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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认知对消费者参与社区支持农业(CSA)意愿的影响
———基于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

徐晓鹏 王怡洁
(河南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郑州450001)

摘 要 为提升消费者参与意愿,推进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本土化发展,基于820份消费者调查问卷,通过构建

多元回归模型对绿色认知对消费者参与CSA意愿的影响,以及感知价值在绿色认知和消费者参与CSA意愿之间

的中介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农业污染认知、绿色农产品认知和绿色政策认知对消费者参与CSA的意愿

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其中,绿色农产品认知的影响最明显。2)功能价值、服务价值和环境价值在农业污染认知、

绿色农产品认知、绿色政策认知和消费者参与CSA意愿之间均具有正向显著中介作用,其中,功能价值的中介效

应值最高。因此,应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发展,这不仅能够提高消费者的绿色认知水平,促使其形成绿色消费意识,

增强其参与CSA的主动性,而且还能够促使生产者完善CSA农场的经营管理,并使其与消费者建立互信关系,进

而提升消费者对CSA的感知价值。基于此,才能提升消费者参与CSA的意愿,并为CSA的本土化发展构建稳固

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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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ofgreencognitiononconsumers’willingnesstoparticipate
in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CSA):

Basedonthemediationofperceivedvalue

XUXiaopeng,WANGYijie
(HenanUniversityofTechnology,SchoolofManagement,Zhengzhou450001,China)

Abstract Inordertoenhanceconsumers’participate willingnessandpromotethelocalizationdevelopmentof

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CSA),basedonthequestionnairesof820consumers,theimpactofgreencognition

onconsumers’participate willingnessinCSA,the mediationofperceivedvaluebetweengreencognitionand

consumers’participatewillingnessinCSAbyconstructingthemultipleregressionmodelwereinvestigated.Theresults

showedthat:1)Theagriculturalpollutioncognition,greenagriculturalproductcognitionandgreenpolicycognitionhad

the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consumers’participatewillingnessinCSA,amongwhichthegreenagricultural

productcognitiondisplayedthemostobviousimpact.2)Thefunctionalvalue,servicevalueandenvironmentalvalue

hadthesignificantpositivemediationbetweenagriculturalpollutioncognition,greenagriculturalproductcognition,

greenpolicycognitionandconsumers’participatewillingnessinCSA,amongwhichthefunctionalvalue’smediation

wasthehighest.Therefore,promotionof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multiplesubjectswouldnotonly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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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rs’greencognitionlevel,helpthemtoformgreenconsumptionawareness,andthenenhancetheirinitiativeto

participateinCSA,butalsopromotetheproducerstoimprovetheoperationandmanagementofCSAfarm,establish
mutualtrustrelationshipwithconsumers,andthenimproveconsumers’perceivedvalueforCSA.Inconclusion,green
cognitioncouldenhanceconsumers’willingnesstoparticipateinCSAandbuildthesolidsocialfoundationforthe
localizationdevelopmentofCSA.
Keywords 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greencognition;perceivedvalue;participatewillingness

  20世纪60年代,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agriculture,简称CSA)最先出现于日本。
当时,由于化肥、农药、激素等的大量使用,不仅对农

场造成严重污染,而且还引发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

安全产生担忧。因此,为追求绿色、健康、安全的农

产品,由女性主导的“Teitei”体系(指食物上看见生

产者的脸)开始兴起,目的是形成消费者联盟来对接

当地生产者,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规避农产品

质量安全问题和保障产消双方利益。之后,CSA在

欧美及东亚地区得到迅速发展,以美国为例,自

1985年出现首家CSA农场开始,截至2012年,已
经增加到12617个,且依然在持续壮大[1]。近年

来,随着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频发,迫使人们不得不

重新思考并构建新的食物体系。2008年,石嫣等[2]

将CSA理念引入国内,试图从消费者角度出发,直
接与生产者建立联系,以实现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和

保障食品安全等目的。其中,种植模式上采取绿色

生产方式来为消费者提供绿色、健康、安全的农产

品①;经营模式上采取消费者提前付款,与生产者共

担风险和收益的方式。总体来看,CSA是在“食品

帝国”压迫下催生出的一种替代性食物体系,不仅契

合消费者追求绿色、健康、安全农产品的需求,并有

助于重构产消双方的互信关系,而且还具有保护生

态环境、促进农业多元化发展等诸多功能[3]。
由于CSA是一种新型绿色农业发展模式,因此

消费者参与意愿对推进其本土化发展至关重要,而
如何形成稳定的消费群体也成为CSA研究的一项

重要议题。究其本质,“消费—生产”是一个完整的

系统,且消费引导生产,因此只有当产消双方积极开

展绿色价值共创时,才能有效推进CSA的本土化发

展[4]。国内外学者针对CSA消费群体的构建进行

了广泛研究,陈卫平[5]认为,生产者可以通过关怀理

念、开放的生产方式、与消费者互动等途径建立消费

者信任,进而提升消费者参与CSA的意愿。周飞跃

等[6]认为,推进CSA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应以预付款

制度建设为主,提高生产者行为的可预测性,进而增

强CSA可依赖的基础条件,并提升消费者参与

CSA的积极性。另外,由于CSA将团结和联结、绿
色生产、绿色消费等作为价值理念,因此生产者可以

通过传递绿色信息来使消费者充分认识绿色农产品

和普通农产品的差异,进而提高消费者对CSA产品

的感知价值,激发消费者潜在的绿色消费意识和消

费需求,进而提升消费者参与CSA的意愿。此外,
部分学者还直接将消费者参与意愿作为研究主题,
并指出对农产品安全的关注程度、CSA 的理解程

度、CSA的感知价值等因素均正向影响消费者的参

与意愿[7-8]。由此可见,构建产消双方的互信机制,
提升消费者的绿色认知水平和对CSA的感知价值

被认为是提升消费者参与CSA意愿的关键。然而,
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中国居民的绿色认知水平正

