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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１~４月中美农产品
贸易特征、未来预判及

相关建议
　殷瑞锋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信息分析处　北京１００１２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Ｇ０６Ｇ０１.
作者简介:殷瑞锋 (１９８３—),宁夏中宁人,副研究员,担任农

业农村部大豆全产业链信息分析预警首席分析师、农产品国际贸易首

席分析师,研究方向:农产品市场和贸易监测分析预警、农业政策,

EＧmail:yrf８３１９＠１６３com.

摘要:２０２０年１月中美两国签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

议»(以下简称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其中有关中国扩大自美国农产品采购条款

的执行情况受到各界关注.２０２０年１~４月中美农产品贸易情况表明,自美国农产品进

口正在积极恢复,但比重仍低于２０１７年同期;中美农产品贸易总体结构未变,油籽和畜

产品等进口额增加显著的均为中国国内急需产品.研究表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２０２０
年完成协议规定的进口增额难度较大,预计未来自美国谷物进口将增加,大麦和牛肉等

自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需求有望转向美国.建议结合美国优势产品和中国刚需,稳定自

美国大宗农产品进口的基本盘,并采取灵活的政策鼓励自美国谷物进口,同时防控好贸

易风险,协调好进口和储备投放等调控政策,保障中国国内农产品市场稳定运行.
关键词:农产品贸易;«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预判;建议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００７００１

　　在经历了１８个月的经贸谈判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
日中美两国正式签订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１].
其中 “第三章 食品和农产品贸易”占整个协议篇幅的

一半,集中体现了双方在农业领域的关切;在协议

“第六章 扩大贸易”中 “第６２条 贸易机会”中规定

“在农产品方面,在２０１７年基数之上,中国２０２０年自

美国采购和进口规模不少于１２５亿美元,２０２１年日历

自美国采购和进口规模不少于１９５亿美元”[２].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９年中国自美国农产品进口额分别为２４１１亿

美元、１４１６亿美元,也就是说,与２０１７相比,２０２０
年中国自美国农产品进口额要增长５０％以上,与２０１９
年相比要增长１５倍以上.本文主要跟踪这一条款的

履行情况,并预判未来形势,提出建议.本文所引用

数据主要来自中国海关.

１　２０２０年１~４月中国农产品贸易进出口

　总体情况

１１　农产品贸易逆差扩大,美国仍为中国第二大农

产品贸易伙伴国

２０２０年１~４月,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

７４４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３％.其中,进口额５１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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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同比增长７８％;出口额２２９１亿美元,同

比下降２７％;贸易逆差２８５９亿美元,比２０１９年

同期扩大了４３８亿美元.所有贸易伙伴中,中国和

巴西贸易额 ８６６ 亿 美 元,占 农 产 品 贸 易 总 额 的

１１６％;中美贸易额８３４亿美元,占１１２％.自

２０１８年开始,巴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农产品贸

易伙伴国,美国退居第二.
前６大进口来源地依次为巴西、美国、新西兰、

澳大利亚、泰国和智利,从上述６国进口额合计

２６３２亿美 元,占 农 产 品 进 口 总 额 的 ５１１％,比

２０１９年同期提升１８个百分点.与２０１９年同期相

比,自美国、智利、新西兰、巴西进口额增长,其

中自美国增幅最大,为６８６％ (一季度增幅为１０４
倍);自澳大利亚、泰国进口额下降,自澳大利亚降

幅最大,为１１３％.
前６大出口目的地依次为日本、中国香港、美

国、韩国、越南和泰国,自上述６地出口额合计１１５
亿美元,占农产品出口总额的５０２％,比２０１９年同

期下降１个百分点.与２０１９年同期相比,仅对泰国

和美国出口额略增,对其他４大出口市场的出口额

均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下 降, 降 幅 最 大 的 是 韩 国,
为１３１％.

１２　进出口贸易形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从１~４月贸易总体情况看,中国农产品进口受

到疫情的影响.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２月进口量环比分

别下降１５７％、３０４％、４２６％、１４１％,３月环

比上升１６９％、２１０％、２１２％、－０５％,４月环

比上升１０４％、１２２％、３９４％、２５７％;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年,２ 月 进 口 额 环 比 分 别 下 降 １６７％、

