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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针对在校大学生日常饮食方面出现的潜在的食品安全问题，用整群抽样法从 １８ 个学院的 ９００
多个班级大一至大三不同专业学生中各随机抽取 ３个班级，将抽到的 ４５ 个班级的所有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在校饮食安全状况，共发放调查问卷 １ ０００ 份，回收问卷 ９２４ 份，回收率９２．４％，其中

有效问卷 ９０２份，有效问卷率 ９０．２％；分析了在校大学生食品安全意识现状、影响因素及相互关系，并提出了

增强在校生食品安全意识的建议和措施，为大学生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预防教育提供了科学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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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一般的饮食习性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对饮食

安全越来越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广大人民最关心的话题。 然而，食品质量事件却时有发生，地沟

油、红鸭蛋、瘦肉精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令人震惊。 由于市场发育程度不健全以及消费环境较差，我国食

品安全问题不容乐观。 这不仅给广大群众的人身健康带来了非常大的风险，对经济的进步和社会的安定也

有较大的影响。 另外，有研究表明，虽然在校大学生学历较高，但对食品安全的明了层度、认知水准及食品

安全事故的预防能力其实不高。
近年来，大学生饮食中毒的情况时有出现，直接对大学生的人身健康带来很大威胁。 通过对在校大学

生进行食品安全相关问题调查，采用整群抽样法，分析采集数据来了解大学生对食品安全的认知水平，同时

剖析大学生饮食安全学识通晓的影响要素，以及对具体食品安全问题的处理情况，为进行在校生饮食安全

教育、减少学生食源性疾病发生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和方法

针对 ＸＸ大学 １８个学院的 ９００多个班级在校大学生 ３２ ０００ 多名中采取整群抽样法从大一至大三的不

同专业各随机抽取 ３个班级，将抽到的 ４５个班级的所有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又方便

实施，节省经费。
１．２　 问卷设计

设计调查问卷包括：调查的基本情况；态度和行为的调查；食品安全问题根源与解决措施。 内容见表 １。



表 １　 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总结

基本情况 态度与行为 食品安全问题根源与解决措施

性别；食品月花销；就餐

点；学校周边就餐的几率；

对食品安全问题关心热

度；信息来源；食品安全事

件的了解程度

食品安全常识了解程度；购买食品

考虑因素；食品购买时对营业执

照、卫生许可食物来源关注程度；

买到劣质“三无”产品时的行为

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保障食

品安全的措施；开展食品安全教育

活动时最在意的问题

２　 调查数据分析

２．１　 数据统计

２．１．１　 基本情况

调查问卷男生占 ４４．８％，女生占 ５５．２％；男女比例适中。 月食品支出大多数学生的费用在 ４００～１ ０００ 元

之间，其中 ４００～６００元占 ３３．７％，６００～１ ０００元占 ４３．８％。 绝大多数学生选择学校食堂作为就餐地点，比例

达 ７６．１％，只有少量的学生到周边小摊点、小餐馆。 大部分学生在学校周边吃饭或叫快餐的几率是一周两三

次或一月两三次，而天天吃和从来不吃的比例较小，仅占 ２２．９％。 其中有 ５２．４％的人表示偶尔关注食品安全

问题，２１．７％的人极少关注，经常关注的只有 １９．７％，还有少量的人从不关注。 依据统计结果能够看出大学

生对食品安全的关心程度并不高，统计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样本基本资料调查情况表（Ｎ＝ ９０２）

信　 息 赋　 值 频　 次 百分率 ／ ％

性　 别
男 ４０４ ４４．８

女 ４９８ ５５．２

食品月支出

４００元以下 ８７ ９．６

４００～６００元 ３０４ ３３．７

６００～１ ０００元 ３９５ ４３．８

１ ０００元以上 １１６ １２．９

常就餐地点

学校食堂 ６８６ ７６．１

校园周边小餐馆 ２１３ ２３．６

其他 ３ ３．３

学校周边就餐频率

每天吃 １９４ ２１．５

每周 ２⁃３次 ４５８ ５０．８

每月 ２⁃３次 ２３７ ２６．３

是否关注食品安全

从不 １３ １．４

经常 １７８ １９．７

偶尔 ４７３ ５２．４

很少 １９６ ２１．７

从不 ５５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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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生通常利用什么方式关注食品安全的调查统计中，能够知道绝大多数学生通过网络和媒介知晓

