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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陕西省消费者实地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从微观消费视角，分析影响苹果质量安全的主

要因素，结果表明：消费者年龄、月收入和苹果的新鲜程度、农药残留、化肥使用、裹蜡和激素催熟等

7个因素对消费者苹果质量安全认知有显著影响。而消费者的性别、家庭人口数量、学历和苹果转基因

等因素影响不显著。依据研究结果提出可行性建议，促进陕西省苹果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升陕西省

苹果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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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 the probit model to analyz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ap-
ple by using the field survey data of consumers in Shaanxi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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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consump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age, monthly income, freshness of apple, pesticide residue, 
fertilizer use, wax coating and hormone ripening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consumer’s cognition 
of apple quality and safety. However, factors such as sex of consumers, number of family member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apple transgenic are not significan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feasibl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pple industry and to en-
hance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apple industry in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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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在中国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将眼光集中于食品的质量安全。

陕西省作为中国苹果生产大省，苹果产业发展仍然存在安全质检制度不健全、产业化程度低等制约苹果

质量安全的问题[1]。按照国际惯例，采摘鲜果须在 24 小时内进入气调库，鲜发市场的苹果应经预冷然后

进入车间包装上市，以保证消费终端果品的品质。但由于受限于粗放型的生产经营方式，多数新鲜苹果

在采摘后未经分级且露天堆放，导致鲜果的失水率达到 5%，影响消费者的感知和心理价值，从而导致市

场竞争力的削弱[2]。因此，宣传及推广质量安全概念，建立“生产–供应链–销售”等协调产业内部农

户、协会、企业和政府职能部门的质量提升体系，利用绿色果品生产基地以环保概念作为陕西省苹果产

业价值创新的契机，增强竞争力，占据国内外的高端市场，对于推进陕西省苹果产业发展及农村经济结

构的调整，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苹果产业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关于农产品和苹果的质量安全问题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农业生态安全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之间

的关系研究，通过对产地环境相关指数进行多点位检测分析，基于溯源追责认证的视角，从法律规定管

理体制、技术法规、检验检测、认证认定和标识追溯等方面为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机制的建立提供

可操作依据[3]。另一方面主要从农户的生产行为着手，依据农户行为、信息不对称和政府政策理论，探

究农户对苹果的生产行为对苹果质量安全的影响[4]。以上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经验借鉴，但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的描述，对于依靠商标、品牌、广告等信息载体和信息传递途径

去传递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基于微观消费视角，分析影响陕西省苹果消费质量

安全的相关因素，提出可行性建议，促进陕西省苹果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升陕西省苹果产业的市场

竞争力，提升陕西苹果的安全质量、竞争力，以适应国际化的市场需求。 

2. 数据来源、研究设计及结果分析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调查采用实地调研和电子调查问卷相结合的形式。问卷调查的范围主要是关中(西安市未央

区、雁塔区)、陕北(延安市洛川县、安塞县)、陕南(渭南市大荔县、白水县)，针对本小组所需了解的陕西

省苹果销售情况等问题设计问卷。本小组在 2021 年 10 月 11 月，通过发放纸质问卷和网上调研两种途径，

纸质问卷面向陕西省各地区普通大众，网上问卷通过“问卷星网上问卷平台”发放，截至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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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共发实地调研问卷 300 份，有效问卷 285 份，有效率为 95%；电子问卷 150 份，有效问卷 140 份，

有效率为 93.3%；共计有效问卷 425 份。 
问卷总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共设计 11 个题项。消费者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学历、人口数、

收入、职业；影响质量安全的相关因素包括新鲜程度、农药残留、转基因、化肥使用、裹蜡等。通过这

些问题了解陕西省消费者的对于苹果的消费情况，为探索陕西省陕北、关中和陕南不同地区的消费者的

质量认知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二) 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以消费者对目前市场上苹果质量安全信任程度为因变量，以苹果的新鲜程度、农药残留、

转基因、化肥使用、裹蜡、激素催熟以及消费者的人口统计特征为自变量，采用 Probit 模型，分析影响

消费者质量安全认知的主要因素。具体模型构建如公式(1)所示：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y fresh pesti trans chemi wax horms
sex age educa popul incom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 + + + + +

              (1) 

公式(1)中，yi为消费者对苹果质量安全的信任程度，fresh 为消费者对苹果新鲜程度的认知，pesti 为消费

者对农药残留的认知程度，trans 为消费者对转基因苹果的认知程度，chemi 为消费者对苹果化肥使用情

况的认知程度，wax 为消费者对鲜苹果裹蜡的认知程度，horms 为消费者对苹果激素使用情况的认知程度，

sex、age、educa、popul、income 分别代表消费者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口数量和收入水平，

