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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农产品可追溯制度受到我国政府与学术界的普遍重视，目前对该制度

的研究多停留在对其引进与介绍上。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作为农产品可追溯制度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从农户角度的研究则更少。

按照食品供应链、信息经济学等经济学和管理学原理，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可以

使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从市场末端追溯到生产源头，实现生产者责任可查询，使食

品质量安全得到全面保证。政府在积极地推动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而农

户是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过程中的最重要的参与者。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

立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户的参与程度。

本文首先在界定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及农户行

为方面的文献做了大量综述，以了解该领域的研究情况；接着对相关的经济学和

管理学理论做了梳理，为文章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然后回顾了浙江省农产品可

追溯制度的发展演变及现状，并分析了浙江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实践模式，

从对模式的评价中可以碍出政府是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积极推动者。而农户是

政府推动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过程中所要面临的主要主体。所以，本文在对

农户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农户行为特

征，并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行为及意

愿的因素做了回归分析。最后，在所有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快我国农产品生

产追溯制度建设的政策建议。

本文内容可以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是导论，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主要界定了本论文的研究对

象、选题背景、研究目标、创新与不足等；第二章对与本论文相关的研究成果做

了综述。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第四章。第三章对相关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做了梳

理，为本文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四章回顾了浙江省农产品可追溯制度的发展

演变及现状，并对浙江省现行的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两种发展模式做了比较和

评价，得出政府是制度建立的推动者，而农户是重要的参与者，没有农户的积极参

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很难高效地建立起来。

第三部分主要是描述性分析部分，即第五章。以对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

础，分析了农户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认知情况；从户主特征、农户经营特征、

市场特征、组织化程度及政策环境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

过程中的农户行为特征，为下文的计量经济分析奠定了基础。

第四部分主要是计量经济分析部分，也即第六章。在理论假设和理论模型建

立的基础上，选择Logit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行为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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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的因素做回归分析．以深入分析各因素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行

为及意愿的影响程度，并对模型回归结果做经济学解释。

第五部分主要是结论部分，也即第七章。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

一些有益的结论，从加强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政策宣传、推动合作社建设、加

强市场机制建设、制定相关法规、完善农产品生产追溯性信息记录等方面提出了

促进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农户行为；农户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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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traceable system of primary products is being taken seriously

by our government and academic world．But now the research is mostly confined tO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raceable system of primary products．Producing traceable

system of primary products is part of the traceable system of primary products，the

research on the aera is liRle，the research from the angle of the farmers is

less．According to the food supply chain theory,information economics theory and

other theories，the producing traceable system of primary products carl enable the

search of food safety problems traceable from the market botterm to the producing

souce，which make the search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roducers possible，thus

fully assure the food safey．For the above reasons，our government is do its best to

constitute the system．In the process，farmer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icipanters of

the traceable system of primary products．To some extent，the succession of the

traceable system are decided by the farmers．

This article firstly analyze the defination of the research goal，do some reveiews

on producing traceable system of primary products and the behaviors of farmers，SO as

to make a clear undstanding of the relative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then make a

summary of the theory on ecomomics and management，which constitute the base for

the research ofthe article；and then make a reveiew ofthe traceable system ofprimary

products in Our nation，especially in Zhejiang，also analyse the developing paRern of

the producing traceable system of primary products．From the analyse，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government is the sponsors of the system．The farmes are the core

entity that the government face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the producing traceable

system of primary productsBase on the surey datas，the article analyze the farmer’

behavior traits in the process ofdeveloping the system，and then adop a model，SO as to

analyze the various factors that influnce the farmer’decions．of participating the

traceable producing system of primary products．．At last，on the base of all the

analyse，the article put forward to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developing the

traceable system ofprirnary products．

The article is composed of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including Chapter One and Two．Chapter One mainly defines the

research goal，in打oduces the background、the goal of the research、innovations、

shortness and SO on；Charpter Two reveiews the research fruits ofthe field．

The seceond part，including Chapter Three and Chapter Four．Chapter Three

reveiews the theory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which constitute the theory basis

ofthe article．Chapter Four analyzes the conditions ofthe traceable system ofprimary

products in our nation，especially in Zhejiang，then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paRern

of the producing traceable system of primary products in Zhejiang，at the end，we

compare and vale the developing pattern ofthe producing traceable system of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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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farmer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icipants of the

system，the succession of the system is mostly decided by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farmers．

The third part is mainly the descripation part，inclding Chapter Five．Based on the

survey datas，this chapter systematically analyse farmers’views on the producing

traceable system of primary products．From the angle of farmer’traits，farmer’

operating traits。market traits，organizational extent and policy environment，the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behavior’traits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the

producing traceable system of primary products，SO as to constitute the basis for

regession analyse．

The fourth part is Chapter Six．This is the core of this article．By the way of

Logistic model，the chapter does regession analyse of farmer’behaviors and willings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the producing traceable system of primary

products，then does some expiations ofthe regession results．

The fifth part is conclution part，that is Chapter Seven．Based on the results ofthe

theoretic and vitural analyse，the chapter gets some valueable conclusions and giv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of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ceable syetem of

primary products．nle suggestions refer to makert，policy and SO on．

Key words：Producing traceable system of primary products；

Famers’behavior；Famers’willingness；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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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论

1．1选题背景

经济越发达，人们的生活水平越高，人们的健康和安全意识也会越高。经济

规律表明，当恩格尔系数在50％以上，人们主要关注的是食品的数量安全；当思

格尔系数在40％．50％之间，人们逐步重视食品质量安全：当恩格尔系数降至40％

以下，人们对食品的营养、安全水平要求更高。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一般在40％

或以下，居民对食品的安全水平要求较高；“疯牛病”、“口蹄疫”等一系列食品安

全事件的发生，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及相关部门对食品安全更为重视。尽管我国的

人均收入水平和其他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但我国很多大城市，如北京、上海、

杭州等艄费水平已经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居民对食品安全的要求不断提高。

近几年来，我国食品的质量安全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但食品的质量安全

状况仍然不是很理想。从1998．2004年卫生部官方统计数据来看(实际数远远大

于官方统计)，我国重犬食品中毒事件数量逐年增加，中毒人数和死亡人数，一

直居高不下，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具体如表1．1)。

表1．1 1998--2004年我国重大食物中毒事件统计情况

资料来源l 1998-2004年卫生部通告(http：／1www,moh．gov．cn／)

食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也进一步影响到我国食品的出口。据美国FDA(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向我国卫生部透露，2000年8月至2001年1月，美国FDA

共扣留了634批我国出口的食品。其原因是：杂质、食品卫生差、农药残留、食品

添加剂、色素问题、标签不清、沙门氏菌、李斯特菌、黄衄霉毒素污染等(徐晓

新，2002)。卫生部门的专家介绍，近年来，我国出口到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国家

的的茶叶、蘑菇、肉类等农产品等食品由于出现食品卫生问题，纷纷被进口国退

货。货物被扣或退货使我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由于我国食品标准制度

不健全，伴随着农产品进口国食品安全标准的提高，食品的安全标准日益成为我

国食品出口的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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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食品中毒事件对人们健康造成的不良影响以

及食品卫生问题对我国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使食品安全问题成为我国工业科技

必须严肃面对的一个问题。食品的安全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食品从生产，到加

工，到流通，最后转到消费者手中，要经历诸多环节，这些环节中有一个环节出

现问题．都会影响到食品最终的质量安全。这些环节中，作为最初环节的农产品

的生产环节是最基础的一环，也是源头管理的主要任务。很多食品安全问题都产

生在农产品的生产环节，产生的原因可归为三类：(1)农药、化肥等有害物质残

留在动植物体内；(2)激素、抗生素等有毒物质残留在动植物体内；(3)重金属

污染农产品。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越来越重视沿着供应链进行食品安全追

溯的制度建设。90年代以来，卫生问题引起全球关注，由常年进口农产品的一

些西欧国家率先提出良好农业操作规范(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GAP)制度，

这一制度克服了风险分析与关键控制点技术制度(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HACCP)对农产品生产过程不可控因素无能为力的缺陷，为解决农

产品产量与质量矛盾提供了切实有效的途径，但GAP也缺乏对整个食品供应链

的监管(杨映辉，2005)。对整个食品供应链进行监控的有利措施就是建立食品

和农产品可追溯制度。2002年以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逐步通过立法确立了食

品和农产品可追溯制度，这预示着，随着人们食品安全意识的提高，建立农产品

生产追溯制度是一种必然趋势。

为了杜绝生产环节中出现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加强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管理，适应国际农产品领域发展的趋势，我国也开展了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

的认证以及授予“安全食品”、“放心食品”等标志，农业部和各省农业厅也在一

些试点试行安全农产品抽查活动，以使我国的农产品质量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但是从体制上来讲都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一方面，认证的农

产品的质量难以保证，获得认证证书后的质量监督也跟不上，存在欺骗消费者的

情况，因而很多消费者对各种认证标志将信将疑：另一方面，我国只对部分农产

品进行以农药残留为主的安全卫生抽查，并没有对农产品的外观、成熟度、营养

价值等进行抽查，加上市场准入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导致农产品优劣同价。客观

上打击了优质农产品生产的积极性，鼓励了劣质农产品的生产。

总之，在我国推广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虽然是必然趋势，政府也在积极地推

广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但却遇到诸多困难。如何建立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在

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过程中，农户表现出怎样的行为特征，影响农户参与农

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因素是什么，是我国农业发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我

国学者对食品可追溯制度做了一些研究，但主要停留在宏观层次，研究的重点也

局限在食品可追溯制度建立的重要性、食品可追溯制度的外涵内延等方面。具体

到微观层次，尤其从农户角度的研究则很少。所以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对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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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产追溯制度及农户行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农产品生产追溯问题做了大量

的研究，主要是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过程中的的农户行为方面，以期对我国

正在推进的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

1．2概念界定

Golan认为可追溯制度是指在整个加工过程或供应链体系中记录产品或产品

特性的跟踪制度，并根据可追溯制度自身特性的差异设定了衡量可追溯制度的3

个指标：宽度(breadth)、深度(depth)、精确度(precision)。其中宽度指制度所能

提供信息的范围，深度指可以向前或向后追溯信息的程度，精确度指确定问题产

生的根源或产品某种特性的准确性程度。于辉等从食品可追溯制度的实际功效出

发，认为食品可追溯制度是一种以风险管理为基础的安全保障制度，一旦危害健

康的问题发生后，可按照从原料上市至成品最终消费过程中各个环节所必须记载

的信息，追踪食品流向。回收存在危害的尚未被消费食品，撤销其上市许可，切

断源头，消除危害、减少损失的保障制度(于辉，安玉发，2005)。有的学者还

认为可追溯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把追溯实体分为若干个可追溯资源单位，

目PTRU(traceable resource unit，TRU)，以保证追溯的完整性和通畅性。

本文主要借鉴以上观点，给出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概念。农产品生产追溯

制度是农产品可追溯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沿着农产品生产流程，记录生

产过程的各类信息，如产地环境、品种来源等，并将信息加以保存，当食品安全

问题产生时，可据信息记载追溯至生产环节，查明问题所在，采取有效措施、杜

绝危害的保障制度。

农户行为是指农户在农村经济活动和生活中进行的各种选择决策。农户行为

体系可分为生产行为、消费行为、组织行为。池泽新(2003)认为农户行为是指

农户对应于农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变动作出的关于农业投入与产出的反应

或决策。康云海(1998)认为农户行为是指农户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为了

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面对外部经济信号作出的反应。农户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具

有特殊的经济利益目标，并在一定条件下采取一切可能的行为追求其目标。可见，

农户行为包含两层涵义，一是农户行为属于微观经济主体行为，体现着农户的主

观愿望；二是农户行为的发生是为了追求某种目标，包括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

而本文所研究的农户行为就是指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参与行为。

1．3研究目标及意义

研究目标：

本文主要目的是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影响农户参与农产品

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行为及意愿的因素，具体来讲，主要目标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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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和逻辑回归模型揭示影响农户参与农产

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行为及意愿的因素；

(2)依据分析结果，提出加快我国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政策建议；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以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为基础，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

建立做了理论研究：从多个角度研究了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行为

及意愿的影响因素。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弥补了国内在这一方面研究的不足，丰

富了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领域的研究成果。

(2)现实意义：以实际调查为依据，分析比较了浙江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

度发展的模式；在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行为及意愿的影响因素

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发展的政策建议。以上两方面的

结论可用于指导建立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具体实践，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4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

1．4．1研究思路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本文首先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及农户行为等相关文

献进行综述，了解国内外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情况；接着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

的建立做了理论分析，回顾了浙江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发展现状及演变情

况，分析并评价了浙江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发展模式：然后对调查数据做了实

证分析，以揭示影响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行为及意愿的因素，最后

在所有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及政策性建议。研究思路的框架图如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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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研究思路

1．4．2研究内容

根据以上所讲的研究思路，本论文可以分为七章。

第一章为导言；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第三章为建立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理论梳理；

第四章为浙江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演变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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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为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行为及意愿的描述性分析，是对

农户调查数据的初步处理；

第六章为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利用逻辑回归

模型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行为及意愿的影响因素分别做了大量

的相关分析，为论文的结论奠定基础。

第七章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1．5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

合的方法。利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问题做

了理论分析；利用逻辑回归(109it)模型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

行为及意愿的影响因素做了相关分析。在分析中尽量做到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

结合，以使定性分析更深刻，定量分析更准确，增加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

制度建立行为及意愿的解释。同时，本文也较多采用了比较分析和对策分析相结

合、图表分析法等。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实际调查。在杭州市选择了西湖区、临安市，在台

州市选择了椒江区、黄岩区作为调查点；充分利用高校的优势，由研究中心的硕

士研究生组成调查组在调查点进行样本调查，调查在六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内完

成。问卷的调查采用的是一问一答的方式，由被调查者协助调查员完成，数据来

源可靠。调查过程如下：笔者先去拜访了浙江省农业厅了解浙江省农产品生产追

溯制度建设的总体情况，了解到杭州市和台州市是浙江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

试点地区；然后到杭州市农业局、台州市农业局了解杭州市和台州市农产品生产

追溯制度的建设情况；然后笔者和其他调查者到调查点调查，在调查点调查时都

是先去拜访当地的农业主管部门，从面上了解该地区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发展的

总体情况，并与农业局产信处、科教处的领导以座谈的形式了解农产品生产追溯

制度的发展情况，并且到到当地的农贸市场了解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法规、消

费者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认知等方面的情况，最后根据随机原则，每个调查

点分别选择了1．3个乡镇或街道办事处，每个乡镇选择了2．3个村，对农户进行

大样本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254份。

1．6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1)通过与农业局主管人员的座谈、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实地考察、对农

户的实地调查，总结了浙江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发展的主要模式，并对各种模

式进行比较和评价：

(2)通过逻辑回归(109it)模型首次实证分析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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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建立的行为及意愿的影响因素，并结合理论分析的结果，为农产品生产追溯制

度的建设提供政策建议。

本论文的不足之处：

由于时闻和财力方面的限制，不能到我国其他省份的试点调查农产品生产追

溯制度的建设情况，收集的数据不是很全面，这对结果可能有一定的影响；由于

农户行为的复杂性，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行为及意愿的影响因

素考虑得可能不是很周全，对结果也可能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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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