在不断提升,但是,由于中国绿色消费尚处于发展初

期,消费者尚未形成普遍的绿色消费意识,且绿色消

费意愿也未能真正转化为实际的消费行为[9],因此

这必将降低消费者对CSA的感知价值,进而阻碍消

费者参与CSA的意愿。究其原因,消费者对绿色农

产品概念、等级和标志的认知还比较模糊,且尚未充

分认识绿色农产品与普通农产品的差异,因此还未

形成明显的绿色农产品偏好。另外,受供给能力和

成本的制约,绿色农产品不仅溢价水平较高,而且质

量也参差不齐,甚至存在假冒伪劣现象。此外,对于

绿色农产品来说,产消双方还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

称问题。这些问题共同导致绿色产品市场产生“柠
檬效应”,并抑制了消费者绿色消费行为的形成[10]。
总体来看,虽然中国消费者普遍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但是其绿色认知水平仍普遍偏低,绿色农产品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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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绿色农产品是指按照绿色生产方式生产的生态、安全和优质的农产品,主要包括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3类经过专门机

构认证、具有绿色标志的农产品。绿色农产品是一个中国本土化概念,是安全优质农产品的基本类型。由于中国CSA的发展水平不一,所生

产的绿色农产品的认证等级也不同,因此为方便研究,本课题将“绿色农产品”作为基本概念来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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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仅仅是一种时尚,进而阻碍了其对CSA的感知价

值,并限制了 CSA 的 本 土 化 发 展。而 要 想 推 进

CSA的本土化发展,促进政府、生产者、消费者、社
会组织的共同参与也成为关键,基于此,不仅能够为

生产者的绿色生产提供支持,而且还能够提升消费

者的绿色消费意识,进而才能使消费者真正感知

CSA的价值并积极参与。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提升消费者参与CSA意愿

的相关研究多数停留在较为单一的维度,缺乏从消

费者绿色认知、感知价值等维度进行综合考量。因

此,本研究将对CSA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影

响因素进行深入调查,并基于认知理论和感知价值

理论构建绿色认知对消费者参与CSA意愿影响路

径的实证检验模型,探究绿色认知对消费者参与

CSA意愿的影响,以及感知价值在绿色认知和消费

者参与CSA意愿之间所起的作用,以期提升消费者

的绿色认知水平,增强消费者对CSA价值的感知,
进而提升消费者参与CSA的意愿,为推进CSA的

本土化发展服务。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消费者绿色认知及参与意愿

认知理论认为,人们做出的行为决策是自我系

统与外界环境交互形成的认知产物,个体在受到外

部事物的认知和刺激时会产生相应的情感并实施决

策行为[11]。因此,虽然消费者通常以追求自身利益

最大化为目的,但是在实践中还会受到外部环境制

约。当前,虽然中国消费者对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和

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绿色农产品也

逐渐被消费者纳入决策过程,但是,由于中国绿色农

产品认证体系尚未形成,导致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

既不熟悉也缺乏信任。另外,产消双方的信息不对

称问题突出,绿色信息匮乏导致中国消费者对绿色

农产品认知困难。此外,中国消费者的绿色认知水

平不仅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而且多数消费者的

绿色认知水平仍普遍偏低[12]。这些问题共同导致

中国消费者的绿色农产品消费意愿并未真正转化为

实际的购买行为。因此,要想提升消费者参与CSA
的意愿,不仅要提升消费者的农业污染认知水平,而
且还要提升消费者的绿色农产品认知水平,因为消

费者对绿色农产品的认知是形成绿色消费意识的前

提。除此之外,消费者绿色认知水平的高低还与绿

色政策的实施、环境保护的道德规范、绿色信息的推

广等密切相关。究其原因,绿色发展中的外部性问

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必
须通过政府制度和政策创新来推动解决[13]。具体

来看,政府不仅要构建绿色农产品认证体系,消除绿

色农产品市场上的“柠檬效应”,确保消费者能够购

买到真正的绿色农产品,而且还应利用财政、税收等

经济手段引导和支持绿色农业发展[14]。此外,还要

与社会组织协同开展全民绿色教育,培育绿色消费

观念,鼓励绿色消费。基于此,才能逐步形成绿色消

费的社会风气,促进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形成,进
而使消费者主动承担社会责任[15]。由此可见,消费

者的绿色认知水平不仅会影响绿色消费行为的产

生,甚至会拓展追求绿色消费行为的最终目的。总

体来看,只有促进政府、生产者、消费者、社会组织的

共同参与,才能建立健全绿色消费长效机制,进而为

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形成构建稳固的社会基础。
综上所述,绿色认知能够提升消费者的绿色消

