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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通过访谈+查阅相关文献$分析了农产品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农产品满意度的

评价因素$并通过统计分析建立了影响农产品选择行为的线性回归模型和影响农产品总体满

意度评价的线性回归模型% 结果表明$农产品的品牌+包装+售后服务+销售环境和生产季节性

等对消费者的农产品选择行为具有较显著的影响&影响农产品市场满意度的评价因素主要有

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品种多样化+新鲜度+便捷性+购物环境和安全保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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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从广义上讲!农产品可以包括农%林%牧%副%

渔五大类别产品!这些产品都经常出现在农产品

流通市场中!被广大消费者购买和消费" 也有学

者通过对平时大量消费者的主要购买情况分析认

为!农产品严格意义上是指生鲜农产品!如蔬菜%

水果%肉类和水产品等!并将这些生鲜农产品中具

有一定质量保证和质优价高的农产品分为无公害

农产品%绿色农产品和有机农产品-#.

"

近年来!伴随着食品安全事件的不断发生!消

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日益增强!尤其对蔬菜%水

果%奶制品等一些农副产品" 由于农产品消费范

围的广泛性与经常性!农产品的消费现状不但被

广大消费者所关注!也引起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的

高度重视" 李新生-!.

%罗丞-F.等学者通过自己的

调查发现!我国的农产品安全状况有明显改善!消

费者也逐渐意识到农产品安全对自身的重要性!

安全食品概念开始深入人心&但是在农产品安全

的监管方面仍存在很大的漏洞!而且农产品在生

产%销售过程中仍存在高污染的风险!短期内无法

有效根除农药等污染物对农产品的损害"

在这样的食品安全环境下!消费者在选购农

产品时!与其他工业产品或服务产品是否有着明

显的不同1 在消费农产品时!所关注的因素又有

哪些1 目前农产品的消费满意度如何1 为此!本

文以福州市消费者为研究对象!对安全意识下的

消费者农产品消费行为进行实证分析"

一%文献回顾

"一$国外研究概况

&3/-等-M.通过对 M#$ 位消费者的调查研究

发现!农产品的化学成分%健康程度%污染状况%政

策因素等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消费者对农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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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 :/['-等-K.通过研究发现!信任度%消费者

选择和农产品需求的差异性等因素导致了不同国

家的消费者对转基因农产品接受程度的差异性"

W/.+06

-%.对影响消费者农产品选择和购买的原因

进行研究!发现大众媒体如电视报纸等会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N+,;'[6;等-I.

通过研究发现负面报道和广告效应极大地影响着

英国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例如疯牛病的报道

会对牛肉的需求形成反作用!而对猪肉的需求却

是正作用"

"二$国内研究概况

何德华等-L.通过研究发现!消费者的收入对

购买农产品地点的选择影响显著!且消费者对农

产品价格的关心程度对农产品购买地点的选择有

显著影响作用" 罗丞等-F.以厦门市消费者为调

查对象!分析了影响消费者对安全食品购买倾向

的因素!发现消费者的态度%信念%知觉行为控制%

规范和信息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的

选择" 周发明等-$.以长沙市消费者为调研对象!

探讨了城市居民对生鲜农产品购买地点的选择问

题!认为影响消费者进行地点选择的因素有受教

育程度%职业阶层%购物环境%营业时间%价格%购

物地点远近等" 赵晓飞等-#".以武汉市武昌区消

费者为调查对象!分析消费者对生鲜农产品购买

渠道选择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市场发展

策略"

袁玉坤等-##.通过对居民在超市购买生鲜农

产品的调研发现!消费者选购时主要考虑的因素

有#农产品卫生程度%农产品安全保障性%农产品

品质及服务%购物环境等&而消费者选择在农贸市

场购物时考虑的因素有#农贸市场的便利性%农产

品的新鲜度%农产品的价格及品种类别" 郝利

等-#!.通过对山东%江苏%福建%陕西%山西%北京等

地的几个城市的调查!分析消费者对无公害农产

品的认知程度和行为表现!发现消费者对无公害

农产品的认知与年龄%收入%家庭%学历等高度相

关!而与性别无关" 杨欧阳等-#F.对北京市消费者

的安全农产品购买行为做了研究!发现大多数消

费者在超市购买农产品!而且都购买过安全农产

品!但对安全农产品的知识了解甚少&目前消费者

对农产品最关注的是新鲜度!但对农产品的品牌%

安全追溯体系及相关认证的作用仍不清楚&女性

消费者及高收入%高教育水平的消费者更愿意购

买安全农产品&同时!农产品的初始价格对消费者

的购买意愿影响较大"

