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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任问题的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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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食品安全问题的频繁发生，消费者对食品市场的信任危机日益加深。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任问题的研究成果，简要介绍了食品安全信任的内涵，并将其影响因素概括为消费者个

人特征、对利益主体的信任、对食品信息的认知、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认知４大类，最后在结合我国食品安全规
制以及信任现状和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指出要健全食品安全法规标准体系、完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培育食品

安全信用体系和强化食品安全宣传教育体系，增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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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关系消费者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关系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发展。［１］我国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日实施的《食品安全法》，为食品消费

安全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食

品安全问题的发生，由此引发的消费者信任危机呈

现愈演愈烈的趋势，“我们还能吃什么”已成为全球

面临的共同挑战。２０１０年６月，《小康》杂志社联合

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开展的公众安全感调查显

示，“食品安全以７２％的比例拔得头筹，是中国消费

者的最大不安，也是中国政府的一块心病”［２］，如何

增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和安全感，对于构建

服务型政府、发展食品产业显得至关重要。本文通

过梳理国内外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任问题的一系列

研究成果，为恢复消费者信心提供科学依据与对策

建议。

１食品安全信任问题的内涵与重要性

信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成为社会学、管理学等

众多学科的关注前沿，但至今仍未形成一个统一定

义。尼克拉斯·卢曼将信任理解为“对产生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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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条件的一种纯粹的内心估价”，通过信任机制能

降低特定情况下的复杂性。［３］彼得·什托姆普卡认

为“信任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是应对

不确定的和不能控制的未来时一种至关重要的策

略”，并指出信任建立和信任破坏过程中存在一个典

型的不对称性［４］：由违背信任产生的怀疑很容易导

致完全的不信任；而由消除因没有正当理由的不信

任产生的怀疑到建立完全的信任则非常缓慢。

消费者作为整条食物链的最后一个环节，是食

品安全规制的重要参与者和支持者，其在食品安全

上所体现的态度与消费倾向会对政府行为产生深刻

影响。［５］ＪａｎｎｅｋｅｄｅＪｏｎｇｅ等把“食品安全信任”定义

为消费者认为食品是普遍安全的，其消费不会对人

体身体健康和环境造成任何伤害的信念。［６］有研究

表明，信任是食品安全链条中的关键影响因素，食品

安全中的信任关系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７］伴

随着国内外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信任问题

逐渐引起了政府、学者的重视，如欧洲食品安全局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ＥＦＳＡ），正是为了应

对疯牛病（ＢｏｖｉｎｅＳｐｏｎｇｉｆｏｒｍ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ｈｙ，ＢＳＥ）等

造成的信任危机，其职能之一是建立快速预警系统，

及时掌握和管理食品危机事件的风险交流［８］；丁声

俊从欧洲疯牛病出发，引出必须对我国食品安全信

任进行全面审视，强调防患于未然［９］；美国玛丽恩·

内斯特尔指出食品安全风险的可接受程度主要不是

由引起疾病的案例数量，而是由“恐惧和愤怒”的程

度和接受人数决定的［１０］；王贵松认为食品的安全和

消费者的安心是紧密相连的，安全的食品有助于安

心的形成，而对食品安全的不信任也会影响对食品

安全性的认定［１１］。

２食品安全信任问题的维度与影响因素

从相关经验研究所使用的变量来看，消费者对

食品安全的信任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正如什托

姆普卡所指出的信任客体包括主要客体（机构或组

织）和次要客体（信息来源）一样［４］，前人研究主要集

中在对各主体保障消费者利益的信任程度，及对各

主体提供真实信息的信任程度来分析消费者对食品

安全性的信任程度［６，１２］，影响因素大致可概括为以

下几个方面。

２．１个人特征

在个人特征中，国内外学者把性别、年龄、教育

水平、家庭结构、个性特征等纳入分析，不同的学者

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比如，女性对食品安全信任倾

向较低，原因是女性负有照顾家庭饮食的责任；性别

对食品安全信任没有影响。［１３］教育水平越高，对食品

安全信任倾向越高［６］，原因是他们能够理性乐观地

看待食品安全问题；但由于对食品信息知晓较多，也

容易导致对食品安全现状的不满［１３］。年龄大的比年

龄小的更容易感知风险［６，１４］；但食品安全信任的可

能性会增加，原因是年长的阅历丰富，能够从一个相

对乐观的角度看待事物发展趋势［１３］。家庭月收入与

食品安全信任存在正相关，原因是高收入家庭拥有

较多资源，支付能力较强［１３］；但同时消费者对食品安

全的期望也会随之增加［１５］。此外，家庭结构、个性特

征等对食品安全信任的影响也存在不一致性，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２．２对利益主体的信任

