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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 ?"" 份《茶叶安全性消费者评价》调查问卷的分析表明，愿意购买安全茶叶的消费者占

&",;@，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于安全茶叶的相关信息主要来自电视、报纸等传媒工具及茶叶产品外包装

说明。另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收入、家庭人口、居住地等都会对其购买意愿产生影响。

总体而言，无论消费者从事哪种职业，大都很关注安全茶叶的消费，尤其是家庭人口在两至三人之间的

城市人及受教育程度较高、月收入居于中上水平的消费者购买意愿最为明显。但具体到购买行为，仅受

访者个人每月所得和受教育程度两项具有显著性。受访者愿意支付购买绿色茶的每斤价格增额，随每

月所得提高一个组别而增加；而受访者愿意支付购买绿色茶的价格增额则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降低。

［关键词］安全茶叶；消费者认知；消费者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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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是近年来大家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这几年政府一直致力于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

全标准，对农产品实施“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中国是发现和利用茶叶最早的

国家，据传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悠久的茶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形成了喝茶的习惯。正是因为近年来不断有研究证实喝茶有利健康，使得国

内茶叶消费不断增长。与此同时，随着消费者越来越理性，对茶叶安全性（尤其是茶叶中农药和重

金属残留）所面临的危机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茶叶，按其生产过程和制作

技术，可略分为一般茶、无公害茶、绿色茶和有机茶四种，后三种统称为安全茶叶［!］。本文利用《茶

叶安全性消费者评价》调查问卷，分析杭州市消费者对茶叶安全性的有关问题，包括对安全茶叶的

认知、影响其购买行为的因素以及为购买安全茶叶而愿意支付的价格增幅。

一、茶叶安全性消费者特性实证分析

（一）样本资料概述

本研究的实证资料来自《茶叶安全性消费者评价》调查问卷，总样本数为 ?"" 份。根据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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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基本资料分类，男性占 !" #$%&，女性占 ’! #((&，性别未知为 ) #("&；年龄 $* 岁以下占" #*’&，

$)—$’ 岁占 "+ #’%&，$+—"* 岁占 $* # ,"&，")—!* 岁占 $* # ,"&，!)—’* 岁占 ( # ’!&，’)—+* 岁占

, #%"&，年龄未知的占 $ # !!&；婚姻状况中，未婚占 ’* # **&，已婚占 !+ # "!&，离婚占 ) # $$&，孤寡

占 ) #$$&，婚姻状况未知占 ) #$$&；受教育程度中，小学及以下占 ) #("&，初中毕业占 " #++&，高中

毕业占 )" #!)&，大学占 +$ #(*&，本科以上占 )’ # $!&，未知占 " # *’&；从事的职业以企业职工最

多，占 ’, #"$&，其次是医生，占 )’ #(’&，接下来依次为教师、自由职业者、公务员及无业人员；居住

地最多的是杭州市区，占 +$ #(*&，其次为杭州郊区，占 $’ #**&，其他占 )$ # $*&家庭人口以三人最

多，为 ’’ #!%&，其次是四人，占 $* # ,"&，接着为五人及以上、两人、一人和未知，各占 )* # %(&、

+ #,)&、! #((& 和 ) # $$&；月收入 ’*)—) *** 元、) **)—) ’** 元的占被调查者近一半，各自为

$( #++&、$* # )$&，其次是 ) ’*)—$ *** 元和 $ **)—" *** 元，都占 ), # +(&，" **)—’ *** 元的占

+ #)*&，’ **) 元以上只占 $ #!!&，’** 元以下占 ! #((&，未知是 $ #!!&。

所以，从样本资料可见，此次被调查者的年龄段主要集中在 $)—!* 岁之间，以未婚及已婚占绝

对比例，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以城市人口为主，考虑到人们出于保护自身隐私的特点，通常会在收

