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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标识认知、消费习惯对绿色农产品溢价支付意愿的影响
———以绿色鲜食马铃薯为例

伦闰琪 罗其友* 高明杰 刘 洋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100081)

摘 要 为探究农产品标识认知和消费习惯对消费者绿色农产品溢价支付意愿的影响,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影

响绿色农产品溢价支付意愿的分析框架,以绿色鲜食马铃薯为例,以北京、郑州、成都3个城市402份消费者调查

数据为基础,运用条件价值法评估城市消费者对绿色鲜食马铃薯溢价支付意愿;在此基础上,运用OrderedLogit
模型分析行为态度变量、主观规范变量和知觉行为控制变量对绿色鲜食马铃薯溢价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

1)城市消费者绿色鲜食马铃薯平均溢价支付意愿处在10%~30%,整体意愿水平较低。2)行为态度变量对绿色鲜

食马铃薯溢价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购买场所便利性越高,消费者溢价支付意愿越高;消费者对普通马铃薯品质

感知越好,其溢价支付意愿越高。3)主观规范变量也会显著影响城市消费者对绿色鲜食马铃薯溢价支付意愿。其

中,相较QS产品标识和有机产品标识,消费者的绿色产品标识认知水平对其溢价支付意愿影响最大。4)知觉行为

控制变量对绿色鲜食马铃薯溢价支付意愿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年龄较大,且健康状况越好的男性消费者更愿意为

绿色鲜食马铃薯支付较高的溢价。因此,应从加强绿色农产品价值宣传,提升消费者的绿色产品标识认知水平,提

高消费者购买绿色农产品便利性等方面培育绿色农产品市场,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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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agriculturalproductlabelingcognitionand
consumptionhabitonconsumers’willingnessto
paypremiumofgreenagriculturalproducts:

Takinggreenfresh-potatoasanexample

LUNRunqi,LUOQiyou*,GAOMingjie,LIUYang
(InstituteofAgriculturalResourcesandRegionalPlanning,Chinese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Beijing100081,China)

Abstract Inordertoinvestigatetheeffectofagriculturalproductlabelingcognitionandconsumptionhabiton
consumers’willingnesstopaypremiumofgreenagriculturalproducts,basedonthetheoryofplannedbehavior,an
analyticalframeworkthataffectsthewillingnesstopaypremiumforgreenagriculturalproductswasconstructed.
Takinggreenfresh-potatoesasanexample,basedonthesurveydataof402consumersinthreecitiesofBeijing,

ZhengzhouandChengdu,the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isusedtoevaluatethewillingnesstopaypremiumofurban
consumers.Onthisbasis,theorderedlogitmodelwasusedtoanalyzetheinfluenceofbehavioralattitudevariables,

subjectivenormvariablesandperceivedbehavioralcontrolvariablesonthewillingnesstopaypremiumofgreenfr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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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atoes.Theresultsshowthat:1)Theaveragewillingnessofconsumerstopaypremiumofgreenfresh-potatoesis
between10%and30%,andtheoverallwillingnesslevelisrelativelylow.2)Theattitudeofbehaviorvariableshave
asignificantimpactonthewillingnesstopaypremiumofgreenfresh-potatoes.Thehighertheconvenienceoftheplace
ofpurchase,thehigherthewillingnesstopaypremium.Thebettertheconsumers’perceptionofthequalityofordinary
potatoes,thehigherthewillingnesstopaypremium.3)Thesubjectivenormvariablesalsosignificantlyaffecturban
consumers’willingnesstopaypremiumforgreenfresh-potatoes.Amongthem,comparedwithQSproductlabelingand
organicproductlabeling,theconsumers’cognitionofgreenproductlabelinghasthegreatestimpactontheir
willingnesstopaypremium.4)Theeffectofperceivedbehaviorcontrolvariablesonconsumers’willingnesstopay
premiumforthegreenfresh-potatoisalsosignificant.Maleconsumerswhoareolderandinbetterhealtharemore
willingtopayahigherpremiumforgreenfreshpotatoes.Therefore,greenagriculturalproductmarketshouldbe
cultivatedandthegreendevelopmentofagricultureshouldbepromotedfromtheaspectsofstrengtheningthepublicity
ofthevalueofgreenagriculturalproducts,improvingconsumers’cognitionofgreenproductlabels,andpromotingthe
convenienceofconsumerstopurchasegreenagriculturalproducts.
Keywords perceptionoflabel;consumptionhabit;willingnesstopaypremium;greenagriculturalproducts;ordered
logitmodel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能力的快速提升,农产品供

