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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参与蔬菜追溯体系行为、认知和利益变化分析

———基于对寿光市可追溯蔬菜种植户的实地调研

赵 荣　乔 娟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　为分析农户参与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行为、认知和利益变化，以山东省寿光市为例，实地调研了当地

蔬菜种植户的蔬菜追溯体系参与，并对农户参与蔬菜追溯体系行为、认知和利益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寿光市可追溯蔬菜种植户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实际参与蔬菜追溯体系的时间较短，已建立农田生产档案的比例

较低，对蔬菜追溯体系的认知度不高。可追溯蔬菜种植户面临的产业化组织带动、政府补贴和技术扶持等方面的

外部环境条件均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可追溯蔬菜种植户参与蔬菜追溯体系的热情较低，满意度不高。寿光市被

调查农户参与追溯体系主要依靠政府动员和推动，由市场利益驱动参与的比例较低。针对调研当中发现的问题提

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蔬菜；追溯体系；食品安全；农户行为；利益变化

中图分类号　Ｆ３２５．１５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４３３３（２０１１）０３０１６９０９　　　文献标志码　Ａ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１１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７０８７３１２４）；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２００７００１９０１８）；北京市哲学社

会科学规划项目（０７ＢｅＪＧ１９４）；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专项（１５０５０２０４）

第一作者：赵荣，博士研究生，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ｒｏｎｇ６＠１６３．ｃｏｍ

通讯作者：乔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业市场与政策研究，Ｅｍａｉｌ：ｑｉａｏｊｕａｎ＠ｃａｕ．ｅｄｕ．ｃ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ｂｅｎｅｆｉ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ｔｒａ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ｃｅａｂｌｅ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ｇｒｏｗｅｒｓ

ｉｎＳ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Ｃｉｔｙ

ＺＨＡＯＲｏｎｇ，ＱＩＡＯＪｕａｎ


（犆狅犾犾犪犵犲狅犳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犪狀犱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犆犺犻狀犪犃犵狉犻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８３，犆犺犻狀犪）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犅犪狊犲犱狅狀狋犺犲犳犻犲犾犱狊狌狉狏犲狔狅犳狋犺犲狋狉犪犮犲犪犫犾犲狏犲犵犲狋犪犫犾犲犵狉狅狑犲狉狊犻狀犛犺狅狌犵狌犪狀犵犮犻狋狔，犳犪狉犿犲狉狊’犫犲犺犪狏犻狅狉，

犪狑犪狉犲狀犲狊狊，犪狀犱犫犲狀犲犳犻狋犮犺犪狀犵犲狊狑犲狉犲犪狀犪犾狔狕犲犱犻狀狋犺犻狊狆犪狆犲狉．犜犺犲犮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狑犪狊犾犻狊狋犲犱犪狊犳狅犾犾狅狑狊：狋犺犲犪狏犲狉犪犵犲

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犾犲狏犲犾狅犳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犲犱犳犪狉犿犲狉狊狑犪狊狀狅狋犺犻犵犺，犻狋狑犪狊犻狀犪狊犺狅狉狋狋犻犿犲犳狅狉犳犪狉犿犲狉狊狋狅犲狀犵犪犵犲犻狀狏犲犵犲狋犪犫犾犲

狋狉犪犮犲犪犫犻犾犻狋狔狊狔狊狋犲犿狊；狅狀犾狔犳犲狑犳犪狉犿犲狉狊犽犲狆狋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狉犲犮狅狉犱；犪狀犱犳犪狉犿犲狉狊’犪狑犪狉犲狀犲狊狊犪犫狅狌狋狏犲犵犲狋犪犫犾犲狋狉犪犮犲犪犫犻犾犻狋狔

狊狔狊狋犲犿狊狑犪狊犾狅狑．犜犺犲犲狓狋犲狉狀犪犾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狋犺犪狋犳犪狉犿犲狉狊犳犪犮犲犱狊狌犮犺犪狊犱狉犻狏犻狀犵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狅犳犻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犻狕犲犱

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狊狌犫狊犻犱犻犲狊犪狀犱狋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狊狌狆狆狅狉狋狑犲狉犲犪狋犪犱犻狊狋犻狀犮狋犱犻狊犪犱狏犪狀狋犪犵犲．犜犺犲犲狀狋犺狌狊犻犪狊犿狅犳犳犪狉犿犲狉狊狋狅

