家庭特征

统计类别 分类指标 人数 占比/%

家庭人口规模

1 11 12.94

2 3 3.53
3~4 47 55.29
5 24 28.24

家庭年均收入

小于3万 20 23.53
3~5万 25 29.41
5~10万 23 27.06
10~20万 14 16.47
20万以上 3 3.53

表3 被调查者绿色认知情况

统计类别 分类指标 人数 占比/%

是否听过绿色农产品消费?
是 79 92.94

否 6 7.06

对绿色信息关心程度*

非常不关心 1 1.20

不关心 2 2.41

一般 14 16.87

较关心 41 49.40

非常关心 25 30.12

市场上食品安全吗?*

不安全 6 7.32

怀疑 60 73.17

安全 15 18.29

非常安全 1 1.22

是否购买过绿色农产品?*
没有 6 9.38

买过 58 90.62

绿色农产品消费的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 0 0.00

不满意 2 2.50

基本满意 50 62.50

比较满意 20 25.00

非常满意 8 10.00

 注:*所调查的问题,因被调查者漏答,故人数总计小于85。

(4)被调查者绿色农产品消费行为。本调查从

绿色农产消费频率、农产品购买任务承担情况、购买

地点的选择、影响绿色农产品消费的决策因素等方

面来度量被调查者绿色农产品消费行为。

①绿色农产品消费频率。被调查对象大都购买

过绿色农产品,其中67.06%的偶尔购 买1次,

17.65%的1周购买1~2次,15.29%的1周购买3
次及以上(见表4)。这可能与做饭频率有关,调查数

据显示,被调查者在家一日三餐都做的占46.00%,
做1餐、2餐或偶尔做饭的各占17.00%。

表4 被调查者绿色农产品消费行为

统计类别 分类指标 户数 占比/%

绿色农产品消费频率

偶尔购买一次 57 67.06

一周购买1~2次 15 17.65

一周购买3次及以上 13 15.29

农产品购买任务承担情况

爷爷 11 12.94

奶奶 33 38.82

妻子 27 31.76

丈夫 9 10.59

其他女性 5 5.88

其他男性 0 0.00

购买地点的选择*

大型超市 74 63.25

农贸市场 24 20.51

小超市 17 14.53

其他 2 1.51

购买决策因素*

安全 60 25.43

营养 54 22.88

新鲜程度 51 21.61

口味 21 8.90

价格 18 7.63

便利 12 5.08

品牌 8 3.39

服务 6 2.54

包装 6 2.54

 注:*为多项选择,故选项总计超过85。

②农产品购买任务承担情况。现代家庭中负责

日常买菜的主要是奶奶、妻子(见表4)。女性更多

的承担了采购工作,由女性负责买菜的占76.46%,
男性仅占23.53%。由于年轻人大都在上班,他们

只好把家务事交给爷爷奶奶等老人去做,由爷爷奶

奶买菜的占了51.76%。

③购买地点的选择。在选择购买地点方面,由
于近几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频曝光,大多数居民对

食品安全产生了质疑,认为大型超市的质量安全可

信度相对会高一些。从表4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市

民选择大型超市买菜(占63.25%);其次是,选择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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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市场(占20.51%)。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商家一