2．1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文献综述

2．1．1农产品可追溯制度综述

(1)对食品可追溯性的理解

剥食品的可追溯性，国际上不同组织和各国学者都做了相关研究，但对食品

的可追溯性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对可追溯性的界定，各国也存在～定的差异

(Souza—Monteiro，Caswell，2004)。

2004年6月28日一7月3日，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成立的

食品标准委员会(CodeZ)在日内瓦召开第27次大会。食品追溯管理成了大会

重点讨论的新议题。在激烈的讨论之后，“一般原则委员会”对此提出了一个初

步的定义，即追溯能力／产品追踪是指能够追溯食品在生产、加工和流通过程中

任何指定阶段的能力。这个定义为各国制定食品政策提供了参考。

在食品标准委员会定义的基础上，不同的国际组织、地区经济组织和国家根

据各自实际情况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对追溯性的概念做了不同程度的扩展，如欧

盟主张使用Trace ability(追溯能力)；美国主张使用ProductTracing(产品追循)。

欧盟强调信息的实用性，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欧盟食品管理局对可追溯性的

定义为：在生产、加工、流通的的各个阶段，能够追溯、追踪食物、饲料、动物原

料或原材料的一种能力，从而有助于质量控制和保证在必要时撤回产品(Food

Chain Strategy Division，Food Standards Agency，2002)。国际标准化组织强调信

息的即时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际标准化组织对可追溯性的定义是：对正在

考虑的物品可以追踪其历史、应用和位置的一种能力(ISO，2000)。日本在世界

上首次把农业上的可追溯制度定为生产履历制度，将食品可追溯性制度定义为：

可追溯(从下游往上游追查)、追从(从上游往下游追查)食品在生产、加工处

理、流通、贩卖等各阶段的资讯。美国则强调可追溯体系所要达到的目标，如美

国学者Wagner和Glassheim认为，可追溯体系是一种严肃的生产和传输方法，

其有固定的程序，依靠观察、检查、取样、测试等方式保证消费者所要求的某些

产品特征的真实性，关注的是食品安全、消费者信心、产品来源，通常以核实过

的“书面档案”的形式存在，来保证食品从农场到最终消费者的所有权都可查询

(GaryL．Wagner，Eliot Glassheim，2003)。台湾将农产品可追溯制度称之为产

销履历制度，狭义称为生产履历制度。就农产品而言，可追溯性指可以追溯农产

品的生产及流通履历过程，由生产者及流通业者分别将食品的产销履历流程等相

关资讯详细记录、保管并公开．让消费可以了解各过程环节的重要资讯，一旦产

品发生问题，能迅速追溯到源头、找出原因，让事故伤害降到最低。所以，食品

可追溯制度诉求食品的安心，保证食品从生产现场到餐桌的全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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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达国家食品监管机构和食品可追溯制度的发展现状

目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逐步趋向于统一管理、协

调、高效运作的架构，强调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食品安全的监控，形成政府、

企业、科研机构、消费者共同参与的监管模式：在管理手段上，逐步采用“风险

分析”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基本模式(雷振华，2004)。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可追溯性”，美欧等先进国家和地区，阻及韩、泰等国，都在食品追溯的法律

制定、管理机构建设、系统建设等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措施。

①法律制定

制定食品可追溯制度的法律或法规对可追溯制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Sarig，

Baerdemaker,2003)。欧盟2000年1月12日发表了《食品安全白皮书》，形成

了一个新的食品安全制度框架，其中提出的一项根本性变革，就是以控制食品“从

农田到餐桌”全过程为基础，明确所有相关生产经营者的责任。2002年1月28

日，又颁布了17812002号法令，其中要求从2004年起。在欧盟范围内销售的所

有食品都能够进行跟踪和追溯，否则就不允许上市销售(F．Schwagele，2005)。

2003年9月22日，欧洲议会通过并于同年10月18日实施《转基因食品及饲料

管理条例》(1829／2003／EC)和《转基因生物追溯性及标识办法以及含转基因生

物物质的食品及饲料产品的追溯性管理条例》(1830／2003／EC)，将基因改造食品

的追溯能力与标识结合在一起，于2004年按强制性规定实施。美国食品与药品

管理局(FDA)要求在美国国内和外国从事生产、加工、包装或掌握人群或动物

消费的食品部门，于2003年12月12日前，必须向FDA进行登记，以便进行食

品安全跟踪与追溯(方炎等，2005)。2004年5月6日，又公布了《食品安全跟

踪条例》，要求所有涉及食品运输、配送和进口的企业要建立并保全相关食品流

通的全过程记录。该规定不仅适用于美国食品外贸企业，而且适用于美国国内从

事食品生产、包装、运输及进121的企业。对该项条例的执行，对一般公司可从发

布日起有6个月宽限期．对小公司而言将有12个月的执行宽限期。日本于2003

年6月通过了《牛只个别识别情报管理特别措施法》，于同年12月1日开始实施，

2004年12月，开始立法实施牛肉以外食品的可追溯制度。

②管理机构建设

欧盟委员会于2002年初正式成立了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FSA)，对食品从农

田到餐桌的全过程进行监控。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由管理委员会、咨询论坛、八

个专门科学小组和科学委员会等部门组成，该局对欧盟内部所有与食品安全相关

的事务进行统一管理，负责与消费者就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直接对话，建立成员国

食品卫生和科研机构的合作网络，向欧盟委员会提出决策性意见等。

在FSA督导下，一些欧盟成员国也对原有的监管体制进行了调整，将食品

安全监管职能集中到一个部门。德国于2001年将原食品、农业和林业部改组为

消费者保护、食品和农业部，接管了卫生部的消费者保护和经济技术部的消费者

政策制定职能，对全国的食品安全实行统一监管：丹麦将原来担负食品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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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的农业部、渔业部、食品部合并为食品和农业渔业部，形成了全国范围内食

品安全的统一管理机构：法国设立了食品安全评价中心，荷兰成立了国家食品局。

目前，美国的食品安全系统主要涉及六个部门，即卫生部的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农业部的食品安全检查局(FSlS)、动植物健康检验局(APHIS)、环境保护

局(EPA)、商业部的国家渔业局mMFS)、卫生部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等。

这六个部门有不同的职责和管理对象。

③系统建设

采用什么样的信息载体，将可追溯信息方便快速地传达给公众，是各国食品

机构共同面I临的一个问题，不同的国家尝试着采用了不同的标签系统(Julie

A．Caswell，1998)。通过标签系统对食品生产属性加以标识的基本作用就是把使

用生物技术这类信任属性转变成观察属性，从而实现产品质量属性信息的有效传

递(周洁红，朱丽娟，2004)。目前应用最多的是国际物品编码协会(EAN)推

出的EAN．UCC系统。这种系统可对食品原料的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食品

供应链的各环节信息分别进行标识，然后通过条码和人工可识读方式使各信息相

互连接，这样便可以对供应链的各环节进行跟踪和追溯，得到所要得到的信息。

欧盟已经采用这种系统对牛肉、蔬菜等开展了相应地追溯研究(A．Arana,B．

soret，2002)。如果食品出现了问题，可以沿着食品供应链追溯到这头牛的出生地

和饲养地；如果蔬菜出了问题，可以追溯到生产田地。这样就可以从源头上控制

这类产品流向市场。目前，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已经正式推荐将这种系统用于

牛肉制品的跟踪与追溯。澳大利亚开发了一种国家牲畜识别系统(National

Livestock Identification System，NLIS)，该系统将牲畜同牲畜病历、兽药残留等信

息结合在一起，并采用DNA抽样检测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可追溯性(Jill

E．Hobbs，DeeVon Bailey,2005)。

(3)食品可追溯制度的主要内容

食品可追溯系统的建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根据现有各国食品机构及相关科

研机构的研究成果，一般地认为，其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①信息记录。信息记录是一个信息收集与整理的过程。生产环节中的记录是

可追溯系统建设中的基础信息，因为生产环节是食品供应链最基础的环节。经营

流通环节的信息也很重要，有很多食品安全问题就出现在经营流通环节。

美国《食品安全跟踪条例》规定，易腐食品的相关记录要保持1年，所有其

他食品记录要保持2年。相关企业在正常营业时段须在4小时内出具相关记录备

查，在夜间和周末时段，须在8小时内提交相关记录各查。

日本食品生产履历追溯系统中所记录的信息内容，则更具有针对性，是根据

消费者的需求由生产经营者自行设计和确定。比如生鲜蔬果，消费者嘴为关心的

是品种信息、施肥状况与病虫害治理过程，这些内容就成了整个蔬果产品履历记

录的核心；对于畜产品、水产品等食品，其追溯信息主要是物种品系信息、饲养

繁殖生长过程信息、检测信息、加工流程信息、储藏与流通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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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在可追溯制度方面建立了统一的数据库，详细记载生产

链中被监控对象移动的轨迹。欧盟还建立了食品追踪机制，要求饲料和商品经销

商对原料来源和配料进行记录，要求农民或养殖企业对饲养牲畜的过程进行详细

记录。比如，欧盟规定牲畜饲养者必须记录饲料的种类及来源、牲畜患病情况、

使用兽药的种类及来源等信息。屠宰加工场收购活体牲畜时，养殖方必须提供上

述信息的记录。屠宰后被分割的牲畜肉块，也必须有强制性的标识，包括可追溯

号、出生地、屠宰场批号、分割厂批号等内容，此外，欧盟还建立了转基因生物

的跟踪系统，要求保留转基因食品的详细信息，保留时间不得少于5年。

总的来讲，信息记录作为食品可追溯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信息主要是关

于产品与生产活动方面的(T．Moe，1998)。信息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生产活动

内容

时间和持
续时间

产品购买、运输、存储、加工、包装等

屠杀或收获时间：运输、存储、加工、

包装等的时间和持续时间等

图2．1食品追溯制度信息记录的基本结构图

②信息查询

生产者和经营者或其他管理机构在记录消费者所关注的信息之后，所要面临

的一个问题就是使消费者能够以最快捷最经济的方法得到所关心的产品信息。

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在日本，消费者可

在所购得的产品包装上，发现一串“履历编号”，消费者可以在超市内、家中或

任何一台联网的计算机中输入此编号，便可通过互联网查询该批产品从销售终端

至农场的相关信息，可以清楚的知晓产品生产、加工、运输、流通、保存等各环

节的信息。这种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虚拟编号系统，成为了消费者可以直接使

用的信息查询检索工具，是可追溯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

③信息标识

可追溯信息是沿着食品供应链逐渐传递的，经过某一个环节，该环节上的经

营主体都有责任记录并标识此环节的进货来源、加工处理等相关信息，同时还必

须采集此环节之前的生产与流通履历信息，并将所有的信息标识在加工后的产品

上，以被下一个经营主体或消费者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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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EAN．UCC系统，便可以对供应链全过程的每一环节进行有效的标识，

建立各环节信息管理、传递的交流机制(孔洪亮，李建辉，2004)。条码作为信息的

载体，通过扫描就可以获取各个环节的相关编码信息。具体实施过程中，利用条

码可以有两种方法来进行追踪：一是从上往下进行跟踪，即从农场、食品原材料

供应商一加工商一运输商一销售商一零售(POS)销售点，这种方法主要用于查

找造成质量问题的原因，确定产品的原产地和特征：另一种是从下往上进行追溯，

也就是如果消费者在零售(POS)销售点购买的食品出现了安全问题，可以向上

层层进行追溯。撮终确定问题所在，这种方法主要用于产品回收或撤销。我国食

品可追溯性编码也在逐步地与世界接轨(文向阳，2005)。

④责任机制

食品供应链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安全问题，都会导致食品安全问题，所以有

必要对出现的问题寻根究源，查出问题环节。并依法追究问题制造者的责任。在

没有建立可追溯制度以前，每一环节的生产经营主体往往不易追溯，甚至互相推

委责任，所保存的信息也不完整，故无法确定问题出现的具体环节，甚至没有办

法根据法律审理这类事情。而采用可追溯系统，通过标识系统，在出现食品安全

问题时，就可以按照一定的步骤加以处理：一是公布并传递有食品安全问题的有

关信息；二是查明问题环节生产经营主体的原因：三是确定该类产品的批号，并

核实产品的具体位置和状态，是在库存中，在运输中。还是已经销售出去了等等；

四是确定其他有同样质量问题的产品的批号，采取相应的纠正行动，明确并公布

不同环节经营主体的责任，减少消费者的疑虑和恐慌。

⑤信用机制。

建立食品可追溯系统，就是为了规范并完善食品安全管理的信用机制，杜绝

不安全食品及假商标、假标识、假包装等情况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Liddell等

指出美国猪肉工业实施的T1’A(traceability、transparency、assurance。竹A)系
统与其他发达国家的TTA系统相比落后，就在于没有建立良好的质量信用机制

(Sterling Liddell，Dee Von Bailey．2001)。

具体到食品供应链之中，就是生产经营者必须保证该环节记录信息的真实

性，该环节的从业者除了记录处理本环节信息，还要保留以前所有环节的相关信

息，并对这些信息负责。如果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或者出现信息失真问题，便可

以沿着供应链环节，寻找问题环节，并对问题环节的生产经营者追加责任，实行

召回产品，惩处失信，维护社会公平。

(4)其他研究

Liddell和Bailey(2001)对牲畜追溯系统的追溯性(traceability)、透明性

(transparency)、质量保证(quality assurances)做了区分，并对六个主要的猪肉出口

国和进口国的牲畜追溯系统做了比较，指出六个国家的牲畜住宿系统存在一定的

差异。确认可追溯系统的经济刺激因素有利于明确可追溯系统带来的经济利益程

度。Hobbs等认为可追溯系统主要有三个功能：(1)可追溯系统对有安全隐患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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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召回，降低了公共成本：(2)可追溯制度可明确食品问题的责任主体；(3)

可追溯制度可减少消费者购买食品时的信息成本(Hobbs，Bailey,Dickinson，

Haghiri，2005)。Smith(2005)等认为美国食品工业的可追溯系统的目的主要是

提高对食品供应商的管理水平；方便食品安全和质量追溯；提供重要或肉眼无法

识别的食品属性信息。Pettia(2001)、Golan(2004)、Hobbs(2003)、Souza—Monteiro、

Caswell(2004)通过分析认为成本的减低和对有安全隐患食品的召回是可追溯系

统在公共和私人部门得到推广的重要原因。可追溯制度可以使企业提高对供应方

的管理；增加安全和质量控制：在市场中树立某种产品信息的可信性，而这些目

标带来的收益有：销售系统中的低成本；召回某种产品的低花费，也即可追溯制度

便于识别食品安全事故的责任人(Salaun，Flores，2001)；Fox(1994)、Hayes(1995)、

Dickinson、Bailey(2002)通过各种实验，证实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属性的偏好程

度。Castro认为收入高的消费者愿意为具备可追溯性的农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Paolo De Castro。2002)。

2．1．2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综述

美国学者Golan、Krissoff、Kuchler、Calvin、Kenneth、Nelson、Gregory

Price(2004)等在农产品可追溯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其对该领域的研究，是按照

农产品的种类进行的。其中的牛肉的生产追溯制度和鲜活农产品的生产追溯制度

最具有代表性。我国学者周德翼对泰国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研究也很有代表

性。

(1)美国牛肉的生产追溯制度。

美国的牛肉产品是沿着牛肉产品的市场供应链系统进行追溯的。如图2．1。

图2．2美国牛肉产品的可追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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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牛肉产品的可追溯性，是从两个层面来做的，首先从食品供应链的角度