食品安全利益主体包括农户、生产商、销售商和

政府部门等，其中政府部门是食品安全的控制主

体。［１６］通过信任主体，有利于弥补消费者专业知识的

不足，对风险本身以及可接受程度做出估计。［１７］国外

早已注重研究消费者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等综合因素

对其食品选购行为的影响［１８］，如ＪａｎｎｅｋｅｄｅＪｏｎｇｅ等

指出信任政府部门以及其他主体是食品安全信心的

最低要求，并从保障主体的控制能力、开放程度和对

公众健康的关心程度等多维度出发，发现加拿大消

费者对农户以及政府和零售商能力的信任比荷兰略

高［１９，２０］。国内研究表明，监管部门的低效和无序加

剧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不信任程度，法律法规的

有效实施可以显著提高消费者信心［１５］，如王威、尚杰

指出交易中的市场失灵和相关部门的监管失效导致

乳制品信任链的断裂［２１］；卢菲菲等指出政府、企业、

奶站的信任度均对食品安全信任有正向影响，其中

对政府的信任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可能是因

为消费者能够通过媒体及时了解政府的动态［１３］；卜

玉梅指出对政府越信任者，对风险的可控性感知越

高，对风险后果严重性的感知越弱［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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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对食品信息的认知

政府部门、食品企业、大众传媒、朋友家人、个人

经历等作为消费者的信息来源，提供给他们有关产

品特性的信息，有助于其对食品的营养和安全特性

做出判断，缓解食品市场中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丢失

问题。国外研究发现，消费者知悉食品安全丑闻对

其对相应食品的信任有较大的负面影响［６］，信任媒

体发布的信息会降低购买的可能性［２２］。国内研究

中，周洁红、姜励卿指出消费者比较信任政府部门、

专业机构等权威性信息，而对大众传媒和朋友家人

的信任度较低［２３］；但赵延东、马缨则指出消费者比较

信任亲友，其次是政府部门和食品企业［２４］。程培?、

周应恒等指出三鹿奶粉事件导致消费者对整个食品

行业，尤其是奶粉行业产生了不信任、不放心的态

度，并且表现在其消费行为上。［２４］刘艳秋、周星基于

信任发展的５大认知过程，发现消费者安全意识、企

业可信性、企业能力、政府监管以及信息交流对质量

安全认证信任存在影响。［２５］

２．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认知

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认知可归为对食品安全问题

的关注度、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认知、对不同食品种类

的安全认知等。研究表明，外部事件、消费者认知和

消费者行为三者密切相关［１９］，食品安全关注度与消

费者信心成正相关［１５］。在国内外研究中，关于信任

和风险感知的关系［２６，２７］，常把食品变质过期、假冒食

品、农药残留、食品添加剂和转基因食品６类问题纳

入研究，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 Ｂｒｏｍ指

出生物技术在食品生产中的使用加剧了消费者的担

忧，消费者担忧可理解为信任缺失的一种信号［２８］；而

Ｃｈｅｎ则指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消极认知与食品安全

信任并不存在负向关系［２９］。由于食品种类的多样性

和复杂性，不同学者考察了不同食品组别对食品安

全信任的影响［６，１９，２９］，发现对鱼类和肉类安全的认知

与信心水平紧密相关，这与过去一些食品丑闻的发

生有关。

３重建食品安全信任的对策与建议

由于食品安全的公共性和社会性，目前食品安

全规制水平的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公众生活

质量、社会公共管理水平和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因

素［３０］，因此完善食品安全规制，有效寻求“安全”与

“安心”之间的平衡点显得十分必要。针对我国食品

安全规制以及信任现状，结合国际经验和相关研究

结果，提出了一些对策与建议。

３．１健全食品安全法规标准体系，加强对食品安全的

依法管理

我国已形成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的法律体

系［３１］，但法律之间存在协调性与操作性差、违法成本

低等问题，应尽快出台科学、高效、细化的配套措施，

更加清晰地界定政府部门之间的权责配置与职权边

界［３２］，建立补偿和责任追究长久机制，加大对违法行

为的惩处力度，降低消费者对违法行为的诉讼成本，

确保各项法律落到实处［３３］，如最近通过的《刑法修

正案（八）》提高了食品安全犯罪的量刑标准，单独列

明了政府部门渎职的刑事责任，从法律上强化了对

消费者食品安全的保护［３４］；同时以《食品安全法》为

依据，对有关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章等进行清理、

补充和完善，尽可能减少和避免立法和执法上的相

互冲突。［３４］此外，《食品安全法》对我国食品安全标