费意识,进而能够加深其对CSA这种新型绿色消费

模式的认知,并提升其参与意愿。正如“态度-行为”
理论所认为,消费者的认知态度能够正向显著影响

消费行为的产生。因此,深入研究绿色认知和消费

者参与CSA意愿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另

外,要想提升消费者参与CSA的意愿,不仅要提升

消费者的农业污染认知水平和绿色农产品认知水

平,而且还要充分发挥政府规制的引导和激励作用,
提高生产者和消费者对绿色政策的认知。总体来

看,可以将消费者绿色认知细分为农业污染认知、绿
色农产品认知和绿色政策认知等3个维度:1)农业

污染认知。农业污染认知是指农作物在种植过程中

所产生的污染、危害等常识,例如:化肥施用超标、农
药残留量过高、非科学喷洒灌溉等造成的污染。消

费者农业污染认知水平的提升不仅能够增强其绿色

消费意识,而且还能增强其环保意识。2)绿色农产

品认知。绿色农产品认知是指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

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例如:绿色农产品的生

产标准、合格商标、知名品牌、效用价值等。由于消

费者的绿色农产品认知是影响其做出购买行为的前

提[16],因此生产者应该在生产、包装、宣传等环节清

楚传达农产品的绿色属性,增强消费者对绿色农产

品的认知[17]。3)绿色政策认知。绿色政策认知是

指消费者对国家制定的推进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的

了解程度,例如:绿色生产补偿政策和奖励政策、指
导绿色生产的政策等。消费者的绿色政策认知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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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影响其绿色消费行为,并促使其产生生态环境

保护行为,而且还能够对生态农业的发展形成社会

监督,规范生产者的行为。总体来看,通过提升消费

者的农业污染、绿色农产品和绿色政策等的认知水

平,将能够有效提升其参与CSA的意愿。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绿色认知对消费者参与CSA的意愿具有

正向显著影响。

H1a:农业污染认知对消费者参与CSA的意愿

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H1b:绿色农产品认知对消费者参与CSA的意

愿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H1c:绿色政策认知对消费者参与CSA的意愿

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1.2 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

感知价值理论认为,感知价值是消费者在对获

取产品时所付出的成本和感知到的利益进行权衡

后,对产品的属性、效能、使用感受等所形成的总体

效用评价,其能够有效解释和预测消费者偏好和购

买意愿[18]。正如“态度-行为”理论所认为,消费者

感知价值显著影响消费行为的产生。通过研究发

现,由于绿色农产品具有“信任品”特性,因此消费者

在产生购买意愿之前,会从产品质量、实用性、经济

性等方面评估其效用和判断其价值高低,并据此做

出决策。另外,由于消费者感知价值是在获取和使

用产品过程中体会到的,而绿色农产品感知价值又

区别于产品客观价值,它是具有特定需求或意向的

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属性的主观评价,会因消费者

个人价值观和偏好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因此,对于

生产者来说,只有不断挖掘消费者的内隐需求和预

测变化趋势,并提供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才能有效

传递产品价值,进而才能提升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

忠诚度[19]。总体来看,感知价值在消费者选择决策

环节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要想更好地贯彻

CSA的“风险共担、共享收益”价值理念,必须将消

费者感知价值理论延伸到CSA的价值内涵来进行

研究,即从消费者导向出发,把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价

值感知作为决定因素,使消费者在体验CSA的过程

中能够清晰地权衡利益得失,进而才能提升消费者

参与CSA的意愿。
虽然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消费者感知

价值的内涵,但是尚未在消费者感知价值维度方面

形成一致见解。Sheth等[20]为了解释消费者的购买

选择,提出影响消费者选择行为的5种消费价值观:
功能价值、社会价值、情感价值、认知价值和情景价

值。其中,最核心的是功能价值,即商品本身的功能

或属性,如质量保证、耐用程度等。张国政等[21]将

消费者感知价值理论应用到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
提出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感知价值包括功能价值、经
济价值、安全价值、环境友好价值和情感价值等,这
5个维度均正向显著影响消费者对认证农产品的购

买意愿。Schahn等[22]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消费者

的环境认知水平能够有效提升其对农产品的感知价

值,并进一步影响绿色消费行为。同时还指出效果

感知是影响消费者绿色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总体

来看,消费者对CSA的感知价值能够影响其对农场

提供绿色农产品的主观判断,如果消费者认为CSA
具备生产绿色农产品的能力,并且能够使消费者感

知到各种价值,就会对CSA产生积极评价,促进认

知和信任水平的提升,进而增强消费者的参与意愿。
基于国内外学者对消费者感知价值维度的构成,以
及CSA的特征和消费者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所进

