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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 

济南市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态度的调查与分析 

刘志强， 王成栋， 李 宁， 张佳荣， 张可炜 
(山东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济南市 250100) 

摘要：为了了解济南市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度和态度，分析影响当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主要因 

素及对转基因食品发展前景的看法，对当地不同人群随机发放问卷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当地消费者对 

转基因食品认知度总体较低，大多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采取中立态度。被调查者的心理因素、认知度及其所 

接触的媒体等与对转基因食品态度有不同相关性，以媒体相关性最为显著；大多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继续发 

展持支持态度。媒体极端的负面报道可能会对消费者的态度产生消极影响。当前转基因食品发展相对忽视了 

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但转基因食品发展前景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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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for Jinan consumers recognition 

to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LIU Zhi—qiang，WANG Cheng—dang，LI Ning，ZHANG Jia—rang，ZHANG Ke-wei 

(School of Ufe Science，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o) 

Abstrad：The purpose of fhis survey was f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onsumers cognition and attiludes to- 

wards C-enetically Modified Food(GMF)in Jinan，and f0 analyze the main fadors influencing the aStudes of IocaI 

consumers and fhe prospect of fhe development of GMF．We issued questionnaires f0 the public stochaslically．The 

statis'ficaI findings showed fhat IocaI consumers didn't knOW GMF wel1．Mosf consumers took neutraI attiludes fO- 

wa rds GMF Media．mentality and cognition infiuenced the~ffudes differentIy，especially the media．Most consum- 
ers supported f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GMF．Extreme reports may affect the consumers'attitude to a large eX- 

fenf．The presenf development of GMF neglects consumers demand．but GMF have a bright prospect． 

Key words：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cognition；attitude 

2001年l2月l1日经卫生部部务会讨论通过 

发布，自2002年7月1日起施行的《转基因食品卫 

生管理办法》中指出：转基因食品是指利用基因工 

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生产 

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包括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 

产品；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直接加工品；以转基因 

动植物、微生物或者其直接加工品为原料生产的食 

品和食品添加剂。1994年Monsanto(孟山都)公司 

的下属公司Calgene(卡基因)研制的转基因作物 

耐存储番茄(品种“Flavr-Saw”)的获准上市，开创 

了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先河，由于转基因食品是一 

类新资源食品，关于它的是是非非的争论一直没有 

停止过u．2 J。新技术的应用，带来显而易见利益的 

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潜在的风险，引起消费 

者担忧。在全球范围内，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反应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所不同。2000年 Angus 

Reid的一项民意测验发现，德国、法国和13本的消 

费者在得知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时，表现出强烈的 

不可能购买倾向，而美国、加拿大、英国的大部分消 

费者，知道产品含有转基因成分，但不会影响他们 

的购买决定 J。在我国自I999年经启动了“国家 

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专项”后，使我国成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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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主要的生物技术作物种植国之一，2005年以种 

植330万hm 的转基因棉花而位居第五位 J，而且 

国家“十一五”规划也将转基因作物的开发作为重 

大科技专项之一。因此，及时了解消费者对转基因 

食品的认知与态度，探究影响消费者态度及引起争 

论的因素，听取消费者的建议，对转基因食品在我 

国推广的策略的制定，及对其市场的管理都是必不 

可少的。 

Bech．Larsen等的跨国调查指出，如果有某些 

明显的好处，而且在形成某观点之前能切实体验到 

产品的好处，消费者对这类产品的抵制就会减 

弱[51。Boccaletti等在意大利的随机评估研究中发 

现减少杀虫剂的使用、营养品质的提高或口感的提 

高都会增加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支付额外费用的 

意愿，但对于增加保质期及一般的转基因食品却不 

是这样 j。Lone Bredahl所作的跨国调查显示意 

大利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较丹麦和德国消 

费者积极；消费者在目前从总体上排斥转基因修饰 

食品的技术，而不是对具体食品的具体评价 。 

Pirjo Honkanen等在特罗姆瑟大学所作研究表明， 

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以消极为主，价值观影响 

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 J。近年来，国内主要 

在天津、上海、北京和南京等大城市有过一些区域 

性调查，结果反映出部分问题与趋势，并在某些问 

题上得出相似或相左的结论 “ 。 

不同的研究结论，对我国政府部门制定转基因 

技术和食品的发展政策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消费者反馈的信息，是分析消费者担心与争论的重 

