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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食品标签作为向消费者传递产品信息的重要载体，成为消费者了解食品安全信息最直接

有效的途径，探究了消费者对食品标签上包装信息的需求情况。方法方法 以牛奶包装标签信息为例，在

山东省的 6个城市中选取了 348个消费者样本展开问卷调研，对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结果

在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高度关注的背景下，对牛奶不同包装标签信息的信任程度、关注程度与便利

性评价总体较为一致，但个别信息仍显示出消费者信息需求与现有包装设计的矛盾。结论结论 政府及厂

商应针对消费者信息需求与使用行为特征，规范包装标签设计，加强乳品质量安全管理，有助于发挥

食品安全认证标签等多种包装信息的作用，恢复消费者对乳品质量安全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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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As an important information carrier, food labels become the most direct and effective way for
consumers to know food safety information. So this paper intends to study the supply-dem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food
label and consumers. Methods Milk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a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348 consumers from six cities of
Shandong province in the form of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the background of consumers′high
attention on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consumers′ trust degree, focus degree and convenience evaluation on different
packaging information were relatively consistent. But some information still had supply-demand contradiction.
Conclusion To develop the function of more packaging information, such as safety certification labels, and restore
consumers′confidence i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dairy products, we should specify packaging label design on the basis of
consumer′s information demand and us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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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是世界性难题，发展中国家更是饱受困

扰[1]。从经济学角度讲，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

是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成因[2]。Spence[3]认为，建

立信息传递（Signaling）机制，促进信息传递与交流，可

以有效缓解食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食品包装

可能是厂商和生产者之间最为直接，且非常重要的食

品信息交流渠道[4]。厂商利用食品包装向消费者传递

品质信息，帮助消费者正确认识食品，进行消费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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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学历

