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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我国农村居民对食品添加剂风险感知的现状!并分析核心影响因素" 方法"运用心理学测量

方法设计调查表!对全国 ) 省份农村居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 结果"农村居民对于食品添加剂有较高的风险感

知!*&’&‘的受访者存在概念误区!将三聚氰胺等违法添加物视为食品添加剂!但公众对食品添加剂风险的高感

知!主要影响因素是政府信任而非概念知识的缺乏" 结论"要促进农村居民科学#理性的看待食品添加剂!应以政

府信任培育为交流工作的核心策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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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的促进公众科学认知食品添加剂一
直是风险交流工作者面临的一道难题&解题的关键
在于了解受众的风险认知状况和规律* 发达国家
和地区普遍开展消费者分析来了解消费者&以指导
风险交流活动* 如欧盟食品安全局#R(E,$在 $##&
年起开展了横跨欧洲 $) 国的公众食品安全风险认
知调查 -!.$. &系统掌握欧盟地区公众风险认知状况&
明确风险交流的重点内容&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
所#J5%$开展的农药残留风险认知研究&探知交流
受众恐慌情绪的核心原因等 -/. * 目前我国学者已
针对食品添加剂对消费者开展风险认知研究&但研
究对象多集中在江苏)北京等省市 --.*. &未见全国范
围针对农村居民开展的感知研究&对农村居民的风
险感知状况了解不足&农村居民的风险交流工作缺

乏针对性指导* 因此&本研究于 $#!/ 年对全国范围
) 省的农村居民开展了食品添加剂风险感知调查&
采用规范的心理学测量方法&深入探索农村居民的
食品添加剂风险感知状况&以及主导公众风险感知
的核心影响因素&以期在交流策略方面提供指导*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

本研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东中西和东北
区域划分&以及 ) 类行政区域划分方法确定全国调
查点&在黑龙江省)江西省)山东省)湖北省)广东
省)贵州省)甘肃省分别选择一个县&共 ) 个调查点*
抽样方法如下%第一阶段抽取乡镇街道&采用与人
口成比例抽样#]]E$的方法从每个调查点抽取 / 个
乡镇#街道$"第二阶段抽取村#居$民委员会&在每
个乡镇#街道$中再以 ]]E 方法抽取 $ 个村#居$民
委员会"第三阶段抽取调查户&在每个抽中的村
#居$民委员会中随机抽取 &# 户* 每个调查点发放
问卷 /## 份&共发放问卷 $ !## 份* 选择 !) 岁及以
上居民为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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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调查点居民随机抽样&由调查员入户采用居

民自填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 调查内容分 / 个部
分&第一部分为食品添加剂风险感知&采用在国际
上广泛应用的食品安全风险认知量表#](%Q$ -).测
量风险感知&包括危害的可能性)担忧程度)科学家
的了解程度)辨别难度)剂量与危害关系的认知程
度)政府监管程度)危害严重程度&将这 ) 个条目的
平均分作为风险感知的指标"第二部分为政府)科
研机构)媒体和企业信任&以 ,AA:I-+.开发的能力和
关心两维度机构信任量表为基础&选择两个条目作
为各机构信任的测量工具&其中能力信任条目含义
为机构是否具备履职所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关心信
任条目含义为机构在履职中是否会充分考虑公众
利益"第三部分为食品添加剂概念知识&由两个指
标来表征&一是正确概念&即选出防腐剂)食用香精
和营养强化剂这 / 个正确概念的个数&个数越多得
分越高&知识水平越高"二是错误概念&即误选出三
聚氰胺)塑化剂)工业柠檬酸和苏丹红这 - 种违法添
加物的个数&个数越多得分越低&知识水平越高*
!’/"统计学分析

应用 E]EE !+’# 进行统计学分析&包括 0检验和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 Cc#’#&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与分析
$’!"样本特征

累计收回问卷 ! 00+ 份&其中有效问卷 ! *)# 份&
问卷有效率为 +/’*‘* 其中&男性占 &/’/‘ #+)&1
! *-!$&女性占 -*’)‘#)**1! *-!$* !) _/# 岁占
!&’0‘# $*!1! */+ $& /! _-& 岁占 -)’/‘ # ))&1
! */+$"-* _*# 岁占 $)’+‘#-&*1! */+$&*# 岁以上
占 +’0‘ # !-*1! */+ $* 初 中 及 以 下 占 *!’+‘
#! #!*1! *-/$&高中1中专占 $)’*‘ #-&$1! *-/$&
大专1职大占 +’+‘ # !--1! *-/ $&大学及以上占
!’0‘#/!1! *-/$* 农业生产人员占 &#’/‘ #+$!1
! */$ $&食品生产1加工1销售人员占 $’+‘ # -&1
! */$$&餐饮业人员占 !’#‘#!)1! */$$&政府1事业
单位人员占 !#’-‘ # !)#1! */$ $&军人占 #’!‘
#!1! */$$&在校学生占 /’-‘ #&&1! */$$&其他占
$&’0‘#-$/1! */$$&不回答占 *’!‘#!##1! */$$*

