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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南昌市餐饮环节消费者食品安全认知情况和满意度!为加强食品安全工作%改善食品安全现

状提供决策依据$ 方法$&"%+ 年 %& 月随机选择在南昌市辖区范围内餐饮企业就餐的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共收

集有效问卷 % "%& 份!采用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进行统计$ 结果$在 % "%& 名受访者中!在选择就餐场所时口味
(+"0.#b)%就餐环境(!!0%Ub)%服务态度(!&0/#b)是消费者最关注的三个因素$ +"b以上的受访者对可能影响

餐饮食品安全的因素非常担忧$ 在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时!仅有 %U0#.b(%.&2% "%&)的受访者选择通过法律%投诉

等途径解决$ +/0.&b(+U+2% "%&)的受访者愿意参与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工作!女性和年长者意愿度更高$ 结论$

消费者在消费时对食品安全相关因素关注程度不高!对餐饮食品安全因素的担忧程度高!维权意识不强!参与食品

安全社会监督工作意愿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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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餐饮消费已经
成为公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食品安全问
题已成为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和优先考虑解决的重
大问题 )%* ( 据报道"我国每年食物中毒的人数约为
&" 万人 c!" 万人"其中有 U"b来自餐饮行业 )&* (

尤其是细菌性食物中毒’地沟油’有毒火锅底料和
使用病死猪肉等恶性安全事件的发生"使我国餐饮
业受到巨大的冲击"消费者对餐饮消费也越来越谨
慎( 如何满足消费者餐饮需求"并让消费者吃得放
心"吃得健康"吃得满意是关系到餐饮行业可持续
发展’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问题( 为加强南昌市食
品安全工作’改善食品安全现状提供决策依据"近
期在南昌市开展了消费者餐饮食品安全认知与满
意度调查(

%$资料与方法
%0%$调查对象和内容

&"%+ 年 %& 月随机选择在南昌市辖区范围内餐
饮企业就餐的消费者为调查对象"在知情同意原则
下"由培训合格的调查员现场调查"共收集有效问
卷 % "%& 份(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消费者基本信
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认知&(消费者自
我保护意识&)消费者对相关政府部门的期望&

*消费者是否有参与食品安全执法与监督的意愿(
%0&$问卷调查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关于食品安全的内容以及
国内外有关居民食品安全满意度’信赖感等相关文
献设计调查问卷( 由调查人员发放并当场回收(
%01$统计学分析

应用 WO<]@B@10" 建立数据库"所有数据均采用
双人双份录入( 经逻辑检错后"用 )a)) &"0" 进行
统计分析( 人口学特征和相关知识态度行为采用
描述性分析&有关影响因素采用 #& 检验和回归分
析"’m"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0%$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在 % "%& 名受访者中"具有如下特征%&男性略
多于女性&’&/ c!+ 岁年龄段的受访者比例最高&

(已婚的受访者占大多数&)家庭人口数主要为
! 人和 1 人&*受访者是自由职业者’企业员工的比
例较高( 详见表 %(
&0&$餐饮业食品安全认知及行为
&0&0%$在选择餐饮店就餐前对有关因素关注度

受访者在选择餐饮店就餐前"对有关因素非常
关注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口味#+"0.#b$’就餐

$$$$ 表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K@ND:%$I@P<5P<B>@B<C= C6<=R:PB<J@B<C= CN3:5B

特征描述 具体特征
频数
2人

有效比例
2b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家庭人口

学历

家庭年收入

家里是否有 %.
周岁以下的小孩

职业

男 +!1 +10//

女 !/# !/01!
%. c&+ 岁 1/& 1+0UU
&/ c!+ 岁 +"/ +"0""
!/ c/" 岁 %&# %&0U+
e/" 岁 %+ %0!.

未婚 1#! 1.0#1

已婚 /%. /%0"U
% 人 %/ %0+.
& 人 !/ !0++
1 人 11. 110!"
! 人 1!/ 1!0%#
+ 人或 + 人以上 &// &/0&.

初中或初中以下 %/. %/0/"

高中#包括中等职业学校$ &U" &/0/.

大专 &!& &10#%

本科 1"& &#0.!

