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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mushroom industry is growing in importance because of its good social, eco-
nomic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However, the current domestic per capita annual consumption of 
edible mushroom is still low. There is a certain degree of surplus production in mushroom indus-
try. It desiderates to do a targeted marketing through researching of consumer market to improve 
consumption of edible mushroom and to promote the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u-
shroom industry in China. Based on the data from spot investigation about mushroom-consumers 
in Beij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sumer behavior about edible mu-
shroom with an ordinal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indicate as follows: consumers’ purchase 
frequency and volume of edible mushroom are generally low in Beijing at present; smells, pesti-
cide residues, product understanding degree, introduction of relatives and friends and packag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consumer behavior of purchase frequency and volume of edible mushroom; 
besides, purchase frequency is also influenced significantly by health and safety, place to buy, 
brand understanding degree and the factor that is whether there are kids in family or not; pur-
chase volume is also influenced significantly by family size and color. According to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it should strengthen mushroom knowledge propaganda and 
brand cultivation and extension, market supervision, beautify the edible fungus product packag-
ing and carry mushroom market se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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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食用菌产业因其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产业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当前国

内人均食用菌年消费量仍偏低，食用菌产业存在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亟需通过消费市场研究来有针对

性地进行营销，提升食用菌消费，推进我国食用菌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基于北京市食用菌消费者调

研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食用菌消费行为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北京市消费

者的食用菌购买频率和购买量均普遍较低，气味、农药残留、产品了解度、亲朋介绍、包装对消费者的

食用菌购买频率和购买量均影响显著；食用菌购买频率同时还受卫生安全、购买地距离、品牌了解度、

是否有小孩同住的显著影响；食用菌购买量同时还受家庭人口数、色泽的显著影响。据此提出要加强食

用菌知识宣传和品牌培育推广，强化食用菌市场监管，美化食用菌产品包装，细分食用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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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用菌产业进入蓬勃发展时期，产量、产值连年快速增长，据中国食用菌协

会统计调查，2014 年我国食用菌总产量达到 3270 万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80%，总产值达 2058.1 亿元，

出口总量为 58.2 万吨(干、鲜混计)，创汇 29.06 亿美元，产量、产值、出口均呈增长态势[1]。如今，食

用菌产业已发展成为我国继粮、菜、果、油之后的第五大农作物，在我国发展生态农业，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然而，我们在看到食用菌产量不断增加的同时，还应认识到，当前我国

食用菌人均消费量仍较低，各地食用菌滞销现象时有发生。虽然近年来随着“一荤一素一菇”饮食新理

念的推广，食用菌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消费量在逐年增加，但从整体来看，消费量的增速还未跟上产

量的增速，这使得我国食用菌产业存在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2]。为了推进我国食用菌产业的持续健康发

展，有必要对食用菌消费市场进行研究，深入分析影响食用菌消费行为的因素，从而针对性地强化营销，

促进食用菌消费。而都市作为我国食用菌的主要消费地区，食用菌市场化发展相对成熟，食用菌消费市

场具有较大的拓展空间，故对都市的食用菌消费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对食用菌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献研究显示，关于食用菌消费方面的研究近几年才开始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目前研究仍主要

集中于食用菌认知、消费偏好、消费需求等方面的描述性统计分析[3]-[9]，尚缺乏对食用菌消费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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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层次定量分析。 
由此，本文选取北京市的食用菌消费者为调研对象，在对调查问卷进行规范化设计的基础上通过实

地调查获取一手数据，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定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都市食用菌消费行为及影

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此为食用菌市场发展提出可行性对策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模型构建 

由文献研究，食用菌消费行为研究可以围绕两方面进行，一是消费者“是否购买过”[10]或“是否愿

意购买”[11] [12]的二元选择，二是消费者的购买强度(购买量或购买频率) [13] [14]。而本文的研究对象

是购买过食用菌的消费者，故选择围绕消费者的购买强度（购买频率与购买量）进行食用菌消费行为影

响因素分析，其中将购买频率分为“偶尔购买一次”、“一周购买 1~2 次”、“一周购买 3 次及以上”

三类，将购买量分为“每次购买半斤以下”、“每次购买半斤到 1 斤”、“每次购买 1 斤以上”三类。 
由于食用菌购买频率和购买量均为多分类次序反应变量(即分类数 > 2)，且数据为离散数据，故可以

运用专门用于分析次序反应变量的定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研究，在类似问题的研究中，有学者同样