"三$现有研究评述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的整理与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关于农产品消费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

是根据农产品自身的特点2如新鲜度等3分析其

如何影响到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二是从不同的研

究角度2如农产品渠道%农产品价格%农产品销售

地点等3分析其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三是

从消费者自身的角度2如年龄%性别%收入等因

素3考察其对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 这些方面

的研究更多趋向于某一部分或某一角度的内容!

而在消费者对食品特别是农产品的安全意识不断

增强这一大环境下!如何全面考察消费者对农产

品的消费行为及其满意程度值得探讨"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福州市的消费者!数据

的收集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调查的具体对象为

福州市主要超市和一些农贸市场的消费者" 而对

超市的选择!则选取在福州市具体代表性和影响

力的超市!即主要选取沃尔玛超市2含山姆会员

店3%永辉超市%家乐福超市%麦德龙超市%好又多

超市%万嘉超市%利多福超市及一些小超市"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I"" 份!收回问卷 %%!

份!通过对收回的问卷进行整理与校对!发现一些

问卷存在填答不完整%前后逻辑矛盾等问题" 因

此!除去这些不合格的问卷!最终的有效问卷为

%M" 份!有效回收率 $%)I`"

"二$变量设计

在调查问卷的设计方面!整张问卷共分为三

部分#第一部分是消费者的个人基本信息资料!第

二部分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农产品的因素!第三部

分是影响消费者对现有农产品市场满意度的因

素" 通过对现有相关文献的查阅!结合对部分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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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的访问和相关专家的咨询!整份问卷的变量 设计如表 # 所示"

表 #C调查问卷指标明细表

变量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个人基本信息资料 个人基本信息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月均收入%职业

影响消费者购买农产品的因素

产品因素
质量%品牌%营养%包装%食用安全性%生产地%生产

季节性

价格因素 价格

渠道因素 销售地点

促销因素 销售环境%促销程度%售后服务

现有农产品市场的满意程度

产品内在因素 销售价格%品种多样化%新鲜度%安全保证

产品外在因素 购买便捷性%购物环境

综合评价 总体满意度

C注#影响消费者购买农产品的因素和现有农产品市场的满意程度二级指标均采用 K 级李克特量表度量!其中#K 非̂常

同意!M 同̂意!F 一̂般!!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CC

三%调查数据统计分析

"一$调查问卷的信度评价与检验

信度评价用于检验问卷是否具有较高的稳定

性与一致性!衡量组成量表题项的内在一致性程

度如何" 目前!信度评价最常用的是采用2-+.

Z/(3);

"

2克朗巴哈3系数!且当
"&

")I 时!则认

为量表的内在信度是可以接受的-#M.

" 通过运用

?S??#%)" 统计软件对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结

果如表 ! 所示"

表 !C2-+.Z/(3/;

"

"克朗巴哈$系数表

2-+.Z/(3);O0]3/ 2-+.Z/(3);O0]3/:/;'9 +. ?>/.9/-96c'9 T>'Y; D+1T>'Y;

")LI# ")LI" #$

CC从表 ! 可知!2-+.Z/(3);

"

2克朗巴哈3系数

为 ")LI#!其标准化后的
"

系数为 ")LI"!说明

量表的信度比较好!可以纳入到数据的分析过

程中"

"二$影响消费者农产品选择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的显著性检验

通过单样本>检验来验证各影响因素是否具

有显著性!即验证消费者是否同意这 #! 个因素会

影响他们选择农产品" 通过运用 ?S??#%)" 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得到结果如表 F 所示"

从表 F 可以看出!#! 个影响因素的双边 S值

均为 "!明显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 ")"K!拒绝

原假设!且均值都大于 F!说明这 #! 个因素都在

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选购

行为"

!)影响农产品选择因素与总体满意度的回归

分析

为了分析总体满意度与影响消费者农产品选

择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采用逐步引入法和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得到结果如表 M o表 % 所示"

K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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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C影响农产品选择因素的单因素>检验结果"E.'P?/Y]0'7';>$