研究生及以上 1" &0#U
m+ 万元 &!+ &!0&%
+ 万元 cm. 万元 &.U &.01/
. 万元 cm%" 万元 &&% &%0.!

%%" 万元 &+# &+0+#

是 +#& +.0+"

否 !&" !%0+"

公务员 !& !0%+

企业员工 &!1 &!0"%

农民 !U !0/!

事业单位职员 %!& %!0"1

自由职业者 &./ &.0&/

离退休人员 &! &01U

无业 %# %0..

学生 %U! %U0%#

其他 1+ 10!/

环 境 # !!0%Ub$’ 服 务 态 度 # !&0/#b$’ 口 碑
#1U0.+b$’价格 #1/0+/b$’交通 #&.0#+b$’从业
人员 的 健 康 证 # &.0!/b$’ 餐 饮 服 务 许 可 证
#&U0#/b$’食品安全信誉等级#&/0+.b$( 超过一
半的受访者在选择餐饮店就餐前对上述因素还是
比较关注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食品安全监管公示的
相关信息#从业人员的健康证’餐饮服务许可证’食
品安全信誉等级$关注度偏低( 详见表 &(
&0&0&$在外就餐时对可能影响餐饮食品安全因素
的担忧程度

受访者在外就餐时"对可能影响餐饮食品安全
因素非常担忧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使用过期’不
新鲜’伪劣的食材#/&0&+b$’滥用食品添加剂或非
食用物质 # +U0!%b$’ 加工过程 中 不规范 行为
#+10"/b$’ 从业人员的卫 生习惯 及 健康状 况
#+&0!Ub$’餐用具是否安全卫生#+%0"#b$( 绝大
多数受访者在外就餐时"对可能影响餐饮食品安全
因素感到担忧( 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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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受访者选择餐饮单位时关注的因素#/ j% "%&$

K@ND:&$F@5BCEPE:POC=G:=BP5C=5:E=P@NC>BL7:= 57CCP<=JE:PB@>E@=BP
相关因素 非常关注人数#b$ 关注人数#b$ 不确定人数#b$ 偶尔人数#b$ 从不关注人数#b$

餐饮服务许可证 &.1#&U0#/$ 1&.#1&0!%$ %!!#%!0&1$ &"%#%#0./$ +/#+0+1$

食品安全信誉等级 &/##&/0+.$ 1.%#1U0/+$ %&+#%&01+$ %U1#%U0"#$ /!#/01&$

从业人员的健康证 &..#&.0!/$ &..#&.0!/$ %/##%/0U"$ %/!#%/0&"$ %"1#%"0%.$

就餐环境整洁卫生 !!U#!!0%U$ !+1#!!0U/$ +"#!0#!$ +1#+0&!$ ##"0.#$

交通便利 &#1#&.0#+$ !#%#!.0+&$ %&/#%&0!+$ U!#U01%$ &.#&0UU$

口碑良好 1.1#1U0.+$ +"&#!#0/"$ ."#U0#%$ 1.#10U+$ ##"0.#$

价格合理 1U"#1/0+/$ +&+#+%0..$ +.#+0U1$ +&#+0%!$ U#"0/#$

服务态度 !1&#!&0/#$ !./#!.0"&$ !/#!0++$ !%#!0"+$ U#"0/#$

口味合适 +%+#+"0.#$ !!1#!10UU$ 1%#10"/$ &"#%0#.$ 1#"01"$

表 1$受访者在外就餐时对可能影响餐饮食品安全因素的担忧程度#/ j% "%&$

K@ND:1$]:JE::C6E:POC=G:=BP0 6:@ECR:EB7:6@5BCEPL7<57 M@H@66:5B5@B:E<=J6CCG P@6:BH
相关因素 非常担忧人数#b$ 担忧人数#b$ 比较担忧人数#b$ 偶尔担忧人数#b$ 从不担忧人数#b$