采用了该模型进行分析[13]。该模型中包含两个 Logistic 函数，需要对其同时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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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1p 、 2p 、 3p 分别表示购买频率中偶尔购买一次群体、一周购买 1~2 次群体、一周购买 3
次及以上群体的概率或购买量中每次购买半斤以下群体、每次购买半斤到 1 斤群体、每次购买 1 斤以上

群体的概率，且有 1 2 3 1p p p+ + = ； 01β 和 02β 均为常数项； kβ 表示每一解释变量所对应的参数系数； kx
表示 n 个解释变量。 

2.2. 解释变量选取与说明 

对于解释变量的选取，本文在参考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调研情况，将消费者食用菌购

买频率的影响因素分为个体特征、个人认知和利益需求 3 组解释变量。其中，每一组变量分别选取若干

具体可测度的变量作为描述变量，共确定了 21 个可测度变量，变量的选取及说明见表 1。 

2.3. 数据获取 

采用问卷调查法来获取研究数据。正式调查于 2015 年 7 月份进行，采用配额抽样与便利抽样相结合

方式，选择对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石景山区和丰台区六大城区的食用菌消费者进

行实地问卷调研，发放问卷 36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35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3.1%。 
本次调查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见表 2。其中，由于家庭日常食材购买者多为女性，且经常是由家里

的老人购买食材，因此样本中女性比例比男性高，离退休人员占比较大；从受教育程度看，样本学历较

高，这与北京市整体情况相符；从家庭月均收入结构看，本次调研样本以中等收入人群为主；从家庭人

口结构看，样本中家庭人数以 3~4 人为主。可知，本次调查的样本基本能够反映出北京市购买食用菌产

品人群的特征，样本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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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Variables explained                                                                                
表 1. 解释变量说明                                                                                     

变量分组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个体特征 

性别(X1) 男 = 1；女 = 0 

年龄(X2) 
25 岁及以下 = 1；26~35 岁 = 2；36~45 岁 = 3； 

46~60 岁 = 4；60 岁以上 = 5 

受教育程度(X3) 初中及以下 = 1；高中或中专 = 2；大专或本科 = 3；研究生及以上 = 4 

家庭月均收入(X4) 
5000 元及以下 = 1；5001~8000 元 = 2；8001~12,000 元 = 3； 

12,001~20,000 元 = 4；20000 元以上 = 5 

家庭人口数(X5) 1-2 个 = 1；3-4 个 = 2；5 个及以上 = 3 

是否有 60 岁以上的老人同住(X6) 是 = 1；否 = 0 

是否有 12 岁以下的小孩同住(X7) 是 = 1；否 = 0 

个人认知 
产品认知度(X8) 

很不了解 = 1；知道的不多 = 2；基本了解 = 3； 
非常了解 = 4；朋友圈“专家” = 5 

品牌认知度(X9) 
没有任何印象 = 1；知道有品牌，但想不起来了 = 2； 

只记得购买过的品牌 = 3；可以说出几个品牌 = 4 

利益需求 

营养丰富(X10) 

非常不重要 = 1；比较不重要 = 2； 
一般重要 = 3；比较重要 = 4；非常重要 = 5 

气味好闻(X11) 

色泽新鲜(X12) 

口味佳(X13) 

卫生安全(X14) 

农药残留低(X15) 

有质量认证(X16) 

价格便宜(X17) 

有品牌(X18) 

有包装(X19) 

亲朋介绍(X20) 

购买地距离近(X21) 

 
Table 2. Statistical of sample characteristics                                                                   
表 2. 样本特征统计                                                                                      

特征 选项 频数(个) 比例(%) 

性别 
男性 105 31.3% 

女性 230 68.7% 

年龄 

25岁及以下 41 12.2% 

26~35岁 91 27.2% 

36~45岁 67 20.0% 

46~60岁 74 22.1% 

60岁以上 62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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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48 14.3% 

高中或中专 106 31.6% 

大专或本科 157 46.9% 

研究生及以上 24 7.2% 

职业 

公务员 12 3.6% 

企业职工 90 26.8% 

事业单位职员 42 12.5% 

自由职业者 60 17.9% 

离退休人员 87 26.0% 

无业 22 6.6% 

其它 22 6.6% 

家庭月平均收入 

5000 元及以下 79 23.6% 

5001~8000 元 103 30.7 % 

8001~12,000 元 75 22.4% 

12,001~20,000 元 54 16.1% 

20,000 元以上 24 7.2% 

家庭人口数 

1~2 个 94 28.1% 

3~4 个 192 57.3% 

5 个及以上 49 14.6% 

是否有 60 岁以上的老人同住 
是 163 48.7% 

否 172 51.3% 

是否有 12 岁以下的小孩同住 
是 161 48.1% 

否 174 51.9% 

3. 数据分析 

3.1. 食用菌消费认知 

本文从产品认知、品牌认知和质量安全认知三方面对北京市食用菌消费者的食用菌消费认知情况进

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1) 消费者对食用菌的产品认知度仍较低。57.3%的消费者表示对食用菌