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犲犻狀狏犲犵犲狋犪犫犾犲狋狉犪犮犲犪犫犻犾犻狋狔狊狔狊狋犲犿狊狑犪狊狑犲犪犽犲狀犲犱，犪狀犱犳犪狉犿犲狉狊’狊犪狋犻狊犳犪犮狋犻狅狀狑犪狊狀狅狋犺犻犵犺；狋犺犲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犲犱

犳犪狉犿犲狉狊狑犲狉犲犿犪犻狀犾狔狆狌狊犺犲犱犫狔狋犺犲犵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狋狅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犲犻狀狏犲犵犲狋犪犫犾犲狋狉犪犮犲犪犫犻犾犻狋狔狊狔狊狋犲犿狊，犪狀犱狅狀犾狔犳犲狑狑犲狉犲

犱狉犻狏犲狀犫狔犿犪狉犽犲狋犫犲狀犲犳犻狋．犃狋犾犪狊狋，狋犺犲犮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狆狅犾犻犮狔狊狌犵犵犲狊狋犻狅狀狊狑犲狉犲狆狉狅狆狅狊犲犱．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狏犲犵犲狋犪犫犾犲；狋狉犪犮犲犪犫犻犾犻狋狔狊狔狊狋犲犿；犳狅狅犱狊犪犳犲狋狔；犳犪狉犿犲狉’狊犫犲犺犪狏犻狅狉；犫犲狀犲犳犻狋犮犺犪狀犵犲狊

　　为解决不断凸显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美国、日

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要求出口到当地的食品

必须具备可追溯性。基于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应

对食品可追溯贸易壁垒，扩大食品贸易市场准入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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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食品企业竞争力的需要，我国政府也在积极推广食

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山东省寿光市是我国蔬菜生

产和出口大市，受国际市场对可追溯蔬菜贸易需求的

拉动，该市于２００４年率先在田苑蔬菜基地和洛城蔬

菜基地进行了蔬菜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的试点。

美国、欧盟之所以能够建成食品全程追溯体系，

得益于其农业的产业化和规模化，而我国农产品生

产长期以小农经济为主。如果能让我国成千上万的

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参与到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中来，就能从源头上实现对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控

制，而农户参与食品追溯体系的主要动机来源于可

追溯农产品生产收益的提高。研究农户参与食品追

溯体系的行为、认知和利益变化，对激励农户参与食

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确保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克服或缓解食品市场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的

功能发挥［１］，从源头上解决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国外学者对食品追溯体系参与和实施主体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实施食品追溯体系的优势探讨以及影

响食品追溯体系实施的因素分析方面［１８］。但由于

国外农产品生产规模、市场结构等与我国存在显著

差别，现有可借鉴的有关农户参与食品追溯体系的

研究较少。国外学者主要的相关研究有：食品企业

开发、实施、维持追溯体系的３个基本目标，提高供

应链管理效率，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控制，区分食品市

场微妙或无法察觉的质量特性［５］；食品追溯体系会

增加食品供给者成本（种子认证、产品认证、检验、追

溯和规避风险的保险费用等）与风险［６］；行业中发生

食品安全事件概率越大，政府实施强制性追溯体系

的概率越大，市场惩罚和责任成本越大，企业越倾向

于实施食品追溯体系［１］；提高责任成本促使农民和

营销商供应更安全的食品，而从消费者到营销商不

完善的追溯降低了农民提供更安全食品的责任激

励［７］；自愿性可追溯制度使企业的资产专用性增加，

并且促使先前使用口头协议的企业加强垂直协作，

通过签订合同替代原来多变的交易方式［８］。

由于我国引进和推广食品追溯体系的时间不

长，有关农户参与食品追溯体系的报道较少，已有的

主要研究观点为：食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是一种先

进的生产管理技术，可以提高食品质量安全管理水

平，但同时也产生一定的成本［９］；对于农户而言，是

否参与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是农户对是否采用新的

生产技术而进行的投资决策行为［１０］；周洁红等［９］将

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意愿和行为的影

响因素分为农户特征、价格预期、相关行为认知及外

部环境４类；韩杨和陈雨生
［１１１２］利用计划行为理论

分别研究了食品追溯体系利益主体行为以及农户认

证食品生产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袁晓菁［１３］认为是

否参与追溯系统是农户的生产决策行为，并对影响

农户参与猪肉可追溯系统建设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

证分析；王慧敏［１４］认为参与食品追溯体系是农户的

技术采用行为，并对北京市蔬菜种植户的参与意愿

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测算。

综上所述，国内外相关文献对参与食品追溯体

系以后的农户行为研究较少，而农户参与食品追溯

体系后的行为、认知和利益变化直接影响着农户继

续参与食品追溯体系的意愿、农户参与食品追溯体

系的形式、农户提供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等后续

行动。以较早实施蔬菜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山东省

寿光市为例，通过对可追溯蔬菜种植户参与蔬菜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后的行为、认知和利益变化进行实

