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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对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与作用机理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对大学生

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认为大学生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大学生对待不同类型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程度也具有差异性。在食品安全风险感知上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才能够营造良好的食品环境，因此，提升我国食品安全，应当努力构建推进风险应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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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 (ISM) was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and 
mechanism of each fact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
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perception of food safety risk,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college 
students’ perception of food safety risk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and college students’ percep-
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food safety risk is also different. The perception of risk in food safety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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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orts of whole society to build a good food environment, therefore, to improve our food safe-
ty, we should build to promote the risk respon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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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基础，食品安全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

断加快，食品行业也呈现出蓬勃生机，但在发展的背后也存在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1]。食

品安全影响大学生的身体健康，影响食品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与社

会稳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总体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对食品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食

品行业发展快速，市场上食品种类多种多样，食品安全问题也层出不穷，日益成为我国国民关注的重要

焦点事件之一。据此，有许多的专家学者对食品安全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丰富成果。从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暴露出的问题和现状调查分析来看，我国食品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

的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与身体健康，例如之前的“非洲猪瘟”事件，酒鬼酒“甜蜜素”

事件，人造肉，染色馒头、地沟油事件等热点问题[2]，更甚在近期“315 晚会”上出现的土坑酸菜事件，

这些都牵动着我们对食品安全的信任的心，也对我国食品行业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2. 资料和方法 

2.1. 资料来源：问卷调查 

有关大学生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及应对策略的研究以大学生为主要调研对象，运用网络对大学生进行

随机的问卷调查，以大学生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在问卷调研中选择了不同年龄，不同城市，不同学

历水平的大学生进行调研。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问卷的整理统计，通过在线发放问卷，线上填写，回收

问卷 170 份。 

2.2. 研究方法：ISM 模型原理 

解释结构模型(ISM 模型)是一种利用数学形式上的拓扑运算对复杂的社会系统进行简化分析的方法

[3]，在针对大学生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分析中，涉及多种因素的复杂关系研究，运用解释结构模型来分

析用户采纳行为具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ISM 相关建模步骤如下：通过问卷调查，梳理总结对大学生风

险感知行为有关影响因素，厘清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根据逻辑关系的不同构建邻接矩阵进而计算其可

达矩阵，将可达矩阵划分为不同层级，最终构建出多层级框架结构的解释结构模型[4]。 

3. 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3.1. 因素确定 

通过已有研究整理分析，筛选出影响大学生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因素，对大学生发放问卷从问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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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内外部因素，最后通过 ISM 分析小组确定以下影响因素，具体内容如下图表 1 所示。 
 

Table 1.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food safety risk perception 
表 1. 大学生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 

分类 编码 影响因素 样本量 百分比 

内部因素 

S1 自身食品安全的认识 116 68.2% 

S2 是否影响健康 131 77.1% 

S3 花费时间成本 70 41.2% 

S4 亲友看法 82 48.2% 

S5 自身对风险熟悉程度 102 60.0% 

外部因素 

S6 食品的信息完整度 125 73.5% 

S7 相关部门的管理活动 105 61.8% 

S8 政府监管力度 114 67.1% 

S9 相关信息公开程度 125 73.5% 

S10 企业质量认证 115 67.6% 

S11 突发食品安全事件 128 75.3% 

源：根据问卷自制。 

3.2. 模型构建 

1) 建立邻接矩阵。通过 ISM 分析小组调查访问，进行意见征询，在确保研究科学合理的基础上对各

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确定，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邻接矩阵 A。行因素为 Si，列因素为 Sj，若 Si
对 Sj 有影响，则用“1”表示；若 Si 对 Sj 无影响，则用“0”表示[5]。如下表 2。 

 
Table 2. Adjacency matrix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food safety risk perception 
表 2. 大学生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邻接矩阵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 1 1 0 0 0 1 0 0 1 1 1 