产品知道的不多，10.1%的消费者表示很不了解食用菌产品，只有 2.7%的消费者表示非常了解食用菌产

品，而 29.6%的消费者则表示基本了解食用菌产品。2) 大部分消费者对食用菌品牌基本没印象。75.5%
的消费者表示对食用菌品牌没有任何印象，还有 17.6%的消费者则表示知道有食用菌品牌，但想不起来

名称了，只有 6.9%的消费者对食用菌品牌有印象。3) 部分消费者对目前市场上的食用菌质量安全仍有所

存疑。45.1%的消费者表示说不清目前市场上食用菌的质量安全如何，还有 10.4%的消费者认为目前市场

上的食用菌比较不安全，只有不到半数(43%)的消费者认为目前市场上的食用菌比较安全。 

3.2. 食用菌购买行为 

本文从购买频率、购买量、购买地点、购买品种和质量选择等五方面来分析消费者食用菌购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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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1) 消费者食用菌购买频率和购买量均较低。51.6%的消费者一周只购买 1~2 次食用菌，

43%的消费者偶尔购买一次食用菌，只有 5.4%的消费者一周购买 3 次及以上食用菌；而在购买量上，53.7%
的消费者每次只购买半斤到 1 斤食用菌，28.7%的消费者每次购买半斤以下，只有 17.6%的消费者每次购

买 1 斤以上食用菌。这表明，大部分消费者对食用菌尚未形成固定消费习惯。2) 消费者的食用菌购买地

点以超市和农贸集市为主。69.8%的消费者常在超市购买食用菌，22.4%的消费者在农贸集市购买食用菌，

只有不足 8%的消费者在其它地方购买食用菌。3) 消费者日常购买的食用菌品种相对集中，购买量最多

的前五类品种分别为香菇、木耳、金针菇、平菇和杏鲍菇。北京市消费者食用菌购买行为调查显示，购

买最多的前五位食用菌为香菇(82.7%)、木耳(66.9%)、金针菇(60.6%)、平菇(42.4%)、杏鲍菇(42.1%)。4) 质
量中等价格适中的食用菌受消费者青睐。63.3%的消费者平时购买食用菌时偏好于选择质量中等价格适中

的食用菌，2.7%的消费者偏向于选择质量好价格贵的食用菌，而 34.0%则偏向于选择质量一般价格便宜

的食用菌。 

3.3. 食用菌购买频率影响因素分析 

以购买频率为因变量，运用 SPSS 21 对数据进行定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运行结果如表 3 所示。

模型的平行线性检验 P 值为 0.643，模型最终的 P 值为 = 0.000，模型偏差的 P 值为 1.000，模型中的

McFadden 伪 R2值为 0.108，模型整体显著性和拟合优度较好。 
根据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可知：在 99%置信度下显著的变量有卫生安全(X14)和农药残留低(X16)；

在 95%置信度下显著的变量有产品了解度(X9)、品牌了解度(X10)、有包装(X21)、购买地距离近(X22)、自

由职业者(X4 = 4)和家庭月均收入为 8001~12,000 元(X5 = 3)；在 90%置信度下显著的变量有是否有小孩同

住(X8)、气味好闻(X12)、亲朋介绍(X21)。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1) 消费者的卫生安全意识与食用菌购买频率成反比。消费者对卫生安全越重视，

食用菌购买频率就越低。2) 农药残留低、有包装和气味香等与食用菌购买频率成正比。消费者越重视，

购买频率就越高。3) 购买距离近和亲朋介绍等与食用菌购买频率成正比，距离越近且有亲朋介绍，购买

频率就越高。4) 消费者对食用菌产品和品牌了解的越多，购买频率就越高。另外家里有小孩的消费者的

食用菌购买频率相对较高，自由职业者和家庭收入中等的消费者的食用菌购买频率相对较高。其它因素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数、家里是否有老人同住、营养丰富、色泽新鲜、口味佳、有质量认

