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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enterprise’s condition to implement food traceability system based on 88 data col- 
lected from Chengchow, Henan Province. The conclusion indicates that 94.3% of enterprises have the willingness to 
implement food traceability system. I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enterprise’s willingness to im- 
plement food traceability system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correlation with the enterprise characteristics. The internal rela- 
tions between the sample enterprise’s willingness to implement food traceability system and the enterprises’ basic char- 
acteristics mainly embody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nager, enterprise type, scale (more than 2000 people), sales 
(more than 30 million), quality, government action, the degree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quality 
certifi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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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河南省郑州市 88 家食品生产企业为对象，调查食品生产企业实施食品可追溯体系的情况。研究

结论显示，94.3%的企业愿意投资实施可追溯体系。在统计性分析的初步研究中发现，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意愿与

企业特征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样本食品生产企业的可追溯生产意愿与企业的基本特征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在，

管理者特征、企业类型、企业从业人数(2000 人以上)、销售额(3000 万元以上)、行业产品质量因素、政府行为

因素、垂直一体化程度,食品质量安全认证体系等与企业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意愿密切相关。 
 
关键词：食品生产企业；可追溯体系；投资意愿；河南省郑州市 

1.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虽然食品安全生产技术水

平不断提升，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不断完善，但世界性

的食品安全问题仍频频发生，引发了全球消费者的信

任危机。为此，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和部分发展中

国家相继实施了食品可追溯体系[1]。尽管目前国内外 

相关概念的界定或在理解上尚不完全一致[2,3]，但一般

认为食品可追溯体系是通过在供应链上形成可靠且

连续的信息流使食品具备可追溯性，以监控食品的生

产过程与流向且可以通过追溯或追踪来识别问题和

实施召回，因而具有确保食品安全的基本功能[4]。为

了有效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我国已从 2000 年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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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探索建设食品可追溯体系，但成效并不显著[5]，目