给能力不断增强,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然而,长期过量使用化学投入品的农业

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副作用逐渐显现,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负面事件频频曝出,极大动摇了消费者对普通

农产品的信心,因此消费者逐渐转向追求营养健康

的绿色高品质农产品。培育绿色农产品市场不仅是

适应人民消费升级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促进农民

增收致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绿色发

展理念的重要举措[1-3]。
绿色农产品是指在产、加、运、储、销等环节中无

任何有毒有害的化学投入品污染,并且经专业机构

认证,授权使用绿色产品标识的各种安全、优质、健
康、营养的农产品的总称[4-5]。绿色农产品具备两大

特性,其一是安全特性,其二是绿色特性。近年来频

发的食品安全与环境污染事件,农产品质量安全越

来越得到消费者的重视,农业绿色发展也成为了社

会关注的焦点。当前,我国绿色农产品市场正处在

发展初期,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价值的认知普遍不

足,同时消费者为规避可能的风险往往遵循以往的

消费习惯,因此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表现出来较低

的溢价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WTP)。较低

的溢价支付意愿会阻碍绿色农产品市场的快速发

展,同时这一影响也会传导到生产端,打击农户生产

热情,又会影响到绿色农产品市场供给,从而形成一

种“负反馈”[5]。因此,研究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标

识认知和消费习惯对绿色农产品溢价支付意愿的影

响,有助于绿色农产品产销健康发展。

消费者支付意愿问题已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

热点。Han[6]研究发现消费者绿色农产品溢价支付

意愿普遍较低,影响绿色农产品推广的关键因素是

其高价格。Sckokai等[7]研究结果显示意大利消费

者意愿为有机牛奶支付的平均溢价为29%,愿意支

付高溢价水平的消费者占比较小。可以发现,消费

者愿意为绿色农产品支付的溢价水平较低,但姜百

臣等[8]研究表明可能低估了消费者溢价支付能力。

Huang等[9]和 Ankamah-Yeboah等[10]发现对于绿

色农产品认知(包括品牌和营养价值等)会显著影响

消费者对其溢价支付意愿,国内学者陈新建等[11]和

周安宁等[12]也验证了这一点。张小栓等[13]认为消

费者对加贴标识农产品的认知水平对其支付意愿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个人特征、农产品价格均会对

支付意愿产生影响,傅丽芳等[14]的研究结果与其一

致。张钢仁等[15]研究发现,地理标志标签对消费者

溢价支付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张国政等[16]发现消

费者个人特征、购买习惯和认知程度均对消费者溢

价购买地理标志农产品有着显著的影响,沈兴兴

等[17]也验证了这点。梁志会等[18]运用 MOA理论

探究了消费者对绿色大米的溢价支付意愿,发现溢

价支付意愿存在地区差异,吴自强[19]也 持 相 同

观点。
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是现有研究对

象多集中在肉禽蛋奶、果蔬和茶叶等农产品,马铃薯

作为重要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现有文献关注较少,消
费者对马铃薯标识的认知、消费习惯与溢价支付意

愿之间关系尚无定论。因此,以马铃薯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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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研究,对其他多用途农产品具有借鉴意义。其

次是已有研究对农产品标识的溢价研究过于笼统,
没有细化不同标识认知对其溢价支付意愿的影响,
政策含义不明晰。因此,探究消费者对不同产品标

识认知水平与其溢价支付意愿的关系,有利于制定

针对性措施推广绿色农产品。
综上,本研究将以绿色鲜食马铃薯为例,基于计

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nedbehavior,TPB)构
建影响消费者溢价支付意愿的理论框架,运用条件