是否有16

岁以下儿童

家庭年收

入/万元

家庭人口

数/人

表1 样本描述性统计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amples

分类指标 样本数/人

150

198

186

61

77

13

11

50

83

50

136

29

185

163

60

104

109

50

25

15

141

122

42

28

比例/%

43

57

53.6

17.5

22

3.8

3.1

14.4

24.1

14.1

39.2

8.2

53.3

46.7

17.5

29.9

31.3

14.4

6.9

4.1

40.5

35.4

12

8

男

女

18~30

30~40

40~50

50~60

60以上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专

大本

研究生

是

否

0～3

3～5

5～10

10～20

20万以上

1～2

3

4人

5人

5人以上

政府也将食品包装信息的规定作为提高食品安全水

平的重要政策工具[5]。例如，我国《食品安全法》第42

条明确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装标签上应包括生产日

期、成分或配料表、生产者的名称与地址、保质期、贮

存条件、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以及

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必须标明的事项等

信息，以有效缓解食品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保障消费

者权益。

由于食品包装标签包含许多不同信息，对于消费

者来说辨别出有用的食品安全信息有时候存在较大

困难。食品包装信息的缺失甚至误用，可能会使消费

者迷惑或被误导，也会给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带来困

难[6]。消费者对包装信息的认知与使用行为，不仅受

消费者知识、经验与个体特征等因素影响，也取决于

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以及对信息的信任等态度[4]。

研究消费者对食品包装信息的关注重点、重视程度及

信任程度等态度与相关行为，对于提高包装信息的实

用性、促进供应商与消费者间的信息交流，以及厂商

合理设计和消费者正确利用包装信息，皆具有一定参

考价值，对于提升食品安全水平、恢复消费者信心也

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

以牛奶包装标签信息为例，基于山东省的348个

消费者样本数据，在对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进行分析

的基础上，研究了消费者对不同包装信息的信任程

度、关注程度及相关行为，并据此提出了建议。以牛

奶包装标签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随着居

民收入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牛奶等乳制品在居民

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升，成为越来越多家庭食品

消费的必需品[7]；二是“三聚氰胺”等事件使得乳品质

量安全已成为食品安全领域的“重灾区”，备受社会公

众关注[8]。

1 调查基本情况

山东省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形成较

大的发展差异，一定程度上可视为我国东西部经济发

展不均衡状态的缩影。分别在山东省东部、中部和西

部地区各选择2个城市（东部：青岛、日照；中部：淄博、

泰安；西部：德州、聊城）展开专项调研，这些城市较好

地反映了我国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保证了

所选取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覆盖性，可以大致反

映我国处于不同阶层与收入水平的消费者对食品包

装信息的相关态度与行为[9]。

首先于2013年6月在山东省日照市选取了55个

消费者样本展开预调研，对调研方案和问卷进行调整

与完善。之后，于2013年7～8月利用修订后的调查

问卷在上述城市展开正式调研。调研由经过训练的

调查员通过街头拦截的方法选取样本，并共同约定以

进入视线的第3个消费者作为采访对象，以保证样本

选取的随机性[10]。共有365位消费者参加了调研（每

个城市约发放问卷25份），回收有效问卷348份，有效

回收率为95.3%。在348个消费者样本中，女性比例

约为57%，与我国家庭中食品购买者多为女性的现实

相符。回收问卷的统计结果表明，从年龄、收入等人

口学特征看，调查范围比较广泛，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可以用于分析。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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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消费者对食品及乳品质量安全的关注与风险感知

近年来，“三聚氰胺”、“问题酸奶”等问题食品频

频曝光，使得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急剧攀升，

对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关注[11]。在调研中，采用

“李克特自评式5分量表法”依次调查了受访者对食

品质量安全、牛奶质量安全以及牛奶包装材料安全

等问题的态度。见图1的调研结果，在348个样本中，

表示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的受访者占76.6%（非常关注占

35%，比较关注占41.6%），反映了我国消费者对食品质

量安全的高度关注，这也与众多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

吻合[12]。而关注牛奶质量安全的消费者则占总样本的

80.7%，高于消费者对一般食品安全的关注度，这既与

牛奶等乳品在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

有关，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三聚氰胺”等事件频发导

致乳品行业成为食品安全问题的“重灾区”，消费者对

各类乳品质量安全的感知风险急剧攀升[13]。

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与政府的“双失

灵”[14]，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担忧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效果的直接影响。调查结果表

明，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政府对乳品安全的监管效果较

差或很差。调查样本中有51.9%的受访者表示牛奶对

自身生活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但很多受访者表示买

到不安全或质量不达标牛奶的可能性很高，并且认为

不安全或质量不达标的牛奶给自身或家人健康带来

较大危害。为了进一步了解消费者的风险感知程度，

应用Cox[15]提出的双因素模型，对消费者风险感知进

行量化测评，他认为风险感知是2个因素的函数。之

后，Cunningham[16]进一步将这2个因素定义为不确定

因素和结果因素。Peter & Ryan[17]指出，将这2个因素

相乘可以作为消费者风险感知水平的衡量指标。在

这里，采用“李克特自评式5分量表法”分别测量了消

费者购买到不安全牛奶的概率及其危害程度，将两者

转换为百分数后相乘，计算出消费者风险感知值见图

2。从图2可以看出，处于中等风险感知的消费者比例

最大，处于极高风险感知水平（高于0.9）的消费者比例

远高于处于低风险感知水平（低于0.1）的比例。总体

来看，消费者对牛奶的风险感知水平普遍较高。这也

从侧面说明“问题酸奶”等频现的食品危机引发了消

费者对牛奶质量安全的普遍担忧，与诸多学者的研究

结论相一致[8]。进一步的调研数据表明，受访者对牛

奶质量的总体满意度较低，表示非常满意或者比较满

意的受访者比例仅为29.5%，这充分说明乳品行业的

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了消费者的强烈关注和严重

不满，政府亟需在该领域付出巨大的政策努力，这也

是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职能部门与各级政府频出重

拳，整治乳品行业秩序的原因所在。

2.2 消费者对不同包装信息的信任评价

包装信息能否缓解食品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

题，取决于其能否获取消费信任[18]。针对牛奶包装中

生产日期等常见的信息，采用“李克特自评式5分量表

法”，用1~5分分别代表从“完全不信任”到“完全信任”

的不同等级，分别设置8组题项调研了受访者对不同

信息的信任程度。

见表2的调查结果，在各类包装信息中，消费者对

“贮存方法”的信任程度最高，信任均值为4.03；其次是

“食用方法”、“生产厂家或品牌”、“产地信息”以及“生

产日期”。对“牛奶成分”、“生产工艺”以及“营养信

图1 受访者对食品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

Fig.1 Focus on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of respondents

图2 受访者购买牛奶时的风险感知水平

Fig.2 Respondents′risk perception in buying m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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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信任程度则相对较低，均值仅为3.21，3.17和