使用过期’不新鲜’伪劣的食材 /1"#/&0&+$ &/"#&+0/#$ U&#U0%%$ !"#10#+$ %"#"0##$

滥用食品添加剂或非食用物质 +.%#+U0!%$ 1"&#&#0.!$ #&##0"#$ &U#&0/U$ %"#"0##$

加工过程中不规范行为 +1U#+10"/$ &#U#&#01+$ %%"#%"0.U$ +/#+0+1$ %&#%0%#$

从业人员的卫生习惯及健康状况 +1%#+&0!U$ 1%+#1%0%1$ .1#.0&"$ /"#+0#1$ &1#&0&U$

餐用具是否安全卫生 +%U#+%0"#$ 11U#1101"$ %""##0..$ 1/#10+/$ &&#&0%U$

&0&01$受访者遇到的食品安全问题及处理情况
调查近 / 个月外出就餐后身体出现不适#如腹

痛’腹泻’恶心’呕吐或发热$的频率( 在 % "%& 名受
访者中"有 !#0&%b的受访者在近 / 个月外出就餐
后偶尔会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0+"b的受访者身
体有时出现不适&%0/Ub的受访者身体经常出现不
适&甚至 "0/"b的受访者"总是出现身体不适的情
况&只有 !"0"&b的受访者在近 / 个月外出就餐后
身体从未出现不适(

当 % "%& 名受访者被问及+近三年"在本地餐饮
店消费时"遇到过哪些食品安全问题 , 时"仅有
&"0&/b#&"+ 人$的受访者从未遇到过问题"其余
U#0U!b#."U 人$受访者均遇到过不同类型的食品
安全问题&%"0!Ub的受访者发现进口商品或饮品无
中文标签&%%0%Ub的受访者遇到食品和饮料过期的
情况&%+0U%b的受访者发现餐厅无餐饮服务许可
证&&&0/1b的受访者发现从业人员无健康证明&
&/0"#b的受访者就餐后身体不适&1"0+1b的受访
者发现餐具未消毒&+%0U.b的受访者食物中出现蟑
螂’虫子’头发’铁丝等异物( 表明市场餐饮存在较
大的安全卫生隐患(

上述 ."U 名受访者在遇到以上食品安全问题
时"&"0&"b的受访者选择自认倒霉"不采取行动&
/%0.1b的受 访 者 选 择 同 商 家 协 商 解 决& 少 数
%01/b’10#Ub’%&0/!b的受访者分别选择通过法
律途径’向 %&1%+ 求助以及向监管部门求助的方式
解决( 表明目前大多数消费者的自我维权意识依
旧比较薄弱(

当上述受访者采取以上途径解决所面临的食
品安全问题时"只有 #0"+b的受访者问题全部得到

解决&110!/b的受访者大部分得到解决&!"0.#b的
受访者有一些得到解决&%/0/b的受访者问题没有
得到解决( 表明了消费者在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时"
只有小部分的消费者能够维护自身的权益(

当 % "%& 名受访者被问及+在餐饮店发现食品
安全违法问题"是否会主动制止或拨打 %&11% 食品
药品投诉举报电话,时"1.0"!b的受访者表示不
会&1+0".b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这个电话是哪个部
门的&&/0..b的受访者会采取主动制止或拨打电
话( 表明大部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监督意识薄弱(
&01$餐饮业食品安全满意度及监管需求
&010%$受访者对南昌市餐饮业食品安全满意度的
评价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对南昌市餐饮业食品安全
呈中立态度"除餐饮业食品安全监管的满意度外"
受访者对本市餐饮业食品安全总体状况’经营单位
环境卫生状况’从业人员素质’经营者的诚信意识
等方面觉得很好与比较好的比例超过觉得很差和
比较差的比例"详见表 !(
&010&$受访者认为提升南昌市餐饮环节的食品安
全工作水平最重要的措施

在 % "%& 名受访者中"认为能加强南昌市餐饮
环节的食品安全工作最重要的措施中"选择 +监管
部门加大处罚力度,的人数最多#U&0!1b$&其次是
+普及知识"提高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 #/.0%.b$&
选择+企业诚信守法经营,’+食品从业人员规范操
作,和+曝光典型案件和违法企业,的人数占比相
当"分别有 1#0!1b’1&0+%b’1U0"/b&受访者整体
认为需要借助相关部门通过其监督’检验及宣传相
关知识来提升餐饮环节的食品安全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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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受访者对餐饮业食品安全满意度评价#/ j% "%&$