影响农产品

选择的因素

7';>A/0,'̂ F

$K` 2+.169'.('T.>'-=/0+1>3'&611'-'.('

> 91 ?64)2! P>/60'93 Q'/. &611'-'.(' V+\'- <]]'-

价格 #%)$F% %F$ ")""" ")%IL ")%" ")I%

质量 !!)#LI %F$ ")""" ")I$! ")I! ")L%

品牌 L)KF# %F$ ")""" ")!L$ ")!! ")F%

营养 !L)"%I %F$ ")""" ")$M! ")LL #)"#

包装 #!)#"! %F$ ")""" ")FKF ")F" ")M#

销售地点 ##)M$# %FL ")""" ")F%! ")F" ")M!

销售环境 #M)#FI %F$ ")""" ")MK" ")F$ ")K#

食用安全性 #$)K#% %F$ ")""" ")IL# ")I" ")L%

生产地 L)L$# %F$ ")""" ")!%I ")!# ")FF

促销程度 %)FI! %F$ ")""" ")!"F ")#M ")!I

售后服务 I)M"" %F$ ")""" ")!L% ")!# ")F%

生产季节性 $)M#K %F$ ")""" ")FF" ")!% ")M"

表 MC影响因素与总体满意度的回归模型的判定系数"Q+9'0?,YY/-8$

Q+9'0 g g?5,/-' O9H,;>'9 g?5,/-' ?>9)@--+-+1>3'@;>6Y/>'

#

")!%$

/

")"I! ")"I# ")I!M

!

")F!#

Z

")#"F ")#"" ")I#F

F

")FM$

(

")#!! ")##L ")I"%

M

")F%K

9

")#FF ")#!L ")I"!

K

")FIF

'

")#F$ ")#F! ")I""

/)S-'96(>+-;# 22+.;>/.>3! 品牌

Z)S-'96(>+-;# 22+.;>/.>3! 品牌! 包装

()S-'96(>+-;# 22+.;>/.>3! 品牌! 包装! 售后服务

9)S-'96(>+-;# 22+.;>/.>3! 品牌! 包装! 售后服务! 销售环境

')S-'96(>+-;# 22+.;>/.>3! 品牌! 包装! 售后服务! 销售环境! 生产季节性

CC从表 M 可知!采用逐步引入法进行回归分析!

共得到 K 个模型!其中第 K 个模型的修正判定系

数2O9H,;>'9 g?5,/-'3为 ")#F!!其值最大!即第 K

个模型的拟合效果相对较好"

表 K 分别显示出每个回归模型的方差来源%

方差平方和%自由度%均方差%N检验统计量的观

测值和显著性水平" 方差来源有回归 2g'4-';J

;6+.3%残差2g';69,/03和总和27+>/03" 表中 K 个

回归模型的收尾概率 ?64)均小于 ")"K!都通过了

显著性的N检验!说明因素量和自变量的线性关

系是非常显著的!可以建立线性模型"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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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C影响因素与总体满意度回归模型的单因素方差检验结果"ODEAO

1

$

Q+9'0 ?,Y+1?5,/-'; 91 Q'/. ?5,/-' N ?64)

#

g'4-';;6+. !K)$LM # !K)$LM M$)K%!

")"""

/

g';69,/0 FFF)$%" %FI ")K!M

7+>/0 FK$)$MM %FL

!

g'4-';;6+. FI)"KF ! #L)K!% F%)M$#

")"""

Z

g';69,/0 F!!)L$# %F% ")K"L

7+>/0 FK$)$MM %FL

F

g'4-';;6+. MF)LLF F #M)%!L !$)FL$

")"""

(

g';69,/0 F#%)"%" %FK ")M$L

7+>/0 FK$)$MM %FL

M

g'4-';;6+. MI)LII M ##)$%$ !M)F#I

")"""

9

g';69,/0 F#!)"%I %FM ")M$!