来讲．牛或牛肉制品经过某些环节，都要通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标准，这些质量标准

有些是企业的质量检测标准，有些是国家或各州制定的，如几乎美国所有的州都要

求在食用牛经过食用牛繁殖厂至食用牛(一般是小公牛)这～环节要符合

CVI(Certificate of Veterinary Inspection)标准，这个标准要求交易者提供有关食用

牛在所有检查项目都无任何污染性疾病或传染性疾病情况的记录，这些记录都要

求标有日期．可以查询：在屠宰场，食品安全和监督服务管理机构要求屠宰场保

留屠宰牲畜的头、其他特定器官以及所有可识别的信息标签，直到所有部分经过

检测。这些检测标准所要求的记录、耳标等标签为农产品的交易提供了可追溯性

信息，使农产品具备了一定的追溯性：其次各环节的经营主体都需要提供可追溯性

信息，以确保牛类及牛肉制品在所有环节具有可追溯性．如食用的小公牛转到专业

饲养厂时，都要具备耳标及档案记录，耳标及档案记录提供的信息包括公牛的接

痘记录、健康历史、品种信息、饲养信息等；在屠宰和加工环节，屠宰商和加工

商在遵守IS09000管理条款、执行严格检查的同时，还要确定屠宰序列号，同时

还要建立可追溯性档案；产品按照已确定的批号或堆号进入加工环节，当产品形

态发生变化后，又制定新的批号和堆号，这样产品就建立了完备的可追溯性档案，

具备了可追溯性。

(2)美国鲜活农产品的生产追溯制度

图2．2为美国鲜活农产品的可追溯流程图。

图2．3美国鲜活农产品的可追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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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性是依靠产品的“堆号”维持的，一般情况下，在一个生产周期，农

户会为某一种产品安排一个“堆号”，但有时候，根据双方需要，可能为不同果

园生产的同种产品安排不同的“堆号”，其目的是提高农产品可追溯的程度，“堆

号”越细，产品的范围就越小，这样更利于农户在发生问题时减少损失。PACA

(PerishableAgriculturalCommoditiesAct，PACA)条款对追溯深度的要求就是

追溯到农户层面。为保证信息的传递性，托运商会根据“堆号”以某种形式保留

种植者的信息，如产品质量等级、采摘时间、生产地名称。如果产品要装箱出售，

则箱子上需要提供某些可追溯性信息，比如加州就要求箱子上提供的信息可以识

别产品所在的社区、种类、责任承担主体(经营实体、城市、州)、产量(重量、

数量、大小)。通过堆号编号，可以方便的找到责任人。FDA就非常倡导“堆号

编号”这种形式，因为可以加速追溯进度(FDA，1998)。对“堆号编号”的要

求在美国的各州也是有区别的，如在加州，“堆号标号”提供的信息要包括经过

USDA机构的检测堆标认证信息PLI(positive lot identification，PLI)，近几年加

州要求生产者提供更详细的可追溯性信息，其中包括农田生产信息，如灌溉记录，

这样，当农产品有质量问题，首先可以判断问题是不是出在生产环节，如果是生

产环节，可以根据记录很快地找到问题的根源，不仅仅是追溯到生产者，而是追

溯到农户生产过程的某个环节。在流通环节，托运商是靠货盘标签保持信息传递

性的。对于到了货架的产品，袋装食品或盒装农产品还可保持信息的传递性，但

对于散装的农产品则采用其他形式，用得最多的就是PLU(price．100k，up，PLU)

码。

(3)泰国的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

周德翼(2005)对泰国的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模式做了大量的研

究，并探讨基于小群体合同农业的食品可追溯制度的政府机制的作用。在其研究中，

详细分析了泰国的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运作模式。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是借助小

群体组织建立起来的。这里的小群体组织是比较特殊的，其是在企业的帮助下成立

的；同时，其成员主要是农户(其余的是技术人员)，也是为农户服务的。农户如

果想加入这个组织，先向这个小群体组织提出申请，小群体组织将农户的所有相关

信息，如农户的诚信度、农户的田地规模，传达给企业，企业经过审核，将决定通

知小群体组织，如农户的申请得到批准，农户将与企业签定合同，一般是三年的合

同，企业会提供一个在合同期内不变的收购价，同时农户要按照企业的标准生产农

产品，企业为农户提供肥料、农药。从农户收购的农产品都按照农户的姓名进行存

放，然后农产品要经过分级检测，不合格的农产品将被退回；合格的农产品直接投

向市场或进入再加工阶段。如果直接投向市场，农产品将附有一标签，这样当出现

质量问题，企业可凭标签查询小群体组织的档案记录，从而找到生产者。如果农产

品要再进入加工阶段，其追溯原理是一样的。但标签的形式可能更复杂，因为质量

问题也可能产生于再加工阶段。通过这种形式，为农产品建立了可追溯性，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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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小群体组织，可追溯到生产环节中的主体农户1。

2。2。3农产品质量信号传递问题综述

建立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是为了减小农产品生产过程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提高信号传递的质量。王秀清、孙云峰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失灵的角度分析了食

品市场中的质量信号问题，在此基础上归纳提出促进食品质量信号有效传递的办

法，并认为食品质量信号的传递是双向的，不仅取决于生产者和销售者，消费者的

积极参与及其对规范的食品市场的维护也十分重要(王秀清、孙云峰，2002)。

市场上的食品质量或食品安全水平是由供求双方共同决定的。如果消费者收入水

平较低或者对高质量食品的边际支付能力较低，那么企业就难以回收为提供优质

食品而付出的高成本，市场上的食品质量就只能处于较低的水平。企业声誉机制

的建立取决于消费者对优质产品的忠诚程度，如果消费者不积极将优质信号反馈

给生产者，食品安全问题就难以解决。周洁红(2003)等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背

景，探讨了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与政府监管机制的问题，并指出政

府可以相互结合的市场准入、检查监督和安全标识三项制度节约信息的揭示和管

理成本：而周德翼、杨海娟(2002)指出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上的信息不对称体现

在五个方面：一是环境污染与新型生产技术的出现要求生产者、管理者、消费者

具有更多、更明确的食品质量安全信息：二是食品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三是生产经营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四是下级管理者(代理

人)与上级管理者(委托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五是政府与消费者之问的信息

不对称。杨万江在分析农产品质量安全中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农产品质量安全中

的农户的基础上，探讨农户、产业化组织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的关系(杨万江，

2005)。周传彪等用数学模型分析不同组织形式对质量信号传递的影响(周传彪、

王秀清，2005)。

2．2农户行为研究相关文献综述

农户行为的文献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农户行为的一般分析，二是与农产品

生产追溯制度相关的农户生产行为的文献。

2．2．1农户行为的一般分析

农户，是由血缘关系组合而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是主要利用家庭成员

的劳动从事生产以此为经济来源的居民户，其特点是部分参与不成熟的投入要素

和生产市场。”(Ellis．P．Peasan，1998)。

详见周德翼撰写的论文“The impact ofFood Synem On Governance Mechanism ofGroup Contract Fanning—A

cfscin SwiftCo．Thailand",源自2005年9月在南京农业大学举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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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户行为，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总的来说，可分为三个研究学派

(宋奎武，2002)。一个是以俄国A．恰亚诺夫为代表的组织生产学派。该学派认

为，农户经济发展依靠的是自身的劳动力，而不是雇佣劳动力，它的产品主要是

为满足家庭自给需求而不是追求市场利润的最大化，因此俄国农户经济应着眼于

白发地组成小型合作社，而非走斯大林式的集体化道路；另外一个是以西奥金’舒

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学派。该学派认为一旦现代技术要素投入能保证利润在现

有价格水平上获得，农户就会成为最大利润的追求者，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方式

不应选择削弱农户生产组织功能，所需要的是合理成本下的现代投入：还有一个

是以黄宗智(1986)为代表的历史学派。该学派认为农户家庭没有边际报酬概念，

由于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劳动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在我国，由于农村资源要素

结构的独特性决定了我国农户行为的特殊性。从一般意义上看，任何农户都在追

求着依据自身价值观而产生的“效用最大化”，而这里农户的价值观又与特定的因

素有关：这里的因素包括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史清华(1999)

认为，运用理性小农学派的判断似乎更能恰当地解释我国农村改革前后农业与农

户经济增长实绩的变化i

农户行为的假设。农户是非理性的。J·波耶克在从191 1年以来的一系列著

作中提出了“二元社会”理论，认为东印度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基于道德而不是理

性。这一理论在40年代又由J·弗尼沃尔等发展为“多元社会”论，并将应用范

围扩大到东南亚的一些地区。50年代后，美国农民学界的“道德经济”论与“道

德文化”论也明显地受到俄国与荷兰农民学者上述传统的影响。这一方面的学者

在强调农户是浪漫主义或温情主义者而非理性主义者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农户

行为是理性的。1953年，美国人类学家s·塔克斯发表了《便士资本主义：危地

马拉印第安人经济》一书，运用实地考察资料证明了为敌马拉印第安农民行为是

有“经济理性”的，他们对价格信息的反应与现代市民没有什么不同。19世纪

60年代，T-舒尔茨f1999)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从理论上和经验上论述了农

民行为的理性化。19世纪70年代，s·波普金则出版了《理性的农民》一书。他

们认为，自然经济下的农户是冷静而理智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像个小企业家或

资本家(尽管“资本”只有几个便士)，思维活动富于计量性与逻辑性。在这些

学者看来．农户的理性将使他们放弃“不经济”的农业，使农业循着决策合理化，

效益最优化的方向通过优胜劣败的竞争而发展，从而“不经济”的小农户将为“经

济的”农场所取代。

西方理论界己普遍认可了农户行为是理性的，并且从数学的角度精确地进

行了说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贝克尔(Becker，1975)的贡献，由他的家庭生

产模型发展而来的农户模型已成为一个经典模型。我国对于农户行为是否理性

的认识还缺乏一致性。例如林毅夫(1998)认为，农户行为是理性的；史清华

以山西、浙江两省1986—1999年农村连续跟踪农户观察资料为基础，对两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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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家庭经济利用效率及其配置方向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农户在进行家庭资源配

置上，其行为完全是理性化的：傅晨(2000)通过构建贫困农户行为模型，认

为贫农在最优条件下作出的选择是有效率的。而严瑞珍等(1996)却认为，农

户行为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对于农户行为为什么是理性的，目前也还没

有一个严格的数学说明。

2．2．2农户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接受情况

广大分散经营的农户仍然是目前我国农产品生产的主体，他们的生产行为

直接决定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王华书，徐翔，2004)。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是

先进的生产技术，可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农户建立农产品生产追溯

制度，实际上是农户采用一项新的生产技术。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用过程需经由认

识一感兴趣一评价一试验一采用等阶段。多渠道获得同一信息会增加接受者的信

一G(Rogers，1984)。在分析这一影响时大多数学者都是通过农民获得的信息量的

程度来衡量，通常用一个农户和推广机构接触的密切程度，以及是否参加推广机

构和其他机构组织的示范演习等来作为代替变量。农民是否采用新技术受两个方

面的影响：一是学习新技术的成本；二是采用新技术的预期收益(林毅夫，1991)。

学习新技术的成本，包括采用新技术的直接支出和学习新技术的机会成本。采用

新技术的预期收益，包括预期风险程度。这个风险包括自然灾害等客观风险和主

观风险。主观风险一般由于信息不完备，农户新技术缺乏了解和信心，不愿意采

用新的技术。

对农户而言，建立农产品可追溯制度是农户的生产行为，是农户的～种投资

决策，而农户行为越来越受到其他主体的影响。

农户是农产品经营者，农户为从土地取得尽可能多的收益，会对生产进行大

量的投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户对生产的投资并不是一直增加的。唐平

从对农村住户抽样调查的资料的分析得出我国农户改革开放以来生产投入的特

征，并指出近年农户实际投入增长乏力，中长期投入发展慢，短期投入行为比较

突出，由于比较利益的存在，农户用于第一产业的投入份额下降(唐平，1994)。

黄祖辉(2005)等从农户决策行为分析出发，比较全面、系统地对我国农业结构

调整中的农户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的研究。

关于影响我国农户生产投资的因素，许多学者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基础

上得出不同的结论。刘承芳(2002)基于对江苏省的调查并据模型估计，得出影

响农户生产投资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农户家庭在非农行业就业的劳动力比例(正

相关)、农户借贷收入中从他人借入款比例的大小(正相关)、农户家庭耕地的适

度规模经营(正相关)、农户的农业生产性资产存量(正相关)、农户以住房形式

持有的资产(负相关)、学杂费方面的支出、社区基础设施方面通讯便利程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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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存款变量(分地区的)。伍晶在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影响农户生产投入

的因素，有农产品的价格、生产成本、资源的稀缺性、税收及政府的其他政策、

机会成本、文化及传统、制度环境。韩喜平在对农户投资决策行为模型分析的基

础上，得出农户对农业的投资是一种利益诱导行为，农业收入是投资的直接动因，

同时农户的投资资金又主要来自于农业收入，这样农户收入对农户投资双向制约．．

并得出农户生产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农户收入、农地收益、劳动力文化程度、

农业信贷、农地承包期、土地规模经营(韩喜平，2004)。韩耀对我国的农户行

为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并认为影响农户生产投资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因素和非经济

因素，其中经济因素主要有价格、生产成本、机会成本、经营方式，非经济因素

主要包括政治舆论与政治环境、文化与传统、户籍制度等(韩耀，1995)。徐薇

等在研究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过程中，提出农户的警惕心理也是妨碍农户投

资的主要因素(徐薇，曾旭晖，2005)。

2．3小结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一些发达国家从食品追溯的法律制定、管理机构建设、

系统建设方面着手，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农产品可追溯制度。为保证农产品信息

的可追溯性，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去做的，一方面是制定严格的食品准入或食品质

量安全标准，并要保存检测记录，农产品若出现质量问题，可依记录进行查询，

具备了一定的追溯性；另外一方面当农产品在各环节之间流动或农产品的形态发

生变化时，都要求各环节的生产或经营主体保存生产或加工方面的信息记录，如

该产品的生产历史、品种、产品特征等信息，并通过标签、耳标等方式将信息传

给后续环节，当农产品在某个环节出现质量问题，便可以查找这个环节，并根据

标签、耳标等追溯到上一环节，然后根据生产或加工的档案记录查找问题的根源，

如此层层追溯。但是，可追溯制度的建设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各环节之间可追

溯信息的衔接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影响了可追溯信息传递的效率和效果；在

信息的记录方面，也存在信息不够详细等问题，尤其在生产环节，有些农产品还

没有追溯到质量层次，这是因为在很多生产主体看来，提供这类信息或追溯到这

些层次所带来的收益小于成本的缘故。但按照食品供应链、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等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依据食品产业发展的趋势，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应该追

溯到质量层次，从而可以方便的寻找食源性疾病的源头，彻底解决食品质量安全

问题。通过对文献的阅读，可以得出农户在采用一项新的生产技术或做出新的投

资决策时，会表现出特定的行为，其接受程度和决策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对

我们研究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农户行为有重要参考价值。我国的农

户比较分散，农产品生产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农场式的生产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与