行的分析,本研究认为CSA的价值主要包括功能价

值、服务价值、环境价值、情感价值和文化价值等5
个维度。然而,目前,由于中国绿色消费尚处于发展

初期,且以绿色农产品消费为主,因此CSA所具有

的情感价值和文化价值在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尚未得

到足够重视。其中,CSA的情感价值是指生产者能

够通过与消费者建立情感关系来改变消费者的情绪

状态,使其在参与过程中能够获得人际交往、信任互

构、安全高效等积极的情感体验。而CSA的文化价

值则是指农场可以利用传统农耕文化树立绿色理念

和创造绿色价值,满足消费者的绿色需求和培养消

费者的绿色意识,使他们形成CSA能够传播传统农

耕文化的整体感知水平。究其原因,CSA要想更好

地让消费者感知其所蕴含的情感价值和文化价值,
必须吸引消费者走进农场和了解农场,而现实情况

却是,更多的中国消费者仅仅希望通过参与CSA来

获取绿色农产品,普遍缺乏真实的农场体验,进而无

法有效感知CSA的情感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本
研究将主要从CSA的功能价值、服务价值和环境价

值等3个维度来研究感知价值对消费者参与CSA
意愿的影响,基于此,也希望能够促进CSA的情感

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形成与传播。具体来看,通过研

究希望能够促使消费者从购买绿色农产品到走进农

场和了解农场,进而促进产消双方信任关系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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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人际交往和服务承诺增强消费者对CSA的

情感认同。这不仅能够促进传统农耕文化的传承,
并挖掘其经济价值,进而推动传统农耕文化与时俱

进地发展,而且还能够促进传统农耕技术与现代农

业生产相融合,推进绿色农业发展和打造生态宜居

的绿色乡村,进而使产消双方成为绿色价值的共同

创造者。经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感知价值在绿色认知和消费者参与CSA
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1)功能价值。CSA的功能价值是指农场提供

的绿色农产品所包含的能够满足消费者某种需要的

能力,是消费者对该产品的效用感知,只有当消费者

感知到CSA农场可以提供新鲜、绿色、健康的农产

品时,消费者才会对CSA产生信任。另外,CSA农

场将生产信息公开能够有效规避农户在种植过程中

的不规范行为,使农场以高质量的农产品打造独特

的品牌优势,进而为消费者提供绿色健康、品种丰富

的农产品。Chen[23]指出,CSA 农场提供新鲜、绿
色、健康的农产品对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均有

正向显著影响,有助于构建产消双方长期稳定的互

信合作关系。同时,消费者提供资金支持能够使生

产者专注于绿色农产品生产,而生产者也可以通过

向消费者分享种植过程中的生产安全问题来提升消

费者对绿色生产的认知水平,并增强消费者对CSA
农场的信任。经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a:功能价值在绿色认知和消费者参与CSA
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2)服务价值。王月兴[24]认为,当消费者的服务

感知和满意同时存在时,将能够从态度和行为双向

推动消费者忠诚。因此,生产者应该与消费者进行

经常性交流,定期告知消费者农作物的生长情况,提
升消费者对生态农业的认知,增强CSA农场经营的

透明度[25]。只有当消费者对CSA的服务价值产生

认同时,才会对其产生较强的信任,并自觉形成承担

环保义务的责任感。同时,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交流

还能够使消费者了解到产品、服务、生产等方面的知

识和细节,降低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的风险感知,进
而将体验价值、关系价值和学习价值等传递给消费

者。因此,生产者在为消费者提供品种丰富、质量安

全的绿色农产品的同时,还应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来

增强消费者的绿色认知水平和参与意愿。经上述分

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b:服务价值在绿色认知和消费者参与CSA

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3)环境价值。CSA农场所采取的绿色生产方

式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高度集约化作业给生态环境

造成的压力,契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并能够

使良好的乡村环境成为吸引消费者的重要因素之

一。刘丽伟[26]认为,购买绿色农产品的人更关心环

境保护和食品安全,更关注生态农业的发展,该群体

的绿色消费行为与CSA的内涵具有多重耦合性。
另外,CSA还能够向消费者传递环境收益,例如:短
链食物里程、生态敏感耕作和避免过度包装等,帮助

消费者从有限的资源中获得新鲜和安全的绿色农产

品[27]。基于此,消费者能够逐渐形成科学的生态价

值理念,并体会到保护环境带来的巨大收益,进而使

CSA真正融入生活。经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

假设:

H2c:环境价值在绿色认知和消费者参与CSA
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消费者的绿色认知、感知价

值、参与意愿纳入理论分析框架(图1),深入研究农

业污染认知、绿色农产品认知和绿色政策认知对消

费者参与CSA意愿的影响,并分别检验功能价值、
服务价值和环境价值在绿色认知和消费者参与

CSA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

2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2.1 数据来源

2021年2月,笔者成立了“消费者对社区支持

农业(CSA)的认知及参与意愿研究”课题调查组,并
于2021年3—12月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实地调

研。首先,由于中国 CSA 的 起 步 时 间 相 对 较 晚

(2008年引入CSA发展理念),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截至2020年,刚刚超过1500家),且主要分布在

大城市周边,因此为了对研究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本
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北京、广州、郑州和洛阳市

4个CSA发展较快的城市作为研究区域,并分别选

取北京市 M市民农园和Y开心农场、广州市 H屋

顶农场和L农家田园、郑州市Z开心农场和X屋顶

农场、洛阳市S智慧田园和G私家菜园等8个CSA
农场作为调查对象。其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对

8个CSA农场的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每个CSA
农场发放问卷110份,共发放问卷880份,其中,有
效问卷820份,有效率为93.2%,样本基本特征如