证分析，旨在弥补相关研究领域内的空白，为构建

和完善食品追溯体系激励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

参考。

１　样本资料来源及基本特征

选取寿光市蔬菜产量较大且已建立蔬菜追溯体

系的蔬菜基地作为主要的调研地点，于２００９０６对

已参与蔬菜追溯体系的农户进行了蔬菜追溯体系参

与行为与利益变化的调查，样本选取采用分层随机

抽样法。首先选取寿光市较早实施蔬菜质量安全追

溯体系的３个街道（洛城、孙家集和古城），进而按照

各街道已参与蔬菜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农户比例，

分别随机选取４、３和２个行政村进行调研，每个行

政村分别随机抽取２０个菜农样本，共计调查了１８０

个农户，实际获得有效问卷１６５份，有效率为９１．７％。

从被调查农户的个人特征来看（表１），具有初

中文化水平的被调查农户占总样本的７１．５２％，具

有小学文化水平和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农户分别占

７．８８％和１８．１８％。３６．３６％的农户有非农收入，除

了种植蔬菜之外，３１．６８％的被调查农户还从事其他

种植业；参与蔬菜追溯体系的农户绝大多数没有从

事种植业之外的农业经营活动如畜牧业等。被调查

农户中从事蔬菜种植的最多有５人，最少有１人，２

个劳动力从事蔬菜种植的占７３．３３％。蔬菜种植年

限最长为２７年，最短的为２年，平均种植年限为１２

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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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寿光市被调查农户中有２６户未报告其参与蔬

菜追溯体系的年限，有２户报告的参与蔬菜追溯体

系的年限在１０年以上，远远超过了我国开始引进食

品追溯体系的年限，这从侧面说明了部分当地农户

对其是否参与了蔬菜追溯体系不甚明了。剩下的

１３７户中７２．２６％的农户参与蔬菜追溯体系的年限

仅为半年或１年，而从寿光市开展食品追溯体系试

点伊始就加入了蔬菜追溯体系的农户仅占４．３８％，

寿光市被调查农户参与蔬菜追溯体系的平均年限为

１．５年。寿光市被调查农户蔬菜种植面积最大的为

０．４７ｈｍ２，最小的有０．０５ｈｍ２，平均种植面积为

０．２１ｈｍ２。

表１　寿光市被调查农户基本特征统计

Ｔａｂｌｅ１　Ｂａｓ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ｉｎＳ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Ｃｉｔｙ

　项 目 分类特征

性 别 男 女

１３５（８１．８２） ３０（１８．１８）

年 龄 ＜３０岁 ３０～３９岁 ４０～４９岁 ５０～５９岁 ＞６０岁

１４（８．４８） ３７（２２．４２） ８４（５０．９１） ２６（１５．７６） ４（２．４２）

文化程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大专以上

１３（７．８８） １１８（７１．５２） ３０（１８．１８） ３（１．８２） １（０．６１）

是否还从事 否 是

其他种植业
１１３（６８．３２） ５２（３１．６８）

是否还从事其他 否 是

农业经营活动
１３８（８３．４６） ２７（１６．５４）

是否有非农收入 否 是

１０５（６３．６４） ６０（３６．３６）

是否得到信用 否 是

社信贷
１０３（６２．４２） ６２（３７．５８）

从事蔬菜种植 １人 ２人 ３人 ４人 ５人

的劳动力
１１（６．６７） １２１（７３．３３） １７（１０．３０） １４（８．４８） ２（１．２１）

蔬菜种植年限／年 ＜５ ６～１０ １１～１５ １６～２０ ２１～３０

３７（２２．４２） ４５（２７．２７） ４１（２４．８５） ３３（２０．００） ９（５．４５）

参与追溯体系年限／年 １ ２ ３ ４ ５

９９（７２．２６） １９（１３．８７） ６（４．３８） ７（５．１１） ６（４．３８）

蔬菜种植面积／ｈｍ２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７～０．１６７ ０．１６７～０．３３３ ０．３３３～０．５３３ ＞０．５３３