３５１％、４３０％、１９８％,３ 月 环 比 上 升 １９８％、

２７３％、２４７％、１３４％,４ 月 环 比 上 升 ５３％、

８１％、２５７％、１３３％.考虑到中国春节假期的因

素,往年这种进口节奏是正常的,而２０２０年３月进

口量环比下降.考虑到进口产品进口程序和运输等

滞后因素,这说明受中国国内２月疫情防控影响,３
月农产品进口量、进口额均没有出现往年的迅速反

弹,４ 月 进 口 量、进 口 额 增 长 率 均 低 于 ２０１９ 年

同期.
此外,１~４月中国水产品、畜产品出口额分别

大幅下降１１２亿美元、３３亿美元,降幅均超过

１５％,其中水产品贸易顺差大幅缩小.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中国水产品出口额分别为２１１５亿美元、２２３４
亿美元、２０６６亿美元,进口额分别为１１３５亿美

元、１５００亿美元、１８７０亿美元,贸易顺差从近

１００亿美元逐渐缩小为近２０亿美元.２０２０年１~４
月中国水产品出口额仅为５３６亿美元,进口额５１８
亿美元,贸易顺差仅为１８亿美元,主要原因是出

口目的地的疫情影响需求,导致出口下降.

１３　畜产品超过油籽成为中国进口额最大的农产品

按照２０个大类农产品①看,１~４月进口额最大

的 ５ 类 依 次 是 畜 产 品 (１６２５ 亿 美 元)、 油 籽

(１１１３ 亿 美 元)、水 产 品 (５１８ 亿 美 元)、水 果

(４５９亿美元)和其他农产品 (３５８亿美元);进口

额较２０１９年同期增加最多的５类是畜产品 (主要是

猪肉、牛肉)、水果 (主要是樱桃、火龙果、杧果、
桃)、饼粕、糖料及糖、调味香料,进口额分别增加

５５９亿美元、３３亿美元、０８亿美元、０７亿美

元、０４亿美元;进口额同比增幅最大的５类是调

味香料、畜产品、饼粕、糖料及糖、蔬菜,增幅分

别为 ２８ 倍、５２４％、２１６％、１７０％ 和 １０２％;
进口额下降较多的依次有油籽、水产品、饮品、棉

麻丝 (主要是棉花)、粮食 (谷物)、坚果等.

１４　优势出口农产品中水产品出口减少最多,水果

出口量、出口额同增

２０２０年１~４月中国农产品中出口额最大的５类

依次是水产品 (５３６ 亿美元)、蔬菜 (４６３ 亿美

元)、其他农产品 (３８９亿美元)、水果 (２０９亿美

元)、畜产品 (１７１亿美元);出口额同比减少最多

的５类是水产品、畜产品、油籽、饼粕、干豆 (不
含大豆),出口额分别减少１１２亿美元、３３亿美

元、０５亿美元、０３亿美元、０３亿美元;出口额

同比降幅最大的５类是粮食 (薯类)、饼粕、棉麻

丝、水 产 品、 畜 产 品, 减 幅 分 别 为 ８４２％、

２４７％、２３３％、１７２％、１６２％.出口额增加从

多到少依次为其他农产品、水果、蔬菜、调味香料、
坚果、药材、粮食制品.其中水果出口量、出口额

同比分别增长１９３％、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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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个大类包括:油籽、畜产品、水产品、其他农产品、植

物油、粮食 (谷物)、水果、棉麻丝、粮食制品、饮品类、糖料及

糖、粮食 (薯类)、坚果、蔬菜、干豆 (不含大豆)、饼粕、精油、
药材、花卉、调味香料.以上大类按２０１７年进口总额从大到小排

序.



２　中美农产品贸易特征及原因分析

２１　１~４月中美农产品贸易额同比增加,贸易逆

差扩大

２０２０年１~４月,中美农产品贸易额８３４亿美

元,同比增长４７３％.其中,中国进口额６４亿美

元,同比增长６８６％;出口额１９４亿美元,同比增

长４１％;贸易逆差４４６亿美元,比２０１９年同期扩

大了２５３亿美元.

２２　随着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地实施,自

美国农产品进口正在积极恢复,但比重仍低于２０１７
年同期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美国农产品进口额在中国农产

品 进 口 总 额 中 占 比 分 别 为 ２１２％、２１４％、

１９１％、１１８％、９４％,巴西占比分别为１７１％、

１７１％、１９１％、２４０％、１９６％.２０１８ 年 以 来,
巴西已连续两年取代美国成为中国农产品进口最大

来源国.２０２０ 年 １~４ 月美国和巴西占比分别为

１２４％和１６５％,差距已经明显缩小.此外,２０２０
年１~４月中国农产品进口额同比增加３７４亿美元,
其中自美国进口额同比增加２６亿元,占总增加额的

６９６％.这说明２０２０年自美国农产品进口正在积极

恢复.