泰国等国家的农业生产模式也有区别，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这些国家经验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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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加以改进，形成在我们国家切实可行的途径。而在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j‘

过程中，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主体就是农户，因此只有农户的积极参与，才能更

高效地建立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那么，小规模经营背景下．农户在政府推动建

立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过程中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影响农户参与农产品生

产追溯制度行为及意愿的因素是什么，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少，而本文就

是以相关文献和相关理论为基础，研究这一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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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梳理

3．1农户的生产行为理论

农户是农村社区的一个最基本的组织单位，其成员共同占有财产，有共同的

收支预算，通过合理有序的家庭内部劳动分工进行生产、生活的特殊组织。农户

行为可分为生产行为、消费行为、组织行为。生产行为的主体包括：经营投入行

为、种植选择行为、资源利用行为、技术应用行为。

(1)农户的生产行为的一般特征

①理性行为与非理性行为并存。

农户在生产行为上表现出有限的理性。按照李嘉图的观点，农户的行为有完

全的理性；而舒尔茨在分析农户生产行为的基础上，也承认农户的理性行为，而

且是有限的理性。农户在生产行为上也表现出不理性行为。农户的不理性行为表

现在很多方面，有时候农户的不理性行为是农户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②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并存

我国农户的家庭经营行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农户生产的产品首先用于自

己消费，然后将多余农产品销售，也即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互融合。近

几年，农户生产的商业化有明显加强的趋势，特别是在一些具备比较优势和传

统优势农产品的地区，农户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水平，来获取更

高的利润。

③农户经营目标的多样性

比较利益的存在，使得大量的农户由农业转向工业或其他服务行业，我国的

农户也可分为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非农户。农户经营目标的多

样性，是为了减少农业经营的风险，提高收入。

④农户采用生产技术的现实性

农户在决定是否使用一项新的科学技术时，他们通常考虑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估算一下该项新技术和新实践可能带来的最好产量以及与此相关的变异性

的范围，从而得出最终可能带来的收益水平；二是把要采用的新技术和新实践作

为参照系，和己使用过的或正在使用的比较熟练的技术进步比较。比较的内容一

般是可预期的产量、接受此技术或新实践的难易程度等。

⑤行为导向的市场性

农产品销往企业或销向市场，都要受到市场信息的影响。农产品市场上价格

信号和数量信号的变动影响着农户的经营收入，生产要素市场上的价格和数量信

号的变动则会影响农户经营的成本，收入和成本的变动又影响农户的纯收入。理

性的农户在追求最大化利润的目标下，会谨慎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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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并存

农户从事农业生产，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但也追求其他非经济目标。如生

活的稳定性、家族的荣誉等。

(2)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的因素

林海(2003)对农民行为的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得出农民的决策

机制。他们认为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①农产品的价格。价格是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的最直接因素。价格的高低影响

着农户三个方面的行为：一是投资行为；二是产量决策；三是供给决策。

②风险。任何经济活动都存在风险。农民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也会考虑风

险的存在。汪三贵(1996)根据农户对待风险的心态，将农户分为寻险型、风险

躲藏型和风险中性。一般来说，农户是风险躲藏型的。在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

度建立的生产决策中，风险来自于农户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技术、标准的不熟悉

程度。总体来看，农户在生产经营中。信息不全，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多，农户

不得不在较小的风险和较大的收入间谨慎地选择，权衡的结果往往是追求经济安

定和收入稳定，选择风险较小的最大利润取向。

③资源。农村大多处于半封闭状态，信息不畅极大地影响倒农户的生产决

策，以及产品的销售。而且影响了外来资金、先进技术的引进。而资金短缺是

农户在自主经营中遇到的最大困难。资金是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物质基础。农

户自由资金不足，利用社会资金的渠道不畅，一旦有困难，无法自救，也很难

找到他救的途径。

④政策。政策是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的一个重要相关因素。我国实行的家庭承

包责任制，土地被频繁的调整，使农民形成了土地关系多变的预期，更无法作为

稳定的使用者关心土地的长期使用，加剧了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模糊认识，造成

农业生产上的短期行为。对土地进行短期掠夺式经营。很少使用绿肥和有机肥，

大量使用不利于土壤质量保持的化肥。从而也影响到农产品质量。目前，政府推

行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要求农户要详细记载农产品生产信息，诸如产地环境、

品种信息等，这些规定会规范农户的生产操作行为。

(3)农户生产行为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影响

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对农户的行为有显著影响。农户在建立追溯制度的过程

中，表现出“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对于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如果具有

追溯性的农产品更容易取得企业和消费者的认可，更容易进入食品的流通和加工

领域，也即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给农户带来了大量的利润，在利润的驱使下，农

户会毫不犹豫地建立追溯制度，把追溯制度当成生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我国现在正推广建立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政府也努力通过各种措施促进生

产追溯制度的发展，但就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来讲，如果追溯制度在价格、市场

准入等方面可以增加农户收益，降低农户交易成本，则这些正面影响会克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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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难度带给农户的负面影响，农户则有很强的动机建立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

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也成了农户生产的内在激励机制。

3．2信息经济学理论

信息经济学是研究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的理论。信息经济

学的发展经历了形成阶段(1950一1970年)、拓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演进

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陈瑞华，2003)。1959年，马尔萨克的《信息经

济学》～文的发表，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乔治．施蒂格勒被誉为信息经济

学的创始人，他认为，经济主体掌握的初始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因此

其决策和行为都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为做出最优决策，必须对信息

进行搜寻，就会产生成本和收益问题，据此，施蒂格勒(1990)提出“信息搜寻”

的概念及理论方法；乔治．阿克洛夫提出了分析二手市场的“柠檬”理论，标志

着信息经济学进入拓展阶段。1979年首届国际信息经济学学术研讨会的召开，

标志着信息经济学进入演进阶段。在信息经济学领域，最具影响性的代表人物有

斯蒂格利茨、西托夫斯基。斯蒂格利茨(1997)发表的《信息与经济分析：．一种透

视法》，将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模型归纳为8种类型，并认为，在不完

全信息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更能准确地说明产品市场或资本市场

的运行规律，在此模型下，价格就成为产品市场或资本市场上传递信息的表现形

式，价格波动不会导致厂商失去所有消费者就是因为总有部分消费者是在不完全

信息条件下进行交易的。西托夫斯基在分析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行为的基础

上，认为，市场信息在市场参与者的分布是不对称的，会经常性的表现出偏重于

卖方的偏好分布，这种信息偏好分布的不对称产生了非对称市场竞争，引发“非

价格竞争”。艾伦在其一系列文章，如《相临信息与不确定条件下代理人特征的

分布》、《作为经济商品的信息》等，探讨了信息商品在市场上的销售及消费者的

购买行为、信息商品交易对市场均衡的影响，系统地阐述了信息作为经济商品在

市场上的交易过程及价格形成机制。

农产品市场交易的信息不经济性缘于农产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性。对于在市

场中销售的农产品，其质量特征可分为三类，即搜寻品特征、经验品特征、信任

品特征。农产品质量的搜寻品特性主要是指消费者在消费之前就可以直接了解的

内在和外在特征。外在特征如商品品牌、标签、包装、销售场所、价格和产品产

地等，而内在特征则如颜色、光泽、大小、形状、成熟度、外伤、肥瘦、肉品肌

理和新鲜程度等。农产品质量的经验品特性主要是指消费者在消费之后才能够了

解的内在特征，如鲜嫩程度、汁的多寡、香味、口感、味道和烹饪特征等。农产

品质量的信任品特性主要是指即使消费之后消费者自己也没有能力了解的有关

食品安全和营养水平等方面的特征，如涉及食品安全的激素、抗生素、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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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氏菌和农药残留量以及涉及营养与健康的营养成分含量和配合比例等等。

市场机制在调节这三种不同类别的质量特性时存在巨大的能力差异。对于搜

寻品特征，消费者可从市场了解该类特征，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对于经验

品特征和信任品特征则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经验品特征在消费者食用

之后便可以了解其质量特征，因此生产者会有～定的激励去传递有关的质量信

号．以促使消费者的重复购买，生产者通常会为所生产的产品做大量的广告等方

面的宣传，形成该产品的良好声誉。而对于产品的经验品特征市场是完全失灵的。

如生产者知道产品的品种信息，而消费者不知道；生产者了解该产品的用药情况，

而消费者不知道等。这种信息不对称往往给交易双方都带来大量的损失，产生信

息传递的不经济性问题，即生产者生产的优质产品可能得不到消费者的认可，不

可以做到优质优价，生产者就会遭受损失，从而生产安全产品的积极性就会降低：

消费者不了解产品的质量信息，就可能被生产者所欺骗。

信息不对称给双方都带来了较大的损失。双方都渴望减少信息传递的不经济

性程度。而建立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是解决这～不对称问题的良好途径。通过农

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农户向消费者传达农产品的生产信息，取得消费者的认可，

消费者愿意支付高价格购买安全水平高的农产品。农产品可追溯制度扮演了市场

上产品质量信息第三方传递者的角色。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可提高农户在

市场中谈判的地位。获得更高的收益。结合供应链原理，从信息管理的角度看，

在供应链中实行产品可追溯系统包括将信息流与实体流联系起来。目的是能够获

得关于～批或一组产品在给定时间使用一个或更多的标识符的预先确定信息。农

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同时也会产生一种责任机制，农户要为其提供的农产品的质量

安全水平承担相应的责任。

3．3供应链理论

供应链管理理论起源于生产企业，企业出于对制造资源的占有和对生产过程

直接控制的需要，传统上对为其提供原材料、半成品或零部件的其他企业一直采

取投资自建、投资控股或兼并的“纵向一体化”管理模式。但是这种管理模式存

在一定的弊端，如增加企业投资负担，在项目建设周期中承担丧失市场时机的风

险。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企业的经营模式由“纵向一体化”转为“横

向一体化”，供应链管理逐步的得到人们的重视。“横向一体化”形成了一条从供

应商到制造商再到分销商和零售商的贯穿所有企业的“链”。由于每个节点的企

业来自不同的产业，当把所有相邻企业依次连接起来，便形成了“供应链”。现

在在理论界和实践界对供应链有不同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1)内部

型。此观点认为供应链是制造企业中的～个内部过程，该观点对供应链的理解局

限于企业内部的操作层；(2)物流型。该观点认为供应链是从供应商开始，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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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或流通业者．到最终消费者的所有物质活动。此观点把供应链仅仅归结位物

流，因此不是很全面；(3)信息型，代表人是史迪文斯，其将供应链定义为由供

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和消费者连接在一起组成的系统。该类观点同时强调信息

的反馈性，将信息反馈提高到与产品同等重要的地位。(4)网络型。该观点注重

围绕核心企业的网链关系，同时强调供应链的战略伙伴关系问题。我国学者马示

华等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给供应链下了比较完整的定义，即供应链是围绕

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经由中间、

产品到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到最终用户所连成的一个整体的功能网络链结

构模式(马示华等，2000)。该定义充分体现出供应链是一个涵盖范围广阔的概

念，包含所有加盟的节点企业，是～条连接从供应商到用户的物料链、信息链、

资金链(王凯，2003)。

一个完整的供应链由四个流程组成，即物流．商品的流通、商流．交易的实现、

信息流一信息的传递、资金流．货币的流通。农产品供应链属于供应链的一种类型，

同样注重完整性及信息的重要性。按照供应链的原理及农产品本身的特点，农产

品的供应链的物流流程包括生产、加工、销售、消费等环节，其中生产环节是初

始环节，也是最基础的环节。从整个农产品供应链来看，消费者限于自身对农产

品质量信息的匮乏，希望有一种途径可以提供所关注农产品的信息，尤其是农产

品的生产信息，很多食品安全隐患都产生在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因此，为保证农

产品供应链的完整性及信息传递的完整性，应建立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

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是供应链理论在农产品生产环节中应用的产物。农产品

生产追溯制度提供了农户生产操作信息。没有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农产品产权

可能属于企业或流通商，但是拥有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农产品产权完全属于农

户：农户要对生产的农产品承担安全责任。农产品追溯制度约束了农户行为，更

规范了农户行为，农户会自觉地按照安全农产品的生产操作来生产农产品。

3．4小结

本章梳理了农户的生产行为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供应链理论。从理论分

析可以得出农户在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过程中，会表现出“理性”经

济人的特征，如果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给农户带来的正面效应超过负面效应，则

农户有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动机：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提供的追溯性

信息减小了农产品交易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满足了消费者对农产品生产信息

的需求，也提高了农户在市场中谈判的地位；农产品供应链是一个完整的供应链，

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维系了农产品供应链的完整性及信息传递的完整性。使生产

者责任可查询。总之，本章的分析为全文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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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浙江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演变及评价

农产品可追溯制度可咀使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从市场术端追溯到生产源头，

全面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也利于政府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监管。但农产

品可追溯制度的建赢在我国才开始起步，加之我国农业生产的特殊国情，还没有

成熟的模式可以借鉴。

4．1浙江省农产品可追溯制度发展现状的回顾

浙江省农产品可追溯制度是在全国农产品可追溯制度起步的背景下建立起

来的。国家为推动农产品可追溯制度的建立．从法律制定、试点建设等方面扶持

可追溯制度的建立。

(1)法律制定

①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农业部、固

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卫生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2003年2月联合签发了一项文件，

下达了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农产品认证认可工作体系实施意见》的通知，在该通

知中，指出要通过认证标志，建立认证质量的可追溯制度，并且认证机构要对其

认证结果的有效性承担责任。

②2005年，农业部在其《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

的意见》中提出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能力建设，即强化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工作，逐步实现生产记录可存储、产品流向可追踪、储

运信息可查询；建立完备的质量安全档案记录和农产品标签管理制度，把产品标

签与农产品认证标志、地理标志、产品商标等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产销区一体化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网络。

(2)其他一些省份的试点建设情况

①2003年农业部农垦局会同我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开发设计了“农垦无公

害农产品质量追溯查询系统”软件，建立了“农垦无公害农产品”专题网站。2004

年正式启动了“农垦无公害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试点工作，确定了17个垦区

的20家农场作为“农垦无公害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首批试点企业，追溯产品

涉及到粮食、水果、畜牧、水产、茶叶等19类农产品。

@2004年5月，北京市农业同和河北省农业厅共同承担的试点项目“进京

蔬菜产品质最追溯制度”正式启动，由河北省6县市蔬菜试点基地使用统一的包

装和产品标签信息码，向北京市新发地和大洋路两个批发市场供货。主要内容为

基地无公害生产，采后分级包装、产品标签信息码管理、规范市场销售、追溯处

理机制等五个方面。其目的是实现产品质量的全过程都可以追溯。

理机制等五个方面。其目的是实现产品质量的全过程都可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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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上海市畜牧部门已经着手建立猪、牛、羊等畜类的档案记录，记录包括猪、