入这一栏少报或瞒报，因而可以认为接受调查的群体总的收入水平应在中等及偏上。

（二）消费者认知汇总分析

调查的 +** 份有效问卷中，通过对消费者饮用茶、果汁、可乐和咖啡等饮料饮用频率的统计（见

表 )），发现被调查者中经常饮用茶的人数最多，为 $(% 人，占 !( #),&，说明茶的消费具有普遍性。

表 ! 各类饮料饮用频率统计表

饮料

名称

饮用频率

经常 偶尔 甚少 未曾 未知
合计

茶 $(% - !(#),& $*’ - "!#)+& (( - )!#+,& )’ - $ #’& " - * #’& +** - )**&

果汁 $$" - ",#),& $!) - !*#)+& (( - )!#+,& )’ - $ #’& "" - ’ #’& +** - )**&

可乐 )%! - "$#""& $"( - "%#+,& )$* - $*& $$ - " #+,& $+ - ! #""& +** - )**&

咖啡 ’’ - % #),& )+’ - $,#’& $%" - !(#("& ’) - ( #’& "+ - +& +** - )**&

对消费者就安全茶叶认知问题的分析表明，目前市场上对茶叶的分级基本为：一般茶、无公害

茶、绿色茶和有机茶，其中无公害茶、绿色茶和有机茶三种统称为安全茶叶，听说过无公害茶的被调

查者有 ’+ #)&，听说过绿色茶的有 +! #+"&，听说过有机茶的有 +* #",&，而且，电视、报纸和茶叶产

品包装是消费者获得该信息的最主要来源，分别有 ’* #+)&、!+ #"!&、$" # ),&的被调查者从上述三

个渠道获得信息。另外，关于安全茶叶分级有各自的标志，只有 )" # !)&的被调查者看过无公害茶

的标志，有 !! #’)&、!* #$!&看过绿色茶和有机茶的标志，消费者看见这些标志的主要来源同样是

电视、报纸和茶叶产品包装，各占 $+ #("&、$( #*’&、$( #++&。因此，目前消费者对于安全茶叶的认

识来源主要是电视、报纸等传媒工具以及产品自身的外包装说明，今后要使安全茶叶在社会上扩大

影响，可以加贴警示标签，动用报纸、电视进行宣传，加强交流茶叶安全信息的方法，促进公众参与。

（三）消费者特性差异分析

为了分析被调查者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特性是否会影响其购买安全茶叶的意愿，我们根据

调查资料，将样本的年龄段分为青年（"* 岁以下）、中年（")—’* 岁）和老年（’) 岁以上）；婚姻状况分

为已婚、单身（含未婚、离婚和孤寡）；受教育程度则分为义务教育（初中及以下）、中等教育、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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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为了考察医生这一特殊职业对于安全茶叶的偏好，将从事的职业分为企业职工、国家工作人员、

医生和无固定职业几种；居住地区分为城市、城市郊区和其他；家庭人口区分为 ! 人、" 至 # 人、$ 人

以上；按照目前平均收入水平的情况，从低到高将月收入分为 %&& 元以下、%&!—! %&& 元、! %&!—#
&&& 元、# &&! 元以上等四类。根据以上分组方式，运用列联表计算卡方值，对消费者特性与是否愿

意购买安全茶叶予以差异性鉴定，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 购买安全茶叶愿意支付较高价格的消费者特性差异鉴定

变量 卡方值（!
"） ’ 值

性别 "()#*#% ")++$!, - &%

年龄 "&)$+"+ &)&&""*&(*!

婚姻状况 #.)%!&% %)$($$, - &*

受教育程度 "")#"*% &)&&!&%%%+

从事职业 !")+"%% &)&$+(&*#%

居住地区 %!)#("% !)*+$., - !&

家庭人口 $").!$& !)"!#&% - &+

月收入 !$)*#!( &)&"!(&+*!