负责家庭食物采购占 &)’)‘ #++!1! &$*$&不负责
家庭食物采购占 -$’/‘#*-&1! &$*$*
$’$"风险感知

受访者食品添加剂风险感知的均值为 /’)*
#B q#’&& $&高于量表中值 / #采用 V>HB?五点量

表$&0#! **0$ q&)’#/&Cc#’##!&说明风险感知处
于较高的水平*
$’/"概念知识

数据显示&受访者对于食品添加剂概念的知晓
情况很差&仅有 +’*‘#!--1! *)#$的受访者回答完
全正确&未混淆违法添加物与食品添加剂&同时能
够不漏选正确的食品添加剂* 有 *0’!‘ #! !&-1
! *)#$的受访者混淆了食品添加剂与违法添加物的
概念&将三聚氰胺)苏丹红或塑化剂误认为是食品
添加剂"))’$‘#! $+01! *)#$的受访者未准确选出
/ 个食品添加剂#至少有一个漏选$*
$’-"各机构能力和关心信任状况

本部分考察了受访者对政府机构)科研院所)
食品企业和媒体的能力和关心维度的信任情况*
经配对 0检验发现&各机构能力和关心维度信任之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c#’#&$* 结合 0检验结果
和得分均值进行各机构履行相应食品安全职责的
能力信任排序%受访者最信任科研机构&其次是媒
体)食品企业&政府机构信任得分最低"关心信任排
序%受访者最信任科研机构&其次是媒体)政府机
构&食品企业信任得分最低&见表 !*

表 !"不同机构的能力信任程度与关心信任程度##=r2$

Z<MAB!"=@ILB?B;4B?C:G?<;D 4<CB?C:G?@; D>55BCB;?>;G?>?:?>@;
机构 能力信任程度 关心信任程度
科研机构 /’*! r#’0) /’-+ r!’#-

媒体 /’&! r!’#$ /’// r!’#&

食品企业 /’-& r!’!- $’+/ r!’$!

政府机构 $’00 r!’!- /’$# r!’!#

$’&"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
过往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学历)是否从事食品

相关职业以及是否负责家庭食品采购&可能影响个
体食品添加剂的风险感知* 使用相关分析发现&年
龄和学历对于风险感知有明显影响&保留作为控制
变量* 在模型 $ 中加入概念知识的 $ 个变量&在模
型 / 中加入机构信任的 - 个变量&进行多元阶层回
归分析&两个模型均有明显改善*

根据模型 / 的结果%在社会属性方面&学历越高
对食品添加剂的风险感知越高* 在概念知识方面%
错误概念和风险感知呈正相关&即对食品添加剂与
非法添加物的混淆程度越高&风险感知越高&与相
关研究结果相近 -0.!#. * 与常识不同的是&数据结果
显示&正确概念和风险感知也呈正相关&即公众越
能够准确了解哪些是食品添加剂&了解食品添加剂
的功效如防腐)调味和强化营养&对食品添加剂的
风险感知也越高* 这可能由于公众认为防腐剂)食
用香精等食品添加剂不利于健康&因此感知越多不
利于健康的物质是食品添加剂&就越觉得食品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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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对健康风险大&表现出更高的风险感知*
在 - 个机构食品安全相关工作履职信任与食品

添加剂风险感知的关系方面&农村居民对政府和企
业的信任与风险感知呈负相关&即越信任政府和企
业&食品添加剂风险感知越低&与国外相关研究结
果相近 -!!. * 与常识不相符的是&农村居民对科研机
构的信任与风险感知呈正相关&即越信任科研机
构&越觉得食品添加剂风险高* 这可能包含两方面
原因&一是谣言缔造者断章取义)截取甚至篡改专
家言论和科研成果&污名化食品添加剂"二是所谓
的专家科学态度不足&为迎合公众情绪或吸引眼球
跨行传播误导性信息&如有医生介绍食品添加剂时
会提到苏丹红&某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指出食品添
加剂不是正常食品&因此越少越好等* 谣言缔造者
和外行专家在食品添加剂问题上随意发声&公众对
于食品添加剂的误解重重&而懂行专家由于担心激
惹公众&不愿或不敢说真话)传播科学正面信息 -!$. &
同时公众又有负面信息偏好&最终导致所谓专家的
误导性信息成为公众所接收的主流信息&公众越信
任这些科研机构的专家&就越担忧食品添加剂风险*