２３　中美农产品贸易总体结构未变,油籽和畜产品

等进口额增加显著的均为中国国内急需产品

中美农产品贸易互补性较强,美国农产品出口

主要集中在土地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农产品上.按

照２０个大的分类看,自美国进口额最大的５类依次

是油籽 (３４５亿美元)、畜产品 (１２２亿美元)、其

他农产品 (５８亿美元)、棉麻丝 (３７亿美元)、水

产品 (２６亿美元);自美国进口额较２０１９年同期

增加最多的５类是油籽 (主要是大豆和花生)、畜产

品 (主要是猪肉、牛肉)、粮食 (谷物)、其他农产

品、棉麻丝,进口额分别增加１７１亿美元、７３亿

美元、１７亿美元、１３亿美元、１亿美元;自美国

进口额同比增幅最大的５类是粮食 (谷物)、畜产

品、油籽、调味香料、植物油,增幅分别为 １１７
倍、１５倍、５８３％、４９６％和４７８％.

油籽和畜产品是进口额最大且同比增加最多的

两大类农产品,油籽中主要包括大豆和花生,畜产

品中主要包括猪肉和牛肉,这些产品正是２０２０年年

初中国最为急需的农产品.其中,１~３月南美大豆

尚未大量上市,尤其是１~２月,全球大豆消费主要

依赖北半球２０１９年秋季收获的作物,中国大豆压榨

消费几乎全部来自进口,而美国是北半球最大的大

豆供应国,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中国下发１０００万t美国

大豆进口关税豁免配额之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

豆数量开始逐渐增加;中国花生消费需求旺盛,但

部分主产区最近两年产量下降,从２０１８年秋季新花

生上市之后价格便连续上涨,中国国产花生货少价

坚的市场形势使得进口需求大幅增长;由于中国生

猪生产仍在恢复过程中,加之非洲猪瘟疫情带来的

影响尚未消散,国内肉类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价格

高涨,美国肉类性价比优势凸显,因此,自美国增

加肉类进口是市场选择的结果[８].

２４　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

或附加值较高的农产品

出口额最大的 ５ 类依次是水产品 (５８ 亿美

元)、其他农产品 (４８亿美元)、蔬菜 (３１亿美

元)、水果 (２３亿美元)、畜产品 (０８亿美元);
出口额同比减少最多的５类是水产品、饮品类、畜

产品、花卉、饼粕,出口额分别减少９８５５万美元、

３１４０万美元、１０１０万美元、２８８万美元、２０６万美

元;出口额同比减幅最大的５类是棉麻丝 (没有向

美国出口)、饼粕、饮品类、花卉、干豆 (不含大

豆),后４类减幅分别为５６３％、４３３％、２８１％、

１７６％.出口额增加较多的依次有水果、蔬菜、其

他农产品、坚果、精油、糖料及糖、药材.

３　中美后期贸易走势预判

３１　受疫情影响２０２０年完成进口增额有难度,但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条款中的 “不可抗力”可

能会出现争议

受疫情因素影响,２０２０年完成协议条款中的进

口增额有难度,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

自美 国 进 口 燃 料 乙 醇 和 干 酒 糟 及 其 可 溶 物

(DDGS)① 的预期可能落空.目前受原油价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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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８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开

展对美国加征关税商品市场化采购排除工作,自２０２０年３月２日起,
对相关企业符合条件、按市场化和商业化原则自美国采购的进口商

品,在一定期限内不再加征中国对美国３０１措施反制关税.其中,

DDGS (税则号:２３０３３０００)位列可申请排除商品清单.



影响,美国乙醇生产基本停滞,截至５月中旬全美

２００家乙醇厂中７３家已闲置,７１家已减产,预计乙

醇产量下降１０５亿加仑 (１加仑≈３７８５L),降幅达

４６％,DDGS产量下降１０００万~２０００万t.这样一

来,中国进口３０亿~５０亿美元燃料乙醇 (可作为

农产品范围内产品)和２０亿~３０亿美元 DDGS难

以实现.即使后期随原油价格上涨、生产恢复,中

国开始进口,但时间会延后.第二,中国自美国进

口肉类数量可能低于预期.受美国疫情影响,截至

５月中旬美国生猪屠宰产能下降约３５％,目前美国

采取战时法律,产品优先保障国内需求,且再启动

需要时间和成本,因此预计后期自美国进口肉类,
特别是猪肉进口量会受到影响.第三,中国国内市

场消费需求恢复缓慢,农产品进口增幅受限.一季

度中国国内 GDP下降６８％,疫情走势仍有不确定

性,预计市场需求完全恢复要等到２０２１年,影响

２０２０年的农产品进口进度.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１日,美国农业部和美国贸易代表