表 " 中的!
" 值和对应的 ’ 值显示，这些消费者特性变量与是否愿意购买安全茶叶都具有统计

显著性。进一步按样本资料统计发现，愿意购买安全茶叶的消费者，男性占 +* ) *+/，女性占

*# )##/，女性明显比男性更为关注健康问题；青年占 *" ) *#/，中年占 *# ) ##/，老年占 (! ) %$/，中

青年比老年人更加 注 重 安 全；已 婚 占 *! ) %*/，单 身 占 *! ) $&/；受 教 育 程 度 为 义 务 教 育 的 是

%% )%(/，中等教育程度为 .& ).!/，高等教育程度为 *! ) "%/，即消费者受教育程度较低，其购买安

全茶叶的意愿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来得淡薄；消费者中医生愿意购买的占 +( ) ./，比例最高，

国家工作人员占 +( )$+/，无固定职业为 +%/，表明消费者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大致都愿意为健康

支付成本；城市为 *$ )+"/，郊区为 %" ).$/，城市人可能因为观念、收入、知识等原因而对安全茶叶

比郊区的人更为青睐；家庭人口 ! 人占 !&&/，" 至 # 人占 *" ) $"/，$ 人及以上占 +%/；月收入 %&&
元以下占 (" )%&/，%&!—! %&& 元占 +* )+%/，! %&!—# &&& 元占 .! )#*/，# &&! 元以上占 +* )%+/，通

常收入越高，购买安全茶叶的意愿越是强烈，# &&! 元以上的消费者在目前的收入水平中居于上游

水平。根据调查资料显示，其中占一定比例的人更加偏好其他饮料，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

们购买安全茶叶的意愿。

（四）购买安全茶叶愿意支付价格的计量分析

本研究假定影响受访者购买安全茶叶愿意支付价格的增加幅度（0）与增加金额（"1）的意义

如表 # 所示。以下就受访者购买安全茶叶愿意支付的价格增幅的次序性概率模式的实证结果，以

及购买绿色茶愿意支付较一般茶叶多出金额的回归分析结果，作如下说明：

! )愿意支付价格增幅的计量分析。受访者购买安全茶叶愿意支付较高价格，每斤安全茶比一

般茶售价高出的增幅，根据受访者回答的选项，本研究将其归纳为 !&/以下、!!/—"&/及 "!/以

上三组，这三组答案可视作一种次序性测量尺度，因为受访者自己如果认为安全茶叶预期可带来的

有益性愈多，那么他就愈有意愿支付较大的价格增幅。运用次序性概率模式估计受访者购买安全

茶叶愿意支付价格增幅的结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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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实证计量模式解释变量符号与意义

变量符号 意义

!
!：购买安全茶叶支付价格愿意增加幅度 "!"以下

"：购买安全茶叶支付价格愿意增加幅度 """—#!"
#：购买安全茶叶支付价格愿意增加幅度 #""以上

# 购买安全茶叶每斤支付价格愿意增加金额

$%& "：男性 !：女性

’(%
"：#! 岁以下 #：#" 岁—#$ 岁 %：#& 岁—%! 岁

’：%" 岁—’! 岁 $：’" 岁—$! 岁 &：$" 岁—&$ 岁

(：&$ 岁以上

)*++, "：已婚 !：其他（未婚，离婚，孤寡）

-./
"：小学及以下 #：初中毕业 %：高中毕业

’：大学 $：本科以上

01234%

所得水准（个人月收入）

"：$!! 元以下 #：$!"—" !!! 元 %：" !!"—" $!! 元

’：" $!"—# !!! 元 $：# !!"—% !!! 元 &：% !!"—$ !!! 元

(：$ !!! 元以上

5%* 6*7% 茶叶安全性评价：非常好（$）—很不好（"）

5%* 7+%8 喝茶频率：经常（$）—从不（"）

5%* (+*.% 茶叶分级可信程度：非常相信（$）—完全不信（"）

次序性概率模式估计结果显示，在!) "*条件下，门槛水准 +"（"）估测值 " , !(" 达到显著水

平，表示本研究采用次序性概率模式有其计量上的实质意义；解释变量中，每月所得结果也具有显

著性，估计系数 ! ,%$( 表示受访者每月所得愈高，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增幅购买安全茶叶的概率也

愈大。此外，在!) $*条件下，虽然其他各项解释变量都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但各解释变量的估计

系数符号仍可提供有用的参考信息。例如：性别估计系数符号为正，表示男性受访者愿意支付较高

增额的概率可能较女性受访者为高；受访者对茶叶安全性评价以及安全茶叶分级可信性两变项估

计系数都为正值，也显示出受访者对茶叶安全性评价愈高，或是对安全茶叶分级确实执行的可信性

评价愈高，都会提高他们购买安全茶叶时愿意支付较高价格增幅的概率。值得注意的是，喝茶频率

变项的估计系数符号为负，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受访者日常喝茶的频率愈高，愿意支付价格增