牛、羊生长过程中的饲料、兽药和添加剂的使用情况，以及放养条件、防疫和免

疫等情况，以实现对畜类产品的整个生长周期的监控。建立档案的依据是《上海

市动物免疫标识管理办法》。而且，要求免疫动物的左耳配挂耳标，实现一畜～

标一证。猪实行一猪一标、一窝一标。

④2005年山东省投入开发了蔬菜质量安全追溯网络系统，通过编码对蔬菜

生产流通的全过程进行记录，农民从生产蔬菜到包装、仓储、运输、销售等全过

程都可通过编码显示出来，消费环节如果发现蔬菜质量问题，即可通过编码系统

进行追溯，查明责任，有效避免了部分蔬菜打着无公害的幌子、质劣价高的混乱

现象。

(3)浙江省农产品可追溯制度发展情况

浙江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试点工作从2004年开始，浙江省农业厅根据

全省农业发展的情况，选择了杭州市和台州市作为试点地区，摸索农产品生产追

溯制度建立的经验。

杭州市制订了农产品生产过程档案制度，建立产地标志卡，实行杭产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制，全面探索农产品可追溯制度的发展模式。杭州市统一要求批发

商采购与销售都要持卡交易，标志卡由农业局统一发放。在采购的时候要农户和

批发商要填写两联凭据，并要求农户和批发商签字；这样，农户和批发商之间的

农产品交易就具备了可追溯性：批发商或农户在销售产品的时候也要填写两联凭

据，并要双方亲自签名；这样，批发商和二级批发商或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就具备

了可追溯性，解决了生产领域与流通流域的农产品追溯问题。表4．1和表4．2为

产地标志卡凭据样表，

表4．1杭州市本地蔬菜产地标志卡号凭据样表

蔬菜名称 采购日期 数量(吨或公斤) 产地标志卡号2 持卡人签字

注：第一联由批发商、行贩持有：第二联由产地蔬菜生产者备查。

表4．2杭州市本地蔬菜产她标志卡号凭据样表

蔬菜名称 采购日期 数量(吨或公斤) 产地标志卡号 批发商签字

注：第一联由批发商、行贩各查；第二联由蔬菜购买者持有。

2卡号是农业局对农户产品检测后确定的，卡号有区、县(市)、乡、镇(街道)、行政村名加4位阿拉伯
数字组成．以村为范围将登记农户按顺序编号。如江于区四季青镇三堡村X X×，若排序为l号，则编

号为“江干四季青三堡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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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实行了农产品产地编码制度，截止到2005年7月，已在全市84个乡镇

(街道)开始推行，涉及编码区块1200个，发放编码卡26．6万份：并在农业台

州湾网站开设“产地编码查询系统”。消费者将所购买农产品的编码扫描或手工

输入网站“产地编码”栏目中，就可查询农产品相关的生产信息。农产品产地编

码卡由标志图案和标志编码组成，标志图案由“产地”两字的拼音字母“CD”

组合而成，标志编码则由台州标志(T)、县市区码、功能码、乡镇码、村码、后

缀码连缀组成。农产品产地标志编码是：县市区码(椒江1、黄岩2、路桥3、

临海4、温岭5、玉环6、天台7、仙居8、三门9)、功能码(山区1、平原2、

海涂3、水库4、海洋5)、乡镇码(ZZ)、村码(ZZ)、后缀码(有机食品A、

绿色食品B、无公害农产品C)。

4．2浙江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实践模式

为了深入了解浙江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发展情况，调查者先去访谈了浙

江省农业厅、杭州农业局、台州农业局，与农业厅和农业局有关领导就农产品生

产追溯制度及追溯制度的发展模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听取了相

关报告，然后到农业局所属的农技推广站及试点了解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

情况。经过整理，得出下表：

表4．3杭州市和台州市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发展模式比较

3杭州市农业局、杭州市工商局、杭州市贸易局、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杭州市卫生局、杭州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于2005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联合颁布了杭农产[2005]244号文件《关于杭州市区三大蔬菜批

发市场经营杭产蔬菜出示产地标志卡或卡号凭据(试行)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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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杭州的发展模式基本可归结为在前期为政府推动型，也即政府推

动农户建立；后期为政府推动、市场拉动型，也即政府的主导作用逐步让位于市

场，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政府通过补贴等形式可以给农户带来一定的利益，但

政府补贴的目的是推动新制度的推广，政府追求的目标是社会利益最大化，政府

不可能无限度的补贴。可追溯制度的实施最终还是要靠制度本身的内在激励作

用。台州的发展模式可归结为“政府+台作社+农户”模式，也即政府鼓励合作社

推广农产品可追溯制度，而后发挥合作社的扩散效应。合作社的成立，克服了农

户个体弱小和组织化程度低的缺陷。合作社的成立。一方面便于农户结合成紧密

的利益共同体，增强自身谈判的力量；另一方面，利于政府相关政策的宣传，利

于政府对农户的技术培训。所以，以合作社为载体，可加快可追溯制度的建设，

合作社与可追溯制度的建设是互相促进的。合作社的群体性，可以降低农户对可

追溯技术难度和风险的预期，提高农户采取先进生产技术和接纳先进思想理念的

积极性：可追溯的发展可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提高广大农户的责任意识，

同时，农产品的高质量也会提高合作社的知名度，增强其社会影响力。

4．3浙江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实践模式的评价

无论从增强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提高我国农产品知名度的国际视角来讲，

还是从保证食品供应链的完整性、增强食品安全控制的理论角度来讲，建立农产

品可追溯制度、控制食源性食品安全事件是一种必然趋势，而我国的特殊国情决

定了我国的农产品的可追溯制度的建立不能盲目照搬国外模式。

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着其自身难以弥补的缺陷，也即“市场失灵”，所以需要

政府参与调节经济活动，可追溯制度是为了克服农产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问题。

可追溯制度提供了农产品更多的质量信息，农产品的质量水平也高，按照经济公

平的观点，建有可追溯制度的农产品在市场上应该“优质优价”，但在可追溯制

度开始推广的现实情况是优劣同价，可追溯制度所应产生的经济效益没有体现出

来。这时候政府与其他独立的微观经济主体一样，参与可追溯制度的建立，政府

以补贴、奖励等形式推动可追溯制度的建立，发挥其扶持效应；由于政府具有权

威的特征，政府行为经常被农户认为是理性行为，政府参与可追溯制度的建立，

农户也会效仿，政府的参与也起到了示范效应。同时，政府根据经济的运行情况，

制定可追溯制度方面法规，也可规范农产品市场中的经济主体行为，拉动可追溯

制度的推广。当这种制度的建立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时，政府就可以逐步退出，

政府作用逐步让步于市场作用。我国的合作社在最近两年发展迅速，在广大农户

中有较好的影响力，所以政府可以借助于合作社等社会力量较强的主体推广可追

溯制度，当可追溯制度有一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时候，政府作用可完全让

步于市场作用，而将力量集中于维持市场秩序、制定相关的市场法律方面，如集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农户行为研究

中于制定并维持农产品准入法规方面。

4．4小结

本章回顾了浙江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发展的现状，并总结了浙江省农产品

生产追溯制度的发展模式。从以上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政府在积极地推动

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以求做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从源头上保证农

产品的质量安全。而政府在推动建立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过程中，所要面对的主

体主要是农户。农户是农产品生产的主体，没有农户的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

度很难高效地建立起来。那么，在政府推动建立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过程中，

农户将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为什么会表现这样的行为，我们在以下的章节做详

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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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户调查的描述性分析

5．1调查方案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实际调查。在杭州市选择了西湖区、临安市，在台

州市选择了椒江区、黄岩区作为调查点；充分利用高校的优势，由研究中心的硕

士研究生组成调查组在调查点进行样本调查，调查在六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内完

成。问卷的调查采用的是一问一答的方式，由被调查者协助调查员完成，数据来

源可靠。笔者和其他调查者在调查时都是先去拜访当地的农业主管部门，从面上

了解该地区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发展的总体情况．并与农业局产信处、科教处的

领导以座谈的形式了解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发展情况．并且到到当地的农贸市

场了解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法规、消费者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认知等方面

的情况，最后根据随机原则，每个调查点分别选择了1．3个乡镇或街道办事处，

每个乡镇选择了2．3个村，对农户进行调查。共收有效问卷254份。

笔者在设计问卷时，广泛听取了导师和同学的意见，并同农业局的领导就问

卷数据的可得性做了广泛交流；然后选择临安市做试调查，最后经过修改形成了

最终问卷。本文选取浙江省的杭州市、台州市作为数据调查点，杭州市较早实行

了农产品产地标志卡制度，而台卅l市较早实行了农产品产地编码制度，两地区在

浙江省较早落实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最能代表浙江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发

展状况。在调查农户时，以是否具有产地标志卡或产地编码作为判断农户是否参

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依据，以是否愿意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

作为判断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带4度建立意愿的依据。根据两地区的农业发展

情况，笔者在杭JlI,I市选择了西湖区、临安市，在台州市选择了椒江区、黄岩区作

为调查点。在调查时，充分利用研究中心的力量，不断交流调查技巧。以提高调

查质量。调查在四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内完成。笔者和其他调查者在调查时都是先

去拜访当地的农业主管部门，从面上了解该地区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发展的总体

情况，并与农业局产信处、科教处的领导深入探讨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模

式等问题。然后到当地的农贸市场了解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法规、消费者对农

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认知等方面的情况，最后根据随机原则，每个调查点分别选

择了l-3个乡镇或街道办事处，每个乡镇选择T2．3个村，对农户进行调查。共收

有效问卷254份，样本的分布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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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样本分布情况

锦城街道办事处(20)

临安市(96) 青山湖街道办事处(30)

上甘街道办事处(46)
杭州市(157)

转塘镇(39)

浙江省(254) 西湖区(61) 三墩镇(11)

蒋村乡(11)

椒江区(53)
章安镇(21)

台州市(97) 三甲镇(32)

黄岩区(44) 宁溪镇(44)

本文的调查对象是农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五部分，分别是家庭成员与家

庭收入情况、农产品经营及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设情况、农户对农产品生产

追溯制度的看法、组织化程度及当地的政策环境情况。其中家庭基本情况主要包

括劳动力的年龄、就业地点、文化程度、农户家庭的基本收入情况；农产品经营

及生产追溯制度的建设情况主要包括耕地面积、有可追溯记录的农产品价格、产

量、成本情况、田间生产档案的发展情况等；农户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看法

包括农户对可追溯的法规了解的情况、风险预期、价格预期、对生产追溯制度的

关心及采纳情况等；组织化程度及当地的政策环境情况包括当地产业化组织的发

展情况、产业化组织作用、政府政策、政府作用等，详细情况可看附表。

5．2调查数据的总体描述

在所有被调查农户中，有42．5％(108户)的被调查农户参与了农产品生产

追溯制度的建立，而57．5％(146户)的被调查农户则没有。当问及农户没有参

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原因时，有25．2％(64户)的被调查农户回答是没

有听说过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有5．9％(15户)的被调查农户回答是昕说过，

但不了解，有36．2％(92户)的被调查农户回答是有点了解，有23。6％(60户)

农户比较了解追溯制度；剩下的9．1％(23户)对农产品追溯追溯制度有深入了

解。可见农户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较低水平上。而浙江省

其他地方的农户对生产追溯制度的认识比杭州和台州的还要低，因为这两个调查

点是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试点地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

政府及相关组织在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宣传方面还不到位，一些农户没有听说

过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也就无法正确地理解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另一方面，

由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发展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产生的经济效

益还没有体现出来，广大农户还报有观望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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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时间是最近一两年，这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发展只是处

于起步阶段。

表5．2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年限 单位：户

建立年限 浙江省 临安 西湖区 椒江区 黄岩区

一年或一年以内 农户户数 97 47 16 1 8 16

两年 农户户数8 0 8 0 0

两年以上 农户户数 3 0 3 0 0

合计 农户户数 108 47 27 18 16

从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途径看，有是70．8％由政府推动建立的，

有29．2％的被调查农户是由经济合作组织或村委会推动建立的，以其他方式建立

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则没有，这表明，政府在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初期是

起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而且，农户对政府的决策是比较拥护的。

从被调查的结果来看，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在“更容易获得大型农产品市场

准入许可”方面的作用是很明显的，这说明政府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要求越来越

高，颁布的标准越来越严格。而在“提高农产品销售价格”方面的作用则不是很

明显，说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还没有对农户形成内在激励机制。

表5．3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作用 单位：户

注：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在“政府在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中的作用“的调查过程中，排在前三位的有

表5．4政府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 单位：户

注：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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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农户希望政府发挥宣传教育、政策引导方面的作用，两者

占了第一位67．3％的权重．同时，农户也希望政府提供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相

关的技术培i)lf，以解决在实际中碰到的困难；

如果农户参与了产业化组织，在“产业化组织在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中的作

用”的调查中，排在前三位的有：

表5．5产业化组织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 单位：户

注：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从上面的数据不难看出，有37．4％的农户认为产业化组织应发挥“资金支持”

的作用，即农户对产业化组织的“资金支持”的角色期望最大，也反映了我国的

产业化组织也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农户加入产业化组织，希望得到对生产

经营活动有帮助的资金或技术帮助。

5．3户主特征

(1)年龄

对每一份问卷，我们都调查了农户主要劳动力的年龄及文化程度，但实际上

户主的特征对因变量的影响最为明显，被调查户主的年龄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5．6户主年龄分布情况 单位：户

从上表可以看出，全省从事农业劳动的劳动者年龄主要集中在40一59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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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而60岁及60岁以上也有一定人口从事农业劳动，最大年龄是66，最小年

龄是24：但29岁以下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则非常少，主要原因是农业的比较收

入较低，青壮年劳动力向非农化转移。

农户年龄与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行为关系如下表：

表5．7户主年龄与农户参与行为 单位：户

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行为 合计
户主年龄结构

已参与 还没有参与 254

29以下 7(77．8) 2(22．2) 9(100)

29．39 20(55．6) 16(44．4) 36(100)

40．49 44(49．4)45(50．6) 89(100)

50-59 34(33．3) 68(66．7) 102(100)

60及以上 3(16．7) 15(83．3) 18(100)

注：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可能性在

减小，如29以下的农户中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占77．8％1而60及以

上的农户中参与建立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仅为16．7％。

表5．8为年龄与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意愿的关系。可看出，农

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与户主年龄并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表5．8户主年龄与农户参与意愿 单位，户

注：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2)文化程度

根据调查，农户的文化程度分布如图5．1。可见，农户的文化程度总体偏低，

就浙江省来讲，小学及初中文化程度占了78．8％，而高中仅占0．7％。文化程度

的高低对农户接受新事物有一定影响，从而影响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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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临安市 西湖区 椒江区 黄岩区

图5．1农户文化程度分布

地区

表5．9给出了农户文化程度与参与行为的关系。可以看出，农户文化程度对农户

行为有一定影响．文化程度越高，农户越有可能参与了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

表5．9文化程度与农户参与行为 单位：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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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文化程度与农户参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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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5_2可以看出，农户的文化程度越高，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

立的意愿却出现了一定的下降情况。小学以下的农户愿意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

度建立的占77．O％，而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户中愿意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

的占了12．6％。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推广，农产品生产追溯

制度的经济效益并没有体现出来，不同文化程度农户的心理发生了不同变化。

(3)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认知程度

图53给出了农户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认知程度分布情况，从对样本的

统计情况来看，就浙江省来讲，没听说过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占25．2％，说明

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发展处在初步阶段；临安市农户的认知程度较高，其他三

个地方的认知程度则较差，尤其是椒江区，没听说过的农户就占了45．3。可见，

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宣传推广工作存在地区不平衡性。

爨
一

嚣
丑

浙江省 临安市 西湖区 椒江区 黄岩区

图5．3农户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认知程度分布

从表5．10可以看出，认知程度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推广有重要影响，

认知程度越高，农户越有可能参与了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比较了解的农

户中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占80％。

表5,10认知程度与农户参与行为 单位；户

注：1；牟=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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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给出了认知程度与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的关系。