准提出了新的要求，应积极完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管理办法，对现有食品农产品

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

食品的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的标准予以整合等。［３５］

３．２完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督

管理

政府部门首先应该积极回应消费者的基本需

求，根据国务院印发的《２０１１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

排》，突出抓好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日常食品的安

全，不断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３６］许多国家已

经建立了包括风险监测、追溯制度、召回制度、预警

和应急体系在内的比较完善的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３７］，对提高监管效率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结合

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薄弱环节，应加强各级监

测技术机构的监测能力和队伍建设，探索建立与分

段监管相适应的风险监测综合体系［３８］；整合各地食

品安全追溯资源，充分利用条形码、无线射频识别等

技术，构建统一的国家食品安全追溯平台［３９］，有效防

止不安全食品的扩散；在《食品安全法》、《食品召回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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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规定》的基础上，细化召回规定，探索建立以主

动召回为主，责令召回为辅的方式［４０］；健全食品安全

问题应急处理机制，完善预警网络，及时核查和回应

社会关切，努力把危害和影响降到最低［４１］，最终给消

费者营造一个良好的食品消费环境。

３．３培育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加强对食品安全的信息

管理

食品市场是典型的“柠檬市场”（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ｆｏｒ

ｌｅｍｏｎｓ），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安全的有效供给和需

求不足，因此有必要最大限度地减少食品市场的信

息不对称。［２３］食品安全信用体系是保障食品安全的

长效机制和治本之策［３７］，一方面应大力宣传优质食

品、优良品牌和优秀企业，规范引导食品企业培育安

全品牌，推行食品安全示范区试点建设［４２］，增强消费

者消费信心，提高国家食品信誉；另一方面应在全社

会进一步建立褒奖守信、惩戒失信的食品安全信用

体系，统一确定信用标准、建立信用平台等，切实规

范引导食品企业健康有序发展［３３］。国内外专家指

出，要取信于民，透明是食品安全企业管理和政府管

理的关键所在，必须将风险交流纳入政府管理的重

要环节，建立一套完全公开化、透明化的食品安全信

息披露机制，建立信息发布和披露的权威路径［２３］，由

有关部门对食品安全信息进行收集、归纳、汇总、统

一对外发布，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决策的参

与性，引导消费者在食品选择中趋利避害［４２］。

３．４强化食品安全宣传教育体系，加强对食品安全的

社会管理

根据《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纲

要（２０１１—２０１５）》等要求［３４］，政府部门应健全与媒

体的联络沟通机制，加强食品安全的宣传教育、引导

与示范工作，逐步提高消费者识假辨假、防范风险和

自我保护能力，规范引导科学消费。如通过深入开

展“食品安全宣传周”、食品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

校园”、食品安全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广泛普及食

品安全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消除对食品安全的误

解［４３］；做好食品安全信息发布管理工作，通过电视、

网络、公告等形式定期发布食品安全工作信息以及

取得的工作成效，不断强化食品安全正面宣传，并引

导消费者积极参与社会监督，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

权益。对于舆论监督，政府部门既要积极支持新闻

媒体开展食品安全的宣传报道，畅通与新闻媒体信

息交流渠道，为采访报道提供相关便利［４４］，又要防止

虚假新闻、不实报道及故意炒作带来的负面影响，对

发布虚假信息的新闻媒体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确

保新闻报道的客观、全面、准确，营造人人关心、人人

维护食品安全的良好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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