K@ND:!$)@B<P6@5B<C= :R@D>@B<C= C6E:POC=G:=BPBC5@B:E<=J6CCG P@6:BH

有关情况 很好人数#b$ 比较好人数#b$ 一般人数#b$ 比较差人数#b$ 很差人数#b$

餐饮业食品安全总体状况 %%/#%%0!/$ 1&!#1&0"&$ +%1#+"0/#$ !/#!0++$ %1#%0&.$

餐饮业经营单位的环境卫生状况 UU#U0/%$ 1%"#1"0/1$ ++%#+!0!+$ /1#/0&1$ %%#%0"#$

餐饮业从业人员素质 .1#.0&"$ &U!#&U0".$ +!##+!0&+$ ..#.0U"$ %.#%0U.$

餐饮业经营者的诚信意识 ./#.0+"$ 1%+#1%0%1$ +"!#!#0."$ #"#.0.#$ %U#%0/.$

餐饮业食品安全监管的满意度 !%#!0"+$ %"%##0#.$ +%!#+"0U#$ &/!#&/0"#$ #&##0"#$

&0101$受访者获取食品安全信息的最主要渠道
对于受访者获取食品安全信息的最主要渠

道"选择+听有经验的人介绍, ’+杂志’报纸, ’+广
播电 视 , 和 + 网 络 , 比 例 相 差 不 大" 分 别 为
!U0%1b’ ++0.1b’ +/0#&b 和 ++0!1b& 其 次"
%#0"Ub的受访者选择+政府宣传报道, ""0/#b选
择+其他, "这& 个选项的比例相对较低"表明人们
习惯于选择新闻媒介和熟人渠道来获取食品安全
信息(
&010!$受访者最希望了解的食品安全信息

对于最希望了解的食品安全信息"+饮食安全
知识,’ +餐饮业 1黑名单 0 公示信息 , 占比最高
#/&0&.b’/"0#Ub$&其次 !+0!+b的受访者选择
+食品安全相关法律,&再次"选择+监督部门抽验结
果信息,’+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相关信息,和+学校食
堂食 品 安 全 状 况 , 的 人 数 大 致 相 同" 分 别 为
1U0/+b’1.0U!b和 1&0/%b&最后"有 &!01%b的受
访者选择+监管部门行政处罚信息,( 表明受访者
对于知识类信息和公示信息等较为实际性的信息
较为关注(
&010+$受访者最希望继续了解食品安全知识的
途径

关于受访者最希望继续了解食品安全知识
的途径"选择 +电视专题 ,和 +网络专栏 ,的人数
最多"分别为 UU0.Ub和 U/0"#b&其次是 +报纸
杂 志 , 为 /%0/Ub& 再 次" 分 别 有 1U0&+b 和
1+0+Ub的受访者选择了 +现场咨询 , ’ +贴宣传
画, &最后"仅有 %%01/b的受访者选择 +专线电
话, ""0&"b选择+其他, (
&010/$受访者参与南昌市的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工
作意愿度

关于是否愿意参与南昌市的食品安全社会
监督工作"受访者选择愿意’不愿意和无所谓的
分别为 +/0.&b # +U+ 2% "%& $ ’ &&0.1b # &1% 2%
"%& $和 &"01+b # &"/ 2% "%& $ "这说明大多数人
还是较为愿意参与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工作的(

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组的受访者参与食品安全
社会监督工作的意愿度有所不同"经卡方检验"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0"+ $ "女性和年长者意
愿度更高( 学历为研究生及以上者"公务员’离
退休人员’无业者似乎更愿意参与食品安全社会
监督工作"但经卡方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0"+ $ ( 详见表 + (
&010U$受访者希望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方式

在希望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方式方面"这
+U+ 人中分别有 1!0!!b和 1+0.!b选择了 +食品
安全社会监督员,和+对发现违法行为投诉举报, "
占比最大&其次选择 +食品安全知识义务宣传员,
的人较多"为 &&0&"b&仅有 /0##b的愿意参与受
访者选择了 +利用自媒体曝光不法行为, ""0+&b
选择了+其他, (

1$讨论
餐饮环节的食品安全是 +从农田到餐桌,的食

物链中最终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1* ( 消费者对安全
饮食’健康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餐饮安全所受到
的社会舆论和公众关注也越来越多( 但调查发现"