般都会将大型商场或超市选址在核心区,并且周围

还会有公园或大型的中央公园等游乐场所。对于现

代市民来说,逛完大超市后顺便买些菜回去,买菜、
休闲娱乐一举两得。

研究者进一步考察了消费者没有选择小型超市

购买的原因,结果显示小型超市的绿色农产品不新

鲜且品种较少是主要原因。

④影响绿色农产品消费的决策因素。如表4所

示,人们在选择购买绿色农产品时考虑更多的因素

是安全,其次是营养,再次是新鲜程度,响应度分别

为71%、64%和60%。可见,被调查消费者的消费

行为趋于理性。至于品牌、服务、包装等因素,消费

者关注较少,这可能与目前市场上的绿色食品包装、
服务同质化趋势有关。

进一步对消费者没有选购绿色农产品的原因分

析发现,不买的主要原因有:绿色农产品的价格太高

(响应度为86.7%);担心厂商以次充好等欺骗行为

(响应度为82.2%);对绿色农产品了解不够多,选

购时缺少购买信心(响应度64.4%)。

  三、计量分析

  Probit模型(概率选择模型)是处理以分类数据

为主的离散数据比较理想的方法[18-19],但因变量为

有序的离散数值时须采用有序的Probit模型[20-21]。

本文的数据均设定为有序的离散变量,因此,适用有

序的Probit模型。以下先对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做具体说明。

1.模型设定

YK 表示在 1,2,...,{ }m 上取值有序响应,关
于Y*

K 的有序Probit模型可由下面式子表示:
Y*

K =X′
Kβ+εX,E[εX XX]=0,εX ∈ (0,σ2K)

prob.(Y =1 X′
K)=prob.(X′

Kβ+εX ≤a1 X′
K)=φ(

α1-X′
Kβ

σX
)

prob.(Y =2 X′
K)=prob.(α1X′

Kβ+εX ≤a2 X′
K)=φ(

α2-X′
Kβ

σX
)-φ(

α1-X′
Kβ

σX

prob.(Y =2 X′
K)=prob.(α1 <X′

Kβ+εX ≤a2 X′
K)=φ(

α2-X′
Kβ

σX
)-φ(

α1-X′
Kβ

σX
)

prob.(Y =m-1 X′
K)=prob.(αm-1 <X′

Kβ+εX ≤am X′
K)=φ(

αm -X′
Kβ

σX
)-φ(

αm-1-X′
Kβ

σX
)

prob.(Y =m X′
K)=prob.(X′

Kβ+εX >am X′
K)=1-φ(

αm -X′
Kβ

σX
)

  其中,Y*
k 是一个潜在变量,是不可观测的,可

观测 的 是 Yk ;Xk 是 解 释 变 量 向 量,k(k=1,

2,……,n)是观察值数;β是待估计参数向量;εk 是

随机解释变量,Εεk X[ ]k =0,εκ∈ ο,σ2( )k ,σ2k 是εk

的方差;m 是状态参数;αi(i=1,2,……,m)是区

间分界点;φ是标准正态累计分布函数。

2.变量说明

因变量为绿色农产品的购买频数。影响消费者

购买绿色农产品的主要因素:收入水平、对食品安全

及绿色农产品信息的关注度、受教育水平、家庭规

模、性别、年龄、健康情况、以及交叉项年龄*对绿色

信息的关注度等8个指标作为自变量。
如表5所示,被调查城市居民平均每周绿色农

产品的购买频数为1.8次,表明城市居民绿色农产

品购买不太频繁;人均收入水平为每年5万~10万

元之间;被调查者对绿色信息(包括食品安全信息)
的关注度均值为0.8,说明被调查区城市居民对绿

色信息的关注度较高;受教育水平的均值为2.4,表
明被调查区城市居民受教育水平较高,平均在大专

学历水平以上;家庭规模均值为3.4,表明被调查对

象家庭规模以3~4人为主;家诞成员的健康程度一

般,其均值为3.3;实际调查样本中男性占45.88%,
女性占总样本的54.12%;年龄均值为2.4,表明被

调查对象30~40岁居多。为了考察年龄越大且对

绿色信息关注度越高的消费者其绿色农产品消费频

数越高,特设定了交叉项“年龄*对绿色信息的关注

度”变量。

3.回归结果

本文采取逐步回归的方法,模型1观测年龄与

对绿色信息关注度各自对城市居民绿色农产品消费

频数的作用。为了与模型1对比,模型2对这2个

变量的交叉项进行了回归。从回归结果来看(见
表6),模型1和模型2伪判决系数分别为0.6593
和0.6314,2个模型整体上拟合得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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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回归结果,可知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对绿色

