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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对政府的转基因食品政策和转基因食品企业的行为选择产生深刻影

响。为考察转基因食品消费者态度的形成,采用文献研究法,分析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形成机制、消费

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形成模型的演变与核心内容,提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消费者态度形成的理论模型。模型

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由知觉利益、知觉风险所决定;而知觉利益、知觉风险很大程度上受到消费者

对技术的态度、对自然的态度、市场疏离和食品恐新等一般态度、知觉知识和信任程度的影响。在借鉴国外学者

提示的量表基础上,经过对预调查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设计了一个用以验证理论模型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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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转基因技术在食品生产中

的应用已成为国内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充分理解

这种争议和制定出合适的公共政策所需要的一个关

键信息是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和需求意愿。
作为转基因技术和食品的最终目标指向,消费者在

转基因食品问题上所体现的态度与消费倾向会对政

府和食品企业的行为选择产生深刻影响。Falton
等[1]认为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和需求意愿对引

入转基因农作物的福利效应和对转基因食品标签的

福利效应有重要影响,当转基因食品没有标签时,消
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厌恶度的增加将导致农业生产商

的福利和生命科学公司的利润降低;用一般均衡模

型,Nielsen等[2]的研究表明,生产商的福利关键取

决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度;Bureau等[3]的

理论分析表明,转基因非关税壁垒的福利效应,随消

费者对转基因厌恶度的增加而增加。许多学者[4-9]

就我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开展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研究。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尚未涉及消

费者态度的形成机制,就我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

的态度如何形成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还没有形成

一个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形成的理论模型;在
对消费者态度影响因素的实证方面,解释变量的选

取往往基于主观随意。本文以文献研究法,就消费

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形成理论及对消费者态度形

成模型实证检验的方法进行研究。

  一、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形成
模型的理论框架

  1.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形成机制

社会心理学上关于态度如何形成有2种理论:
一种是“自下而上”法,另一种是“自上而下”法[10],
这2种方法之间并不矛盾,只是从各自的视角描述

了消费者态度的形成机制。
“自下而上”的态度形成机制认为,人们对某事

物态度的形成是建立在对该事物认知的基础之上

的。人们首先会对某一事物的各种属性形成印象,
其中会有喜欢的属性,也会有不喜欢的属性,态度的

形成过程就是对这些感知的属性进行综合评价的过

程。这种态度形成机制的典型代表为Fishbein的

多属性态度模型[11]。当态度客体为转基因食品时,
消费者会将感知到的和转基因技术有关的各种属性

进行评价,比如转基因技术能够解决环境问题、能够

降低食品的价格、以及对人类的健康会带来潜在的

威胁等等,所有这些属性在消费者看来有好有坏,那
么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总的态度就建立在对这些感

知到的属性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之上。“自上而下”
的态度形成机制认为,态度的形成是建立在一个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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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态度和价值观体系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人们对某

一个具体事物的态度往往会受到个人价值体系的影

响[12-13]。就转基因食品而言,“自上而下”的态度形

成机制意味着,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由消费

者本人对自然、技术等其他方面态度所决定[14]。
转基因技术在食品生产中的应用是一个相对较

新的现象。由于标明转基因上市销售的产品很少,
消费者仍未有很多机会实际购买转基因食品,因此

消费者只有非常有限的直接的产品经验。对多数消

费者而言,转基因食品显著区别于传统的食品[15]。
人们在其思维中或许难以把转基因这类事物想象成

具体的产品实体,替而代之的是抽象的概念。自然

公众会用一般态度来评价新的不熟悉的转基因食

品。一般态度类似于价值观,其深藏于人们思维之

中,并影响人们对一种特定产品的评价。对转基因

食品的态度与众多更一般的态度域,如对自然的态

度、对技术的态度等有关,但这些一般的态度通常更

抽象,不等于价值观,并很可能作为价值观与对转基

因食品态度的中介。Grunert等[14]根据欧洲晴雨表

这一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发现,在消费者对转基因

食品的认知水平普遍偏低的情况下,形成的态度往

往是不坚定、容易改变的,更适合用“由上而下”的态

度形成机制来研究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

形成。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自上而下”形成机

制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个层次结构:价值观是抽

象的一般态度的先因,而后者决定了对转基因食品

的态度。此层次结构类似于其他研究[16-17]中发现的

价值观———态度———行为层次结构。

2.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形成模型的演变与

核心内容

Hamstra[18]认为消费者对现代生物技术在食

品生产中应用的态度主要由消费者对实际产品特征

的主观知觉所决定的,而人口统计学变量几乎没有

解释力;知觉收益被发现比知觉风险对消费者态度

和接受程度有更大的影响;生物技术知识和态度之

间没有清晰的关系。Sparks等[19]认为收益感知、风
险感知、需求感知、生活质量改善感知和伦理因素是

影响消费者态度的重要因素;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

的认知非常有限,并且习惯性地将高风险低收益与

转基因技术的应用联系起来。Kuznesof等[20]认为,
根据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消费者可分为3大