１５（９．１５） ５１（３１．１０） ６７（４０．８５） ３１（１８．９０） ０（０）

　　注：括号内数据为样本数占调查总数的比例，％。

２　参与蔬菜追溯体系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

的影响

２．１　参与初期

２．１．１　参与食品追溯体系的主要动机

４４．８０％的寿光市被调查农户参与蔬菜追溯体

系是为了提高蔬菜的种植收入，可见优质优价是寿

光市农户参与蔬菜追溯体系的最主要的动机；其次

是提高产品的声誉，寿光市是著名的蔬菜之乡，该市

蔬菜在全国市场上享有极高的美誉度，这使寿光市

农户连带的重视其生产蔬菜的声誉；然后是有利于

产品销售，农户参与蔬菜追溯体系可通过与蔬菜专

业合作社或者公司合作，扩大蔬菜销售规模，因此这

是吸引农户参与蔬菜追溯体系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

一。１５．６０％的农户是因为想要尝试新的生产技术

而参与追溯体系，４％的农户参与蔬菜追溯体系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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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补贴，２．４％的农户跟风参与；

有些农户反映参与蔬菜追溯体系是村委会的统一要

求，而不是自愿参与。

２．１．２　参与食品追溯体系的主要途径

政府动员是寿光市被调查农户参与追溯体系的

主要渠道，占被调查农户总样本的７８．３３％，产业组

织要求也是农户参与追溯体系的重要渠道，占被调

查农户总样本的７．７８％。６．１１％的农户参与蔬菜

追溯体系受周围种植户的影响，４．４４％的农户是通

过亲朋邻居介绍参加蔬菜追溯体系的，可见示范农

户的宣传带头作用以及农村以地缘亲缘关系维持的

社会关系对推动农户参与蔬菜追溯体系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仅有３．３３％的农户主动联系产业化组织