农产品购买频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均在5%的

显著性水平上达到显著)。消费者收入水平越高,绿
色农产品消费频数就越高,假设1得到验证。虽然,
绿色农产品价格比一般农产品要高,但收入水平较

高的消费者对质量安全更有保障的绿色农产品不仅

有购买的意愿,也有实际的支付能力。
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信息(包括食品安全信息)

的关注度对消费者购买绿色农产品频数有显著正向

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达到显著),假设2得

到验证。在当下信息化时代,大量绿色农产品的信

息通过各种媒体传递给消费者,城市居民对绿色农

产品的认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消费者对绿色信息

越关注,对绿色农产品的认识程度越高,绿色农产品

消费频数就越高。

受教育水平对绿色农产品购买频数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说明受教育水平越高,购买绿色农产品的频

数越低,假设3被拒绝。可能的解释为:高学历者主

要是白领阶层,一般均无暇买菜、做饭,这些活儿主

要由其父母承担。高学历的被调查者对绿色农产品

的认知水平与实际消费行为具有非一致性性,因而,

其较高的绿色认知水平及其消费意愿,并没有能够

转化成为其个人及其家庭的实际购买行为。这一

结论也支持了青平等[10]、靳明和赵昶[11]的相关

研究结论。
表5 相关变量定义及均值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变量类型 均值(标准差)

购买频数(Y)
偶尔每周1次=1;每周1次=2;每周2次=2;

每周3次及以上=4
分类变量 1.8(1.19)

收入水平(X1)
3万以下=1;3万~5万=2;5万以上~10万=3;

10万以上~20万=4;20万以上=5
分类变量 2.5(1.12)

对绿色信息(包括食品安全信息)

的关注度(X2)
不关心=0;关心=1 虚拟变量 0.8(0.4)

受教育水平(X3) 高中及以下=1;大专=2;本科=3;研究生及以上=4 分类变量 2.4(1.01)

家庭规模(X4) 1人=1;2人=2;3~4人=3;5人=4 分类变量 3.4(1.27)

性别(X5) 女=1;男=0 虚拟变量 0.5(0.50)

年龄(X6)
20岁以下=1;21~30岁=2;31~40岁=3;41~50岁=4;

51~60岁=5;61岁及以上=6
分类变量 2.6(0.98)

年龄*对绿色信息信息的关注度(X7) 交叉项 分类变量 2.0(1.4)

健康程度(X8) 很好=5;较好=4;一般=3;较差=2;很差=1 分类变量 3.3(0.87)

  家庭规模对消费者的绿色农产品消费频数有着

显著的正向影响(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达到显

著),家庭规模越大,绿色农产品消费越多,假设4得

到验证。家庭规模大小实际上反映了家庭人口结

构,其对绿色农产品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口多

的家庭一般有老人、小孩,他们会更加关注家人的健

康和安全问题,从而绿色农产品消费需求更强。因

此,绿色农产品消费数量也会随家庭人口增加而

增多。
性别对城市居民绿色农产品消费频数有正向影

响,但并不显著。表明绿色农产品消费在性别上的

统计差异不显著,假设5未通过检验。虽然,从描述

性统计分析看,女性买菜、做饭的频率高于男性,主
要以奶奶、妻子为 ,但计量结果显示,性别对城市居

民绿色农产品消费影响的统计差异并不显著。这可

能与抽样构成有关,由于样本中20~40岁之间的被

调查者占到了样本总量的80%,这群人青年人群很

少自己做饭、买菜,因此,从性别上可能无法看出实

际其绿色农产品消费频数的显著性差异。
年龄对城市居民绿色农产品消费频数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且在5%的水平上达到显著),假设6得

到验证,表明年龄越大,绿色农产品消费频数越高。
其原因在于:年龄越大的被调查者对健康、营养及食

品安全等更加关注(描述性统计分析也显示,消费者

购买绿色农产品主要是基于安全和健康营养的考

虑),且他们在家庭劳动分工中肩负买菜的主要责

任。因此,年龄越大,绿色农产品消费频数越高。这

一点在戴迎春[1]的相关研究结论中得到佐证。
交叉项“年龄*对绿色信息的关注度”对城市居

民绿色农产品消费频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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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上达到显著),假设7得到验证,这表明年龄