类:拒绝者、犹豫不决者和接受者,其中犹豫不决者

占总体的大部分,另外2类相对比较平均;消费者对

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会随产品的使用、感知的消

费者收益(相对于生产者收益)、价格敏感性、感知的

产品质量提高(味道和自然性)、感知的产品纯度(化
学药品使用的减少)和感知的产品健康性而提高。

Bredahl等[21]构建了一个转基因食品消费者态

度理论模型,该模型首次完整地解释了消费者对转

基因食品态度的形成机制。模型认为:①消费者感

知风险和感知收益是态度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感
知到的风险会对态度的形成产生负面影响,而感知

到的收益则会对态度的形成产生积极的影响;②消

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感知风险和感知收益由消费者的

一般态度共同决定;消费者的一般态度包括对基因

工程的认知程度、对环境和自然的态度、对科学和技

术的态度、食品恐新症、对管理者的信任程度、对食

品生产的兴趣、价格的敏感程度;③消费者的生物技

术知识也影响其对转基因食品感知收益和感知风险

的性质和程度,并最终影响其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
后来 Verdurme等[22]学者对该模型进行了拓

展。虽然态度模型在应用和实证中被不断演变,但
是其核心内容一直保持不变,即消费者对转基因食

品态度取决于其对转基因食品感知到的风险和收益

之间的权衡,而消费者风险和收益的感知受到一般

态度、知识和信任等影响。

3.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形成模型的构建

(1)模型的构建。基于“自上而下”的态度形成

机制,综合前人研究,提出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

形成模型,见图1。

图1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形成模型

  模型中知觉利益、知觉风险决定消费者对转基

因食品的态度;一般态度、知识、信任影响消费者对

风险与利益知觉,并进一步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

品的态度;一般态度由对技术的态度、对自然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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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食品恐新和市场疏离等构成。
(2)解释变量的描述。对技术的态度:对技术的

态度反映了消费者对通过技术进步解决未来世界问

题能力的信念。对自然的态度:人们普遍相信,尽管

当前的现代科学尚无法理解,但是自然界存在内在

的安全机制,这些自然发生的安全机制构成了对付

灾难和未受控制发展的安全屏障,而基因技术被认

为绕开了这些机制,因而存在潜在危害[23]。食品恐

新:人们不愿吃新颖食品,具有食品恐新特征的消费

者更不可能尝试或消费不熟悉的食品。市场疏离:
消费者不了解市场、不信任市场功能,认为市场是不

规范的[24]。疏离于或异化于社会结构和自我的感

觉会随着环境变得更加技术性、更加复杂而变得更

加普遍。知识:对于复杂的主题,需要一些知识作为

基础才能形成态度[25],大多数人不具有转基因技术

的详细知识。而有限的知识强化了风险知觉,降低

了接受度[26-27];但更多的知识并不总会导致更积极

的态度。信任:消费者通常采用社会信任方式来解

决对一项新技术知识的缺乏[28-29];当人们无法直接

地评价收益和风险时,他们必须依赖于专家或其他

信息源提供的信息;公众对新兴技术的信任程度不

仅随被监管活动的领域,而且随监管机构、科学家的

动机以及关于科学技术特定的技术性应用的风险和

收益的信息而变[30]。转基因食品的知觉收益和知

觉风险:对转基因的态度取决于知觉收益和知觉风

险的权衡/比较;知觉风险负向影响态度,而知觉收

益正向影响态度;如果转基因食品被认为能提供巨

大的收益,这些收益能补偿知觉风险,那么将导致对

转基因食品持积极的态度,反之消费者的接受程度

将会很低。

  二、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形成
模型验证量表的设计

  1.量表题项的来源

初始量表中转基因食品态度、知觉收益、知觉风

险和知觉知识的测量选用由Bredahl[15]设计的相关

量表的部分题项;对自然态度的测量题项来自于

Dunlap等[31]“新环境范式”量表的一个子集;对技

术态度 的 测 量 题 项 采 用 了 最 初 由 Meertens &
Stallen[32]设计开发,Hamstra[18]成功应用的对技术

态度测量的量表题项;对食品恐新的测量题项来自

Pliner等[33]开发的食品恐新测量量表的一个子集;