参与追溯体系。

２．１．３　参与初期的困难

在农户参与蔬菜追溯体系初期面临的众多困难

中，被调查农户最担心缺乏相关的技术知识，其次是

实施起来比较复杂，分别占各种困难 选 择 的

３４．９２％和２３．８１％。寿光市蔬菜种植户的蔬菜种

植技术在全国居于领先水平，而被调查农户之所以

担心种植可追溯蔬菜的技术问题主要是基于２点原

因：一是农户对蔬菜追溯体系以及可追溯蔬菜生产

操作规范了解不多，因此其对可追溯蔬菜种植存在

技术盲点；二是可追溯蔬菜本身的生产过程规范，田

间操作精细，需要具备相关的技术知识。１６．７６％的

农户认为参与蔬菜追溯体系初期的困难是成本太

高，可追溯蔬菜种植户施用的有机肥以及生物农药

等农资价格普遍高于普通农资价格水平，同时种植

可追溯蔬菜也会带来用工用时的增加。认为参与初

期的困难在于产品销路不好，不能实现优质优价的

农户占到６．７５％，当地蔬菜生产加工企业对可追溯

蔬菜的收购量小，这给当地农户造成可追溯蔬菜有

价无市的困扰。认为参与初期的困难为可追溯蔬菜

检测太严格的农户占到５．９５％，另外有７．９４％的农

户表示参与蔬菜追溯体系初期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２．２　参与过程

２．２．１　农户对蔬菜质量安全控制信息的关注程度

寿光市被调查农户对蔬菜质量安全控制信息的

关注程度较高，其中非常关注和很关注的达到６９

户，占总样本的４３．３９％。农户种植的蔬菜实现可

追溯增大了农户非安全生产操作被发现的几率，从

而使农户更加关注施肥用药等质量安全控制方面的

信息。

２．２．２　农户种植蔬菜品种以及农药的使用情况

２７．６１％的被调查农户种植的蔬菜品种发生了

变化，这主要是受追溯体系中产业化组织的影响，农

户参与蔬菜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后，服从产业化组织

的安排，种植指定的特菜品种。７２．３９％的农户种植

的蔬菜品种没有发生变化，多年的蔬菜种植习惯以

及寿光市对蔬菜产业的规划布局使得寿光市管辖的

行政村形成了一村一品的种植格局，如洛城镇刘家

尧河村的黄瓜生产基地和古城后王村的西红柿种植

基地。

４８．４５％的被调查农户在参与蔬菜追溯体系后

农药的使用发生了变化，大部分农户是因为蔬菜种

植品种发生改变而改变农药的使用的。有３５个农

户蔬菜种植品种没有变化，但农药的使用却发生了

变化，高毒、高污染的农药使用量显著下降甚至绝

迹，可见责任人可查询的蔬菜追溯体系对农户的安

全生产起到了预警作用。

９７．５６％的被调查农户比较了解农药的使用效

果，而了解农药污染情况的农户的比重略低，为

９３．９８％。由此可见大部分农户认为其对农药效果

和农药污染情况较为了解，可以保证自产蔬菜的食

用安全。

仅有６８．４２％的寿光市被调查农户建立了农田

生产档案，没有建立农田生产档案的农户表示其仅

在加入蔬菜追溯体系的初期记录田间生产档案，主

要目的在于帮助其快速掌握种植技术，养成良好的

种植习惯，而在熟练掌握了这些种植技术后，则不再

记录田间生产档案。当地政府或是产业化组织要求

农户记录田间生产档案，有时还会组织抽查，但由于

要求并不严格，农户并未认真记录田间生产档案。

大多数农户均获得了某种或者多种食品安全认

证，没有获得任何食品安全认证的农户占３８．０１％。

获得有机食品认证、绿色食品认证和无公害食品认

证的农户分别占２．９２％、１８．７１％和４０．３５％，５．２６％

的农户获得了绿色食品认证和无公害食品认证。

２．２．３　可追溯蔬菜销售渠道

被调查农户通过订单销售方式销售出去的可追

溯蔬菜占全部蔬菜销售量的平均比率为１０．７９％，

这种销售方式主要有３种渠道，按销售比例的高低

依次为加工企业收购、合作社收购以及直接供应超

市。寿光市的订单农业发展水平要远远落后于北京

市，这制约了蔬菜追溯体系的快速发展。而寿光市

的蔬菜批发市场非常发达，村村都有固定的批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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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每个乡镇也都有设施完善的农贸市场。这些市

场主要由当地政府出资建设，由当地农户个人承包

经营，只向蔬菜收购商收取一定的费用。由于当地

产业化组织对可追溯蔬菜的收购量小，农户生产的

６４．９５％的蔬菜经由蔬菜批发市场销售出去。小商

贩田间地头收购以及农贸市场自售这两种传统的销

售渠道仍占有一定的份额，分别为１９．９７％和２．１３％。

２．２．４　农户对追溯体系的满意度

被调查农户对参与蔬菜追溯体系的满意度并不

是特别高，其中认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农户分

别占２．５６％和３２．６９％，７．０５％的农户表示不太满

意，这主要是因为当地企业对可追溯蔬菜的收购规

模小，蔬菜种植户从中获益有限。

２．３　农户未来参与意愿

参与蔬菜追溯体系的农户大部分的菜地都用来

种植可追溯蔬菜，可追溯蔬菜的种植面积占比为

７５％以上的被调查农户占总样本的 ８１．２９％。

２９．５３％的农户表示未来会扩大可追溯蔬菜的种植

面积，６６．４４％的农户会保持蔬菜种植面积不变，仅

４．０３％的农户会缩小可追溯蔬菜的种植规模。选择

扩大种植面积的原因主要是可追溯蔬菜价格高、收

入多。选择缩小种植面积的原因主要是可追溯蔬菜

的市场需求小、产品销路窄、生产技术要求高、生产

过程复杂、耗时耗工以及家庭劳动力有限。可见农

户对可追溯蔬菜种植规模的控制主要受其市场需求

的影响。而选择种植规模不变的农户主要受土地规

模的限制，无法再扩大种植。

在已参与蔬菜追溯体系的农户中，有７１．２５％

的农户认为政府应该实行自愿参与的蔬菜追溯体

系，有２８．７５％的农户认为政府应该实施强制执行

的蔬菜追溯体系。大部分被调查农户认为自身种植

的蔬菜完全可以保证质量安全，不需要政府强制其

执行蔬菜追溯体系。

３　参与蔬菜追溯体系对农户食品安全认知

的影响

３．１　农户对蔬菜质量安全的认知

从寿光市被调查农户对蔬菜质量安全的认知程

度（表２），可以看出大部分可追溯蔬菜种植户认为

蔬菜质量安全非常重要，提高蔬菜质量安全是生产

者应有的责任。寿光市蔬菜种植户种植蔬菜的历史

悠久，技术成熟，当地政府对农户种植的蔬菜定期抽

检，因此当地种植的蔬菜质量安全性高，被调查农户

普遍认为发生蔬菜质量安全事件的可能性较低。

表２　寿光市农户对蔬菜质量安全的认知占调查农户的比例

Ｔａｂｌｅ２　Ｒｕｒａｌ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Ｓ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Ｃｉｔｙ ％