证、价格便宜、有品牌)对消费者的食用菌购买频率并无显著影响。另外营养丰富、有品牌却对消费者的

食用菌购买频率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当前消费者对食用菌产品和品牌仍缺乏足够的关注和了解，

故未对消费者的消费产生影响。 

3.4. 食用菌购买量影响因素分析 

以购买量为因变量，运用 SPSS 21 对数据进行定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运行结果如表 4 所示。

模型的平行线性检验 P 值为 0.183，模型最终的 P 值为=0.000，模型偏差的 P 值为 0.829，模型中的

McFadden 伪 R2值为 0.097，可知模型整体的显著性和拟合优度都较好。 
根据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可知：在 99%置信度下显著的变量有家庭人数(X6)和气味好闻(X12)；

在 95%置信度下显著的变量有产品了解度(X9)和农药残留低(X16)；在 90%置信度下显著的变量有色泽新

鲜(X13)、有包装(X20)、亲朋介绍(X21)、家庭月均收入为 5001~8000 元（X5 = 2）和家庭月均收入为

12,001~20,000 元(X5 = 4)。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家庭人数越多的消费者，食用菌购买量越高。消费者越重视色泽新鲜，食用菌

购买量就越低。消费者越重视包装，则食用菌购买量就越低。消费者对气味好闻、农药残留低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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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Regression model parameter estimation results (purchase frequency)                                        
表 3. 回归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购买频率)                                                                    

变量 估计 标准误 Wald 自由度 显著性 

[购买频率 = 1] 4.138 1.586 6.805 1 0.009*** 

[购买频率 = 2] 7.716 1.637 22.226 1 0.000*** 

性别X1 0.241 0.267 0.811 1 0.368 

年龄X2 −0.009 0.147 0.004 1 0.952 

受教育程度X3 0.040 0.177 0.051 1 0.822 

家庭人数X6 0.105 0.222 0.222 1 0.638 

是否有老人同住X7 0.233 0.265 0.775 1 0.379 

是否有小孩同住X8 0.549 0.285 3.700 1 0.054* 

产品了解度X9 0.440 0.182 5.828 1 0.016** 

品牌了解度X10 0.369 0.188 3.844 1 0.050** 

营养丰富X11 0.204 0.162 1.590 1 0.207 

气味好闻X12 0.238 0.128 3.463 1 0.063* 

色泽新鲜X13 0.056 0.134 0.176 1 0.675 

口味佳X14 −0.240 0.163 2.159 1 0.142 

卫生安全X15 −0.608 0.228 7.118 1 0.008*** 

农药残留低X16 0.717 0.211 11.532 1 0.001*** 

有质量认证X17 −0.104 0.129 0.651 1 0.420 

价格便宜X18 0.060 0.130 0.209 1 0.647 

有品牌X19 −0.123 0.137 0.809 1 0.369 

有包装X20 0.289 0.146 3.940 1 0.047** 

亲朋介绍X21 −0.217 0.124 3.078 1 0.079* 

购买地距离近X22 0.304 0.136 4.954 1 0.026** 

[职业 = 1] X4 0.790 0.848 0.868 1 0.352 

[职业 = 2] X4 0.784 0.550 2.035 1 0.154 

[职业 = 3] X4 0.991 0.630 2.478 1 0.115 

[职业 = 4] X4 1.177 0.570 4.257 1 0.039** 

[职业 = 5] X4 0.689 0.661 1.084 1 0.298 

[职业 = 6] X4 0.361 0.695 0.270 1 0.603 

[职业 = 7] X4 0a . . 0 . 

[家庭月均收入 = 1] X5 −0.621 0.534 1.352 1 0.245 

[家庭月均收入 = 2] X5 −0.511 0.511 0.999 1 0.318 

[家庭月均收入 = 3] X5 −1.095 0.523 4.386 1 0.036** 

[家庭月均收入 = 4] X5 −0.783 0.534 2.150 1 0.143 

[家庭月均收入 = 5] X5 0a . . 0 . 