要依据，同时也是预测消费者行为及制定与调整发 

展策略的重要依据。因此有必要对更多不同区域 

消费者进行调查与分析，为决策者提供更为全面的 

资料。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济南市消费者对 

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情况，分析影响当地消费者对转 

基因食品态度的因素，为正确评价和认识转基因食 

品提出建议。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问卷的设计与调查方法 

针对所要解决的问题设计问卷，问卷整体可分 

为认知度考察，态度考察，心理敏感度考察，个人信 

息四部分。调查问卷设计参照文献[18]进行。调 

查对象为济南市区范围内各年龄阶段、各阶层的市 

民。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课题组成员随机在学校、社 

区及单位抽取对象进行发放问卷调查，以不记名方 

式填写，填完后当场收回。 

1．2 调查问卷的处理 

将含有过多缺失项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本 

次调查共发出问卷500份，收回450份，经筛选获 

得有效问卷305份。将有效问卷的题目答案量化 

后输入计算机，核对数据，用Excel建立数据库，用 

spssl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调查群体构成描述 

305名被访者中男性 154人、女性 143人、有8 

名性别选项缺失，男女比例大致符合 1：1。月收入 

在1 000元以上占54．55％(图1)。被访者的年龄 

在2O一25岁年龄段占49．2％，20岁以下和55岁 

以上者较少，分别为4．6％和2．O％，25—35岁、35 
～ 45岁、45—55岁各段人数比例分别为 15．4％、 

17．4％和 10．2％，有 1。2％被访者年龄缺失。被访 

查者的职业状况调查分与生物技术毫不相干的、有 
一 点相关的、关系密切的和关系不明的四个组别， 

各组别所占比例分别为63．6％、17．7％、5．9％和 

12．8％。被访者的教育情况分为初中以下、中学、 

中专、大专、大学、研究生及以上几个层次，有大学 

学历的占59．6％，其他各学历人数所占比例分别 

是初中以下为1．7％、中学17．5％、中专3．3％、大 

专 8．3％、研究生及以上者为9．6％，调查人群的受 

教育程度结构要优于济南市的总体情况 。调查 

结果表明，大学及大学以上教育程度者对转基因食 

品的认知情况明显好于其他人群，这说明济南市的 

整体认知水平可能会低于本次的调查结果。 

岳； 蚰 ∞ ∞ m O 

∞旨苫∞0Ia 荣求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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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消费者获取转基因食品信息的渠道 

消费者获取转基因食品信息的渠道大多是报刊 

和电视，分别占37．37％和 38．03％。可见消费者主 

要依靠传统媒体获取有关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信 

息，也显示了传统传媒对于传播信息的地位。 

16．72％消费者通过书籍获得，通过同事了解转基因 

食品的仅占3．27％(表1)。同事之间讨论转基因食 

品的较少，其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人们对转基因食 

品的认知水平还不足以将其作为Et常的话题来谈 

论。二是人们并没有把转基因食品同自己的实际生 

活联系起来。另外，被调查者还有4．59％的人群没 

有听说过转基因食品。因此，在公众宣传方面，要注 

重传统媒体发布科学的、客观的信息，以促进公众对 

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正确了解和认识。 

表1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信息获取渠道 

Table 1 The channels that constlnlers get information about GM food 

2．3 对转基因食品的总体认知程度 

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度进行量化，分 

数越高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程度越好。 

在问及是否吃过转基因食品时，作答者中肯定吃过 

的、肯定没吃过的及不确定的人数分别占17．9％、 

23．5％和59．6％。对于是否知道叫转基因食品的 

回答情况是 56．1％的人知道，另 43．6％不知道。 

这一结果略高于2003年 12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绿色社区研究所和绿色和平组织委托华南国际市 