食品安全问题，而通过报纸、与亲人伙伴谈话和其他方式所占比重较小，表明在这方面宣传上还有差距，统
计结果见图 １。

图 １　 大学生关注食品安全问题途径的统计图

针对大学生对食品安全事件的知晓情况调查，设定了“非常了解”、“了解一点”、“不了解”３ 个层次，利
用李克特量表法统计分析学生对食品安全问题知晓状况。 按照李克特量表法均值越高知晓程度越高的原

则，能够得出大学生对地沟油的知晓程度最高，其均值为 ２．３０８，其次是三聚氰胺和瘦肉精事件，其均值分别

为 ２．１３１和 ２．０３８，而对红心鸭蛋的了解程度最低，其均值仅 １．７０２，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大学生对一些公众曝

光率较高的事件了解较多，而一些小事件了解程度稍低，说明大学生的食品安全事件的认知度有待加强，具
体统计情况见表 ３。

表 ３　 大学生对食品安全事件的了解程度的调查统计结果表

３ ２ １ 均值

石蜡火锅料 ３５ ４４８ ４１９ １．５７４

三聚氰胺 ２０２ ６１６ ８４ ２．１３１

染色馒头 ９８ ５４３ ２６１ １．８１９

地沟油 ３２４ ５３２ ４６ ２．３０８

瘦肉精 １６１ ６１４ １２７ ２．０３８

红心鸭蛋 ９２ ４４９ ３６１ １．７０２

２．１．２　 态度与行为

在大学生食品安全知识知晓层度的调查中，通过李克特量表法设定了“知道”、“知道一点”、“不知道”３
个等级，依据李克特量表法均值越高知道程度越高的原则，可以看出大家对食品安全的知晓程度都很低，尤
其是对食品安全标志的知晓度最低，其次是对“三无”产品和安全法的了解度，了解稍高的是有机食品、绿色

食品、无公害食品的区别，从表 ３结果得出社会对食品安全常识的普及度不够，统计情况见表 ４。
表 ４　 大学生对食品安全常识的知晓度的统计情况表

３ ２ １ 均值

你知道食品安全法吗 ４９ ４６１ ３９２ １．６２０

你知道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的区别吗 １０２ ４１５ ３８５ １．６８６

你知道不同食品安全的标志吗 ８４ ３４６ ４７２ １．５７０

您知道“三无”产品是哪“三无”吗 １４７ ２８１ ４７４ １．６３７

在从影响因素的角度考虑选择食物的大学生时采用加权分析的分类方法，从统计结果表 ４ 可以看出学

生选择食物时看重的是其味道，它的重量占 ２４． ６１％，然后是健康与价格，它们的比重分别为 １９． ９６％和

１９．８７％，而营养、安全和环保的权重较小，特别是环保的权重最低。 可以看出人们在进行消费时对食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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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营养的考虑度不太大，而更着重口感，统计情况见表 ５。
表 ５　 大学生选购食品时较重要考虑因素调查统计情况

赋分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频数 频率 ／ ％ 频数 频率 ／ ％ 频数 频率 ／ ％ 频数 频率 ／ ％ 频次 频率 ／ ％ 频次 频率 ／ ％

３ １９８ ２１．９５ ３ ０．３３ １１５ １２．７５ ２３９ ２６．５０ １４２ １５．７４ ２０５ ２２．７３

２ １６８ １８．６３ ９ １．００ ２９５ ３２．７１ ２０４ ２２．６２ ９０ ９．９８ １３６ １５．０８

１ １５０ １６．６３ ６５ ７．２１ １４０ １５．５２ ２０９ ２３．１７ １８２ ２０．１８ １５６ １７．２９

权重 １９．９６ １．７７ １９．８７ ２４．６１ １４．５６ １９．２４

图 ２　 大学生食品消费时对

相关营业执照、食物来源等

问题关注度的调查统计

对于高校周围的餐馆、摊点有无营业执照、食品卫生许可证

的关注度，统计结果表明，近 ４０％的人没注意，仅 １２％的人很关

注，由此说明大学生对食品是否合格安全的关注度较低，应加强

学生食品安全意识，统计情况见图 ２。
通过对大学生买到劣质或“三无”食品时反映的一项调查，可

以看到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是自己运气不好，把它作为教训，其
次是选择与生产经营者进行沟通调解，其比例占 ２３．２５％，而选择