项 目 非常不认可 比较不认可 一般认可 比较认可 非常认可

蔬菜质量安全重要 １．２１ １７．５８ ４７．２７ ３３．９４

提高蔬菜质量安全是生产者应有的责任 １．８５ ２８．４０ ５０．６２ １９．１４

所在行业发生蔬菜质量安全事件可能性大 ３．１８ ４７．７７ ２２．２９ １８．４７ ８．２８

３．２　农户对蔬菜质量安全监管的认知

８５％以上的被调查农户认为监管部门检查蔬菜

严格，６０％以上的农户认为当蔬菜发生质量安全问

题时，监管部门的惩罚力度大（表３）。从实地调研

了解到，寿光市召开了多次专门针对蔬菜质量安全

问题的会议，还专门成立了农业行政执法大队。执

表３　寿光市农户对蔬菜质量安全监管的认知占调查农户的比例

Ｔａｂｌｅ３　Ｒｕｒａｌ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 ％

项 目 非常不认可 比较不认可 一般认可 比较认可 非常认可

监管部门检查蔬菜严格 ０．６４ ４．４９ ４５．５１ ４０．３８ ８．９７

监管部门惩罚力度大 ５．５２ ３７．４２ ４２．３３ １４．７２ ５．５２

存在追溯系统，出现蔬菜质量安全问题总是

会被发现的，必会受惩罚

１．３１ ５２．２９ ３６．６０ ９．８０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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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队与公安部门联手整治农户在蔬菜安全生产当

中的违规行为。寿光市每个乡镇蔬菜交易市场都设

有蔬菜质量安全检测设备，可随时对收购的蔬菜进

行检测。对于存在追溯系统，出现蔬菜质量安全问

题总是会被发现的，必会受惩罚的观点，５２．２９％的

被调查农户表示不认可，这与当地蔬菜追溯体系推

行缓慢，执行力度小不无关系。

３．３　农户对蔬菜追溯体系的认知

虽然被调查农户均已参与食品追溯体系，但是

仅７．８８％的农户表示非常了解食品追溯体系，多数

农户对蔬菜追溯体系的认知度较低，对蔬菜追溯体

系的了解仅停留在记录大棚编号、农田档案等具体

的农事操作上。３７．２０％的农户认为参与蔬菜追溯

体系没有风险；５７．９３％的农户认为有风险，但不大；

仅有４．８８％的被调查者认为参与蔬菜追溯体系有

较大风险，这部分农户主要担心可追溯蔬菜种植成

本太高以及销路不畅。寿光市大部分被调查农户认

为自身在蔬菜追溯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认为

农户作用“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的分别占到总样

本的２７．９２％和２９．２２％（图１）。

图１　寿光市生产者和产业化组织在食品追溯体系中的作用对比

Ｆｉｇ．１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ｆｏｏｄｔｒａ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Ｓ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Ｃｉｔｙ

４　参与蔬菜追溯体系对农户外部环境认知

的影响

４．１　产业化组织

仅有３０．６７％的被调查农户加入了产业化组

织，其中９０．２０％的农户参与的产业化组织类型为

“企业＋基地＋农户”，其次是“合作社＋农户”，约占

９．８０％。合作社收购的蔬菜大部分流向蔬菜批发市

场，而不是销售给蔬菜生产加工企业或超市。认为

产业化组织在建立蔬菜追溯体系过程中的作用比较

重要和非常重要的农户分别占总样本的２８．２１％和

２５．００％（图１）。产业化组织的重要性依次体现在

技术辅导、产品销售、提供种苗化肥和农药、提供记

录载体等几个方面（图２）。在问及农户对产业化组

织的改进意见方面，提供技术辅导、定期组织培训活

动、扩大组织规模，降低加入门槛、增加蔬菜销售量，

及时收购蔬菜是大多数农户关注的焦点。

４．２　政府补贴

在参与蔬菜追溯体系的被调查农户中，仅有

４３．７５％的农户得到了政府补贴（表４），远低于北京

市农户接受补贴的比例。寿光市政府对可追溯蔬菜

种植户的补贴依次体现在大棚建设补贴、农药补贴、

肥料补贴、农机补贴等几个方面。被调查农户对政

表４　寿光市被调查农户接受的外来扶持

占调查农户的比例

Ｔａｂｌｅ４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ｉｎＳ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Ｃｉｔｙ ％