前主要局限于少数城市且有限的食品类别上(猪肉和

蔬菜等)，覆盖率和惠及面有待推广和普及[6]。 

食品可追溯体系的实施主体是食品生产企业，食

品生产企业实施食品可追溯体系需要收集、记录和标

识信息，建立数据库与传递系统，增加相应的生产和

检测设备等，因而与普通食品的生产相比，需要增加

额外的生产成本[7]，而所增加的额外成本还取决于食

品可追溯体系的宽度、深度和精确度，体系的宽度越

大，深度越深和精确度越高，则记录和提供的可追溯

信息越全面，相应的生产成本越高。企业是否意愿实

施食品可追溯体系，主要取决于其投资实施可追溯体

系获得的收益至少能弥补成本[8,9]。如果食品生产企业

对实施可追溯体系的预期收益不高或难以获得外部

支持、或外部支持不足等，就可能影响其实施可追溯

体系的投资意愿，降低投资水平，进而影响可追溯体

系的建设进程。因此，以对河南省郑州市的食品生产

企业的调查为案例，研究影响食品生产企业实施可追

溯体系的投资意愿的因素，能够为政府采取有效的支

持和激励政策提供决策咨询。 

目前，研究生产者可追溯产品生产意愿与影响因

素已成为国外学术界研究的主要热点之一。生产者实

施食品可追溯体系的投资意愿受多方面、多层次复杂

因素的复合影响，并且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表

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实证研究是国内外学者特别是国

外学者研究上述问题的主要方法。Heyder (2009)[10]针

对欧盟食品安全法规实证分析了在外部压力下生产

者是否投资实施食品可追溯体系的行为，指出企业实

施可追溯体系的成本、收益、企业自身特征等影响其

投资意愿。Schulz and Tonsor (2010)[5]以美国母牛生产

者为案例，分别研究了母牛生产者不实施可追溯体

系、实施国家推荐的可追溯体系和实施更高级的可追

溯体系的投资意愿，发现外部环境如政府的支持措

施、惩罚手段等极大地影响了企业投资实施可追溯体

系的行为。Souza Monteiro (2007)[4]实证分析了影响葡

萄牙梨业农场主实施较低或较高两种食品可追述体

系标准的行为，结果表明出口到英国的农户和参与行

业性组织、农场生产力更高、产品带有产地标签的农

户会实施较高标准的可追溯体系。 

国内学者也逐步展开了相关方面的研究，杨秋红

(2009)[11]实证分析了四川省 61 家农产品生产加工企

业建立可追溯系统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发现企业是

否实施质量认证体系、产品是否出口、是否获得政府

政策支持、对风险的预期和企业对消费者对具有可追

溯功能的农产品支付意愿预期等变量对建立可追溯

系统的意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周洁红(2007)[12]对浙

江菜农参与蔬菜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意愿的实证研究

表明，总体上菜农参加意愿不强，政府宣传和监管、

蔬菜种植的产业化程度等对菜农的参与意愿和行为

有重要影响。然而，相对于国外的研究，国内对影响

食品生产企业实施食品可追溯体系投资意愿的因素

的研究尚不深入、不全面。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

采用实证调研的方法，分析河南省郑州市的食品生产

企业实施食品可追溯的情况，试图深化这一方面的研

究。 

2. 样本选择及问卷设计 

2.1. 调查对象 

本文的研究以河南省郑州市食品工业企业为主

要调查对象。之所以选择这一地区为研究的样本，主

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一是食品工业是郑州市

传统优势产业，在全市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也

是未来扶持发展的重点产业之一；二是郑州市食品工

业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具有重要影响。2010 年

郑州市食品工业增加值达到 183.46 亿元，在中西部诸

城市中名列第一，糖果蜜饯中的枣类加工制品和方便

食品加工业规模在全国分别排名第一、第三，乳制品

也具有一定的地域优势；三是近年来郑州市食品生产

加工企业使用添加剂不规范行为曝光相对比较多。根

据 2010 年北京工商局公布的食品下架的企业名单，

在不合格使用食品添加剂的企业中约有 21%的企业

来自河南，其中不少是郑州市食品企业。因此，本文

的研究以郑州市食品生产企业为案例较具有代表性。 

2.2. 问卷设计与调研方式 

结合研究的主题，本文设计了初步的调查问卷，

问卷包含企业管理者因素、企业规模、原料采购等内

容，并在郑州市选择了 3 家食品企业进行了预调研，

通过与企业管理、技术、生产、销售等相关人员面对

面的沟通，修正并最终确定调查问卷。 

本文的调查确定对象是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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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食品生产企业，确定调查的样本数量为 100 家。

调查由郑州市食品工业办公室具体组织，江南大学江

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的专业人员协同配合。整个调

查在 2012 年 1 月~2 月期间进行，共收回有效问卷 88

份，回收率为 88.8%. 

3. 样本统计性描述 

3.1. 管理者特征 

本调查所指的管理者专指企业总经理。在 88 家

被调查的企业中，管理者的学历层次呈现出明显的梯

次，初中及以下、高中(包括中等职业)、大专或本科、

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历的管理者占被调查企业管理

者的比例分别为 1.1%、10.2%、81.8%、6.8%。管理

者的平均年龄为 34.16，其中男性为 40 人，占 45.5%，

占近一半的被调查者总数。管理者的统计特征见表 1。 

3.2. 行业类型 

从企业主营业务所属行业看，受调查的 88 家企

业中，分别有 44.3%(39 家)、8.0%(7 家)和 18.1%(16

家)、4.6%(4 家)、25.0%(23 家)企业的行业特征属于粮

食和粮食制品行业、乳及乳制品行业、饮料制造业、

水产品和肉制品行业和其他行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

食品制造业的企业样本数最多，占样本比重的 75.0%，

这与郑州市食品工业企业的总体情况大体上吻合(表

2)。 

3.3. 企业规模 

从企业员工数来分析，300 人以下的样本企业占

样本总量的比例达到 59.1%，小型企业占多数；食品

销售额在 3000万元以下和 3000万元~3亿元之间的样

本企业比例分别为 35.2%和 42.0%。(见表 3)可见，在 
 

Table 1.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nager of the sample 
enterprises 