价值 法(Contingentvaluationmethod,CVM)和
OrderedLogit模型分析消费者对不同产品标识认

知和消费习惯对绿色鲜食马铃薯的溢价支付意愿的

影响,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理论分析

支付意愿(WTP)包括两种含义:一是消费者对

某种商品或劳务所能接受的最高价格,强调最高

价[20];二是消费者愿意对某种商品或劳务支付的额

外费用,强调溢价[21-23]。本研究关注的是相比于普

通鲜食马铃薯,消费者愿意为绿色鲜食马铃薯多支

付多少,即溢价支付意愿。溢价支付意愿属于陈述

性偏好(Statedpreference)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根据

调查者对某种商品的介绍,通过被调查者的反馈获

取偏好数据,其他形式还有购买意愿、陈述意向、假
想价值等。这里选择陈述性偏好而非显示性偏好的

原因是:第一,陈述性偏好能更好地评价新产品或新

服务,它们往往具备一般产品或服务没有的特点和

功能,或优于一般产品或服务。绿色鲜食马铃薯作

为一种新的农产品品类,其具备绿色和健康属性优

于一般马铃薯。第二,相比于获取显示性偏好数据,
陈述性偏好更易获取,成本较低。第三,调查陈述性

偏好时对变量要求相对宽松,获取方法也比较灵活,
但能够提供较为丰富的信息,从而使估计得到的决

策模型比显示性偏好数据更稳健。第四,陈述性偏

好数据与显示性偏好数据存在假想偏差,但是很多

研究结果表明,陈述性偏好数据依然可以获得很多

有价值的结论[24-29]。
社会心理学认为个体行为是以认知为基础的,

个体行为选择直接或间接受认知水平的影响[30]。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nedbehavior,TPB)
是由Ajzen[31]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提

出,现已发展成为用于诠释和预测个体行为与意愿

的经典理论工具,同时广泛应用于农产品支付意愿

研究。该理论认为影响行为意愿的因素包括行为态

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其中,行为态度是指

个体对某种行为心理接受程度,可能是正面的,也可

能是负面的,常常受行为结果的影响;主观规范的含

义是个体选择某个行为时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大小;
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对执行某种行为容易或困难

程度的感知,包含内在控制因素和外在控制因素。

1.2 研究假设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消费者对绿色鲜食马铃薯

的溢价支付意愿直接反映了其对绿色鲜食马铃薯的

购买行为倾向,消费者对绿色鲜食马铃薯的溢价支

付意愿越高,其购买行为实施的可能性越大。进一

步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同时影响

消费者对绿色鲜食马铃薯的溢价支付意愿(图1)。
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设H1:行为态度影响消费者对绿色鲜食马

铃薯的溢价支付意愿。
计划行为理论中最关键的内容是行为态度。行

为态度是指个体对某种行为心理接受程度,可能是

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本研究基于普通马铃薯

质量感知和经常购买普通马铃薯的地点来衡量消费

者的行为态度。如果消费者认为普通马铃薯的质

量较好,正面的反馈会强化对绿色鲜食马铃薯溢

价的支付意愿。不同购买地点代表着消费者在这

样的地点中购买马铃薯的意愿更强,如果绿色鲜

食马铃薯出现在消费者常去的购买地点,则其支

付意愿更大。
假设H2:主观规范影响消费者对绿色鲜食马

铃薯的溢价支付意愿。
主观规范的含义是个体选择某个行为时感受到

的周边社会压力,可以具化为指令性规范、示范性规

范和道德规范[32]。农产品质量标识代表了农产品

品质水平,这样一种指令性规范广泛存在于农产品

市场,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标识的认知水平越高,即
越了解质量标识所代表的含义和意义,越乐于为某

种农产品支付溢价。本研究通过“对农产品 QS标

识的认知”、“对农产品有机标识的认知”和“对农产

品绿色标识的认知”3个问题作为指令性规范的度

量指标。
假设H3:知觉行为控制影响消费者对绿色鲜

食马铃薯的溢价支付意愿。
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对执行某种行为容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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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程度的感知,包含内在控制因素和外在控制因

素。对于溢价支付意愿,知觉行为控制主要指消费

者对自身状态的感知。进一步地,消费者对自身状

态的感知因消费者自身条件的异质性而不同,这种

自身条件异质性主要包括个人条件、家庭状况等。

例如,个人收入水平越高的消费者,越有能力为某种

农产品支付溢价;身处有婴幼儿的家庭,越关注食品

安全,越乐于为食品安全程度较高的产品支付溢价。
因此,本研究选取消费者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来

表征知觉行为控制[33]。

图1 绿色农产品溢价支付意愿的TPB理论分析框架

Fig.1 TPBtheoreticalframeworkthewillingnesstopaypremiumforgreenagriculturalproducts