3.12。总体来看，受访者对“贮存方法”等一般性说明

信息信任度较高，而对关系牛奶内在价值和安全属性

的“牛奶成分”等信息信任度较低，可能的原因在于

“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丑闻，使得很多消费者较为担

忧厂家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使用的添加剂等给牛奶成

分和营养带来的不利影响。随着消费者关于食品营

养知识的提高，其消费行为日趋理性，对厂家在广告

等宣传行为中频繁炒作的一些营养概念不再盲从，部

分消费者对厂家牛奶营养信息说明（某些信息可能会

被厂家夸大）也开始有所质疑。

基于第三方的食品安全认证如果能取得消费者

的信任，可以有效减轻食品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现

状[19]，在食品包装上加贴食品安全认证标签已成为厂

商向消费者证明食品品质的有效手段和政府提升食

品安全水平的重要政策工具[20]。考虑到质量安全标签

在传递食品品质信息、提升消费者信任程度方面的重

要作用，采用“李克特自评式5分量表法”调研了受访

者对无公害认证、绿色认证、有机认证及质量安全

（QS）认证等4类常见认证标签的信任程度。

见图3的调查结果，较大比例的受访者认为食品

安全认证能够增强对牛奶质量安全的信任程度。在

4类认证标签中，表示肯定会或者可能会增强信任的

比重最高的是 QS 认证（64.9%），其次是绿色认证

（54.6%），最后分别是有机认证（48.5%）和无公害认

证（41.6%）。总体来看，受访者对QS认证和绿色认

证较为认可，这可能与受访者对QS认证和绿色食品

认证的了解程度高于有机认证与无公害认证有关。

大多数受访者（60.5%）认为食品质量安全认证有必

要或非常有必要，即对食品质量安全认证的肯定度

是比较高的。

2.3 消费者对各类包装信息的关注程度

为获取消费者对包装信息的关注重点，在调查中

受访者被要求对牛奶包装上最常提供的生产日期、生

产厂家或品牌、生产工艺或生产方法、牛奶成分、营养

信息、产地信息、是否经过质量安全认证、是否含有转

基因成分、食用方法、贮存方法以及是否含有添加剂

成分等信息作出关注程度的回答。问题采用“李克特

自评式5分量表法”，用1~5分分别代表从“完全不关

注”到“非常关注”不同等级的关注程度。

表3的调查结果表明，受访者最为关注牛奶“生

产日期”，这也与诸多经验研究结论相吻合。消费者

大都将保质期视为包装标签上提供的最重要信息之

一[21]，且对不同商品的保质期要求程度是不一样的，消

费者往往对新鲜食品尤其关注生产日期。在信息不

对称的条件下，品牌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提高消费

者信任度的重要措施[2]，而食品质量认证在缓解信息

不对称而导致市场失灵方面的作用已为经验研究所

证实[22]。这里的调研结果也表明，受访者对“生产厂家

或品牌”、“是否经过质量安全认证”的关注程度仅次

于“生产日期”。虽然“三聚氰胺”等事件使得乳品的

品牌效应下降[23]，但“品牌”仍然是消费者判断食品品

质和进行食品选择的重要依据。受访者对“是否经过

质量安全认证”的关注度得分达到3.6分，说明质量安

全认证已成为消费者判断食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参

考。“生产工艺或生产方法”的关注度平均分最低，仅

为2.61，受访者对该信息并不关注的原因可能在于：一

是牛奶生产工艺相差不大，且消费者无法深入了解和

图3 食品安全认证标签对消费者牛奶质量安全信任的增强程度

Fig.3 The degree of enhancement in consumer’s trust degree of

milk quality and safety brought by food safety certification

label

包装信息

生产日期

生产厂家或品牌

牛奶成分

生产工艺

营养信息

食用方法

产地信息

贮存信息

表2 消费者对各项牛奶包装信息的信任度

Tab.2 Consumers’trust degree of all packaging information

标准差

1.24

1.25

1.11

1.06

1.12

1.11

1.20

1.11

位次

5

3

6

7

8

2

4

1

均值

3.42

3.65

3.21

3.17

3.12

3.86

3.53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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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二是消费者对生产工艺或方法的信任度较低