S2 1 1 0 0 0 1 0 0 1 0 1 

S3 0 0 1 0 0 0 0 0 0 0 0 

S4 0 0 0 1 0 0 0 0 0 0 0 

S5 0 0 0 0 1 0 0 0 0 0 0 

S6 0 1 0 0 0 1 0 0 0 0 0 

S7 0 0 0 0 0 0 1 0 0 0 0 

S8 0 1 0 0 0 0 1 1 0 1 1 

S9 0 1 0 0 0 0 1 1 1 0 1 

S10 0 0 0 0 0 0 0 1 0 1 1 

S11 0 1 0 0 0 0 0 1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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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可达矩阵。结合布尔运算法则，根据公式 ( ) ( ) ( ) ( )1 1 2R n n nA I A I A I A I+ −= ≠= + ≠+ + +

A I≠ = 根据布尔运算法则，矩阵 R 可称为可达矩阵[6]，运用 Excel 对可达矩阵进行求解，如下表 3 所示。 
 

Table 3. Reachable matrix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food safety risk perception 
表 3. 大学生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可达矩阵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 1 1 0 0 0 1 1 1 1 1 1 

S2 1 1 0 0 1 0 1 1 1 1 1 

S3 0 0 1 0 0 0 0 0 0 0 0 

S4 0 0 0 1 0 0 0 0 0 0 0 

S5 0 0 0 0 1 0 0 0 0 0 0 

S6 1 1 0 0 0 1 0 0 1 0 1 

S7 0 0 0 0 0 0 1 0 0 0 0 

S8 1 1 0 0 0 1 1 1 1 1 1 

S9 1 1 0 0 0 1 1 1 1 1 1 

S10 0 1 0 0 0 0 1 1 0 1 1 

S11 1 1 0 0 0 1 1 1 1 1 1 

 
3) 可达矩阵层级关系划分。依据可达矩阵 R，获得可以到达各行的列要素集合为 A(Si)，即先行集；

可以到达各列的行要素集合为 R(Si)，即可达集；行与列相互到达的集合为 C(Si) = R(Si) ∩ A(Si)，如下表

4。 
 

Table 4. Results of reachable set, antecedent set and their intersection 
表 4. 可达集、先行集及两者交集结果 

 R(si) Q(sj) R(Si) ∩ Q(Sj) 

S1 1，2，6，7，8，9，10，11 1，2，6，8，9，11 1，2，6，8，9，11 

S2 1，2，5，7，8，9，10，11 1，2，6，8，9，10，11 1，2，6，8，9，10，11 

S3 3 3 3 

S4 4 4 4 

S5 5 2，5 5 

S6 1，2，6，9，11 1，6，8，9，11 1，6，9，11 

S7 7 1，2，7，8，9，10，11 7 

S8 1，2，6，7，8，9，10，11 1，2，8，9，10，11 1，2，8，9，10，11 

S9 1，2，6，7，8，9，10，11 1，2，6，8，9，11 1，2，6，8，9，11 

S10 2，7，8，10，11 1，2，8，9，10，11 2，8，10，11 

S11 1，2，6，7，8，9，10，11 1，2，6，8，9，10，11 1，2，6，8，9，10，11 

 
4) 解释结构模型构建。通过对可达矩阵的层级划分，可以构建出大学生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解释结

构模型，如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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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nfluencing factor model of college students’ food safety risk perception 
图 1. 大学生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模型 

3.3. 模型分析 

由解释结构模型分析可知，13 个影响大学生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构成一个 4 层阶梯系统。

ISM 模型显示，风险感知影响因素呈“三层阶梯结构”，分别为内外部影响因素。各层级的具体含义和

内容如下：第三层主要从个体感知出发，自身对风险熟悉程度、花费时间成本、亲友看法，第二层主要

是从外部因素对行为的影响，可用看出食品的信息完整程度、政府监管力度、相关信息公开程度、企业

的质量认证都会影响大学生风险感知水平；第一层涵盖较多，包括内外部因素：自身食品安全认识、是

否影响个人健康、突发的食品安全事件都明显影响大学生风险感知。突发食品安全事件、个人对食品安

全的认识、政府监管、信息公开程度会使我们大大增加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意识，信息公开程度也是大