2 数据说明与模型构建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马铃薯产业经济”课题组

2021年组织的线上问卷调查。根据对已有文献的

分析和比较,并结合马铃薯消费实际,本研究设计

了包括城市消费者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消费者对

农产品标识的认知、消费习惯与消费感知在内的

调查问卷。共收集问卷450份,经筛选有效问卷

402份,问卷有效率达到89.33%,其中北京201
份,郑州124份,成都77份,样本数量符合本研究

和计量经济模型对样本数量的要求。本研究选择

北京、郑州和成都3个城市作为调査区域。北京

是我国首都,也是全国经济、文化和科技中心,是
北方地区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也是东部地区重

要的中心城市,可作为东部地区的代表;郑州地处

黄河之畔,是河南省经济、教育和文化中心,中部

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可作为中部城市的代表;成
都地处我国西南地区,是四川省经济体量最大的

城市,也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可作为西部

城市的代表。

2.2 样本特征

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作为应用最广泛的支

付意愿调查方法,本研究运用该方法进行支付意愿

调查。应用CVM时最关键的一环是引导技术的选

择,主要包括逐步竞价法、直接提问法、支付卡询问

法和封闭式提问法。其中,最常用的是支付卡询问

法和封闭式提问法[34]。本研究结合调查实际和变

量需求,采用能有效降低被调查者拒答率的支付卡

询问法,提高数据准确度。
根据课题组市场调研可知,消费者经常购买的

普通鲜食马铃薯的市场均价在2元/kg左右,由此

划分5个绿色鲜食马铃薯价格的溢价水平,分别为

“0~10%”“>10%~30%”“>30%~50%”“>50%~
100%”和“100%以上”,通过城市消费者的选择来确

定消费者对绿色鲜食马铃薯溢价支付意愿。数据分

析显示,只有14.43%的城市消费者接受绿色鲜食

马铃薯“>30%”的溢价,接受“>50%”的溢价仅占

总样本的3.24%,而85.57%的城市消费者愿意接

受30%以下的溢价,平均溢价支付水平为1.87,处
在10%~30%,城市消费者对绿色鲜食马铃薯溢价

支付意愿处于较低水平。(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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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Table1 Variabledefinitionanddescriptivestatisticalanalysis

变量     
Variable     

变量赋值

Assignment

频数

Frequency

占比/%
Proportion

0~10%=1 125 31.09

>10%~30%=2 219 54.48被解释变量

Dependent
variable

消费者对绿色鲜食马铃薯

溢价支付水平
>30%~50%=3 45 11.19

>50%~100%=4 10 2.49

100%以上=5 3 0.75

性别
男=1 178 44.28

女=2 224 55.72

≤20岁=1 9 2.24

21~30岁=2 108 26.87

年龄
31~40岁=3 71 17.66

41~50岁=4 105 26.12

51~60岁=5 99 24.63

≥61岁=6 10 2.49

小学及以下=1 7 1.74

初中(中职)=2 20 4.98

受教育程度 高中(中专)=3 30 7.46

大学(大专)=4 203 50.50

硕士及以上=5 142 35.32

远低于平均水平=1 26 6.47个人特征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低于平均水平=2 81 20.15

个人收入水平 平均水平=3 229 56.97

高于平均水平=4 60 14.93

远高于平均水平=5 6 1.49

婚姻状况
已婚=1 291 72.39

未婚=2 111 27.61

非常不健康=1 4 1.00

不太健康=2 23 5.72

健康状况 一般健康=3 151 37.56

比较健康=4 170 42.29

非常健康=5 54 13.43

成都市=1 77 19.15

所在城市 郑州市=2 124 30.85

北京市=3 201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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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变量     
Variable     