根据模型 / 的结果&所有影响因素相比较&政府
信任的标准化系数最高 # m#’$-*$&远高于概念知
识的标准化系数 ##’##&&#’!!/$&说明相对于概念
知识&政府信任对农村居民食品添加剂风险感知的
影响更大&见表 $*

表 $"风险感知的回归分析
Z<MAB$"%BKCBGG>@; @; C>GH LBC4BL?>@;

变量 模型 ! # 模型 $ # 模型 / #
年龄 #’##* #’#!# #’#$$

学历 #’!/&!!! #’!$/!! #’!!$!!!

正确概念 #’!!$!!! #’!!/!!!

错误概念 #’#**! #’#&&!

政府.信任 m#’$-*!!!

专家.信任 #’!+!!!!

媒体.信任 #’#&&

企业.信任 m#’!$&!!!

注%!为 Cc#’#&"!!为 Cc#’#!"!!!为 Cc#’##!" # 为回归系
数"!表示无数据

/"讨论
不少学者认为造成公众对于食品添加剂恐慌

心理的主要原因是对于食品添加剂概念知识的交
流不足&公众不了解什么是食品添加剂&特别是混
淆了违法添加物与食品添加剂的概念* 但本研究
结果显示&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公众对于食品添加
剂风险的高感知&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政府信任而
非概念知识的缺乏* 因此&为有效降低公众的食品
添加剂风险感知&有关机构应将风险交流策略的重
点放在政府监管信任和食品企业信任的培育上&而

不仅仅是概念知识的普及*
研究发现农村居民越信任科研机构&对食品添加

剂的担忧)愤怒和不满的情绪就越强烈* 这一研究结
果提示交流机构应重视如下问题%在科研机构的传播
阵地中&外行污名化食品添加剂的误导性信息成为公
众所接收的主流信息&而懂行专家对科学信息传播力
量不足* 有关机构应组织建立权威的食品安全风险
交流专家平台&大力培育懂行专家的’意见领袖(&系
统性的与公众进行交流对话&及时的进行辟谣&提供
比谣言信息更具体详细的证据信息以压缩谣言空间&
充分发挥学界在食品添加剂舆论中的科学导向性*

要解决信任问题&不同利益相关方可能需要不同
策略* 数据表明&农村居民对政府监管机构的不信任
主要在能力信任维度&认为政府机构缺乏食品添加剂
监管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而对企业的不信任主要出
于动机信任维度&觉得企业不关心公众利益* 因此&
在风险交流策略上&政府需要加大监管能力展示)沉
着果断处置突发事件)重拳打击违法分子* 而食品企
业在提高食品安全能力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于
公众利益的重视&树立诚实可信的企业形象*

在当前农村居民普遍对食品添加剂风险高感
知的情况下&普及食品添加剂的品种和功效并不会
减少公众对于食品添加剂风险的恐慌情绪&反而会
增加他们的风险感知"但明确违法添加物不是食品
添加剂有利于降低公众对于食品添加剂风险的高
感知* 因此&应将食品添加剂和违法添加物的概念
辨析作为科普宣教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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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六偏磷酸钠,
#YJ!++*’-!$#!&$等 -)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公告

$#!& 年第 0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规定!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审查通过!现
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 六偏磷酸钠’)YJ!++*’-($#!&*等 -)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其编号和名称如下%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六偏磷酸钠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亚硫酸钠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糖精钠
YJ!++*’!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红曲米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可可壳色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高粱红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辣椒红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苹果酸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姜黄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红花黄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膨润土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焦糖色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红曲黄色素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柠檬酸钾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姜黄素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f.尿苷酸二钠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刺云实胶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喹啉黄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罗望子多糖胶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偶氮甲酰胺
YJ!++*’!#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羟丙基甲基纤维素)7]̂ =*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天然苋菜红
YJ!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盐酸赖氨酸
YJ!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甘氨酸锌
YJ!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f单磷酸腺苷
YJ!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氧化锌
YJ!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维生素 R琥珀酸钙
YJ!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葡萄糖酸锰
YJ!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葡萄糖酸铜
YJ!0#/’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亚硒酸钠
YJ!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葡萄糖酸亚铁
YJ!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乳酸锌
YJ!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YJ$)-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
YJ$)&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冷冻饮品和制作料
YJ)#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罐头食品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动物油脂
YJ!&!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油脂制品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工业用浓缩液)汁#浆*
YJ!0$0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果冻
YJ!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植物油料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孕妇及乳母营养补充食品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干海参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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