表1所示。总体来看,本次调研样本的性别比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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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论分析框架

Fig.1 Theoreticalanalysisframework

表1 样本基本特征

Table1 Basiccharacteristicsofsamples

变量 
Variable 

分类

Categorize

百分比/%
Percentage

变量 
Variable 

分类

Categorize

百分比/%
Percentage

性别

Gender

年龄

Age

文化程度

Education

户籍类型

Registered
residence

男 41.6

女 58.4

26~40岁 71.7

41~55岁 22.3

56~60岁 6.0

初中及以下 5.9

高中 10.0

本科及以上 84.1

农业户口 21.5

非农业户口 78.5

月可支配收入

Monthly
disposable
income

职业类型

Occupation

2000元及以下 1.5

>2000~4000元 18.0

>4000~6000元 48.3

>6000~8000元 20.0

8000元以上 12.2

政府机构 42.9

国有企业 30.2

高等院校 12.1

中外合资企业 5.0

民营企业 9.8

匀、文化程度较高、收入水平较高、消费能力较强,与

CSA的主要消费群体———城市中产阶级的特征相

一致。因此,样本能够有效满足后续分析工作。

2.2 变量测量

本研究在参考国内外成熟量表的基础上,结合

CSA特征和消费者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适当

修改后,总结出消费者绿色认知的3个维度,即农业

污染认知、绿色农产品认知和绿色政策认知;消费者

感知价值的3个维度,即功能价值、服务价值和环境

价值;消费者参与意愿等7个变量。各个变量的题

项均采用Likert5点计分法计分,从低到高依次计

为1~5分。所涉及题项如表2所示。

3 实证分析

3.1 信度及效度检验

本研究运用 AMOS24.0和SPSS26.0软件对

测量模型中各个题项及潜在变量进行信度和效度检

验。首先,信 度 检 验 主 要 根 据 组 合 信 度(CR)和
Cronbach’sα系数来判断。从表3结果可知,各个

潜在变量的Cronbach’sα系数均>0.7,组合信度

(CR)值均高于标准值0.6,表明所选取变量的信度

良好。其次,各个题项的因子载荷系数均>0.5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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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变量测量

Table2 Variablemeasurement

变量  
Variable  

题项

Item

参考文献

Reference

PC1 您是否认为农业生产方式不当会造成空气污染?
农业污染认知

Agricultural

pollution
cognition(PC)

PC2 您是否认为农业生产方式不当会造成水体污染?
[28]

PC3 您是否认为农业生产方式不当会造成土壤污染?

PC4 您是否认为农业生产方式不当会影响人体健康?

FC1 您对绿色农产品安全的认知程度?绿色认知

Green
cognition

绿色农产品认知

Greenagricultural

productcognition
(FC)

FC2 您对绿色农产品标准的了解程度? [29]

FC3 您对绿色标识的了解程度?

GC1 您了解政府关于推进生态农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吗?绿色政策认知

Greenpolicy
cognition(GC)

GC2 您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如何? [28]

GC3 您认为生态农业发展是否需要政府财政的扶持?

FV1 农场能够提供绿色健康的农产品功能价值

Functionvalue
(FV)

FV2 农场能够提供品种丰富的农产品 [30]

FV3 农场设置的农产品价格合理

SV1 农场能够提供丰富多彩的公共活动

SV2 农场能够及时了解消费者需求并提供个性化服务
服务价值

Servicevalue
(SV)

SV3 农场提供的配送方式和时间可根据消费者需求进行调整
[31]

SV4 农场为消费者提供的农产品品质值得信赖感知价值

Perceived
value

SV5 农场能够及时解决与消费者合作中出现的问题

SV6 农场会充分保护消费者隐私并兑现所承诺的服务

EV1CSA的发展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环境价值

Environmental
value(EV)

EV2CSA的发展有助于减少环境污染 [21]

EV3CSA的发展有助于提高消费者的环保意识

PW1我认为参与CSA有益于家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保护

参与意愿

Participate
willingness

参与意愿

Participate
willingness
(PW)

PW2 我愿意通过参与CSA来提高对生态农业的认知
[32]

PW3 我愿意通过参与CSA来为生态农业发展贡献力量

PW4 我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来推进CSA的发展

定标准,且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水平均为0.00,
表明适合于因子分析。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在

0.709~0.875,均大于标准值0.5,表明所选取变量

的收敛效度良好。最后,表4对角线上各个潜在变

量AVE平方根的数值均大于两个潜在变量间的相

关系数,表明量表数据的区别效度良好。

3.2 相关性分析

由表4可知,消费者绿色认知的3个维度和消

费者参与CSA的意愿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感知价

值的3个维度对消费者参与CSA的意愿均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上相关,消费者绿色认知的3个维度

对感知价值的3个维度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相

关。因此,表明各个变量具有密切相关关系,满足后

续回归模型的检验要求。

3.3 假设检验

为了检验消费者的绿色认知、感知价值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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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信度和效度检验