可以看到，认知程度与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并没有明显的相

关关系。其中处在“有点了解”程度的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愿望

最强烈，占到了66．3％，而处在“没听说”程度的农户的参与愿望最低，仅为9．4％。

图5．4认知程度与农户参与意愿

(4)对政府政策的认知程度

60

50

40

孽30
嚣
丑20

10

0

浙江省 临安市 西湖区 椒江区 黄岩区

图5．5对政府有关政策的认知程度

由上图可以看出，浙江省农户对政府有关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政策的认知

程度处于一般水平，其中有点了解的农户占了38．6％，说明政府的政策还有待进

一步宣传；另外，农户对政策的认知程度呈现很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临安市农户

的认知水平最高，而黄岩则最差。出现这种情况，与这些地区农业部门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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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业生产力状况有关。

表5．11给出了农户对政府有关政策的认知程度与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

建立的行为的关系。由该表可以看出，认知程度越高，农户越有可能参与了农产

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处于不了解程度的农户参与农产品追溯制度建立的仅占

14，7％，处于很了解程度的农户占了81．8％。

表s．11对政策的认知与农户参与行为 单位：户

注：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表5．12给出了农户对政府政策的认知与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

的意愿关系，从该表也可以看出，农户对政府有关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认知程

度越高，越愿意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处于“没听说“程度的农户中

仅有10．3％愿意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而处于“有点了解”程度的农

户中有58．2％愿意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

表5．12对政策的认知与农户参与意愿 单位：户

注：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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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风险预期

浙江省 临安市 西湖区 椒i：I区 黄岩区

图5．6风险预期分布

由上图可以看出，浙江省农户对农业新制度的接受程度比较强，在上表可看

出，认为建立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无任何风险的占了58．7％，风险预期较低，对

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推广是有利的。但风险预期也呈现地区差异性，尤其像黄

岩区，有47．7％的农户认为采纳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存在较大风险。

表5．13风险预期与农户参与行为 单位：户

注：奉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从统计情况可以看出，农户的风险预期越高，农户越有可能参与了农产品生

产追溯制度的建立。尤其在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发展的前期．农户的风险预期对

制度的推广有更大的影响。

表5．14风险预期与农户参与意愿 单位：户

洼：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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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农户的风险预期不同，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

愿也不同。认为“有较大风险”的农户中有29．5％的愿意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

度的建立，而认为“有风险但不大”的农户中这一比例为52．3％的。

(5)价格预期

从表5．15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就浙江省来讲，有60．6％农户认为具有可追

溯性的农产品的价格与不具有可追溯性的农产品的价格差不多，而剩下的39．4％

的农户则认为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这也反映了越来越多的

农户认为参与新制度的建立可以给自己带来利益。

表5．15价格预期分布 单位：户

注：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七匕重．单位为％。

从图5．7可以看出价格预期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行为有明

显的影响，价格预期越高，农户越有可能参与了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从

样本来看，认为“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可以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农户中参与农产

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占了57％；而认为“可追溯制度对价格作用不大”的农户

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比例为33．1％。

66．9

57

网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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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趸至二二壶歪口
图5．7价格预期与农户参与行为

表5 16反映了农户的价格预期与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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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从表5．16可以看出，农户的价格预期与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

的意愿并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认为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可以提高农产品价格的

农户中愿意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仅占34％，认为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

对价格作用不大的农户中愿意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占50．6％，可能是

因为新制度的建立并没有给农户带来多少实惠，从而降低了农户对农产品生产追

溯制度的评价。

5．4农产品经营特征

(1)商品化程度

所调查农户的商品化程度分布如表5．17所示

表5．17商晶化程度分布 单位：户

注：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从所调查农户的样本来看，农户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是比较高的，浙江省农

产品商品化程度在75％以上的农户占了87．8％，其中的西湖区、椒江区、黄岩区

分别达到了96．7、100、95．4：这表明浙江省的农户与市场的联系是比较频繁的。

从表5．18可以看出，商品化程度越高，农户越有可能参与了农产品生产追

溯制度的建立。商品化程度在50％．75％之间的农户中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

建立的占27．3％，而商品化程度在75％以上的农户中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

立的占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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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表5．19给出了商品化程度与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关系。

从样本统计情况来看，随着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

制度建立的意愿有下降的趋势。这也可能是市场法规不完善的缘故。虽然政府颁布

了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方面的法规，但在市场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使得参与农

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农户并没有得到收益，而未参与该制度建立的农户也没有

受到任何影响，导致了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有下降的趋势。

表5．19商品化程度与农户参与意愿 单位：户

注t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2)经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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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样本的统计情况来看，农户的耕地规模较小，就浙江省来讲，5亩以下的

农户占所有农户的67．7％，而10亩以上的仅占4 7％这说明农业产业化程度偏低。

农户分布分散，农户经营规模小，会影响农业新制度的推广。

5亩以下 5亩-10由 IO亩以上

l=曼丝釜兰 =兰兰釜主I
’图5．9经营规模与农户参与行为

面积

从上图来看，5亩以下的农户中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占37．2％

而10亩以上的农户中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占了91．7％，可以看出

农产品经营规模越大，农户越有可能参与了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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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亩以下 5亩-10亩 10亩以上

图5．10经营规模与农户参与意愿

从上图可以看出，农产品的经营规模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

意愿有重要的影响，经营规模越大．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也

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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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入比重

浙江省 临安市 西湖区 椒江区 黄岩区

I口25％以下 目25％-50％ 团50％-75％ 口75％以上I
l

图5．1l收入比重分布情况

地区

从调查数据来看，有65％的农户的农业收入比重在75％以上，而仅有8．7％

的农户的农业收入比重在25％以下，这表明农户的农业收入对农户很重要。但在

分布上却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以椒江区和黄岩区为代表的台州的农业收入比

重要低于以临安和西湖区为代表的杭州的农业收入比重。

表5，20反映了农业收入比重与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行为的关

系。从该表可以看出，农业收入会影响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行为，

但其影响并不是很明显。农业收入比重在50％．75％区间的农户中参与农产品生

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比例为46．4％，而75％以上的农户中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

建立的比例为46．1％。

表5．20农业收入比重与农户参与行为 单位：户

注：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从下图可看出，农业收入比重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没

有显著影响。

如舯加∞如柏如如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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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农业收入比重与农户参与意愿

5．5农产品生产档案的建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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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生产档案建立情况

从上图可以看出，已经建立生产档案的农户占所有农户的41．7％，但分布也

有明显的地域性，临安建立生产档案的农户占当地农户的68．8％，而西湖区、椒

江区、黄岩区建立生产档案的农户分别占当地农户的23．0％、22．6％、31．8％，这

可能是由于农业生产状况不同的缘故。临安的农业比较发达，政府对农业也更加

重视，而椒江区等地的农业则没有那么发达。另外，从调查情况来看，生产档案

所要记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都记录种苗来源、化肥使用情况、农药使用情况、

生产者姓名、生产者联系方式方面的内容，这是因为农产品生产档案表是由浙江

省农业厅统一发放的。按照可追溯的要求，生产档案记录的内容还不能保证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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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生产中的某个环节，并未涉及生产过程中一些重要的生产活动，而且在调查过

程中发现有记录的内容也不全面，过于简单，不能很好地满足追溯性的要求，可

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推广还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

5．6市场特征

(1)价格波动

从表5．21可看出，农产品价格波动在各种设定水平上相差不是很大。农产

品的价格波动也呈现一定的地区差异性，椒江区、黄岩区的价格相对稳定，而西

湖区农产品的价格波动较大。

表5．21价格波动分布 单位：户

注；奉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从调查情况看(见表5．22)，价格波动对农产品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

建立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表5．22价格波动与农户参与行为 单位：户

注：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从表5．23可以看出，价格波动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

并没有显著影响。价格波动给农户的生产经营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农户可

能认为这种波动性是市场交易中的必然现象，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并

不能降低这种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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滓：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2)是否容易得到市场准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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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市场准入许可分布

从调查情况看，认为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可使农产品更容易获得市场准入许

可的占41．3％，说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在市场交易中的影响还没有确立起来。

从表5，24的统计情况来看，农户越是认为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可使自己的

农产品更容易得到市场准入许可，农户越有可能参与了这种制度的建立。

表5．24市场准入许可与农户参与行为 单位：户

注：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从对数据的统计来看(见表5．25)，是否更容易获得市场准入许可这一因素

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影响很小。这可能是因为农产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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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得到市场准入许可

不容易得到市场准入许可

48(45．7)

64(43．01

57(54．3)

85(57．01

105(100)

149(100)

注：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5．7组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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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5组织化程度分布

由上图可以看出，就整个浙江省来讲，农户的参与产业化组织的比重是比较

低的，加入产业化组织的农户仅占所调查农户的20．O％。农户加入产业化组织的

情况是农业产业化程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数据可以看出，浙江省农业组织化程

度还是很低的。

从表5．26可以看出，组织化程度可以促进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加

入产业化组织的农户中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占66．7％，而未加入产业

化组织的农户中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占36．5％。

表5．26组织化程度与农户参与行为 单位：户

注：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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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5．27可以看出，农户加入产业化组织后，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

立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加入产业化组织的农户中愿意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

立的占70．6％，而未加入产业化组织的农户中愿意参与建立的仅占37．4％。

表5。27组织化程度与农户参与意愿 单位：户

往：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5．8政策环境

(1)政府相关的支持政策

从调查情况来看(见图5．16)，有58．7％调查农户的当地政府有支持农产品

生产追溯制度的政策，没有的占19．7％，这表明政府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

立及推广非常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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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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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临安市 西湖区 椒江区 螽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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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6政府相关支持政策分布

从表5．’8可看出，政府的支持政策与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

行为并没有很强的相关关系，这并不能说明政府的支持政策对农户行为没什么影

响，可能是因为政策的落实并不是很到位，农户并不是很了解相关的政策。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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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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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支持政策 不了解 有支持政策

图5．17政府相关支持政策与农户参与意愿

政府支持政策

从调查情况来看(见图5．17)，政府的支持政策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

制度建立的意愿有重要影响，有支持政策的农户中认为愿意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

制度建立的占68．5％，而没有相关支持政策的农户中愿意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

度建立的仅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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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8政府技术培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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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查情况看，调查农户参与政府相关技术培训的比例为65．4％，但是呈现

明显的地区差异性，所调查的临安农户有99．O％都参加了相关技术培训；而椒江

区、黄岩区的这一比例分别为32．1％、38．6％。

从表5．29可以看出，技术培训会影响可追溯制度的建立，有技术培训则农

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可能性越大。

表s．29政府技术培训与农户参与行为 单位：户

注：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从调查情况看(见表5．30)，政府相关的技术培训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

溯制度建立的意愿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并不是很明显。

表5．,30政府技术培训与农户参与意愿 单位：户

注：本表括号中的数值是比重，单位为％．

5．9小结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在浙江省得到了

一定的发展，同时可以发现浙江省杭州市和台州市农户在对农产品生产可追溯制

度的认知程度、对政府政策的认知程度、风险预期、农业收入比重、价格波动、

政府相关的技术培训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说明了浙江省农业发展存在明显的

地区差异性。我们所设置的各种因素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行为

及意愿都有一定影响，而影响方向并不～定是相同的。这些结果为我们下一章的

回归分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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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行为及意愿的模型分析

6．1理论模型构建

根据农户生产行为、农户行为等经济学理论，我们把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

溯制度建立行为及意愿的影响因素分为户主特征、农户经营特征、市场特征、组

织化程度及当地政策环境四类。具体如下图所示；

年龄

文化程度

对追溯制度的认知程度

对政府政策的认知程度

风险预期

价格预期

价格波动

市场准入

户主特征
组织化程

度及当地

政策环境

农户参与农产品
生产追溯制度建

立的行为及意愿

市场

特征

农户

经营

特征

组织化程度

支持政策

技术培训

商品化程度

农业收入所占比重

农产品经营规模

图6．1农户参与行为及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图

(1)户主特征

对农户而言，在一个家庭当中，户主是生产经营活动的决策者和主要参与者，

户主特征在这里主要是指农户户主的文化程度、年龄、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

认知程度、对政府有关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政策的认知程度、对农产品生产追溯

制度的风险预期、对农产品的价格预期。

不同文化背景的农户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会存在一定

的差别。在本文的调查中，农户的文化背景用其学历水平表示。从理论上讲，农

户的文化程度越高，收集信息的能力越强，接受和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也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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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更有可能参与了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也更愿意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

制度的建立。

年龄这个变量对农户建立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行为及意愿的影响并不是很

容易判定。一方面，由于我国具体的国情，农户年龄越大，农户的文化程度越低，

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可能性越小，参与意愿也越弱；另一方面，农户

一般有比较强的规避风险、寻求安定的心理，政府推行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

设，可以降低产品销售的不稳定性，农户年龄越大，农户寻求安定的心理也就越

强，也就越可能已经参与或更愿意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

对于农户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认知程度这个变量，从理论上讲，与农户

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行为和意愿应成正相关关系。农户认知程度越

高，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了解也就不是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从而参与农产

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同理，从理论上讲，对农户对政府有关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政策的认知程度

也与农户参与行为和意愿成正相关的关系。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对提高我国农产

品的质量安全水平及增强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有重要意义，是实行源头管理、消

除食源性食物中毒事件的主要措施，政府会为制度的建设提供技术及其他方面的

帮助，以推动制度的建设工作。

农户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风险预期会影响可农户的参与。一般情况下，农

户是愿意规避风险、寻求稳定的，除非某种新的制度或措施可以为农户带来更高的

利益。我国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刚刚起步，农户对其了解本来就较少，加之我国农

产品市场建设的机制还比较薄弱，其给农户带来的收益还不是很明显，因此，农户

的风险预期越高，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可能性越小．参与意愿就越弱。

对具有可追溯性的农产品的价格预期越高，参与该制度建立的可能性也就越

大，参与意愿也就越强。农户也是理性的，在既定的资源约束条件下，农户会谨

慎地选择自己的投资，以使投资收益最大化。

(2)农户经营特征

农户经营特征在这里主要是指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农产品经营规模、农业

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在本文中，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是用农产品的销售数量占总产量的比例来

度量的。农户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越高，表明农户对农产品的依赖程度越高，也

表明农产品的销售可以为农户带来更多的收益。具有可追溯性的农产品可以更好

的通过市场的检测，得到政府出口等方面的许可，所以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越高，

农户也就更愿意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以减少农产品进入市场的阻碍。

农产品经营规模对农户行为有着重要影响。经营规模越大，农户进行某项投

资的平均成本越小，农户进行这种投资的倾向会增强，所以如果一项新的投资可

以为农户带来更高的收益，则农户的经营规模越大，进行新投资的可能性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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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对农户行为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比重越高，则表明