β 和 ε 分别代表截距项和随机误差项。本文将利用 Eviews13.0 计量软件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变量选

取及赋值如表 1 所示。 
 
Table 1. Variable selection and sample assignment 
表 1. 变量选取及样本赋值 

变量 变量赋值定义 变量性质 

信任程度 不信任 = 1；比较不信任 = 2；一般信任 = 3；比较信任 = 4；非常信任 = 5 有序变量 

新鲜程度 不重要 = 1；比较不重要 = 2；一般重要 = 3；比较重要 = 4；非常重要 = 5 有序变量 

农药残留 不重要 = 1；比较不重要 = 2；一般重要 = 3；比较重要 = 4；非常重要 = 5 有序变量 

转基因 不重要 = 1；比较不重要 = 2；一般重要 = 3；比较重要 = 4；非常重要 = 5 有序变量 

化肥使用 不重要 = 1；比较不重要 = 2；一般重要 = 3；比较重要 = 4；非常重要 = 5 有序变量 

裹蜡 不重要 = 1；比较不重要 = 2；一般重要 = 3；比较重要 = 4；非常重要 = 5 有序变量 

激素催熟 不重要 = 1；比较不重要 = 2；一般重要 = 3；比较重要 = 4；非常重要 = 5 有序变量 

性别 女性 = 0；男性 = 1 虚拟变量 

年龄 调研测度的实际值 实际取值 

受教育水平 X3 初中及以下 = 1；高中或者中专 = 2；大专及以上 = 3 有序变量 

家庭人口数量 调研测度的实际值 实际取值 

月收入 ≤1000元 = 1；1001~2500 元 = 2；2501~3500 元 = 3； 
3501~5500 元 = 4；5501~8000 元 = 5；≥8000元以上 = 6 有序变量 

 
(三) 研究结果 
上述模型主要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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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model 
表 2. 模型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参数估计值 参数标准差 统计量 双侧概率 

fresh 0.7546 0.0620 −1.2169 0.0224 

pesti −0.1232 0.0594 −2.0728 0.0382 

trans −0.0046 0.0529 −0.0867 0.9309 

chemi −0.1151 0.0501 −2.2979 0.0216 

wax −0.0671 0.0620 −1.0820 0.0399 

horms −0.0980 0.0574 −1.7071 0.0878 

sex −0.0202 0.0674 −0.3002 0.7640 

age 0.0052 0.0044 1.1930 0.0478 

educa −0.0286 0.0548 −0.5228 0.6011 

popul 0.0209 0.0265 0.7895 0.4298 

income 3.4564 0.4379 −1.8965 0.0579 

注：*、**、***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消费者年龄、月收入和苹果的新鲜程度、农药残留、化肥使用、裹蜡和激

素催熟 7 个因素与消费者对苹果质量安全认知有着显著影响。而消费者的性别、家庭人口数量、学历和

苹果转基因与消费者的认知影响因素不显著。两个临界点的估计值分别是 8.9153 和 12.0675，整体来看，

模型整体效果较好。 
从模型结果中核心变量的影响程度来看，首先，新鲜的苹果不仅外表诱人，新鲜苹果覆盖的营养价

值也是相当的高，模型结果表明，在 10%的显著性下，消费者对苹果的新鲜程度认知每增加 1 单位，其

对苹果的质量安全信任程度则增加 0.7546 个单位，苹果越新鲜，消费者的质量安全信任程度越高。   
其次，消费者对苹果农药残留的认知对其质量安全的信任程度影响为−0.1232，即消费者对农药残留

的认知每增加 1 单位，其对苹果的质量安全信任减少 0.1232 个单位，表明苹果的农药残留已经成为影响

苹果质量安全信任程度的主要负面因素。 
第三，消费者对苹果种植过程中化肥使用认知对其质量安全的信任程度影响为−0.1151，即消费者对

化肥使用的认知每增加 1 单位，其对苹果质量安全信任程度就减少 0.1151 个单位，虽然化肥能够为苹果

生长提供必要的矿物和无机元素，但化肥过量使用已成为消费者的普遍共识，也成为影响消费者苹果质

量安全信任程度的重要因素。 
第四，消费者对裹蜡和激素催熟认知对其质量安全的信任程度影响分别为−0.0671 和−0.0980，都表

明，随着裹蜡和激素催熟使用量的增加，消费者对苹果的质量安全信任就越低，众所周知，苹果表面的

工业蜡长期摄入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甚至会引发未知的疾病危机。 
最后，消费者对苹果转基因对其质量安全的信任程度影响并不显著。主要是由于陕西苹果市场上并