场研究公司对广州、上海和北京的居民对转基因食 

品有 52％的认知度 J。而略低于黄季混等在 

2002年9—10月和2003年的1O—l2月对北京、上 

海、山东、江苏、浙江5省的 11个城市进行了两次 

连续跟踪调查有2／3的城市居民听说过转基因食 

品结果[,14 3。在问及是否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的问题 

上，大多数消费者听说过，达 95．5％。 

调查数据表明当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了 

解还比较肤浅，只是概念性的知道或听说过而已， 

而对现实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转基因食品有哪些则 

了解得很少，对转基因食品有哪些显著的特点也不 

是很清楚。这与在北京市、南京市和上海市等的调 

查结果一致 ，M J。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对转基因 

食品的认知度与学历正相关(P<0．01)，这说明受 

教育水平也是一个对转基因食品认知度的重要因 

素，受教育水平越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 

程度就越高。由于样本人群的受教育结构优于当 

前济南市总体水平，所以实际的总体认知度可能比 

调查结果还要低。对转基因食品缺乏足够的认识 

使得消费者的态度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 

2．4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受媒体影响的 

分析 

被访者对媒体的态度持支持态度的占调查人 

数的20．27％，中立人数高达66．21％，持否定态度 

的消费者占13．51％(表2)。说明消费者对媒体 

的态度基本上是肯定的，但带有较多“中性”的特 

点，至少对媒体的态度否定的成分少一些。分析数 

据进而发现，不同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所 

接触媒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对比来看，尽管各类 

人群中均以中立者为多，但日常生活接触不同媒体 

的人群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明显表现出不同的倾 

向。在接触媒体为支持型的人群中，对转基因食品 

持支持的人数是持否定态度人数的 14．5倍(表 

2)。而在所接触媒体对转基因食品持否定的人群 

中，对转基因食品持否定态度的人数是持支持态度 

人数的8．5倍。在接触媒体为中立的人群中这种 

差别缩小，支持者为否定者的约3倍，而且倾向于 

中立态度的也远远较其他两类人群多。 

对媒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消费者对转基 

因食品的态度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媒体对 

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 

有显著的相关性(0．424一，P<0．01)。由此可以 

得出这样的结论，消费者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受 

到媒体的影响，更倾向于媒体的观点，这种现象可 

能与大多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仍然不太了解，因此 

没有自己独立的、可以确信的态度有关，容易跟随 

媒体的看法。这也要求媒体在传播转基因食品的 

内容时要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在进行转基因食 

品相关敏感问题的报道时要掌握分寸，在宣传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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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媒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onsumem contacting different media and the consumers 

holding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GM food 

比较分析Compare and analysis 媒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 Attitudes of media towards GM food 

支持Positive 中立Neutral 否定Negative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占被访者人数的百分数。 

Note：The llumbers in the brackets repi'esent the percentage of the people investigated to total 