对市场疏离测量量表题项采用Allison[25]构建的市

场疏离量表的部分题项。

2.量表题项的筛选

(1)数据来源。调查地点限定在苏州各区、县市

的连锁超市、大卖场,具体地点采用分层抽样法确

定。调查时间为2010年10月25-26日。由调查

员(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通
过简单的面访确定目标消费者,然后由目标消费者

填写调查问卷。
本次调查发放200份问卷,收回189份,剔除漏

答关键信息及存在明显错误的问卷后,最终获得有

效问卷15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是75.5%。
(2)量表题项的筛选方法。项目总体相关分析

法。用项目总体相关分析对测量题项进行筛选,具
体方法为:首先,检验题项与总分的相关性。如果个

别题项与总分的相关性越高,表示题项与整体量表

的同质性越高,所要测量的心理特质更为接近,反
之,如果题项与总分的相关系数未显著,或者两者的

相关系数小于0.4,表示题项与整体量表的同质性

不高,删除该题项。其次,计算各题项校正 Cron-
bach’α系数和校正后题项与总分的相关性。校正

Cronbach’α系数是指删除某一题 项 后 的 Cron-
bach’α系数。若删除某一题项 后 的 校 正 Cron-
bach’α系数相对于删除前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

反而增加,则意味该题项所欲测量的心理特质与量

表其余题项所欲测量的心理特质并不同质,因而此

题可考虑删除;校正后题项与总分的相关性是指某

一题项与删除该题后总分的相关系数。该相关系数

必须大于0.4。若小于0.4,可考虑删除该题项。最

后,计算题项的共同性和载荷。共同性表示题项能

够解释的共同特质或者属性的变异量,共同性较低

(小于0.2)的题项与量表的同质性较低,因而该题

项可以考虑删除。类似的,题项在共同因子上的负

荷量越高,表示该题项与共同因子的关系越密切;相
对的,题项在共同因子上的负荷量越低,表示该题项

与共同因子的关系越不密切。根据吴明隆[34],若负

荷量小于0.45,该题项可删除。按此要求,共剔除

初始量表中15个题项。
探索性因子分析法。探索性因子分析的主要作

用是寻求数据的基本结构,提取相应的因子,分析量

表的建构效度,即确定量表能够测量理论概念或者

特质的程度。对删除题项后的上述量表,本文采用

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数据显示,各量表均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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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因子,且该因子方差解释贡献率均在50%
以上。

3.题项确定和量表的形成

经过以上环节,最终确定了测量消费者对转基

因食品态度形成模型各建构的量表,共有24个题

项。其中转基因食品态度总体量表2题,感知风险

量表3题,感知收益量表2题,对技术态度的量表3
题,对自然态度的量表2题,食品恐新量表3题,市
场疏离量表3题,知觉知识量表3题,信任量表3
题,见表1。

表1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模型量表

变量 题项

1.对技术的态度

1.1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是社会进步的驱动力

1.2由于技术的巨大进步,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我们比以前生活得更美好

1.3无论什么时期(时代),技术诀窍一直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武器

2.对自然的态度
2.1自然界的和谐与平衡是非常精致和细微的,很容易被人类活动所破坏

2.2地球就象一艘宇宙飞船,仅有有限的空间和资源

3.食品恐新症

3.1如果我不知道食品中含有什么,我不会尝试

3.2我害怕吃以前从未吃过的东西

3.3我愿意吃几乎任何东西(反向)

4.市场疏离

4.1不道德的行为在商业界是普遍存在的

4.2店主不会关心人们为什么购买其产品,只要有利润

4.3产品对消费者不会产生危害

5.知觉知识

5.1在中国,普通老百姓非常了解转基因技术在食品生产中的应用

5.2转基因技术在食品生产中应用中的问题,科学已做出明确的判断

5.3政府非常了解转基因技术在食品生产中的应用

6.信任

6.1我相信,医药公司明白他们在从事基因工程或处理转基因产品中所承担的责任

6.2我相信,农业公司明白他们在从事基因工程或处理转基因产品中所承担的责任

6.3我相信,食品公司(企业)明白他们在从事基因工程或处理转基因产品中所承担的责任

7.GM食品知觉收益
7.1总体上,转基因技术在食品生产中的应用对环境、我本人和对于我来说重要的人是有益的

7.2总体上,转基因技术在食品生产中的应用对环境、我本人和对于我来说重要的人是有好处的

8.GM食品知觉风险

8.1总体上,转基因技术在食品生产中的应用对环境、我本人和对于我来说重要的人有很大风险

8.2总体上,转基因技术在食品生产中的应用对环境、我本人和对于我来说重要的人是有危害的

8.3总体上,转基因技术在食品生产中的应用对环境、我本人和对于我来说重要的人是不利的(有害的)