向有关行政部门反映和向媒体曝光的所占比例不到 ３％。 可以说

明大学生的食品安全法律意识不强，相关人员需加强对他们在这方面相关知识的教导，调查统计情况见

图 ３。

图 ３　 大学生买的劣质或“三无”产品时的行为调查结果统计

２．１．３　 食品安全问题根源与解决措施

在调查造成食品安全事件原因中，运用排序的方式求权重进行解析，其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认为食品

安全众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商家唯利是图，权重高达 ２８．２１％，其次是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以及消费者自我

保护意识不足，权重分别为 ２５．３０％和 １６．４３％，而认为是社会道德滑坡、对违法经营者惩处力度小的比例不

大，仅占 １３．５６％和 １２．１０％。 因此，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应该从商家、政府和消费者着手，统计结果见表 ６。
表 ６　 大学生认为造成食品安全问题众多的原因的调查统计情况

赋分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频数 频率 ／ ％ 频数 频率 ／ ％ 频数 频率 ／ ％ 频数 频率 ／ ％ 频次 频率 ／ ％ 频次 频率 ／ ％

３ ２１６ ２３．９５ ３６２ ４０．１３ ９８ １０．８６ ８６ ９．５３ １０２ １１．３１ ３８ ４．２１

２ ２３８ ２６．３９ １７５ １９．４０ １９６ ２１．７３ １８９ ２０．９５ ８４ ９．３１ ２０ ２．２２

１ ２４５ ２７．１６ ９１ １０．０９ ２０３ ２２．５１ ９８ １０．８６ １８１ ２０．０７ ８４ ９．３１

权重 ／ ％ ２５．３０ ２８．２１ １６．４３ １３．５６ １２．１０ 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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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障食品安全重要措施一项的调查中，大部分学生觉得最主要的是严厉监管，比例高达 ３４％，其次是

提倡生产经营者诚实信用、自律，及相关部门加大惩处力度，其比例各占 ２８％和 ２４％，比例最小的是开展消

费者食品安全知识教育，仅 １４％，统计情况见图 ４。

图 ４　 保障食品安全最重要措施的统计情况

从如果学校举办食品安全教育方面的活动，最想知道什么方面情况的分析结果能够发现，大部分学生

希望了解学校食品安全现状和食品安全知识，而对食品法律知识、食品安全事件的希望了解度较小。 表明

学生渴望知道食品安全知识，学校要加大宣传力度，但也要有相关法律的普及，及时通告食品安全事件，统
计情况见图 ５。

图 ５　 大学生对学校食品安全最想了解哪方面知识的调查统计

２．２　 结果分析

虽然学校食堂仍然是主要的用餐地点，但仍有相当多的学生宁愿到味道较好、品种很丰富的私人餐馆。
大学生食品安全意识还比较薄弱，食品安全信息访问的途径单一，食品安全知识缺乏。 分析结果表明，口感

超出安全卫生，成为大学生购买食品时最关心的要素，大学生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 学校

附近的饭店和街边的餐馆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很多大学生面对问题食品的处理方式表现出他们权利意识的

薄弱。 很多大学生觉得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因为商家唯利是图、有关部门监管不力和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

不强，认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要从严格监督检查、提倡生产经营者诚实信用和加大惩处力度上着手。

３　 建议与对策

加大学校食堂建设的资金投入，增设更多的就餐窗口，添加更多的饮食种类，改善饮食口感，从而吸引

学生在学校餐厅就餐。 学校、媒体和相关的宣传部门拓宽渠道加强对食品安全的宣传力度，通过各种途径

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增强学生的相关法律意识。 运用报纸文摘，媒体客户端等方式引领在校大学生了

解食品安全知识，提升对食品安全的认知水准，继而增强大学生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自我维权保护意识。 食

品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强对食品和消费品质量的市场监管，定期将对市场上食品安全监管的结果发布给高

校。 同时要对违规食品进行彻查，并对在校大学生传授辨别假冒伪劣食品的方法，提高大学生对危险食品

的防御能力。
良好的食品安全态度及行为是在平时的生活中养成的，调查表明，在校大学生还是具备了一些食品安

全知识的，也有一定的食品安全意识，但还有一些方面仍然欠缺。 因此，要加强对大学生食品安全知识的教

育，转变不安全的食品卫生行为，从而实现促进大学生身体健康的目标，同时有益于大学生毕业后对其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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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人群进行正确的引导，力争实现社会食品质量的全面提高。 当然，这次研究样本小，样本覆盖面不宽，
样本代表性比较差，所以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当进一步扩大样本量，使其更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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