农业收入对农户越重要，农户会采取各种措施来提高农业带来的收入。对政府倡

导的活动，一般情况下，会增加农户的实际收益。农产品可追溯制度是由政府倡

导的，农户的农业收入比重越高，农户越有可能参与了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

立，如果没参与，参与的愿望也就越强。

(3)市场特征

农户的市场特征在这里主要是指农产品价格波动和市场准入许可问题。

农产品的价格波动这个指标，一方面，如果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大，农户则希

望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和预期的收益可以保证他现有的生产，希望自己生产的农产

品可以得到市场的认可，也就更希望市场上的消费者或经销商可以更多的了解自

己农产品的情况，则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也就更强烈。另一

方面，由于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大，农户无法预期他所能得到的收益，如果觉得由

于市场形势的变化，其所预期的收益大于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收益，

那么参与这种制度建立的意愿就明显减弱了。

市场准入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行为及意愿有重要影响。近

几年，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迅速，跨区贸易跨国贸易越来越普遍。由于我国地区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对农产品的质量要求和实行的市场法规也存在一定的

差别。像上海、杭州等的市场准入要求就很高。所以，农产品的市场准入会对农

户的生产和投资决策有重要的影响。

(4)组织化程度及当地政策环境

组织化程度用户是否参与产业化组织来衡量；而政策环境用当地政府对农产

品生产追溯制度的支持程度来衡量，在本文我们分解成当地政府是否有支持农产

品生产追溯制度发展的政策及农户是否参与政府相关技术培训两个指标。

当地政府的支持程度可以表现为向农户提供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方面的技

术培训、承担技术培训费用、给予政策上的优惠。而且政府支持农产品生产追溯

制度的发展，会起到很好的宣传和扶持作用，有利于增强农户对农产品生产追溯

制度的了解程度，减少农户在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过程中的投资。所以

政府越支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发展，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行

为及意愿也就越强，是正相关的关系。

组织化程度对农户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讲，政府现在支持各类产业

化组织的建设，以提高我国农业的产业化水平，所以产业化组织可以更好的去宣

传国家的政策。加入产业化组织的农户乐意接受政府倡导的活动；另一方面，产

业化组织代表的是农户的利益，农户加入产业化组织，可以减小自身力量薄弱的

劣势，加入产业化组织，农户可以更好的得到组织提供的技术培训，减少进行某

些新的投资所面临的技术困难。所以，组织化程度越高，农户越有可能已经参与

了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如果还没参与，农户参与的愿望也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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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假设和分析，我们设置两个因变量，一个是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

溯制度建立的行为，用是否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表示：一个是农户参

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用农户是否愿意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

建立表示。根据研究的目标及理论假设，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设定如下：

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行为=F(户主特征、、农户经营特征、

市场特征、组织化程度及当地政策环境)；

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F(户主特征、、农户经营特征、

市场特征、组织化程度及当地政策环境)：

这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会有所差别。从现实情况来讲，可能存在诸多情况，

如农户可能已经参与了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但并不愿意参与该制度的建

立；或没有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现在愿意参与该制度的建立等等。

通过对第一个变量的估计，去了解影响农户已发生行为的因素；通过对第二个变

量的估计，去分析影响农户现在意愿的因素。我们把各困素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

产追溯制度建立行为及意愿的影响做如下的预期：

表6．1各因素对农户参与行为及参与意愿的预期作用

各影响因素 对因变量的预期作用方向

一、农户个体特征

年龄

文化特征

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认知程度

对政府有关农产品生产追溯靠4度的政镱的认知程度

风险预期

价格预期

二、农户经营特征

农产品商品化程度

农产品经营规模

农业收入所占比重

+

+

上

三、市场特征

价格波动程度

市场准入许可

0

+

四、组织化程度及当地政策环境

加入产业化组织

政府相关政策支持

政府提供相关的技术培训

+

+

+

注：“+”代表正向作用，“一”代表负向作用，“O”代表影响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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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经济计量方法选择

Logistic回归是对定性变量的回归分析，在社会科学中，Logistic回归是应用

得最多的回归分析。根据因变量取值类别的不同，Logistic回归可以分为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和Multinominal Logistic回归分析。前者应变量只能取两个值l

和0(虚拟因变量)，而后者因变量可以取多个值。根据本研究的需要，对于第

一个因变量，农户只有参与了或未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对于第二个

因变量，农户只有愿意或不愿意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即均只有两种

取值情况，所以本文中应用的是二分类逻辑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因为因变量Y本身只取0、1两个离散值，不适于直接作为回归模型中的因

变量，而E(r)=P=风+届t+屈心+⋯+屈‰表示在自变量为x(i=1，2，．，k)

条件下Y=1的概率，因此可以用它来代替Y本身作为因变量，其Logistic回归

方程为：

it' iL风+p^+如xl+-··+p*1t1／(p)2南5南丽丽孺 ‘6_1’

对f(p)对Logistic变换，即：

g(p)=log it(f(p))=In(—半)
1一J tP) (6．2)

很明显，g(P)以logit(f(p))；0为中心对称，在f①)=0和f(p)=1的附

近变化幅度很大。而且在f(p)对Xi不是线性的关系的情况下，通过Logit变换

可以使得g(P)对Xi是线性的关系：

g(p)=1n‘f写％)2属+属一十屈z2+⋯+屈屯+占 (6．3)

对逻辑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的统计量有：一2对数似然值(-2log likelihood，

--2LL)、拟合优度(Goodness ofFit)统计量、Cox和Snell的R2(Cox&Snell’S

R--Square)、Nagelkerke的R2(Nagelkerke’s R-Square)、伪R2(Psedo--Square)、

Hosmer和Lemeshow的拟合优度检验统计量(Hosmer和Lemeshow’s Goodness of

FitTest Statistic)、Wald统计量。如果要考虑每个自变量在回归方程中的重要性，

可以直接比较Wald统计量的大小，Wald统计量大者显著性高，也更重要。此外，

Wald统计量近似服从于自由度等于参数个数的卡方分布。

6．3变量定义

根据前述描述性分析及理论分析，本章通过构建0．1逻辑回归模型对因变量

进行实证分析。变量情况见表6．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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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规模 连续性变量

6．4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行为的模型分析

我们利用SPSSll．5统计软件，对调查的数据进行了Logistic回归处理。在

回归时，采用的回归方法是backward conditional方式。在处理过程中，首先将

所有影响因变量的自变量都代入模型进行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将对因变量影响

并不显著的自变量剔除掉，然后继续检验，直到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检验结果

基本显著为止。

将数据代入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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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行为的模型估计--(Step 1)

一 回嚣B青数寡S冀E蒡蠢W尔al紧d气警嚣荨S为ig亨B指数() (．) ( ) (df) 的檄翠( )

文化程度 0．494 O 271 3．314 1 0．069 1 639

认知程度 1 243 0．343 13．171 1 0．000⋯ 3．467

对政策的认知 ．O．349 0．328 1．129 1 0．288 0．706

经营规模 O．420 0．094 19．957 1 0，000 1．521

有无支持政策 0．872 0．247 12．477 1 O．000 O．418

技术培训 O．293 0．679 o．】86 l O．666 I 341

产业化组 O．440 O．476 O．856 l 0．355 1．553

市场准入许可 ．O 075 O．440 0．029 l O．865 O．928

商品化程 1．140 O．574 3．949 1 O．047 3．127

年龄 ．0．170 0．222 0．585 l O，444 0．844

风险预期0．296 0．369 0．642 l o．423 1．344

价格预期 一0。455 0,424 I．156 1 O．282 0．634

价格波动 O．133 0．171 O．600 l 0．438 1．142

农业比重 ．O．214 O．133 2，582 1 O．108 0．808

Constant ．8．300 3．080 7．262 1 0．007 O．000

“．．·”表示统计检验分别达到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表6．4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行为的模型估计--(Step 4)

回归系数 标准差 沃尔德 自由度 系数显著为零 。指舯
(B) (s．E)(Wald) (df) 的概率(Sig)

廿’8鳅

文化程度 O．554 O．263 4．451 l 0．035 1．741

认知程度 I．291 O．323 16．012 1 O．000 3．636

对政策的认知 ．0．349 O．328 11 36 1 0．286 0．705

经营规模 O．428 O．093 21．145 1 0．000 1．534

有无支持政策 0．878 0．245 12．817 I O．000 0．416

产业化组 0．533 0．455 1．37I l O．242 I．704

商品化程 1．1 19 0．562 3．963 1 O．047 3．062

风险预期0．336 0．337 0．996 1 0．318 1．399

价格预期 ．0．518 0．41 1 1．582 l 0．208 o．596

价格波动 0．099 0．159 O．390 1 0．532 1．104

农业比重 ，0．195 O．129 2．279 l 0．13l O．823

Constant ．5．508 2．745 8．235 1 0,005 0．001

注：“"、“¨”、“···”表示统计检验分别达到10％、5％和1％的显著性水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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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5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行为的模型估幸l'---(Step 9)

回絮B吾数寡S冀E荨蠢W尔al紧d：紧震需嘴数() () ( ) (df) 的橇率(Si2)
⋯～

文化程度 0．579 0．255 5．159 1 O 023” 1．784

认知程度 1．075 0．17l 39．486 1 0．000⋯

经营规模 O．427 0．087 24．346 1 O 000⋯

有无支持 O．777 0．225 1 1．974 1 0．001⋯

商品化程 O．947 0．533 3．1 59 1 0 076’

价格预期 ．0．707 0．326 4．71 l 1 O．030”

Constant ．7．506 2 346 1 O．236 1 0．00 1⋯

2．929

1．532

0．460

2．577

0．493

0．00l

注：“．"、“+"，“+¨”表示统计检验分别达到10％、5％和I％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过程共经过了9个步骤，拿出其中的三个模型加以分析。在第一步，只

有认知程度、文化程度、经营规模、有无支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发展的政策四

个变量影响显著；第四步的结果更清晰，影n向显著的五个变量是认知程度、文化

程度、经营规模、有无支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发展的政策、商品化程度；到第

九步，可以得到对应变量影响最为显著的五个变量，也即认知程度、文化程度、

经营规模、有无支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发展的政策、价格预期。

模型的总体检验结果如下：

表6．6模型总体估计结果

通过一2 Log likelihood、Cox＆Snell R Square、Nagelkerke R Square的统计值

可以看出，模型总体检验效果良好。

结果和讨论：

(1)户主特征

在农户户主特征中，认知程度、文化程度、价格预期三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

著影响，其他变量则不能得出明确结论。

文化程度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有重要影响。回归结果显

示，文化程度与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行为是正相关关系。文化程

度越高，农户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越强，这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

认知程度也是影响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重要变量。农产品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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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追溯制度可为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详细的生产信息，可以提高生产的科学

化水平，从长远来看，可为农户带来较多利益。认知程度越高，农户越有可能参

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这和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

价格预期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行为也有重要影响。回归结

果为负，结合对变量的设定情况，可以得出，农户价格预期越高，农户越有可能

参与了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农户是理性的，农户的生产或投资决策都在

追求“利益最大化”，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如果可以提高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农

户参与该制度建立的积极性会明显提高。

户主特征的其他变量，如风险预期、年龄特征等则不能得出明显的结论。

(2)农户经营特征

在农户经营特征变量中，只有经营规模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

的行为影响显著，其他两个变量，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经营规模是影响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模

型的检验结果来看，经营规模与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行为是『F

相关的关系。经营规模越大，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平均成本越小，

可见，“单位投资最小化”也是农户生产或投资决策的重要标准，与假设的预期

是一致的。

(3)市场特征

市场特征中的所有变量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行为的影响都

不显著。

市场准入许可等市场特征变量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行为

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市场环节中的监督力量比较薄弱，与可追溯制度相关的

市场法规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同时，可追溯制度还没有被消费者完全理解和

接受，导致了这些变量对农户的行为没有较大影响。

(4)组织化程度及当地政府政策

有无支持可追溯制度发展的政策这一变量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

建立的行为有重要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成明显的正相关。

其他两个变量则影响不是很显著。

综上所述，认知程度、文化程度、经营规模、有无支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

发展的政策、价格预期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行为有显著性影

响，这与我们的假设是一致的。

6．5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意愿的模型分析

采用同样的回归处理方法，我们对影响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意

愿的因素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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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7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模型估计--(Step 1)

Ijlf)-7系数 标准差 沃尔德 自由度 系数显著为零 ～*
(B) (S E) (WaId) (df) 的概率(Sig)

15_j-g姒

文化程度 ．1．088 O．333 10．664 l 0．001⋯ O．337

认知程度

对政策的认知

经营规模

有无支持政策

技术培训

产业化组

市场准入许可

商品化程

年龄

风险预期

价格预期

价格波动

农业比重

Constant

O．501 0 429 l 368 l 0．242

0．966 O．462 4．370 1 0，037”

0．060 0．061 0．98l 1 0．322

2．469 0．376 43．094 l 0．000⋯

．0．643 0．793 0．658 1 0．417

1．263 O．67 I 3．550 1 O．060’

-0．333 0．524 0．404 1 0．525

．1．022 0．579 3．1 17 l O．077‘

O．537 0．276 3．772 1 0．052。

0．896 O．450 3．973 l 0．046”

．1．943 0．579 1 1．269 1 O．001⋯

0．102 0．23l 0．194 1 0．660

．0．128 0．144 0．791 l 0．374

．8．018 3．525 5．174 1 0．023”

0．606

2．627

1．062

11．810

0．525

3．537

0．717

O．360

1．710

2 451

6，978

1．107

0．880

0．000

“¨．”表示统计检验分别达到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表6．8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模型估计=(step 5)

回归系数 标准差 沃尔德 自由度 系数显著为零

!堡! !!：曼! !婴!!!! !!盟 塑塑皇!!堕! 旦塑塑
文化程度 1．133 0．323 12，342 1 0．000⋯0．322

认知程度

对政策的认知

经营规模

有无支持政策

产业化组

商品化程

年龄

风险预期

价格预期

Constant

．0．591

0．883

0．064

2．428

1．142

．1．018

0．582

0．644

．1．724

．7 024

0．413

0．433

0．066

0．356

0．592

0．583

0，272

0．405

0．534

3 226

2．054

4．163

0．965

46．501

3．727

3．047

4．587

2．536

10 416

4．742

0．152

0．04l“

0．326

0．000⋯

0．054‘

0．081+

O．032”

0．111

0．001“+

O．029“

0．554

2．418

I．067

11．334

3．134

0．361

1．790

1．905

5．607

0．00l

“¨．”表示统计检验分别达到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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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9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模型估计三(step 8)

回罟B吾数篙S E蒡恙W尔al繁d ：紧爱潍芎S为ig手的B指数() (．) ( ) (df) 概翠() ⋯一
文化程度 1．074 0．308 12．192 1 O．000 0．342

对政策的 0．505 O．224 5．062 1 0．024 1．657

有无支持 2．457 0．350 49．223 1 0．000 11．664

产业化组 1175 0．565 4．317 1 0．038 3．237

商品化程 0．988 0．582 2．883 1 0．090 0．372

年龄 0．495 0．252 3．844 1 0．050 1．640

价格预期 ．1．207 0．428 7．954 1 0．005 3．344

Constant ．5．023 2．844 3．1 19 1 0．077 0 007

注：“"、“¨”、“¨+“表示统计检验分别达到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过程共经过3"8个步骤，在第一步中，文化程度、对相关政策的认知程