变量赋值

Assignment

频数

Frequency

占比/%
Proportion

1人=1 17 4.23

2人=2 22 5.47

家庭人数
3人=3 172 42.79

家庭特征

Family
characteristics

4人=4 81 20.15

5人=5 59 14.68

6人及以上=6 51 12.69

家中是否有婴儿
是=1 96 23.88

否=2 306 76.12

一点不了解=1 91 22.64

略微了解=2 146 36.32

对QS农产品标识的认知 一般了解=3 108 26.87

比较了解=4 46 11.44

非常了解=5 11 2.74

一点不了解=1 91 22.64

略微了解=2 165 41.04消费者认知

Recognitionof

produce

对有机农产品标识的认知 一般了解=3 108 26.87

比较了解=4 31 7.71

非常了解=5 7 1.74

一点不了解=1 19 5.59

略微了解=2 96 28.24

对绿色农产品标识的认知 一般了解=3 116 34.12

比较了解=4 86 25.29

非常了解=5 23 6.76

从菜农处直接购买=1 43 10.70

社区小超市=2 56 13.93消费习惯

Consumption
habits

经常购买马铃薯的地点 各类农贸市场=3 69 17.16

大中型超市=4 176 43.78

网上购买=5 58 14.43

很差=1 4 1.00

较差=2 14 3.48消费感知

Consumer

perception

对普通马铃薯品质感知 一般=3 147 36.57

较好=4 199 49.50

非常好=5 38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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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调查数据可知,女性受访者略多于男性受访

者;21~50岁占比超过7成,该年龄段已成为市场

消费主力;大学(大专)占比超过一半;受访者的收入

水平处于平均水平的居多;家庭人数为3人的主干

家庭占多数;家庭中有婴儿的占23.88%;成都市占

19.15%,郑州市占30.85%,北京市占50.00%;消
费者对QS农产品标识认知水平在“一般了解”及以

上的占比41.05%,对有机农产品标识认知水平在

“一般了解”及以上的占比36.32%,对绿色农产品

标识认知水平在“一般了解”及以上的占比66.17%,
可见消费者对有机标识的认知水平最低;消费者常

去购买马铃薯的地点是大中型超市,占比43.78%;
消费者认为普通马铃薯品质较好,“一般”及以上的

占95.52%。

2.3 模型选择

本研究将消费者对绿色鲜食马铃薯溢价支付水

平作为被解释变量,不同于以往研究将溢价支付意

愿分为“愿意”与“不愿意”的做法,本研究依据溢价

支付水平的不同将被解释变量划分为5个等级,0~
10%、>10%~30%、>30%~50%、>50%~100%
和100%以上分别对应等级1~5,不同的等级代表

不同的溢价支付意愿,因此它们之间存在次序关系。
根据被解释变量的属性,采用orderedlogit模型处

理离散有序变量。
由模型可知,等级为j(j=1,2,…m)的概率

为:P(y≥jx),等级大于等于j(j=1,2,…m)的

概率为:

P(y≥jx)=P(y=jx)+…+P(y=mx)
(1)

式中:P(y≥jx)表示等级不小于j的累计概率,对
上式进行Logit变换,可得:

LogitPj =Logit[P(y≥j|x)]=

ln P(y≥j|x)
1-P(y≥j|x)

,(j=1,2,…m-1)(2)

OrderedLogit回归定义为:

LogitPj =Logit= [P(y≥j|x)]=-∝j+

∑
n

j=1
βjxi,(j=1,2,…m-1;i=1,2,…,n)

(3)
即为

P(y≥jx)= 1
1+exp(-∝j+∑

n

j=1βjxi)
(4)

式中:解释变量xi 包括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家庭特

征、消费者认知、消费习惯和消费感受,其中消费者

认知分为对QS产品标识的认知、对有机产品标识

的认知和对绿色产品标识的认知,均采用Likert五

级量表进行测度。考虑到异方差的影响,本研究采

用稳健标准误。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从orderedlogit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

的 Waldchi2(15)=212.57,Prob>chi2=0.0000,
表明模型整体回归效果良好,模型整体在1%置信

水平上显著。从结果来看,消费者性别、年龄、健康

状况、对QS农产品标识认知、对有机农产品标识认

知、对绿色农产品标识认知、购买马铃薯地点和对马

铃薯品质感知对绿色鲜食马铃薯溢价支付水平有显

著影响,各变量的边际效用如表2所示。

3.1 行为态度变量对绿色鲜食马铃薯溢价支付意

愿的影响

行为态度变量中消费者对马铃薯品质感知在

5%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估计系数为

正;虽然消费者常去购买马铃薯地点仅在10%的置

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为负,但依然可以

说明研究假设H1成立。在其他解释变量保持不变

的前提下,消费者常去购买普通马铃薯地点从大中

型超市变为菜农处时,即消费者获得普通马铃薯的

便利程度越高,其为绿色鲜食马铃薯支付溢价的意

愿越高,这也符合日常生活中消费者认为菜农或社

区小超市的蔬菜更为新鲜和健康的共识。消费者对

普通马铃薯品质感知每提升一单位时,其为绿色鲜

食马铃薯支付“>50%~100%”和“>100%”溢价的

意愿分别提高1.88%和1.29%。因此,优化社区周

边“菜篮子”布局和提高市场上普通马铃薯质量有助

于提升消费者绿色鲜食马铃薯溢价支付意愿。

3.2 主观规范变量对绿色鲜食马铃薯溢价支付意

愿的影响

主观规范变量中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标识认知

和绿色农产品标识认知变量分别通过了5%和1%
的显著性检验,系数均为正,表明在其他解释变量不

变的前提下,主观规范变量对消费者的绿色鲜食马

铃薯溢价支付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设 H2
成立。虽然消费者对 QS产品标识认知仅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检验,但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验证