7+>/0 FK$)$MM %FL

K

g'4-';;6+. M$)$LL K $)$$L !")M#I

")"""

'

g';69,/0 F"$)$K% %FF ")M$"

7+>/0 FK$)$MM %FL

/)S-'96(>+-;# 22+.;>/.>3! 品牌

Z)S-'96(>+-;# 22+.;>/.>3! 品牌! 包装

()S-'96(>+-;# 22+.;>/.>3! 品牌! 包装! 售后服务

9)S-'96(>+-;# 22+.;>/.>3! 品牌! 包装! 售后服务! 销售环境

')S-'96(>+-;# 22+.;>/.>3! 品牌! 包装! 售后服务! 销售环境! 生产季节性

1)&']'.9'.>A/-6/Z0'# 总体感到满意

CC表 % 是回归系数表!表中显示回归模型的常

数项22+.;>/.>3%回归系数2<.;>/.9/-96c'9 2+'116J

(6'.>;3:值及其标准误差2?>9)@--+-3%标准化的

回归系数2?>/.9/-96c'9 2+'116(6'.>;3:'>/值%统计

量>值及显著性水平2?64)3" 从表 M 已知!模型 K

的回归方程效果较好!因此!依据表 % 中的回归系

数!可得出回归方程为#

SC#:K$F F":#M%D

#

F":#FMD

!

F":"I%D

F

F

":"$#D

M

F":"IFD

K

CC回归方程中各个指标的含义如下#D

#

*品牌!

D

!

*包装!D

F

*售后服务!D

M

*销售环境!D

K

*生

产季节性" 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 ":"K!

故应拒绝 3检验的原假设!这也就是说回归系数

是显著性的!说明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是合适的"

通过以上回归方程可以看出!消费者在选购

农产品时!农产品的品牌%包装%售后服务%销售环

境和生产季节性这 K 个因素对消费者产生显著影

响!而其他 I 个因素的影响也存在!但影响的程度

不是特别强烈"

"三$现有农产品市场满意程度分析

#)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表 I 分析了农产品总体满意程度与$销售价

格,$品种多样化, $新鲜度, $便捷性, $购物环

境,$安全保证,这 % 个因素的相关性" 从表 I 可

知!% 个因素的 S值均小于 ")"K!拒绝原假设!说

明这 % 个因素都与总体满意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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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影响因素与总体满意度的回归系数表"2+'116(6'.>;

/

$

Q+9'0

<.;>/.9/-96c'9 2+'116(6'.>;

: ?>9)@--+-

?>/.9/-96c'9

2+'116(6'.>;

:'>/

> ?64)

#

22+.;>/.>3 !)KK" ")##M !!)MML ")"""

品牌 ")!FK ")"FF ")!%$ I)"M" ")"""

!

22+.;>/.>3 !)"K" ")#KK #F)!MF ")"""

品牌 ")!"" ")"FM ")!!$ K)$F% ")"""

包装 ")#LF ")"F$ ")#L" M)%%$ ")"""

F

22+.;>/.>3 #)L%L ")#%# ##)%#" ")"""

品牌 ")#%I ")"FK ")#$# M)LFK ")"""

包装 ")#%" ")"F$ ")#KI M)"%# ")"""

售后服务 ")##! ")"F" ")#M% F)I"M ")"""

M

22+.;>/.>3 #)%L$ ")#I! $)L#% ")"""

品牌 ")#KM ")"FK ")#I% M)MF! ")"""

包装 ")#FM ")"M" ")#F! F)FF% ")""#

售后服务 ")"$M ")"F# ")#!! F)"KF ")""!

销售环境 ")#"I ")"FL ")##K !)LML ")""K

K

22+.;>/.>3 #)K$F ")#IL L)$%M ")"""

品牌 ")#M% ")"FK ")#%% M)#LM ")"""

包装 ")#FM ")"M" ")#F# F)FFF ")""#

售后服务 ")"I% ")"F! ")"$L !)F%% ")"#L

销售环境 ")"$# ")"FL ")"$I !)F%# ")"#$

生产季节性 ")"IF ")"FK ")"LK !)"I% ")"FL

CCC/)&']'.9'.>A/-6/Z0'# 总体感到满意

表 IC满意度影响因素相关分析结果

销售价格 品种多样化 新鲜度 便捷性 购物环境 安全保证

总体

感到

满意

S'/-;+. 2+--'0/>6+.

")F##

!!

")!IM

!!

")FKI

!!

")!KM

!!

")F%!

!!

")FIM

!!

?64)2! P>/60'93 ")""" ")""" ")""" ")""" ")""" ")"""

D %M" %M" %M" %M" %M" %M"

CC

!!