Table3 Reliabilityandvaliditytest

题项

Item

因子载荷

Factor
loading

Cronbach’s
α

CR AVE
题项

Item

因子载荷

Factor
loading

Cronbach’s
α

CR AVE

PC1 0.790

PC2 0.889

PC3 0.850

PC4 0.890

FC1 0.951

FC2 0.879

FC3 0.974

GC1 0.863

GC2 0.823

GC3 0.839

FV1 0.838

0.758 0.916 0.732

0.782 0.955 0.875

0.923 0.879 0.709

0.910 0.880 0.710

FV2 0.792

FV3 0.894

SV1 0.911

SV2 0.856

SV3 0.873

SV4 0.829

SV5 0.911

SV6 0.804

EV1 0.874

EV2 0.841

EV3 0.890

0.910 0.880 0.710

0.898 0.946 0.748

0.846 0.902 0.754

表4 相关性分析

Table4 Correlationanalysis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相关系数Correlationcoefficient

PW PC FC GC FV SV EV

PW 0.825

PC 0.179* 0.761

FC 0.593** 0.147* 0.832

GC 0.494** 0.283** 0.508** 0.865

FV 0.500** 0.217** 0.491** 0.378** 0.868

SV 0.462** 0.193** 0.367** 0.243** 0.694** 0.822

EV 0.258** 0.155** 0.293** 0.234** 0.454** 0.621** 0.823

  注:*P<0.05、**P<0.01和***P<0.001,下同;对角线上为AVE值的平方根。

Note:*P<0.05,**P<0.01and***P<0.001.Thesamebelow.SquarerootofAVEvalueisonthediagonal.

意愿的作用关系,本研究选取性别、年龄、文化程度、
户籍类型、月可支配收入等作为控制变量,以农业污

染认知、绿色农产品认知和绿色政策认知作为自变

量,以功能价值、服务价值和环境价值和参与意愿作

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其中,表5、6和7分

别以农业污染认知、绿色农产品认知和绿色政策认

知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这3个表中各个模型的

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0(最大值为8.036),
容差均大于0.1(最小值为0.129),表明各模型之间

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1)表5结果显示:首先,模型1中农业污染认知

对消费者参与意愿(β=0.200,P<0.001)的回归系

数显著,即在对控制变量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农业污

染认知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影响消费者参

与意愿,即农业污染认知程度越高,消费者参与

CSA的意愿也越强,假设 H1a成立;其次,在模型

3~5中,消费 者 农 业 污 染 认 知 对 功 能 价 值(β=
0.201,P<0.01)、服务价值(β=0.181,P<0.0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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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以农业污染认知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

Table5 Regressionanalysiswithagriculturalpollutioncognitionasindependentvariable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参与意愿PW 功能价值FV 服务价值SV 环境价值 EV

模型1
Model1

模型2
Model2

模型3
Model3

模型4
Model4

模型5
Model5

性别 Gender -0.111 -0.051 -0.122 -0.020 -0.011

年龄 Age 0.026 0.008 0.033 -0.107 -0.045

文化程度 Education 0.278 0.180*** 0.229*** 0.110 -0.042

户籍类型

Registeredresidence
-0.156*** -0.111 -0.131 -0.061 -0.084

月可支配收入

Monthlydisposableincome
0.024 0.005 0.056 0.125 0.108

农业污染认知PC 0.200*** 0.146* 0.201** 0.181** 0.162*

功能价值FV 0.407***

服务价值SV 0.413***

环境价值 EV 0.238***

R2 0.175 0.319 0.152 0.071 0.069

F值Fvalue 7.021*** 13.200*** 5.931*** 2.518* 2.023*

环境价值(β=0.162,P<0.05)的回归系数显著,即
在对控制变量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农业污染认知对

消费者感知价值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即农业污染认

知程度越高,消费者对CSA价值的感知程度越深。
最后,在模型1中加入消费者3个维度的感知价值

后发现,模型2的R2 明显增大且F 值在0.1%的水

平上显著,农业污染认知对消费者参与意愿的β值

由模型1中的0.200下降到模型2中的0.146,表
明功能价值、服务价值和环境价值在农业污染认知

和消费者参与CSA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2)表6结果显示:首先,模型1中绿色农产品认

知对消费者参与意愿(β=0.533,P<0.001)的回归

系数显著,即在对控制变量进行控制的情况下,绿色

农产品认知在0.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消费者参与

意愿,即绿色农产品认知程度越高,消费者参与CSA
的意愿也越强,假设H1b成立;其次,在模型3~5中,
消费者绿色农产品认知对功能价值(β=0.430,P<
0.001)、服务价值(β=0.364,P<0.001)和环境价

值(β=0.323,P<0.001)的回归系数显著,即在对

控制变量进行控制的情况下,绿色农产品认知对消

费者感知价值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即绿色农产品认

知程度越高,消费者对CSA价值的感知程度越深。
最后,在模型1中加入消费者3个维度的感知价值

后发现,模型2的R2 明显增大且F 值在0.1%的水

平上显著,绿色农产品认知对消费者参与意愿的β
值由模型1中的0.533下降到模型2中的0.427,
表明功能价值、服务价值和环境价值在绿色农产品

认知和消费者参与 CSA 的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

作用。

3)表7结果显示:首先,模型1中绿色政策认知

对消费者参与意愿(β=0.406,P<0.001)的回归系

数显著,即在对控制变量进行控制的情况下,绿色政

策认知在0.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消费者参与意

愿,即绿色政策认知程度越高,消费者参与CSA的

意愿也越强,假设 H1c成立;其次,在模型3~5中,
消费者绿色政策认知对功能价值(β=0.201,P<
0.01)、服务价值(β=0.430,P<0.001)和环境价值