持谨慎、科学的态度，以免出现个别极端的报道，但 

允许有不同声音存在。避免因社会责任感缺失导 

致如“核酸营养”、“水变油”等宣传，给消费者带来 

较大的误解和负面认识。 

2．5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受心理因素影响分析 

为了考察消费者的心理感受对转基因食品态 

度的影响，设计了一些关于特殊转基因食品(如转 

人人体的某个基因)的问题，不同的选项反映了消 

费者对外来基因的不同敏感性，敏感性高说明心理 

作用较强，而后对不同作答者对各个问题的回答给 

出分值。分值高低代表消费者敏感性的高低。持 

不同态度的消费者的平均得分情况如图2所示。 

对转基因食品持否定态度的人群敏感性得分值明 

显高于持支持态度的人群，中立人群居于两者之 

间。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心 

理敏感性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0．258一，P< 

0．01)，即消费者的心理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 

其态度，对外来基因心理作用较强的人群更倾向于 

否定态度。同时调查也发现，消费者对动物性转基 

因食品的接受程度一般低于植物性转基因食品；转 

自微生物、植物基因的接受程度高于转 自动物(如 

人)基因的接受程度。对此可能的解释有两个，一 

是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了解不够，容易受外界负面 

信息的影响而从心理上对转基因问题有所偏见；二 

是由于消费者的传统伦理观念，他们对通过基因改 

造所得到的新生物存在心理障碍，从而形成对该类 

“东西”的一种反感心理，于是就反映在对转基因 

食品的态度问题上。相信随着转基因食品的不断 

推广和消费者认知程度的提高，这种敏感性的影响 

会有所减弱。 

2．6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认知度关系分析 

对转基因食品持不同态度的消费者人群的认 

知度进行打分，支持的人群认知度得分平均为7．5、 

中立者为 7、否定者得分最低约为 6。相关分析 

(0．111 ，P<0．05)结果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 

品的认知度与对转基因食品态度之间具有显著的 

相关性，在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各种因 

素中，信息具有重要作用。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了 

解越多，就越愿意接受和购买转基因食品，越是了 

解的人群越倾向于支持态度。转基因食品的安全 

性由于种种原因尚存在争论，加上流传的种种关于 

转基因食品的负面报道及消费者对转基因的不了 

解，使部分人抱有‘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 

理，于是对新生事物的陌生感使这部分人对转基因 

食品采取否定或观望的态度。这意味着，在目前消 

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知识了解不多，认识不清的情况 

下，媒体可以通过为消费者提供相关科学的、客观 

的信息，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和认 

知度。相反，如果媒体对转基因食品的宣传多为负 

面报道，甚至是极端的负面报道，则可能会较大幅 

度地降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和购买 

意愿。这与黄季混 的研究结果一致，揭示了传 

媒在正确引导消费者认识转基因食品上起到举足 

轻重的作用。 

2．7 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分析 

消费者对不同种类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有 

所不同，有65．1％的消费者更愿意购买品质能有 

所改善的转基因食品(表 3)，若把“二者都一样” 

的调查者也当做潜在的购买人群，愿意购买品质能 

有所改 良的转基因食品的人群比例更高，达 

88．4％。对各类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的排序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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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65 

60 

55 。 

肯定 中立 否定 
Support Neutral Negate 

态度 Attitude 

图2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受心理因素的影响 

Fig．2 The influence of mental factors 

consumers’attitude on GM food 

们的预期基本一致，因为食品对人类来讲营养和安 

全是至关重要的，说明消费者对提高作物品质的转 

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高于提高产量或降低成本的 

转基因食品，这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结果相一 

致_2川。2005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9 000 

万hm ，其中耐除草剂的大豆、玉米和油菜种植面 

积6 370万 hm ，占71％；Bt作物种植面积 1 620 

万hm ，占18％_J 。而目前的转基因食品的发展 

没有重视消费者希望改良食品品质这一需求，而更 

注重的是生产成本的降低。调查结果表明，消费者 

拒绝转基因食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它不安 

全，至少 59．7％人这样认为(表4)，这可能是因为 

对转基因食品的不了解和负面宣传影响所致。在 

进行调查时也有被调查者向调查员询问，网上及报 

纸上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有害报道无从辨识，由于专 

业知识的限制，也只有“宁信其有，而不信其无” 