项 目 是 否

加入产业化组织 ３０．６７％ ６９．３３％

得到政府补贴 ４３．７５％ ５６．２５％

有农技人员指导 ２８．４８％ ７１．５２％

接受过相关农业生产技术培训 ３８．７９％ ６１．２１％

参加过蔬菜追溯方面的技术培训 ２１．２５％ ７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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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补贴的作用评价不高，５９．４６％的农户认为政府补

贴的作用一般，３２．４３％的农户认为政府补贴对他们

的帮助不太大，８．１１％的农户认为政府补贴对他们

的帮助不大。农户认为政府应该主要发挥政策引

导、宣传教育、信息公布、监督管理、资金支持和技术

辅导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图２）。政府应增加财政支

农的力度，加强对食品安全知识以及食品追溯体系

的宣传教育，完善监管机构，缩短蔬菜检测时间。

图２　寿光市产业化组织和政府在蔬菜追溯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Ｆｉｇ．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ａｎｙ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ｏｄｔｒａ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ｓ

４．３　技术扶持

２８．４８％的被调查农户曾接受过农技人员的指

导，３８．７９％的农户接受过相关农业生产技术的培

训，接受过蔬菜追溯方面技术培训的农户所占比例

较低，为２１．２５％（表４）。１００％的被调查农户认为

产业化组织或政府应该提供技术培训，可见当地农

户对蔬菜种植技术的热切盼望程度。

５　参与蔬菜追溯体系对农户种植成本收益

的影响

５．１　农户参与蔬菜追溯体系后成本的变化

５．１．１　生产资料投入变化

可追溯蔬菜种植户的生产资料投入主要包括大

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机械购置、种子种苗费用、化

肥农药投入和水电费用等方面。

１）因参与蔬菜追溯体系增加的成本。按照产业

化组织的安排，部分农户种植特菜品种，这部分农户

在蔬菜种子种苗费用上成本有所增加，被调查农户

在种子种苗费用方面增加的支出约占原成本的

４．９９％。可追溯蔬菜以施用生物农药以及有机肥料

为主，这增加了农户在该方面的支出，本调查中肥料

农药费用平均上涨幅度为８．５９％。

２）因政府补贴减少的成本。寿光市政府对可追

溯蔬菜种植户的补贴依次体现在大棚建设补贴、农

药补贴、肥料补贴和农机补贴等几方面，这些补贴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户生产可追溯蔬菜的成本。

５．１．２　劳动用工变化

蔬菜追溯体系生产过程精细化、规范化的管理

使得农户劳动用工量有所增加。本调查中农户在劳

动用工方面增加的支出占原劳动用工成本的

７．５３％，蔬菜采摘后清洗等初级加工费用增加的支

出占原支出的４．０２％。

５．１．３　交易费用变化

寿光市被调查农户加入以蔬菜生产加工企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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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的产业化组织较为困难，加之当地企业对可追

溯蔬菜的收购量有限，农户不得不将其生产的可追

溯蔬菜通过批发市场、农贸市场以及田间地头的小

商贩销售出去，因此寿光市被调查农户参与蔬菜追

溯体系后蔬菜的销售费用并没有明显的下降，相反

本调查中农户在蔬菜交易费用方面增加的支出占原

支出的５．５７％。另外，分别有２１．８５％和１５．２３％

的被调查农户表示参与蔬菜追溯体系对降低蔬菜交

易费用好处不大和没有好处（表５）。

表５　寿光市农户对参与蔬菜追溯体系收益的评价占调查农户的比例

Ｔａｂｌｅ５　Ｒｅｖｅｎｕ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ｆ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ｆｏｏｄｔｒａ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ｓ ％

项 目　　　　　 没有好处 好处不大 一般 好处较大 好处很大

提高产品质量 １．９０ １８．３５ ２７．２２ ３１．６５ ２０．８９

降低销售费用 １５．２３ ２１．８５ ３１．７９ １８．５４ １２．５８

获得更多市场准入 １．９６ ７．８４ ２３．５３ ３９．８７ ２６．８０

降低生产资料购买费用 １０．１９ ２８．０３ ３７．５８ １０．８３ １３．３８

降低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３．８２ １６．５６ ４９．０４ １５．２９ １５．２９