度、有无支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发展的政策、年龄、价格预期对因变量影响显

著；随着对因变量影响不显著的变量被逐步剔出模型，到第五步，变量并没发生

变化：到最后一步，可以看到对因变量影响最为显著的六个变量，即文化程度、

对政策的认知程度、有无支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发展的政策、产业化组织程度、

年龄、价格预期。

模型的总体检验结果如下：

表6．10模型总体估计结果

由-2 Log likelihood、Cox&Snell R Square、Nagelkerke R Square的统计值可

以看出，模型的总体拟合效果良好。

结果讨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影响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因素与影

响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意愿的因素并不完全相同。行为是已经发

生的，而意愿是农户的一种主观愿望。农户采取某种行为或决策，并不仅仅因

为这种决策或行为会给自己带来收益，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影响。所以因变量

的检验结果出现不同。

(1)农户户主特征

在农户的个体特征中，对相关政策的认知程度、文化程度、价格预期、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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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其他变量则不能得出明确结论。

文化程度和价格预期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有重要影

响。分析同前文中的这些变量对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行为的影响的分

析相同。

对政策的认知程度是影响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重要变量。政

府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政府的政策对农户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农户对

政策的认知程度越高，农户参与该制度建立的意愿也就越强烈。这与本文的预期

是一致的。

年龄也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有重要影响。回归结果显

示，与因变量成正相关关系。农户年龄越大。生产经营者越追求稳定性，其生产

和投资决策都是为了减小生产经营中的风险。农户年龄越大，越认为农产品生产

追溯制度可以减少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农户参与意愿越强烈。

农户户主特征的其他变量，如风险预期、认知程度等则不能得出明显的结论。

(2)经营特征

经营特征中的所有变量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意愿的影响都不显著。

(3)市场特征

市场特征中的所有变量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意愿的影响都不显著。

(4)组织化程度及当地政府政策

产业化组织程度和有无支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发展的政策对农户参与农

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有重要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两者与因变量均成正

相关关系。

我国的很多产业化组织都是在政府的扶持下建立的，农户加入了产业化组

织，可以得到更多有关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方面的技术培训，一定程度降低了参

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技术难度：另一方面，产业化组织也克服了个体农

户力量薄弱的劣势，提高了农户与市场交易主体谈判的地位，对市场信息的获取

更加快捷，对市场的发展趋势的洞察更为准确。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是提高农产

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举措，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加入产业化组织的农户参与农

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更强烈。

政府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政策倾斜会促进该制度的发展，农户参与追溯

制度的建立，也可以从政府的政策中得到很多实惠，农户参与的意愿也就更强烈。

其他变量则影响不是很显著。

综上所述，文化程度、对政策的认知程度、有无支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发

展的政策、产业化组织程度、年龄、价格预期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

立的意愿有显著性影响，这与我们的假设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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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与政策建议

7．1结论

通过本文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浙江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存在明显的

地区不平衡性。

在试点调查的农户中有42．5％的农户参与了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杭

州市和台州市是浙江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试点地区，其他地区农产品生产追

溯制度的发展更迟缓；而且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信息记录提供的可追溯性信息

非常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质量安全追溯的要求，这说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发

展还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从调查结果来看，临安市有49．O％的农户参与了农产品

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西湖区有44．3％的农户参与了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

立；而椒江区和黄岩区则分别有34．0％、36．4％的农户参与了农产品生产追溯制

度的建立；在认知程度方面，II缶安仅有4．2％的农户没听说过农产品生产追溯制

度，但椒江有45．3％的农户没听说过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可见农产品生产追溯

制度发展呈现明显的地区不平衡性。这可能与地方农业的发展情况有关。农业较

发达的地区，特色农产品较多，农业基础好，当地政府的农业部门号召力强，则

较容易建立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反之，难度会加大。

(2)浙江省的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发展与市场环节脱节，严重影响了农

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发展。

农产品可追溯制度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包含多个环节，其中市场环节非

常重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克服市场交易双方

农产品信息的不对称性，以求“优质优价”，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但现在

农产品市场有关可追溯制度的法规不完善，政策宣传不到位，政府监督力量更是

薄弱，市场环节严重滞后于生产环节，不能发挥市场环节对生产环节的拉动作用，

降低了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积极性和意愿。

(3)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还没有给农户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农户参与该制度建立的积极性。

调查的农户中有108户已经参与了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但仅有44户(占

40．7％)愿意建立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这说明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

并没有达到农户的期望。从对样本的统计情况看，在“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可以

提高农产品销售价格”的调查中，有85．5％的农户认为好处很小或没有任何好处，

在“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可提高农产品质量”的调查中，有54．8％的农户认为好

处很小或没有任何好处：这表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没有给农户带来多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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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农户对农户生产追溯制度的认知程度较低，政策宣传不到位。

从调查情况来看，浙江省有25．2％的农户没有听浇过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

有26．8％的农户没有听说过政府有关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政策，认知程度偏

低，会影响农户建立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意愿。政府应加大有关农产品生产追

溯制度的宣传，提高农户的认知程度。

(5)影响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行为及意愿的因素很多。

通过Logistic模型对所调查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认知程度、

文化程度、经营规模、有无支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发展的政策、价格预期对农

户参与农产品追溯制度建立的行为有显著性影响，文化程度、对政策的认知程度、

有无支持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发展的政策、产业化组织程度、年龄、价格预期对

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有显著性影响。

(6)产业化组织及政府政策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有

重要影响。

台州农产品编码制度的发展是借助于专业化组织发展起来的，而且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从模型的估计结果看，产业化组织对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

立的意愿有显著影响，这说明产业化组织的发展可促进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

立。产业化组织可降低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技术难度，解决农户参与

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各种难题。

从调查结果看，在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途径方面，有70．8％由政

府推动参与的，有29．2％的被调查农户是由经济合作组织或村委会推动参与的，

可见，政府政策支持等可以加速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政府政策方面的倾

斜、提供的技术培训等都可以减少农户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风险预期，提高

农户参与该制度建立的意愿。

7．2政策建议

近几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对全球的食品产业和各

国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为了扶持规范食品产业，重塑消费者食品

消费的信心，各国政府纷纷通过制定食品安全法律、完善管理机制等形式加强食

品质量安全管理，而很多食品安全问题多产生于农产品的生产环节，所以农产品

的源头管理成为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农产品生产追溯

制度的建设则成为了源头管理的重要内容，欧美国家在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

设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我国是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大国，随着我国人民食品安全

意识的日益提高和农产品出口形势的日益加剧，我国从中央到各级政府日益重视

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设，一些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大省在逐步的试行农产品生

产追溯制度的建设，有些省份已开展试点建设，以探讨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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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式。本文通过对农户的实地调查，对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设进行了充分

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并提出了若干建议，希望可以加快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

的建设。

1、政府应加强政策宣传，强化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思想

意识。

政府有关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方面的政策对农户参与行为参与意愿有重要

的影响，而从实地调查的结果分析来看，农户对政府的有关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

的政策了解得还是较少，有一些农户甚至没有听说过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这就

影响了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愿。所以政府应加强农产品生产追

溯制度方面政策的宣传，强化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意识。

2、政府应加强对合作社等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以推动农产品生

产追溯制度的建设。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发展的趋势，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农业产业化的产物。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存在，可以更好地宣传政府有关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设的

政策，可以更好地为农户提供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方面的技术培训，从而推动农

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发展。所以政府应加强对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在

初期可以拿出专项建设资金支援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设，发挥合作社对农户

影响的扩散效应。

3、政府应加强市场机制建设，以市场机制拉动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发展。

在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发展的前期，为促进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发展，政

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带动农户的积极性，当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给农

户带来实际效益时，农户就会形成一种内在的激励机制，此时政府可减少对农户

的直接援助，转而通过强化市场机制的途径来促进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发展。

为此政府可通过制定可追溯方面的法律文件等形式，强化下游市场对农产品生产

追溯制度的重视程度，推动可追溯制度的全面发展。

4、加强有关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相关法律的制定，使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

的建设尽快走上规范化道路。

从调查情况来看，有的试点地区为了促进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发展，制定

了一些相关的法律及文件，但在这一环节还是非常薄弱，与国际上欧美等相关的

法规还存在较大差距。通过相关法律的制定，一方面可以使广大消费者、生产加

工企业、农户意识到农产品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各地区建立

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提供政策保障，尽快使我国农产品可追溯制度的建设尽快走

上规范化道路，以减少我国农产品出口所面临的严峻形式，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

际竞争力。

5、从实际调查的情况来看，浙江省的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还处在一个初始

阶段，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农产品产地标志卡与农产品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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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卡，所提供的可追溯信息非常有限，同时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落实也存在

诸多问题，农户没有动机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这些问题是有原因的，

为落实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提如下几条建议：

(1)为鼓励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建立，政府可加强对试点的援

助力度，并为农户提供相关的技术培训，降低农户参与生产追溯制度建立的技术

难度和风险预期。

(2)加强对农产品交易市场的管理，规范市场交易主体的交易行为。监视

市场交易主体的市场交易行为，并努力做到“优质优价”，杜绝劣质农产品的生

产，维系市场公平。

(3)完善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方面的法律、法规，使得农产品生产追溯制

度的实施有完备的法律保障。完善的法律可督促农户参与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

建立，使得政府管制、协会监督有法可依，减少农户的投机主义行为。

6、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信息的记录与保存，为使食品

可追溯性信息可以追溯到质量层次，对于农作物，建议生产追溯性信息应包含以

下几个方面：

①产地环境

如果农产品的生长的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已被污染掉，即使在生产

过程严格按照安全农产品生产规范操作，对人类健康有危害的化学物质及其他有

毒物质也会被作物吸收。生产的农产品也不是安全的。

②品种来源

如果作物品种受到污染，无论生产后续环节的操作如何规范，农产品质量都

难以保证。现在的转基因作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实践的证明。

③农药

按农药的防治对象和用途大致可分为五大类，即：杀虫荆、杀菌剂、除草剂、

杀鼠剂、植物生产调节剂，农药的使用在对作物的生长发挥有利作用的同时，也

给环境和人们的健康带来了不利影响，产生了农药污染问题。很多疾病疾病均与

农药污染有关。

④化肥施用情况

过量的化肥投入，不仅不能被作物全部吸收和利用，反而会转化成硝态氮在

土壤中大量积累，引起蔬菜中硝酸盐含量过高和地下水污染。对人体造成危害。

⑤采摘和存放情况

采摘时间过早或过早，所含的营养物质也达不到安全农产品的要求。农产品

在存放的过程中，会发生一定的物理或化学变化，影响农产品的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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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NO． 调查员

调查问卷

市(县) 镇(乡) 村 调查时间

a、家庭成员与家庭收入情况

文化 就业 家庭总收入 农业总收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

程度 地点 (元) 入(元)

注：①姓名只需要填主要劳动力的名字；

②文化程度：1小学以下2小学．3初中4高中及以上。

③职业：I农业·?非农业。

④就业地点：1本行政村，2本乡镇．3本县市．4本县以外。

⑤收入是指的家庭总收入(纯收入)

b、农产品经营及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建设情况

(1)您家农产品的耕地面积有——亩
(2)您生产的农产品是否有农产品产地编码：是——否——(如果是，继续

向下填表格；如果是否，则本问题结束)

拥有产地编码的主 面积 一年的总产量 价格 一般市场价 总成本

要农产品的名称 (亩) (斤) (元，斤) (元圻) (元)

(3)您是否具有农产品田间生产档案：是——否——(如果是．继续该问题：

如果是否，则本问题结束)

您的田间生产档案记录以下信息吗?记录的打“、，”

①种子或种苗来源()②产地环境()③化肥使用情况(包括化肥的

来源、使用次数和时间)()④农药使用情况(包括化肥的来源、使用

次数和时间)()⑤浇水情况()⑥农产品的采摘情况()⑦生产者

的姓名()⑧生产者的联系方式( )除以上内容，还记录什么内容

c、农产品的销售情况

(1)您家生产的农产品中销售农产品的数量占农产品总数量的比重大约

是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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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您家生产的农产品主要销往什么地方?

①本地市场 ②外地市场 ③国外市场

(3)您家农产品通过下列途径销售的数量占您家总销售量的比例分别为多少?

①通过当地农贸市场销售的比例为——(％)
②通过商贩上门收购销售的比例为——(％)
③通过公司或企业壹接收购销售的比例为——<％)
④其他途径 (％)

(4)当地市场上该农产品价格近年来波动大不大?

①价格波动很大(上下50％以上) ②价格波动较大(上下20．50％)

③价格波动较小(上下10-20％) ④价格基本稳定(上下10％浮动)

d、农户对发展农产品生产追溯制度的看法

(1)您了解农产品产地编码制度吗

①没有听说过②听说过，但不了解③有点了解④比较了解⑤很了解

(2)您了解政府在农产品产地编码制度方面的政策吗

①没有听说过，②听说过，但不了解③有点了解④比较了解⑤很了解

(3)您认为农民有必要发展农产品产地编码制度吗?①没有必要②有必要

(4)您认为目前发展农产品产地编码制度困难有哪些?(可多选)

①技术难度 ②政策宣传 ③政府支持力度不大

④资金问题 ⑤其它(请说明)

(5)您所在地政府有支持农产品产地编码制度的相关政策吗?

①不了解②没有③有

(6)您目前认为具有农产品产地编码的农产品的价格和没有农产品产地编码

制度的农产品的价格相比将会：①提高 ②差不多 ③降低

(7)您认为发展农产品产地编码制度：

①有较大的风险②有风险，但不大⑤没有任何风险

(8)您发展农产品产地编码至今已有几年? 年

(9)您是通过什么途径参与农产品产地编码制度建立的?

①邻居介绍 ②村委会动员③自己主动找上门④政府动员⑤其它

(IO)自H入后，您觉得发展农产品产地编码后，您在下面哪几个方面得到了好处?

(请按得到好处大小在1、2、3、4、5中选一项打“√”)

没有好处好处很小好处一般好处较大好处很大

①减低生产资料购买费用 1 2 3 4 5

②提高农产品质量 1 2 3 4 5

③提高产品销售价格 l 2 3 4 5

④容易获得大型农贸市场准入许可1 2 3 4 5

⑤减低销售费用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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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组织化程度及当地政策环境情况

(1)您是否加入了产业化合作组织()①是()②否()

如果您加入，加入的是哪种产业化合作组织模式?

①龙头企业+农户()②专业市场+农户()

③合作经济组织+农户()④其它()

产业化组织是否提供农产品产地编码制度方面的技术培训：

①是()②否()

如果提供，每年提供——次
费用是如何承担的?

①由自己承担()②由组织承担()③双方共同承担()

您认为产业化合作组织对农产品产地编码制度有帮助吗?

①有较大帮助()②有一点帮助()③没有任何帮助

(2)您认为产业化合作组织在建立农产品产地编码制度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有

哪些?(按重要顺序依次标注1、2、3⋯⋯)

政策引导( )’宣传教育( )提供记录载体，如表格等( )技术

辅导( )监督( )资金支持( )规范法律( )信息公布()

(3)政府是否提供农产品产地编码方面的技术培训：①是() ②否()

如果提供，每年 次

费用是如何承担的?

①由自己承担()②由组织承担()③双方共同承担()

(4)您认为政府在建立农产品产地编码制度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有哪些?(按

重要顺序依次标注1、2、3⋯⋯)

政策引导( )宣传教育( )提供记录载体，如表格等( )技术辅

导( )监督()资金支持( )规范法律( )信息公布( )

注：杭州调查问卷只需要将“产地编码”改为“产地标志卡”，其他内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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