前述结论。具体来看,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消
费者对有机农产品标识认知程度每上升1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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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消费者对绿色鲜食马铃薯溢价支付水平的有序Logit模型估计结果

Table2 Estimationresultsoftheorderedlogitmodelofconsumers’willingnesstopaypremiumofgreenfresh-potato

解释变量   
Independentvariables   

系数

Coefficients

不同溢价水平下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

Marginaleffectsofindependentvariablesatdifferentpremiumlevels

0~10%
>10%~
30%

>30%~
50%

>50%~
100%

>100%

性别 -0.5771**

(-2.58)
0.0196**

(2.42)
0.0444**

(2.56)
-0.0112**

(-2.29)
-0.0313**

(-2.56)
-0.0214**

(-2.44)

年龄 0.2293*

(1.82)
-0.0078*

(-1.79)
-0.0176*

(-1.82)
0.0045*

(1.71)
0.0124*

(1.79)
0.0085*

(1.86)

受教育程度 0.2116
(1.46)

-0.0072
(-1.47)

-0.0163
(-1.43)

0.0041
(1.42)

0.0115
(1.42)

0.0079
(1.46)

个人特征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个人收入水平 -0.0453
(-0.32)

0.0015
(0.32)

0.0035
(0.32)

-0.0009
(-0.32)

-0.0025
(-0.32)

-0.0017
(-0.32)

婚姻状况 -0.0801
(-0.21)

0.0027
(0.21)

0.0062
(0.21)

-0.0016
(-0.21)

-0.0043
(-0.21)

-0.0030
(-0.21)

健康状况 0.2936**

(2.08)
-0.0100*

(-1.97)
-0.0226**

(-2.10)
0.0057**

(2.12)
0.0159**

(1.99)
0.0109**

(2.06)

所在城市 0.1114
(0.78)

-0.0038
(-0.77)

-0.0086
(-0.78)

0.0022
(0.76)

0.0060
(0.78)

0.0041
(0.78)

家庭特征

Family
characteristics

家庭人数
0.0650
(0.68)

-0.0022
(-0.68)

-0.0050
(-0.68)

0.0013
(0.66)

0.0035
(0.69)

0.0024
(0.68)

家中是否有婴儿
-0.1235
(-0.45)

0.0042
(0.45)

0.0095
(0.45)

-0.0024
(-0.45)

-0.0067
(-0.45)

-0.0046
(-0.45)

对QS农产品标识

认知

0.2065*

(1.93)
-0.0070*

(-1.95)
-0.0159*

(-1.90)
0.0040**

(2.00)
0.0112*

(1.87)
0.0077*

(1.89)

消费者认知

Recognition
ofproduce

对 有 机 农 产 品 标

识认知

0.2008*

(1.78)
-0.0068*

(-1.77)
-0.0154*

(-1.73)
0.0039*

(1.65)
0.0110*

(1.75)
0.0075*

(1.73)

对 绿 色 农 产 品 标

识认知

2.3546***

(10.97)
-0.0799***

(-6.91)
-0.1811***

(-14.88)
0.0458***

(5.00)
0.1278***

(12.01)
0.0874***

(8.06)

消费习惯

Consumption
habits

购 买 普 通 马 铃 薯

的地点

-0.1672*

(-1.77)
0.0057*

(1.74)
0.0129*

(1.72)
-0.0033
(-1.54)

-0.0091*

(-1.75)
-0.0062*

(-1.77)

消费感知

Consumer

perception

对 普 通 马 铃 薯 品

质的感知

0.3462*

(1.96)
-0.0117*

(-1.92)
-0.0270*

(-1.89)
0.0067
(1.62)

0.0188**

(1.95)
0.0129**

(1.97)

  注:*P<0.01,**P<0.05,***P<0.1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是z统计量。