)2+--'0/>6+. 6;;64.616(/.>/>>3'")"# 0'='02! P>/60'93)

CC!)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评价这些因素对总体满意度的影

响程度!对总体满意度与 % 个相关因素之间做回

归分析" 设$销售价格,为 D

#

%$品种多样化,为

D

!

%$新鲜度,为D

F

%$便捷性,为 D

M

%$购物环境,

为D

K

%$安全保证,为 D

%

!并采用逐步引入法!选

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L o表 #" 所示"

从表 L 可知!模型 M 的修正判定系数2O9H,;J

>'9 g?5,/-'3最大!因此由模型 M 得出的回归方

程拟合效果会相对较好"

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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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C满意度与相关因素回归模型的判定系数"Q+9'0?,YY/-8

'

$

Q+9'0 g g?5,/-' O9H,;>'9 g?5,/-' ?>9)@--+-+1>3'@;>6Y/>'

#

")FIM

/

")#M" ")#FL ")%$L

!

")MF$

Z

")#$F ")#$" ")%II

F

")MI#

(

")!!! ")!#L ")%%K

M

")MLM

9

")!FM ")!F" ")%%"

/)S-'96(>+-;# 22+.;>/.>3! 安全保证

Z)S-'96(>+-;# 22+.;>/.>3! 安全保证! 购物环境

()S-'96(>+-;# 22+.;>/.>3! 安全保证! 购物环境! 销售价格

9)S-'96(>+-;# 22+.;>/.>3! 安全保证! 购物环境! 销售价格! 新鲜度

')&']'.9'.>A/-6/Z0'# 总体感到满意

表 $C总体满意度与相关因素回归模型的单因素方差检验结果"ODEAO

'

$

Q+9'0 ?,Y+1?5,/-'; 91 Q'/. ?5,/-' N ?64)

#

g'4-';;6+. K")KM" # K")KM" #"F)%!L

")"""

/

g';69,/0 F##)#KM %FL ")MLL

7+>/0 F%#)%$M %F$

!

g'4-';;6+. %$)I#! ! FM)LK% I%)"MM

")"""

Z

g';69,/0 !$#)$L! %FI ")MKL

7+>/0 F%#)%$M %F$

F

g'4-';;6+. L")FMI F !%)IL! %")KMF

")"""

(

g';69,/0 !L#)FM% %F% ")MM!

7+>/0 F%#)%$M %F$

M

g'4-';;6+. LM)L#F M !#)!"F ML)%!L

")"""

9

g';69,/0 !I%)LL" %FK ")MF%

7+>/0 F%#)%$M %F$

CC/)S-'96(>+-;# 22+.;>/.>3! 安全保证

Z)S-'96(>+-;# 22+.;>/.>3! 安全保证! 购物环境

()S-'96(>+-;# 22+.;>/.>3! 安全保证! 购物环境! 销售价格

9)S-'96(>+-;# 22+.;>/.>3! 安全保证! 购物环境! 销售价格! 新鲜度

')&']'.9'.>A/-6/Z0'# 总体感到满意

CC表 $ 分别显示出每个回归模型的方差来源%

方差平方和%自由度%均方差%N检验统计量的观

测值和显著性水平" 从表 $ 可知!方差来源有回

归2g'4-';;6+.3%残差2g';69,/03和总和27+>/03"

表中 M 个回归模型的收尾概率 ?64)均小于 ")"K!

都通过了显著性的 N检验!说明因素量和自变量

的线性关系是非常显著的!可以建立线性回归

模型"

表 #" 是回归系数表!表中显示回归模型的常

数项22+.;>/.>3%回归系数2<.;>/.9/-96c'9 2+'116J

(6'.>;3:值及其标准误差2?>9)@--+-3%标准化的

回归系数2?>/.9/-96c'9 2+'116(6'.>;3:'>/值%统计

量>值及显著性水平2?64)3" 从表 L 已知!模型 M

的回归方程效果较好!因此!依据表 #" 中的回归

系数!可得出回归方程为#

SC#:M#I F":##KD

#

F":##!D

F

F

":#L$D

K

F":#MKD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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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总体满意度与相关因素的回归系数表"2+'116(6'.>;

/

$

Q+9'0

<.;>/.9/-96c'9 2+'116(6'.>;

: ?>9)@--+-

?>/.9/-96c'9

2+'116(6'.>;

:'>/

> ?64)

#

22+.;>/.>3 !)F#% ")#"F !!)K%L ")"""

安全保证 ")!$K ")"!$ ")FIM #")#L" ")"""

!