表 1. 样本企业的管理者特征 

特征描述 频数 有效比例(%)

文化程度   
研究生 15 17.0 

大专或本科 58 65.9 

高中(包括中等职业) 12 13.6 
初中及以下 3 3.4 

性别   
男 40 45.5 

女 48 54.5 

Table 2.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ype of industry 
表 2. 行业类型样本描述 

特征描述 频数 有效比例(%) 
粮食和粮食制品业 39 44.3 
乳及乳制品行业 7 8.0 
饮料制造业 16 18.1 

水产品和肉制品业 4 4.6 
其他行业 23 25.0 

 
Table 3.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terprise scale 

表 3. 企业规模特征描述性统计 

特征描述 频数 有效比例(%) 

员工数   

300人以下 52 59.1 

300(含)~2000人 30 34.1 

2000人及以上 6 6.8 

企业销售额   

3000万元以下 31 35.2 

3000万(含)~3亿元 22 42.0 

3亿元及以上 35 22.8 

 

样本企业中中小型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占绝大多数，这

与郑州市食品工业企业的总体结构相吻合，也从一个

侧面说明本研究的抽样具有较好的随机性且与我国

目前食品工业企业规模特征的客观现实具有良好的

拟合性。 

3.4. 垂直一体化程度与食品质量认证工作 

在 88 家被调查的食品企业中，约占 47.7%的 42

家企业从生产农户直接购买原材料，40.9%的 36 家企

业与相关农户(企业)签订了产品收购(购买)合同。

48.9%的 43 家企业并不适用农产品直接做原料，而是

与食品中间环节的生产厂家签署长期收购协议。另

外，在被调查的食品企业中，有 84.1%的 74 家食品生

产企业展开产品质量的认证工作，其中分别有 32 家、

18 家和 53 家企业通过了有机食品或危害分析与关键

控制点体系认证(HACCP)、绿色食品认证、无公害农

产品或 ISO9000 认证。 

3.5. 行业产品质量因素 

3.5.1. 食品质量差异 

对于食品质量差异，问卷设置风险度为 0 的食品

为 10 分，风险度为 100%的食品为 1 分，请参加调查

的企业管理人员估计所在行业风险度最低与最高食

品对应的分值，并以此计算两者的差值。图 1 的调查

数据显示，风险度为 0 的食品与风险度为 100%的食

品质量的分数差值分布在 1 分到 9 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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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score difference of food quality between the lowest 
risk and the highest risk food 

图 1. 风险度最低与最高的食品质量分数差值 

3.5.2. 食品质量成本差异 

在估算食品质量差异的同时，问卷设置了生产不

同质量食品的成本差异指标。被调查的企业管理人员

对此估计结果见图 2。从图 2 可以看出，风险最小与

最大的食品两者间的成本差异在 1%以下、1%~40%、

40%以上的分别占调查样本总数的 14.7%、63.5%、

21.8%。 

4. 样本企业实施食品可追溯体系意愿的统

计性描述 

4.1. 企业对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收益预期 

对企业而言，能否获得现实或潜在的收益是驱使

其投资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最关键的动力。调查结果显

示，80.7%的企业管理者认为本企业目前生产的食品

全部改为生产可追溯食品能够增加销售量，且 39.8%、

13.6%的企业管理者认为企业增加的年销售额将可能

达到 51-500 万元、500 万元以上，46.6%的管理者认

为增加的年销售额为 1~50 万元。可见，大部分企业

认可实施可追溯体系能够为企业赢得较高的销售额。 
 

 

Figure 2. The cost difference of the lowest risk and the highest risk 
food 

图 2. 风险度最低与最高的食品质量成本差异 

4.2. 企

统计结果显示，如果政府对食品没有强制性实施

可追溯体

样本企业实施可追溯体系面临的问题

关于目前食品生产企业实施可追溯体系面临的

主要

业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投资意愿 

系的要求，被访的管理者部分愿意或愿意实

施可追溯体系比例占到了 94.3%。相反，如果政府对

所有食品强制性实施可追溯技术，则企业实施意愿变

化不明显，愿意实施可追溯体系的管理者比例为

95.5%。可见，大部分企业愿意投资实施可追溯体系 

(图 3)。 

5.  