了，从而不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转基因作物集中 

在抗除草剂、抗病虫方面，并没有切中大多数消费 

者所期望改善食品营养品质等方面的需求，这也可 

能是降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意愿的原因 

之一。 

表3 消费者愿意购买的转基因食品种类 

Table 3 Th e sorts of GM food that consumers are willing to buy 

人数Frequency 

百分数％ Percentage 

176 

59．7 

85 

28．8 

34 

l1．5 

295 

loo 

2．8 消费者对当前转基因食品的看法和对其未来 

继续发展的态度 · 

被访者对国家投大量资金继续用于转基因食 

品开发的看法的态度较为积极。被访者有74．50％ 

的人员认为国家值得投资，若再加上 14．57％态度 

较为中性的人员，则高达89．07％。这一调查结果 

与北京市被访者对我国发展转基因技术和产品的 

态度较为中性，选择“积极发展”的消费者只占少 

数，仅占10％左右的结果有较大差异 。̈。。这说明 

济南市民对转基因技术是寄予厚望的，对转基因技 

术不排斥，但同时，对其风险也存有疑虑，对商业化 

生产持谨慎态度。这与国家生物技术发展战略和 

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法规要求基本是一致的。 

尽管发现对当前开发转基因食品的看法上，不 

同消费者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认为利大于弊与弊大 

于利的分别占29．14％、15．56％，38．4％的人处于 

中立。但对于转基因食品的继续投资开发上却具 

有较高的一致性，明确认为值得投人的高达 

74．5％，认为不值得投人的仅占2．65％。即使认 

为当前转基因食品弊大于利的人群仍有33人明确 

表示值得投人，占该类人群的10．90％，调查数据 

充分体现了被访者对转基因技术发展的信心。值 

得注意的一点是在选择不值得国家投大量资金继 

续用于转基因食品开发的的被访者中，占比例最高 

的是小学文化的被访者(占33．33％)，结果与王玉 

清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  ̈(表5)。 

Î=Is口0∞．【墨口0罱髓镩蟮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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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消费者对当前转基因食品利弊的看法与国家继续大量投入转基因食品开发的态度比较 

Table 5 Table5 The comparison between attitudes of consumers’toward current GM food and 

that toward government's investment i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GM food 

比较分析 

Compare and analysis 

对国家投大量资金继续用于转基因食品开发的看法人数 -nle amount of people holding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national further financial devo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GM food 

值得Deserve 还值得 Deserve little 不值 Deserve none 不知道 Uncertain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占被访者人数的百分数。 

Note：The numbers in the brackets represent the percentage of the people investigated to tota1． 

虽然大多数消费者对于当前转基因食品不能 

确定其利弊，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是寄予期待与 

厚望的。目前部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抵制大 

多并不是从根本上排斥转基因技术，可能是因为这 

部分人群不十分了解转基因技术所致。相反，大多 

数消费者希望通过转基因技术改善食品的品质，对 

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是持乐观态度的。以基因工程 

为代表的生物技术革命很可能是解决全球粮食问 

题的最佳选择之一，尽管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 

论由于种种原因尚无定论，但很可能在不远的将 

来，消费者的消费品大都与转基因技术有关，就像 

今天消费者的消费品是来自经过驯化、改造过的动 

植物生产的产品一样。 

3 结论 

3．1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缺乏了解，媒体在传播 

转基因食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在目前情况下，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度 

总体仍比较肤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在一定程度 

上受其认知度的影响，因此，对转基因食品知识的 

宣传也是推广转基因食品的任务之一。在这方面， 

媒体要增加有关转基因食品知识的宣传力度，不仅 

要增加广度，更重要的是增加深度，使消费者真正 

对转基因食品有所了解。而在了解不深的情况下， 

消费者的态度更易受媒体态度的影响，因此在未确 

定有关转基因食品利弊的前提下应减少极端的报 

道，因为传媒对公众理解科学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在美国，2000年l0月媒体披露“星联”转基因 

玉米出现在食物中(“星联”玉米事件 StarLink coin 

episode)几个月之后，44％的消费者获得了很多转 

基因食品的知识。值得关注的是，某些消费者对 

“星联”事件的记忆是长久的，当提及这一事件时， 

消费者知道这是关于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问题，由 

此可见，媒体对事件的报道给消费者的影响是深 

远的 22]。 

3．2 客观报道、传播转基因食品争论的“是是非 

非”，有利于消费者正确对待转基因食品和 

传统食品 

在接触媒体、心理因素、认知程度在不同程度 

上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其中以媒体的 

相关性最强，心理因素次之，认知度与态度的相关 

性相对较弱。在影响消费者态度接受转基因食品 

的诸多因素中，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信任度 

仍然是影响多数人的关键因素。 

3．3 发展转基因食品应更多考虑终端消费者的 

需求 

转基因食品的发展不仅决定于转基因作物的 

种植者、转基因食品加工者的接受程度，更决定于 

终端消费者的接受情况。因此，转基因食品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要顾及终端消费者的愿望。消费者的 

购买意愿主要集中在转基因食品的品质方面，更关 

心品质和安全性，对于抗虫抗病等种类需求并不强 

烈。当前转基因作物发展主要集中在对作物种植 

者降低生产成本等方面(如抗除草剂、抗虫抗病 

等)，而没有很好地迎合终端消费者的需求。转基 

因作物的发展应更多地考虑消费者的利益，使他们 

能够切身体会到转基因食品的优点。尽管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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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转基因食品利弊的看法有较大分歧，但总体 

上对转基因食品的继续发展持支持态度，对转基因 

食品的未来持乐观的态度并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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