22+.;>/.>3 #)IIL ")#F" #F)I## ")"""

安全保证 ")!#M ")"F# ")!I# %)$%# ")"""

购物环境 ")!M! ")"FI ")!K! %)M%I ")"""

F

22+.;>/.>3 #)K!K ")#FI ##)"$% ")"""

安全保证 ")#L# ")"F# ")!!$ K)LF! ")"""

购物环境 ")!#! ")"FI ")!!# K)%L" ")"""

销售价格 ")#M# ")"!$ ")#L! M)$"F ")"""

M

22+.;>/.>3 #)M#I ")#M# #")"IL ")"""

安全保证 ")#MK ")"FF ")#LM M)MKK ")"""

购物环境 ")#L$ ")"FL ")#$I K)"#$ ")"""

销售价格 ")##K ")"F" ")#ML F)LK" ")"""

新鲜度 ")##! ")"FK ")#FK F)!"" ")""#

CCC/)&']'.9'.>A/-6/Z0'# 总体感到满意

CC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 ")"K!故应拒

绝>检验的原假设!这也就是说回归系数是显著

性的!说明建立线性模型是合适的" 通过以上回

归方程可知!影响总体满意度的主要相关因素有

M 个#安全保证%购物环境%销售价格和新鲜度!其

中$购物环境,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最大!接着为

$安全保证,$销售价格,和$新鲜度,"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关于农产品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颇有一定成

果!如有研究表明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品牌知名

度%新鲜度%安全性等对消费者的选购行为具有明

显的影响作用-#K.

" 还有研究表明消费者的购买

习惯%认知程度%认知途径%功能评判对绿色农产

品的购买行为有显著影响-#%.

" 另有研究表明消

费者的收入%对生鲜农产品价格的关注程度%服务

态度等因素对消费者购买生鲜农产品地点的选择

有显著影响-L.

" 当然也有研究人员通过实证研

究发现消费者的职业%婚姻状况%健康关注程度%

可追溯性农产品的认知程度%可追溯性标识的可

认知度等因素对消费者的农产品购买意愿有较显

著影响!而消费者的文化程度%年龄%家庭人均月

收入虽然对消费者的农产品购买有一定影响!但

不够显著-#I.

"

重点考察了在当前食品安全意识普遍盛行的

情况下!影响消费者选购农产品的相关因素!得出

以下结论#

#)消费者在选购农产品时!影响因素较多!主

要有价格%质量%品牌%营养%包装%销售地点%销售

环境%食用安全性%生产地%促销程度%售后服务%

生产季节性等" 但通过进一步建立线性回归模型

可知!其中对选择行为影响较为显著的因素主要

是农产品的品牌%包装%售后服务%销售环境和生

产季节性 K 个因素"

!)要考察当前消费者对农产品的满意程度!

可从销售价格%品种多样化%新鲜度%便捷性%购物

环境和安全保证这些因素入手" 并通过进一步归

分析可知!对消费者农产品满意程度影响较为显

著的因素是安全保证%购物环境%销售价格和新鲜

度 M 个因素"

"二$相关建议

#)正确宣传安全农产品的相关知识!引导消

费者科学认知如何选购安全农产品!从社会环境

角度支持安全农产品消费市场的形成"

!)安全农产品供应企业应切实开展全面质量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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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侧重从农产品品牌的构建%农产品的正确包

装%良好的销售环境以及优质的售后服务方面着

手!打造高质量的安全农产品供应体系!并增加消

费者需求的时令性农产品的供给!保障消费者有

可选择安全农产品的可能性" 另外!为了更好地

提高消费者安全农产品消费的满意度!须在保证

供应真正安全的农产品基础上!合理制定销售价

格!并保证农产品供应的新鲜度"

F)消费者首先须养成主动搜集安全农产品的

相关信息习惯!提高对安全农产品的判断能力"

同时!消费者要自觉抵制不安全农产品的购买与消

费!迫使农产品供应企业的自律行为!推动相关政

府部门有所作为!从而达到安全农产品产供销多管

齐下的局面!保障消费者安全农产品的消费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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