没有转基因苹果，消费者在国内媒体或者社交渠道并没有了解到苹果转基因危害性的相关报道，导致多

数消费者对转基因苹果的概念比较模糊，从而导致该因素对消费者苹果质量安全认知的影响不显著。 
从控制变量影响程度的比较来看，首先，消费者的收入是影响消费者信任程度的主要因素，并在 10%

水平下显著通过，表明消费者的收入每增加 1 单位，对苹果的质量安全认知程度会增加 3.4564 个单位，

这也符合实际情况，消费者的经济水平决定了消费水平和品味层次和消费层次，也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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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水平，收入高的群体更会享受生活，在苹果的消费上，更看重质量安全。 
其次，消费者年龄变量的影响系数是 0.0052，表示消费者年龄越增加 1 单位，质量安全认知就会增

加 0.0052 个单位，表明消费者的认知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在逐渐增长。一般地来说，一个人的年龄的

变化与其心态和阅历成正比，年龄越小，购买苹果时，考虑的更多是口感和外表，而年龄越长，阅历较

丰富的人，会更加注重苹果的安全和质量。 
最后，在消费者个人属性的几个变量中，性别、家庭人口数量和受教育程度对消费者苹果质量信任

的影响不显著，主要是由于女性相比于男性，更多负责家庭日常家庭购买的角色，而女性细心细腻的性

格特点决定了其更加关注家庭人的身体健康。而男性日常对苹果的安全知识了解甚少，因此信任程度不

明显；家庭人口数量对消费者对苹果信任程度的影响不显著。表明并不是家庭人口越多，消费者对苹果

质量的信任程度就越高；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对消费者质量安全认知的影响不显著，主要是由于随着经

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普偏提高，即使学历不高，依然对生活品质要求较高，人们追求更安全更健

康的生活，因此在消费苹果上，不管是学历高还是低，消费者更愿意买到有质量，安全健康的苹果。 

3.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陕西省消费者实地调研数据，从微观消费视角，分析影响苹果质量安全的主要因素，结果

显示在消费者个人特征中消费者年龄和月收入对消费者苹果质量安全认知有正向影响，而消费者的性别、

家庭人口数量、学历对消费者苹果质量安全认知影响不显著；苹果的新鲜程度对消费者苹果质量安全认

知有显著正向影响；苹果的农药残留、化肥使用、裹蜡和激素催熟等因素对消费者苹果质量安全认知有

显著负向影响，苹果转基因因素对消费者苹果质量安全认知影响不显著。本文依据研究结果，针对促进

陕西省苹果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升陕西省苹果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 构建协同创新机制，整合科技资源 
通过建立苹果产业协同创新机制，整合陕西省优质农业科技资源，推广和实施无公害和绿色苹果生

产环境和技术。一方面，政府要完善相应的农产品食品安全法律政策，构建全产业链环节的重金属、农

药残留、化肥使用量及病害虫的检测机制，同时，需要对苹果种植户给予相应的种植培训和指导[5]。另

一方面，发展和壮大一批与果农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龙头企业，更科学地指导农民按市场需求，

进行标准化生产管理。同时，加大对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研发的支持，提高苹果生产的安全保障。 
(二) 完善苹果产业标准，提升果品品质 
在陕西省的苹果主产区建立苹果产业无公害种植示范基地，加强对农药和化肥等生产必须投入品的

监督和管理，制定无公害基地苹果生产技术规程，加强对生产基地环境质量的监测评价，完善国家苹果

产业生产安全标准[6]。在运输和二次加工过程中，加强储运管理，避免二次污染，提升陕西省苹果的果

品品质，从而提高陕西省苹果产业的总体竞争力[7]。 
(三) 扶持苹果专业合作组织，加强市场建设 
要充分注重培育发展苹果专业合作社组织，提高果农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环境质量

监测技术和病虫防害防治技术研究，将先进的现代商业信息通过专业合作组织嫁接至种植户，将传统的

田间堆砌式的销售方式[8]，通过“直播”、“互联网+”等方式由批发延伸至零售领域，通过完善农村

电商基础设施，打造“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让农民参与生产和销售革新，把小生产与大市场对

接起来，增强陕西果业总体活力。 
(四) 加强政府监督力度，引导居民理性消费 
要调整和优化保障体系，加大苹果质量安全的宣传普及，提高消费者安全意识。政府应引导商家完

善服务质量，改善整个消费环境和消费习惯对水果产品消费影响较大，政府应适当加大对水果营养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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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传[9]，鼓励城乡居民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提高消费者的维权和鉴别能力，以及提高果农苹果质量

安全认知程度，提供安全培训技术，加大对加工企业和再加工企业的监督，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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