可以规范生产过程 ７．２４ １１．８４ ４７．３７ １７．７６ １５．１３

５．２　农户参与蔬菜追溯体系后收益的变化

５．２．１　产量变化

８４．２４％的农户表示可追溯蔬菜产量与普通蔬

菜产量相差不大，１５．１５％的农户反映参与蔬菜追溯

体系后，蔬菜产量增加，仅有０．６１％的农户反映蔬

菜产量下降。

５．２．２　质量变化

寿光市被调查农户对于参与蔬菜追溯体系可以

规范生产过程的认同度一般，这与当地农户对可追

溯体系认知度较低有很大关系。５２％以上的被调查

农户认为参与蔬菜追溯体系对提高蔬菜质量有很大

帮助（表５），可见农户对蔬菜追溯体系可提高蔬菜

质量的作用还是比较认同的。

５．２．３　价格变化

根据调查数据统计，寿光市被调查农户认为可

追溯蔬菜比普通蔬菜的价格平均提高了７．９３％。

认为可追溯蔬菜价格相比普通蔬菜“提高很多”和

“稍有提高”的农户分别占总样本的９．０９％和

５０．３０％，仅有４．８５％的农户认为可追溯蔬菜价格

不升反降。５０％左右的被调查农户对参与蔬菜追溯

体系可降低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这一观点认同度一

般（表５）。

５．２．４　市场准入方面的变化

可追溯蔬菜质量有保障，参与蔬菜追溯体系可

使农户种植的蔬菜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分别有

２６．８０％和３９．８７％的农户认为参与追溯体系在获

得更多市场准入方面得到的好处很大和较大

（表５）。

６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６．１　主要结论

通过对农户参与蔬菜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行

为、认知和利益变化进行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认

为：寿光市可追溯蔬菜种植户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较

低，实际参与蔬菜追溯体系的时间较短。寿光市各

级政府对蔬菜追溯体系的宣传、扶持、推广、监督检

测力度有待加强，蔬菜产业化组织垂直协作水平低，

未充分认识到可追溯蔬菜的市场潜力，对农户的带

动作用有限；订单农业发展滞步不前，农户组织化程

度较低等诸多原因导致当地可追溯蔬菜种植户对蔬

菜追溯体系的认知度不高，从而导致其参与蔬菜追

溯体系的热情降低，参与蔬菜追溯体系的满意度不

高。寿光市被调查农户参与追溯体系主要依靠政府

动员和推动，产业化组织要求以及农户自己联系等

由市场利益驱动参与的比例较低。由政府主要推动

的蔬菜追溯体系参与模式存在农户对该体系的参与

意愿不强，蔬菜加工流通企业与农户的垂直协作性

不强，可追溯蔬菜销路受限以及不能保障优质优价

等问题。由于对蔬菜追溯体系知之甚少，寿光市被

调查农户参与追溯体系最大的担忧是相关的技术问

题，而不是可追溯蔬菜销量和市场价格问题。寿光

市被调查农户建立农田生产档案的比例较低，多数

６７１



　第３期 赵荣等：农户参与蔬菜追溯体系行为、认知和利益变化分析———基于对寿光市可追溯蔬菜种植户的实地调研

农户没有获得任何食品安全认证。与北京市相比，

寿光市被调查可追溯蔬菜种植户面临的产业化组织

带动、政府补贴、技术扶持等方面的外部环境条件均

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这制约了寿光市蔬菜追溯体

系的快速发展。寿光市农户种植蔬菜的历史较为悠

久，其专职经营蔬菜种植的比例相对较高，寿光市大

部分被调查农户认为自身种植的蔬菜完全可以保证

质量安全，不需要政府强制其执行蔬菜追溯体系。

６．２　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结论，给出一些政策建议：首先，政府

应加强食品追溯体系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增加农

户对食品追溯体系的认知，鼓励农户参与食品追溯

体系，提高对已参与农户的补贴和支持力度。其次，

应积极引导生产企业、合作社等产业化组织参与农

产食品追溯体系的建立，在初期可以拿出专项建设

资金支援食品追溯体系的建设，发挥产业化组织对

农户的带动作用；第三，应强化对食品质量安全问题

的规制和惩罚力度，提高食品质量安全的检测监管

水平，加强食品追溯体系的有效性和可信度；第四，

应培育可追溯食品市场，加强市场机制建设，实现可

追溯食品“优质优价”，以市场机制拉动食品追溯体

系的发展；最后，还应加强有关农产食品追溯体系相

关法律的制定，以法律的形式规范食品追溯体系合

同缔约方，降低或者分散农户的生产经营风险，使农

产食品追溯体系的建设尽快走上规范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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