消费者在选择餐饮店时对与食品安全相关因素关
注度偏低&在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时"通过法律’投诉
等途径获取解决的维权意识不强"对食品安全监督
意识薄弱"提示应结合现阶段正在实施的量化分级
公示制度"加大宣传"进一步引导公众提高安全意
识"理性消费( 通过改变消费行为促进行业结构调
整"提升行业整体食品安全水平( 另还应加强有关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知识普及"大力开展食品安全
知识宣贯"增强居民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当合法利益受到侵犯时"懂得拿起法律武器来
保护自己 )!* (

调查显示"受访者对南昌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满意度呈中立态度"但对改善本市餐饮环节的食品
安全现状有迫切需求( 提示监管部门还需改进监
管方式"加强公众交流"提升消费者对监管工作的
认可度( 超过半数的被访者表示愿意参与食品安
全社会监督工作"尤其是女性和年长者"说明本市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工作意愿较强"是建立多
元化社会共治体系的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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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受访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监督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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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描述
受访者参与意愿占比2b

愿意 不愿意 无所谓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业

男 +10&&#&.# 2+!1$ &/0+&#%!! 2+!1$ &"0&/#%%" 2+!1$

女 /"0#.#&./ 2!/#$ %.0++#.U 2!/#$ &"0!U##/ 2!/#$
%. c&+ 岁 +/01+#&"! 21/&$ &"0!!#U! 21/&$ &10&"#.! 21/&$
&/ c!+ 岁 ++0#1#&.1 2+"/$ &/0!.#%1! 2+"/$ %U0+##.# 2+"/$
!/ c/" 岁 /"0!U#U. 2%&#$ %+0+"#&" 2%&#$ &!0"1#1% 2%&#$
e/" 岁 //0/U#%" 2%+$ &"0""#1 2%+$ %1011#& 2%+$

初中或初中以下 +10+U##" 2%/.$ &+0""#!& 2%/.$ &%0!1#1/ 2%/.$

高中#包括中等职业学校$ +.0%+#%+U 2&U"$ %#0/1#+1 2&U"$ &&0&&#/" 2&U"$

大专 ++01U#%1! 2&!&$ &+0/&#/& 2&!&$ %#0"%#!/ 2&!&$

本科 +/0&##%U" 21"&$ &10.!#U& 21"&$ %#0.U#/" 21"&$

研究生及以上 ."0""#&! 21"$ /0/U#& 21"$ %1011#! 21"$

公务员 /!0&##&U 2!&$ &/0%##%% 2!&$ #0+&#! 2!&$

企业员工 ++0+/#%1+ 2&!1$ &&0/1#++ 2&!1$ &%0.%#+1 2&!1$

农民 !.0#!#&1 2!U$ 1!0"!#%/ 2!U$ %U0"&#. 2!U$

事业单位职员 +#0./#.+ 2%!&$ %.01%#&/ 2%!&$ &%0.1#1% 2%!&$

自由职业者 +&0!+#%+" 2&./$ &/0#&#UU 2&./$ &"0/1#+# 2&./$

离退休人员 //0/U#%/ 2&!$ %&0+"#1 2&!$ &"0.1#+ 2&!$

无业 /.0!&#%1 2%#$ %"0+1#& 2%#$ &%0"+#! 2%#$

学生 +.0"+#%"% 2%U!$ %#0+!#1! 2%U!$ &&0!%#1# 2%U!$

其他 U%0!1#&+ 21+$ &"0""#U 21+$ .0+U#1 21+$

$$风险交流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重大意义
已形成普遍共识 ) + * "消费者是风险交流各利益方
中最庞大’最重要的一个群体( 积极引导公众理
性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提高科学认知水平"指导
公众科学消费"法规保障下的食品质量安全教育
制度化"是提高 公众 食品 安 全 认 知 水 平 的 关
键 ) / * ( 确立+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
会共治,的食品安全工作原则 ) U * "是党和政府解
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新思路"有效的风险交流更是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重要基础( 在 +小政府大社
会,的现阶段"加强食品安全工作中风险交流体
系对于做好食品安全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 . * "只有形成社会共治’同心携手’全民参与’
人人有责的强大合力"才能开创出食品安全风险
管理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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