越大且对绿色信息越关注的消费者群体,绿色农产

品消费频数越高。这部分人对绿色农产品消费需求

较高。
健康程度对消费者的绿色农产品的消费频数均

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达

到显著。其经济学含义是,越健康的人,在是否要购

买绿色农产品的实际决策上,往往会去购买普通的

农产品。倒是身体状况越差的人,则对营养健康及

食品的安全性更加在意,会选择消费绿色农产品多

一些。因此,身体的健康程度与绿色农产品消费反

相关。假设8通过检验。
表6 有序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n=85

Y
模型1

系数 Z值 P>z

模型2

系数 Z值 P>z

X1 0.412** 2.50 0.012 0.351** 2.20 0.012

X2 1.183** 2.41 0.016 -- -- --

X3 -0.559*** -2.87 0.004 -0.575*** -2.96 0.003

X4 0.307* 1.75 0.079 0.284* 1.66 0.097

X5 0.349 1.17 0.241 0.497 1.53 0.126

X6 0.173** 2.41 0.016 -- -- --

X7 -- -- -- 0.279** 2.25 0.024

X8 -0.389* 0.79 0.073 -0.364* -1.68 0.092

Loglikelihood -57.942 -59.033

R2 0.6593 0.6314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1.结 论

对武汉市汉口地区随机抽样调查数据的描述性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1)被调查市民绿色农产品有

较高的认知度,绝大多市民购买过绿色农产品,总体

消费满意度较高;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信息关注度

整体较高,但大多数市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仍

然表示担忧。(2)现代家庭中负责平日买菜的主要

是奶奶、妻子,女性更多的承担了购买食物的家庭工

作。(3)在绿色农产品购买地点上,74%的城市居民

倾向于选择大型超市。(4)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农

产品的主要决策因素依次是安全、营养和新鲜,理性

消费特征明显。(5)消费者没有选择绿色农产品的

主要原因是,绿色农产品的价格太高或担心厂商以

次充好,以及对绿色农产品的了解不够而缺少购买

决心。
采用有序的probit模型分析结果显示:(1)市

民绿色农产品的消费行为与其收入水平呈显著的正

相关关系,收入水平越高,绿色农产品消费频数越

多。(2)家庭规模对绿色农产品消费具有显著地正

向影响,家 庭 规 模 越 大,绿 色 农 产 品 消 费 越 多。

(3)个人受教育水平与个人绿色农产品购买频数之

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学历越高,个人绿色购买频

数越低。(4)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信息的关注度对

绿色农产品购买频数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消费者对

绿色信息越关注,绿色农产品消费频数就越高。
(5)消费者年龄越大,绿色农产品消费频数越高。
(6)年龄越大且对绿色信息越关注的消费者群体,绿
色农产品消费频数越高。(7)身体越健康的人,会更

倾向于去购买一般的农产品。(8)样本区市民绿色

农产品消费在性别上的差异不显著。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限于对汉口地区城市居民

绿色农产品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由
于样本量较小,可能会影响到结论的推广。未来应

增加样本容量、扩大地区范围,还应对消费者的消费

习惯、消费观念、绿色认知水平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

变量进行考察(已有研究仍较欠缺在这方面的考

虑),而这些因素有可能对绿色农产品消费决策行为

影响较大。

2.建 议

(1)促进绿色农产品适度规模化生产经营,降低

绿色农产品的价格。消费者购物时没有特意选购绿

色农产品的主要原因是绿色农产品的价格太高。由

于中国绿色农产品的生产规模总体上都比较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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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还都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民,没有形成规