(β=0.425,P<0.001)的回归系数显著,即在对控

制变量进行控制的情况下,绿色政策认知对消费者

感知价值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即绿色政策认知程度

越高,消费者对CSA价值的感知程度越深。最后,
在模型1中加入消费者3个维度的感知价值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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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以绿色农产品认知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

Table6 Regressionanalysiswithgreenagriculturalproductcognitionasindependentvariable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参与意愿PW 功能价值FV 服务价值SV 环境价值 EV

模型1
Model1

模型2
Model2

模型3
Model3

模型4
Model4

模型5
Model5

性别 Gender -0.065 -0.037 -0.112 -0.013 -0.004

年龄 Age -0.055 -0.051 -0.015 -0.149 -0.082

文化程度 Education 0.128 0.099 0.119 0.019 -0.123

户籍类型

Registeredresidence
-0.107 -0.089 -0.069 -0.009 -0.037

月可支配收入

Monthlydisposableincome
0.006 -0.002 0.033 0.105 0.090

绿色农产品认知FC 0.533*** 0.427*** 0.430*** 0.364*** 0.323***

功能价值FV 0.247***

服务价值SV 0.278***

环境价值 EV 0.180**

R2 0.386 0.430 0.274 0.154 0.106

F值Fvalue 20.707*** 21.214*** 12.442*** 6.017*** 3.895**

表7 以绿色政策认知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

Table7 Regressionanalysiswithgreenpolicycognitionasindependentvariable

变量名称   
Variablename   

参与意愿PW 功能价值FV 服务价值SV 环境价值 EV

模型1
Model1

模型2
Model2

模型3
Model3

模型4
Model4

模型5
Model5

性别 Gender -0.061 -0.028 -0.122 -0.112 -0.102

年龄 Age -0.070 -0.057 0.033 -0.015 -0.041

文化程度 Education 0.123 0.098 0.229*** 0.119 0.077

户籍类型

Registeredresidence
-0.129 -0.104 -0.131 -0.069 -0.076

月可支配收入

Monthlydisposableincome
0.065 0.036 0.056 0.033 0.089

绿色政策认知 GC 0.406*** 0.268*** 0.201** 0.430*** 0.425***

功能价值FV 0.325***

服务价值SV 0.342***

环境价值 EV 0.168**

R2 0.269 0.348 0.152 0.274 0.258

F值Fvalue 12.147*** 15.001*** 5.931*** 12.442*** 1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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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2的R2 明显增大且F 值在0.1%的水平上显

著,绿色政策认知对消费者参与意愿的β值由模型

1中的0.406下降到模型2中的0.268,表明功能价

值、服务价值和环境价值在绿色政策认知和消费者

参与CSA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假设H2、H2a、H2b和 H2c均成立。接

下来,为进一步验证CSA各个价值维度在绿色认知

和消费者参与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 Hayes开

发的Process插件进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
果如表8所示,其中,各个路径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

0,即消费者的农业污染认知、绿色农产品认知和绿

色政策认知均会通过功能价值、服务价值和环境价

值的正向中介作用,引发消费者对CSA的参与意

愿。因此,H2、H2a、H2b和H2c假设得到进一步验证。

表8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Table8 Bootstrapintermediaryeffecttest

路径

Route

效应值

Effect
value

标准误

Standard
error

95%置信区间

95%Confidenceinterval

下限

Lowerlimit

上限

Upperlimit

PC→FV→PW 0.092 0.029 0.036 0.149

PC→SV→PW 0.075 0.028 0.023 0.131

PC→EV→PW 0.032 0.019 0.003 0.076

FC→FV→PW 0.148 0.032 0.089 0.214

FC→SV→PW 0.094 0.031 0.039 0.159

FC→EV→PW 0.053 0.022 0.016 0.101

GC→FV→PW 0.131 0.034 0.064 0.197

GC→SV→PW 0.100 0.282 0.050 0.159

GC→EV→PW 0.047 0.203 0.011 0.090

  综上所述:1)绿色认知的3个维度对消费者参

与CSA的意愿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表明绿色认

知水平较高的消费者具备对农业生产技术、绿色农

产品标准和绿色生产政策实施效果的认知能力,进
而能够判断预期收益和损失,从而规避消费风险,降
低信息不对称性的弊端,并准确掌握CSA的基本信

息和效用价值。另外,绿色政策的导向作用能够为

CSA发展提供外部利好环境,而消费者对绿色政策

的理解程度越高,越易于相信CSA能够在制度保障

下为其提供高质量的绿色农产品。基于此,将能够

使消费者进一步理解CSA在保障食品安全、保护生

态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2)功能价值在绿色认知

和消费者参与CSA意愿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表明消费者在具备一定程度的绿色认知水平后,更
倾向于关注所购买的绿色农产品是否具备应有的功