学生对食品安全最直观的感知。 

4. 对策建议 

经过以上对 ISM 模型分析可得，不同因素对大学生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程度不同，为了提升对食品安

全风险领域的认识，基于此，本文从不同主体出发提出完善食品安全领域的对策建议。 
(一) 消费者方面：保持客观、理性的行为选择 
在现实生活中，决定购买行为的因素有很多，面对食品安全，要慎重考虑。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

面对繁多的标识，大部分消费者缺少食品信号的关注，此外，在信息庞大和飞速传播的时代，虚假夸大

的信息，也模糊消费者的选择，辨别信息的可靠性，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要认真对待有关部门对食品

质量安全标识以及相关食品质量安全知识方面的宣传和普及教育工作，从而在思想和行动上关注和重视

食品安全，在理性、客观的前提下做出购买行为，全社会成员保持理性客观的购买行为，达成全社会安

全的食品购买共识，食品安全风险就难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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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业层面：加强产品质量认证建设，强化行业协会监管 
食品质量是食品安全的永恒的问题，食品质量认证建设是检验食品安全与否的重要指标之一。一方

面，企业要加强产品认证方面的严谨性，严格实行一物一码，此外还要建立相应条形码的查询渠道，企

业要保证生产流程的规范性，实施生产责任制，每个生产者都有责任，这样不但可以形成相互监督的生

产环境，还有利于食品的安全生产。另一方面，监督是降低犯罪率的重要举措之一，要建立食品行业协

会，提高其监管能力，可以定期开展行业监督纠察大会，互相沟通学习，另外，行业协会要制定一套标

准严格的监管体系，对企业起到约束作用，不搞形式主义，切实落实监督工作，形成食品行业之间的互

相监督的环境。 
(三) 媒体层面：规范宣传报道，充分发挥宣传教育优势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大众传媒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些媒体捕风抓影，散布未

经证实的虚假信息，给大学生带来了困惑，真假难辨，因此规范宣传报道，对于充分发挥宣传教育作用

尤为重要。一方面要发挥主流媒体在宣传教育方面中的导向性作用，加强自身的规范性建设，真实准确

传达信息；另一方面，对于发布与事件相关词条、敏感事件的文章要进行严格的审核，以免谣言的产生，

可以建立文章发布审核机制和言论责任制，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审核可以更好的规范宣传报道。 
(四) 政府层面：加强食品行业监管，优化监管模式 
监管是食品安全中重中之重的环节，政府有力的监管可以有效的避免食品安全风险的发生，目前，

我国在监管方面各自为营,各监管主体之间缺乏沟通交流，虽然在食品的各个方面，都有采取一定的监管

措施，但是由于个体和专业水准的差异性，监管的主要作用仍然不明显，因此，加强食品行业监管，需

要优化监管模式。另外还应该完善第三方监管，充分发挥第三方监管平台的作用，建立专家监管制度，

由于食品安全风险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因此很有必要加强专家学者对食品安全进行专业性的监督,此外，

政府还应当细化监管流程和监管内容，建立监管档案，明确填写食品审查具体指标数据，监管具体内容

等，从而有效防止形式主义的发生。还可以拓宽监管渠道，建立线上线下监管平台，增强监管力度。 

5. 总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大学生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结构模型进行分析，首先影响大学生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因

素有很多，其中较为明显的是自身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认识和突发的公共食品安全事件会对大学生产

生明显的风险意识，此外，食品信息完整度、政府监管、企业质量认证等也会影响大学生食品安全风险

感知，最后花费时间成本，亲友对食品风险看法，自身风险熟悉程度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大学生食品安

全风险感知，本文通过对大学生群体进行分析，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食品安全主体，从众多因素出发，通

过问卷调查，提出具有影响的因素，但食品安全影响因素还有许多，并未穷尽，这也是本文的不足之处，

今后可以运用更加丰富的方法探究食品安全影响因素。此外本文从不同主体出发，提出完善食品安全的

相关建议，随着食品行业的不断发展与完善，食品安全领域也有更长足的发展，对此方面的研究也有待

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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