模效益,生产成本比较高,因而农产品的高价位就不

难理解。因此,如何适度扩大绿色农产品生产规模,
积极疏通其销售渠道,有效推进“农超对接”“企业+
合作社+农户”等模式,从根本上降低绿色农产品价

格,来满足消费者的农产品消费需求,便显得非常

必要。
(2)强化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管理,建立严格的

市场准入制度和可追溯制度。研究表明,消费者对

食品安全普遍比较担忧,对绿色农产品仍缺乏信任,
担心商家的欺骗行为(以次充好)。因此,如何加强

农产品供应链各个环节的管理,尤为重要和紧迫。
政府应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和农产品质

量管理可追溯制度,尤其是对绿色农产品应设立严

格的市场准入要求,建立“生产者———商家———政府

管理部门”责任追溯机制,这是保证食品安全解决消

费者后顾之忧的必由之路。政府应增加用于建立和

完善食品检验、监测体系资金投入。此外,对农产品

质量控制要严格把好关,从生产环节到流通环节均

要实现责任到人,无论是政府质量监管部门还是私

人部门,凡是发生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绝不能姑息迁

就,均应实行“一票否决制”,加强惩处力度,使其“不
能为、不敢为、不愿为”。

(3)选准绿色农产品农产品广告宣传渠道,提高

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的认知水平与信任度。市民绿

色农产品信息的获取渠道主要是电视和网络。现代

都市生活中,电子媒介在信息传输中起到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在电视节目中也常有许多食品营养专栏、
环保专栏、新闻等节目,均包含大量的绿色农产品消

费信息。目前,商家如何选择合适的宣传渠道,通过

各种营销手段来提高消费者的认知度和识别能力,
增强消费者对地理品牌的信任度,则对于商家绿色

农产品的成功销售至关重要。
(4)积极引导中老年人绿色农产品消费习惯,努

力做好绿色农产品宣传、促销等活动。城市居民买

菜任务有一半由家庭成员中奶奶和爷爷购买。另

外,从性别上看,买菜任务主要由家庭成员中女性承

担。因此,如何积极引导中老年、女性群体的绿色农

产品消费观念及习惯,对商家来说至关重要。根据

行为学的知信行理论,个体行为与其知识有关,也与

其信念(或态度)有关。知识转变成行为需要外界条

件,而教育、宣传(如健康教育、绿色宣传等)就是能

够促进将知识转变成行为的重要外界条件。因此,

通常有下列方法可以有效促进消费信念确立或观

念、态度的改变:如增加信息的权威性,增强传播效

能,利用恐惧因素等。商家应通过各种媒体或现场

宣传有针对性地提高目标消费者的认知程度,重点

宣传绿色农产品的高质、无污染、营养更丰富等差异

化特征。同时,通过各种促销手段吸引目标群体更

多地购买绿色农产品。
此外,生产者或地方政府应积极推进绿色农产

品的品牌建设,着力打造绿色农产品地理标识,对于

地方绿色农产品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致 谢:感谢彭倩文、陈素梅和朱要伟同学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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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AnalysisofCityDwellers’ConsumptionBehavior
ofGreenAgricultural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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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onaquestionnairesurveyinHankouin2011,weemployeanorderedProbitmodel
toanalyzethetheconsumer’sconsumptionstatusandcontributivefactors.Theresultshowsthatcon-
sumer’sincomeandfamilysizeobviouslyhaveapositiveeffectontheconsumptionofgreenagricultural
products;thebettereducated,thelessconsumptionofgreenagriculturalproductsinfrequency;ageand
consumer’sconcernaboutthegreenconsumptioninformationaswellastheircrosssector,havea
positvieeffectonthegreenconsumptionsignificantly;healthstatushasasignisicantnegtiveeffecton
consumer’sgreenconsumption;theimpactofgenderonthegreenconsumptionisnotremarakble;and
thefactualconsumptionofgreenproductsisinconsistentwithconsumer’scognitivelevelandconsuming
willingness.Finally,ourempiricalfindingsofferproposalonpropellingamodaratescalemanagementof
greenagriculturalproducts,strenghtheningthemanagementofthesupplychain,andimprovingmarket-
ingtargetingandskills.

Keywords greenagriculturalproducts;foodsafty;consumptionbehavior;cognitive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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