能,其中,农产品的绿色新鲜度、品种丰富程度和价

格合理程度是影响消费者做出绿色购买行为的重要

影响因素。另外,农业污染认知和绿色农产品认知

程度较高的消费者能够更准确地辨别出CSA农场

提供的农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心理预期,而绿色政策

认知程度较高的消费者也能够甄别CSA提供的农

产品质量是否符合政策要求,进而能够有效增强其

参与CSA的意愿。3)服务价值在绿色认知和消费

者参与CSA意愿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究其本

质,CSA是以关怀为特征的资源管理体系,这种关

怀导向使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人与自然能够建立

情感纽带,使消费者在参与CSA活动时可以收获服

务体验和情感利益,进而使消费者和生产者建立的

信任网络得到持续巩固。同时,CSA 所倡导的绿

色、健康、环保等理念也将得到进一步深化,并使消

费者对其产生情感认同。另外,生产者通过举办线

下体验活动能够有效提升服务质量并加强互动交

流,让已经对生态农业、绿色农产品有一定理解的消

费者在体验CSA的过程中深入了解农场的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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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情况,促使消费者的环保需求与CSA的绿色生

产理念产生耦合。此外,绿色政策认知也有助于消

费者在履行义务的同时更好地享受权利,并有效规

避生产者做出失范行为,进而使消费者更好地预测

生产者行为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并确信生产者具备

实现承诺的能力。4)环境价值在绿色认知和消费者

参与CSA意愿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CSA通过

积极吸收并借鉴传统农耕文化所蕴含的生态和节约

理念,不仅能够促进传统农耕技术和现代农业相融

合,而且也有助于打造生态宜居的绿色乡村。这不

仅可以让消费者更清晰地理解CSA所具有的绿色、
健康、环保等优势,增强消费者对CSA的认同感,而
且还能够提高消费者的绿色责任感知,使其在具备

一定程度的绿色政策认知水平后能够积极践行环保

责任。因此,CSA农场可以利用传统农耕文化提升

自身的环境价值和传递绿色价值理念,引导和增强

消费者的绿色需求和绿色意识,使产消双方成为绿

色价值的共同创造者。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认知理论和感知价值理论,并结合CSA特

征和消费者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绿
色认知主要包括农业污染认知、绿色农产品认知和

绿色政策认知等3个维度,CSA的价值主要包括功

能价值、服务价值和环境价值等3个维度。基于此,
结合820份消费者调查问卷,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

型深入研究了绿色认知对消费者参与CSA意愿的

影响,以及感知价值在绿色认知和消费者参与CSA
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农业污染认知、
绿色农产品认知和绿色政策认知对消费者参与

CSA的意愿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其中,绿色农产

品认知的影响最明显。2)功能价值、服务价值和环

境价值在绿色认知对消费者参与CSA意愿的影响

过程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功能价值的中介效

应值最高。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提高消费者的农业污染认知水平。由于消费

者普遍缺乏农药、化肥等对空气、水体、土壤和人体

健康危害的理解,因此CSA农场应通过公众号推文

和广告宣传,或者邀请社会组织开展培训讲座等途

径向消费者普及农业污染知识,降低产消双方的信

息不对称,进而提升消费者的信任,这不仅能够提高

消费者对CSA的感知价值,使其逐步形成稳定的消

费倾向,而且还能够提升消费者的绿色认知水平,使

其深入理解CSA对环境保护的作用。

2)增强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的认知程度。生产

者可以通过与消费者互动交流、开展农场体验活动

等方式加大对绿色农产品知识的宣传力度,增强消

费者的绿色农产品认知水平,培养消费者的绿色消

费观念。另外,生产者还应严格遵守绿色农业的生

产标准,重视农产品的品质保障,生产让消费者放心

的绿色农产品,并从多维度增加绿色农产品的有效

供给,进而提升消费者对CSA的信任。

3)提高消费者的绿色政策认知水平。政府应完

善生态农业发展政策,加大对生态农业的财政补贴

力度,为CSA发展营造与绿色消费相契合的制度环

境。另外,还应加大惩戒破坏农村生态环境行为的

力度,并扩大无公害耕作技术的适用范围。同时,以
资金补偿、培训教育等形式提升生产者的绿色环保

意识,并为CSA农场提供便利的服务条件和项目补

贴。此外,政府还应与社会组织协同进行引导宣传,
提高消费者对绿色政策的认知水平,这不仅能够充

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而且还能够将环保的社会责

任转化为绿色消费行为,逐步形成绿色消费的社会

风气。基于此,不仅能够使产消双方在参与CSA时

能够获得合法性支持,而且还能够激发消费者的绿

色消费意识,并降低其参与CSA的风险。

4)提升消费者对CSA的感知价值。由于绿色

认知能够提升消费者对CSA的功能价值、服务价值

和环境价值的感知,进而影响其参与CSA的意愿,
因此CSA农场不仅应该最大程度地公开农作物种

植过程,而且还应该与消费者进行经常性交流,并邀

请消费者参与农场体验活动,为消费者悉心讲解产

地污染、化肥污染、农药残留、绿色农产品标准、绿色

农业政策等信息,这不仅能够提升消费者的绿色认

知水平,增强消费者对CSA的感知价值,而且也能

够使消费者切实体会到参与CSA能够为环境保护

贡献力量,促使其用实际行动履行环保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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