9.食品的态度
9.1转基因技术在食品生产中的应用是非常好的

9.2转基因技术在食品生产中的应用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4.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所谓信度(reliability)是指量表的可靠性或者

稳定性。在态度量表中常用的检验信度的方法是

Cronbach’α系数。一般认为[35],测量工具的Cron-
bach’α系数最好高于0.7。本研究中,各量表的

Cronbach’α系数都大于0.7,表明量表内部一致性

较高,见表2。
效度(Validity)是指测量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反

映了概念的真实含义。测量的效度越高,表示测量

的结果越能反映其所欲测量对象的真正特征。本文

主要检验2种常见的效度: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
内容效度指量表内容或者题项的适切性,即量表内

容是否反映所要测量的心理特质。本量表的测量项

目建立在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且在相

应的研究得到广泛应用,然后又通过专家访谈,对测

量项目进行修订和补充,因此量表的内容效度是有

保证的。结构效度是指某一测量工具能够测得一个

心理特质的程度。统计结果表明,本研究所有题项

负荷值均大于0.5,见表2。
表2 量表信度和效度检验

建构 Alpha系数 特征值 解释比例/%
1.对技术的态度 0.563 1.652 55.05
2.对自然的态度 0.796 1.709 85.45
3.食品恐新症 0.778 2.107 70.22
4.市场疏离 0.566 1.637 54.56
5.知觉知识 0.684 1.862 62.05
6.信任 0.901 2.507 83.56
7.GM食品知觉收益 0.820 1.696 84.82
8.GM食品知觉风险 0.775 2.127 70.90
9.对GM食品的态度 0.768 1.624 81.22

  三、结 语

在总结、综合国外文献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自
上而下”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形成的理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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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该模型认为,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由知

觉利益、知觉风险决定;而知觉利益、知觉风险很大

程度上受到对技术的态度、对自然的态度、市场疏离

和食品恐新等一般态度、知觉知识和信任程度的

影响。
为验证理论模型,本文在借鉴国外学者开发的

量表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用以测量消费者对转基因

食品态度形成模型中有关建构的量表。经过专家访

谈、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最终确定了消费者

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形成模型各建构的测量量表。应

用预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量表信度和效

度是可以接受的。
通过在更大范围内收集数据,就我国消费者对

转基因食品态度形成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
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应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之一。

(本文受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2010年江苏省

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立项项目资助,
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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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ofConsumers’AttitudestowardsGenetically
ModifiedFoods:TheoryandDesignofScales

CHENGPei-gang1,LULin-xiao2,YINZhi-yang1,LINDe-ming1,CAIXiao-yan1

(1.DepartmentofEconomicsandTrade,SuzhouPolytechnic
InstituteofAgriculture,Suzhou,Jiangsu,215008;

2.ResearchInstituteofNewRuralConstruction,Nanjing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95)

Abstract Consumer’sattitudetowardsgeneticallymodified(GM)foodshasaprofoundimpacton
government'spolicesofGMfoodsandthebehaviorchoiceofGMfoodenterprises.Inordertoexamine
theformationofconsumer’sattitudestowardsGMfoods,thispaperadoptsliteraturereviewtoanalyze
theformationmechanismofconsumer’sattitudetowardsGMfoods,investigatestheevolutionandcen-
tralcontentofformationmodelofconsumer’sattitudesandproposesa“fromtoptobottom”theoretical
modelfortheformationofconsumers’attitudestowardsGMfoods.Themodelshowsthatconsumers’

attitudestowardsGMfoodsisdeterminedbyperceivedbenefitsandperceivedrisks.Andperceivedbene-
fitsandperceivedrisksare,toalargeextent,influencedbygeneralattitudessuchasattitudestoward
technology,attitudestowardnature,marketalienationandfoodneophobia,perceivedknowledgeabout
geneticengineeringandtrustinregulators.Basedonscalesbyforeignscholars,afterapplyingtheitema-
nalysisandtheexploratoryfactoranalysistopre-surveydata,thispaperdevelopsaquestionnairetoem-
piricallyexaminethetheoreticalmodels.

Keywords consumer;GeneticallyModifiedFood;attitude;measuringscale;theoretical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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