注：“*”、“**”和“***”分别表示在 90%、95%和 99%的置信度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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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Regression model parameter estimation results (purchase volume)                                          
表 4. 回归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购买量)                                                                       

变量 估计 标准误 Wald 自由度 显著性 

[购买量 = 1] 4.202 1.507 7.778 1 0.005*** 

[购买量 = 2] 7.063 1.545 20.885 1 0.000*** 

性别X1 0.283 0.254 1.241 1 0.265 

年龄X2 0.018 0.139 0.016 1 0.898 

受教育程度X3 −0.122 0.168 0.525 1 0.469 

家庭人数X6 0.829 0.217 14.537 1 0.000*** 

是否有老人同住X7 0.308 0.251 1.498 1 0.221 

是否有小孩同住X8 0.103 0.273 0.143 1 0.706 

产品了解度X9 0.342 0.172 3.925 1 0.048** 

品牌了解度X10 0.122 0.176 0.476 1 0.490 

营养丰富X11 −0.057 0.153 0.137 1 0.711 

气味好闻X12 0.352 0.123 8.246 1 0.004*** 

色泽新鲜X13 −0.220 0.128 2.948 1 0.086* 

口味佳X14 0.023 0.154 0.023 1 0.880 

卫生安全X15 −0.076 0.212 0.129 1 0.719 

农药残留低X16 0.457 0.198 5.349 1 0.021** 

有质量认证X17 0.080 0.123 0.419 1 0.517 

价格便宜X18 0.101 0.124 0.664 1 0.415 

有品牌X19 0.142 0.130 1.199 1 0.273 

有包装X20 −0.269 0.138 3.776 1 0.052* 

亲朋介绍X21 −0.226 0.118 3.642 1 0.056* 

购买地距离近X22 0.030 0.128 0.054 1 0.816 

[职业 = 1] X4 0.240 0.798 0.091 1 0.763 

[职业 = 2] X4 0.583 0.501 1.352 1 0.245 

[职业 = 3] X4 0.170 0.582 0.086 1 0.770 

[职业 = 4] X4 0.753 0.524 2.066 1 0.151 

[职业 = 5] X4 0.380 0.613 0.384 1 0.536 

[职业 = 6] X4 0.757 0.639 1.404 1 0.236 

[职业 = 7] X4 0a . . 0 . 

[家庭月均收入 = 1] X5 0.716 0.507 1.996 1 0.158 

[家庭月均收入 = 2] X5 0.894 0.488 3.353 1 0.067* 

[家庭月均收入 = 3] X5 0.481 0.494 0.946 1 0.331 

[家庭月均收入 = 4] X5 0.855 0.506 2.851 1 0.091* 

[家庭月均收入 = 5] X5 0a . . 0 . 

注：“*”、“**”和“***”分别表示在 90%、95%和 99%的置信度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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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菌购买量就越高。消费者的食用菌产品了解度越高，对亲朋介绍越重视，食用菌购买量就越高。中

低收入消费者(家庭月均收入5001~8000元)和中高收入消费者(家庭月均收入12,001~20,000元)的消费者每

次食用菌购买量相对较高。其它因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里是否有老人同住、家里是否有小孩

同住、品牌了解度、营养丰富、口味佳、卫生安全、有质量认证、价格便宜、有品牌、购买地距离近)对
消费者的食用菌购买量则无显著影响。 

4. 对策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食用菌市场发展对策建议： 
第一，加强食用菌知识宣传和品牌培育推广，提高消费者的食用菌产品与品牌认知度，形成口碑效

应。因此，食用菌经营者首先要借助广播、电视、报纸、讲座等传统渠道；其次要积极利用微博、微信

等网络自媒体渠道对食用菌进行营销推广；同时并培育食用菌品牌，提升消费者对食用菌产品与品牌的

认知程度，并重视食用菌的口碑营销。 
第二，强化食用菌市场监管，提升市场上食用菌产品的质量安全。要严格食用菌市场监管，建立食

用菌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制定相关奖惩措施，提升市场上食用菌产品的卫生安全和新鲜度，进而提高消

费者的食用菌购买频率和购买量。 
第三，美化食用菌产品包装，规范化食用菌分级销售市场。注重对食用菌产品的包装设计，以此提

高消费者的食用菌消费量。此外，由于质量中等价格适中的食用菌更受消费者的青睐，必须规范化食用

菌分级销售市场，增加质量中等价格适中的食用菌比例。 
第四，细分食用菌市场，促进食用菌市场的有效开发。当前，我国食用菌市场正处于产品供应大量

同质化，而消费者需求日益多样化的时期，非常有必要通过市场细分来促进食用菌市场的有序有效开发。

如可以针对家里有小孩同住的消费者食用菌购买频率越高的情况推出食用菌儿童产品，针对家庭人口数

越多的消费者食用菌购买量越大的情况推出食用菌家庭套餐等等，以此开辟不同食用菌细分市场，提升

食用菌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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