问题：1) 政府部门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能够激励

企业实施可追溯体系，但是本文的调查结果显示，

48.8%的企业没有获得过郑州市政府对于企业实施可

追溯体系的资金补贴，分别有 43.2%、5.7%、2.3%的

企业获得占实施可追溯技术费用的 (1%~30%)、

(31%~60%)、(61%~99%)的资金补贴。从中不难发现

企业从政府部门获得的资金补贴不足；2) 在可追溯技

术方面，59.8%的企业员工在可追溯技术方面操作的

水平只为会一些基本操作或者不会操作。而据调查统

计分析，仅有 13.6%的企业的员工获得当地政府有关

部门组织的食品可追溯技术培训的充足培训，而有

48.9%的企业的员工没有受到过培训或者只受到过少

许培训；3) 从消费者因素来讲，65.7%的企业对于消

费者支付(购买)可追溯信息的食品的预期并不高。基

于以上三点，食品生产企业对实施可追溯体系难以获

得外部支持、或外部支持不足等，就可能影响其实施

可追溯体系的投资意愿，降低投资水平，进而影响可

追溯体系的建设进程。 
 

 

Figure 3. The enterprise’s investment willingness to implement 

图 3. 企业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投资意愿 
food traceabil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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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意愿与企业特征间的

6.1 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意愿 

实施

可追

业实施

可追

型、规模与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意愿 

技术

明显高于垂直一体化程度低的企业；3) 业实施可追溯

体系的意愿与企业从业人数有相关性，88 个样本中的

6家员工数超过2000人以上规模的企业可追溯生产意

愿达到了 98.3%，明显高于员工数 2000 人以下的样本

企业；4) 本企业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意愿随着销售额的

增加而提高，88 个样本中的 57 家销售额超过 3000 万

元以上规模的企业具有可追溯生产意愿的比例达到

88.5%以上，高于销售额低于 3000 万元规模的企业的

可追溯生产意愿。 

统计性分析 

. 管理者特征与

本文以食品企业在政府对食品没有强制性

溯体系的要求下是否愿意实施可追溯体系作为

衡量是否具有可追溯生产意愿的标准，并由此分析可

追溯生产意愿与企业特征间的相互关联性。 

在统计性分析的初步研究中发现，样本企

溯体系的意愿与企业的基本特征有着重要的内

在联系。从管理者特征来分析，学历为大专、本科、

研究生的管理者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意愿比例较高，尤

其 98.4%的研究生以上学历的管理者具有实施可追溯

体系的意愿。而相比较，中专或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管

理者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意愿偏低。年龄在 31~45 岁和

45~50 岁区间的管理者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意愿分别达

到了 94.1%和 86.2%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

管理者。 

6.2. 企业类

6.3. 行业产品质量因素与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意

愿 

由统计性分析，随着质量差异与质量成本差异的

增大，企业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意愿随之逐步提高，显

示了良好的一致性与拟合度。质量差异与质量成本差

异的增大基本与企业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意愿成正相

关性(图 4)。 

7. 本文的主要结论 

本文主要以河南郑州市的食品工业企业为研究

对象，报告了 88 个样本食品工业企业的方案设计、

调查方法，并就收集的数据进行了简要的描述性分析

与特征性描述。其主要结论是：1) 本食品工业企业在

总体上具有代表性。被调查的食品企业基本涵盖了多

数食品类型与不同层次规模的企业类型，且样本企业

中的不同层次的比例与郑州市食品工业企业的实 

统计性分析发现，企业类型、规模与实施可追溯

的体系总体上具有“四个高于”的特征。分别是： 

1) 8 个样本中的 49 家农副产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

的企业具有实施可追溯体系意愿的比例达到 87.8%，

高于饮料制造业等其他行业的可追溯生产意愿；2) 直

一体化程度高的企业的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意愿 
 

    

Figure 4. Industry product quality factors and the proportion of investment will  
图 4. 行业产品质量因素与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意愿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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