幅愈大的概率愈小，这似乎意味经常喝茶的受访者在购买茶叶时，茶叶价格的经济性因素仍是很重

要的。

# ,愿意支付价格增额的回归分析。政府应严格执行安全茶叶等级标准，以期能降低茶叶重金

属、农药残留的安全性风险，并给予认证标志，以保障饮茶者人身健康，降低未来患病的风险。现假

定一般茶叶市价每斤 "!! 元，那么，受访者购买经过认证、加贴“绿色茶”标志的安全茶叶时，每斤愿

意高出多少金额购买呢？本研究利用有效样本，以愿意购买绿色茶每斤多支付价格金额为因变量，

运用 -./01 估测方法，估计回归系数。结果显示，解释变量在!) "*条件下，仅受访者个人每月所得

和受教育程度两项具有显著性。受访者个人每月所得的估计系数为 ## , %#，表示受访者愿意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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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绿色茶的每斤价格增额，随每月所得提高一个组别而增加 !! "#! 元；而受访者受教育程度项的

估计为 $ !%"&’，意味着受访者愿意购买绿色茶的支付价格增额随受教育程度提高而降低。受访者

愿意支付较高金额购买绿色茶的 ()*+, 分析估计结果列于表 -。

表 ! 购买安全茶叶愿意支付价格增幅的 ./01/ 2/)*+, 估计结果

变量符号 估计系数 标准差

!"#$%&#% $ ’ ’-%! ’ ’3!&

()* ’ ’&3# ’ ’!-&

+,) $ ’ ’’%3 ’ ’&3#

-&../ $ ’ ’’-4 ’ ’##5

0123&%4"# $ ’ ’#!’ ’ ’&-!

5#3"6) ’ ’#-4 ’ ’&’-

7)& 8.)9 $ ’ ’#4! ’ ’!&4

7)& $&8) ’ ’’63 ’ ’&4#

7)& ,.&1) ’ ’-!! ’ ’#&4

6!（&） & ’’4& ’ ’’!&

表 " 愿意支付较高金额购买绿色茶叶的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符号 估计系数 标准差

!"#$%&#% -# ’!’ ’ ’3%
()* 3 ’%4 3 ’3&
+,) $ 6 ’!& 4 ’4&
-&../ $ &’ ’&# &! ’!’

0123&%4"# $ !% ’&’ # ’&-
5#3"6) !! ’#! ! ’#3
7)& 8.)9 4 ’3! 4 ’65
7)& $&8) $ 6 ’%3 % ’-#
7)& ,.&1) 3 ’44 - ’54
:",;: $ #! ’&5

二、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茶叶安全性消费者评价》调查问卷，分析消费者对于安全茶叶分级的认知及相关

信息来源，探讨消费者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特性对其购买安全茶叶意愿的影响。总体样本为

3’’ 份，在消费者明确安全茶叶的有关信息后，愿意购买安全茶叶的有 %6# 人，占 6’ " -7。整体而

言，消费者获得安全茶叶的信息主要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以及茶叶产品的外包装说明。无论消

费者从事哪种职业，大都很关注安全茶叶的消费，家庭人口在两至三人之间的城市受教育程度较

高、月收入水平居于中上水平的消费者购买意愿最为明显。因此，我们所提供性别、年龄、收入、受

教育程度、居住地等变量，都可以作为在进行安全茶叶销售中的参考因素，以利于特定目标市场的

构建。同时，经回归估计还发现，如果政府严格执行安全茶叶等级标准，以期能降低茶叶重金属、农

药残留的安全性风险，并给予认证标志，以保障饮茶者人身健康，降低未来患病风险，那么，具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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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行为时，仅受访者个人每月所得和受教育程度两项具有显著性。此外，受访者愿意支付购买绿

色茶的每斤价格增额，随每月所得提高一个组别而增加；而受访者愿意购买绿色茶的支付价格增额

随受教育程度提高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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