（表2）。受访者对“产地信息”的关注度较低，通过对

受访者的进一步询问发现，受访者认为，我国奶牛也

大都采用圈养而非放养方式，即使在内蒙古等传统牛

奶生产地区也如此，所以对产地并不非常关注。

2.4 消费者对不同包装信息的便利性评价与使用行为

消费者对包装信息的使用行为，不同的购买阶段

存在较大差异。调查发现，在初次购买某种牛奶时，

较大比例的受访者（47%）会非常仔细或比较仔细地阅

读包装上的信息，但在重复购买时，只有很少的受访

者（8.6%）表示仍然会非常仔细地阅读包装信息，有

44.3%的受访者表示会选择部分信息阅读，而绝大多

数消费者会基于以往经验进行购买决策。出于对牛

奶质量安全的强烈关注，很大比例的受访者（68%）表

示会主动搜集牛奶质量信息，但仅有33%的受访者表

示自己在获取牛奶质量信息方面是非常方便或比较

方便的。在获取牛奶质量安全信息的来源中，来自牛

奶包装的信息无疑是最为直接且很重要的渠道[4]。很

多消费者认为，厂商在牛奶包装信息的设计中往往会

有意或无意地误导消费者，同时，消费者最关注的信

息却未必能够方便获得。消费者获取包装信息的关

注度与便利性评价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受访者在对不同包装信息的便

利性评价中，均值最高的为“生产品牌或生产厂家”

（3.82），这与品牌往往在包装上被置于非常显著的位

置有直接关系，也反映了品牌在消费决策与厂商营销

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这与消费者对品牌的高信

任度和高关注度也分不开。“贮存方法”及“是否经过

质量安全认证”等包装信息的便利性评价得分较高，

也与消费者对这些信息的高关注度及高信任度基本

吻合，说明这些信息的包装设计是与消费者信息需求

相吻合的，这一点也验证了计划行为中人的行为意图

决定行为的理论。但是处于高信任度的产地信息和

食用方法的便利性评价及关注程度却不高，这是可能

是因为品牌和贮存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产地信

息及食用方法，导致消费者虽然信任但是却并不是很

关注。而且，其便利评价及其关注程度低与厂商将这

些信息设计到包装上不显著的位置有关。

值得关注的是，“是否含有添加剂”是较受关注的

信息，在10类信息中居第3位，但受访者便利性评价

得分仅为3.21，在10类信息中仅为第9位。消费者比

较关注是否含有添加剂，但是却认为该信息不能方便

获得的现象暴露了厂商在设计包装信息方面的漏

洞。现实中可能存在某些食品厂商有意或无意遗漏

这些信息的情况，说明这类包装信息的设计可能无法

有效满足消费者的信息需求。从表3还可以发现，消

费者对“生产工艺或生产方法”与“产地信息”等包装

信息的便利性评价都比较低。

3 结语

1）消费者对食品及乳品质量安全的关注度有较

大提高，对政府监管效果评价不高，对乳品质量的风

险感知处于较高水平。

2）在各类包装信息中，消费者最信任贮存方法及

使用方法等一般性说明信息，对关乎牛奶内在属性的

营养类说明信息并不信任。食品安全认证标签还是

有利于提高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的信心。

3）从消费者对牛奶包装标签的关注程度来看，消

费者最为关注“生产日期”。此外，“生产厂家或品

牌”、“是否经过质量安全认证”也受到大多数消费者

的关注，而对产地等信息关注度较低。

4）消费者对“贮存方法”及“是否经过质量安全认

证”等包装信息的便利性评价得分较高，这与消费者

对这些信息的高关注度基本吻合。对是否含有添加

剂等信息关注度较高，但便利性评价较低，反映了包

生产日期

厂家或品牌

生产工艺或生产方法

牛奶成分

贮存方法

营养信息

产地信息

是否经过质量安全认证

是否含有添加剂

食用方法

表3 消费者获取包装信息的关注度与便利性评价

Tab.3 Consumers’concern degree and convenience evalua⁃

tion of the packaging information

均值

4.36

3.69

2.61

3.22

3.50

3.24

2.81

3.60

3.50

3.03

关注度
包装信息

位次

1

2

10

7

4

6

9

3

4

8

均值

3.67

3.82

2.82

3.62

3.72

3.44

3.43

3.66

3.21

3.48

便利性

位次

3

1

10

5

2

7

8

4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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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信息的供需矛盾。

基于上述研究，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乳品质量安

全监管，尤其是针对消费者信息需求与使用行为特

征，规范包装标签设计，发挥食品安全认证标签等多

种包装信息的作用，引导消费者正确认知食品安全风

险，恢复消费者对乳品质量安全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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