Note:***,**and*denotesignificanceatthe1%,5%and10%levels,respectively.Z-statisticsarepresentedinparenthe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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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绿色鲜食马铃薯“>30%~50%”“>50%~
100%”和“>100%”的溢价支付意愿将分别提高

0.39%、1.10%和0.75%。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

下,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标识认知程度每上升一个

单位,其对绿色鲜食马铃薯“>30%~50%”“>50%~
100%”和“>100%”的溢价支付意愿将分别提高

4.58%、12.78%和8.74%。可见,虽然消费者对3
类农产品质量标识的认知都能提高其溢价支付意

愿,但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标识认知的影响最明显,
远高于对其他两类标识认知的作用。鉴于此,相关

部门应提高绿色农产品标识的宣传,扩大社会影响

力,提高公众认知水平。

3.3 知觉行为控制变量对绿色鲜食马铃薯溢价支

付意愿的影响

知觉行为控制变量中性别和健康状况变量均通

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前者系数为负,后者系数为

正,表明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前提下,性别对消费

者的绿色鲜食马铃薯溢价支付意愿有负向影响,健
康状况的影响均为正,研究假设 H3成立。虽然年

龄变量仅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但
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仍会对消费者溢价支付

意愿有正向影响。具体来看,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前

提下,消费者的性别为女时,对“0~10%和>10%~
30%”溢价区间,其支付意愿将分别提升1.96%和

4.44%;而对其他溢价区间,其支付意愿将分别下降

1.12%、3.13%和2.14%。在家庭角色中,女性一

般负责家庭食品的采购,相对理性,且对各类农产品

比较熟悉,进而导致其对绿色鲜食马铃薯的溢价有

较为理性的判断,支付更高溢价的意愿相对较低。
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前提下,消费者健康状况每

提升一个单位,其对绿色鲜食马铃薯“>30%~
50%”、“>50%~100%”和“>100%”的溢价支付意

愿分别提高0.57%、1.59%和1.09%。身体健康关

乎每个消费者的切身利益,身体状况越是健康的消

费者越注重农产品的安全和健康,进而对绿色鲜食

马铃薯的高溢价支付意愿越强。因此,绿色农产品

可以紧扣健康、品质理念进行宣传,提高消费者的溢

价接受水平。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城市

消费者调查数据,运用orderedlogit模型研究了消

费者对农产品标识认知和消费习惯对绿色鲜食马铃

薯溢价支付意愿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受访者平均溢价支付水平为1.87,处 在

10%~30%,整体水平较低;分地区来看,北京市溢

价支付水平(1.96)最高,其次是成都市(1.88)和郑

州市(1.73)。这一结果反映出绿色农产品溢价支付

意愿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关。

2)行为态度对城市消费者绿色鲜食马铃薯溢价

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消费习惯对绿色鲜食马

铃薯溢价支付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消费感知对绿

色鲜食马铃薯溢价支付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相

较消费习惯,消费感知对绿色鲜食马铃薯溢价支付

意愿的影响程度更大。

3)主观规范会显著影响城市消费者对绿色鲜食

马铃薯溢价支付意愿。具体来说,QS、有机和绿色

产品标识认知水平均会对绿色鲜食马铃薯溢价支付

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绿色产品标识认知水平

对绿色鲜食马铃薯溢价支付意愿的影响程度高于其

他两种产品标识。

4)知觉行为控制也会对绿色鲜食马铃薯溢价支

付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其中,性别、年龄和健康状况

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性别和健康状况的影

响更为明显,而例如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水平、职
业等变量对其的影响并不显著。

4.2 政策启示

1)加强绿色农产品价值方面的宣传,提高社会

对绿色农产品的认知水平。大力宣传绿色农产品营

养价值、安全健康等方面的知识,提升社会公众对绿

色农产品的认知水平和消费意愿,促进消费者对绿

色农产品溢价支付意愿的提高。

2)建设绿色农产品专用批发市场,合理布局大

中型超市,增加社区、居民点周围果蔬商店数量,扩
大线下绿色农产品销售覆盖范围,设立绿色农产品

线上专营平台,提升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的可及性

和购买体验。

3)强化绿色农产品标识认证管理体系,建立绿

色农产品入市质量复查制度,严把质量准入门槛。
利用各类媒体平台,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绿色

农产品标识所代表的安全属性和绿色属性,扩大社

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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