办公室在 “美中第一阶段协议实施持续的进展”中

称 “当前两国皆处于困难时期” “要各自继续工作,
让我们的协议成功”[６].从美国农业部的部门利益出

发,务实推进协议的履行是最好的选择,但２０２０年

是美国大选之年,特朗普仍有可能以协议执行未达

标再次挑起甚至升级与中国的经贸摩擦.协议第

７６条第二款中明确提到:如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双

方不可预料甚至不可控的情况,导致一方延误,无

法及时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双方要进行磋商.但协

议中并未提及如果一方提出磋商,另一方必须接受.
换言之,一方若提出重新商量以前达成的细节,另

外一方可能拒绝.美国一再围绕疫情对中国做出种

种指责,是否会影响白宫对协议中 “自然灾害”“不
可控的情况”的定性,尚不得知.

３２　自美国谷物进口将增加,高粱进口量有望恢复

到２０１７年水平

协议规定,中国将 “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和

«中国人民共和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承诺,足额

使用关税配额”.２０２０年４月国际米价每斤 (１斤＝
０５kg)比中国国内价格高０１９元,小麦、玉米国

际价格分别比中国国内低０２０元、０２１元,从中

国国内需求和价差的角度,预计后期小麦和玉米进

口量会增加.１~４月中国大米、小麦、玉米进口量

依次为７４３万t、１５１４万t、２１３８万t,与２０２０
年大米５３２０万t、小麦９６３６万t、玉米７２００万t
的配额还有非常大的距离.此外,１~４月中国进口

高粱 ８２２ 万 t (占 谷 物 进 口 的 １２０％),其 中

９５３％来自美国,由于中国玉米产需缺口不断扩大,
而玉米进口受到配额的限制,中国预计将大量采购

高粱等玉米替代品.２０１７年美国所产高粱的５６％用

于出口,出口量的８１％是销往中国.在中国有需

求、美国有供应潜力的条件下,预计中国将大量购

买高粱.而如果开始稳定购买,高粱进口量或许会

恢复到２０１７年５０６万t的水平,也会对美国高粱种

植有正向影响.

３３　中澳关系恶化,大麦和牛肉等自澳大利亚进口

农产品需求有望转向美国

因澳大利亚政府提出对中国进行新冠肺炎疫情

调查,遭到中国的反对和批评,近期中澳关系降至

冰点.因中国海关在对进口肉类产品进行查验时,
连续发现澳大利亚个别企业多批次出口中国的牛肉

产品存在违反双方主管部门共同确定的检验检疫要

求的情况,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２日,中方决定暂停接受

４家澳大利亚企业肉类产品的进口申报[３].这４家

牛肉生产商的肉类出口约占澳大利亚对中国牛肉出

口总量的３５％,对中国牛肉出口目标为３５亿澳元

(约１６０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约３５％
的牛肉出口额将遭到削减.２０１９年中国进口了３０
万t澳大利亚牛肉,为澳大利亚牛肉最大的海外

市场.

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８日,商务部发布２０２０年第１４、

１５号公告,决定自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９日起对原产于澳

大利亚的进口大麦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税率

分别为７３６％和６９％,征收期限为５年[５].２０１７
年及以前,大麦是美国与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主

要农产品之一,正常年份中,澳大利亚每年出口的

大麦至少有一半销往中国.２０１７年中国大麦进口量

为 ８８６４ 万 t,达 到 历 史 最 高 水 平,同 比 增 长

７７１％;进口额１８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５９０％.其

中,澳大利亚大麦进口量６４８万t,占进口总量的

７３０％;进 口 额 １２８３ 亿 美 元,占 进 口 总 额 的

７０７％.５月１３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进口美国大

麦植物检疫要求的公告称,即日起允许符合相关要

求的美国大麦进口[４].
—７—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0郾07（总 495）



４　相关建议

目前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第六章 扩大

贸易”中中国增加自美国农产品进口条款执行落后

于预期.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１~４月中国自美国进口额

分别为１０７６亿美元、１００４亿美元 (当时处于中

美经贸摩擦前)、３８０亿美元和６４０亿美元,回升

速度仍较慢;２０２０年１~４月进口额占协议期望３６５
亿美元的１７５％,大约８０％的目标则需要在２０２０
年的余下时间内完成.如果实现协议中的进口目标,
巨大的农产品进口量将会给中国国内行业和市场带

来冲击;如果进口目标实现不了,中美经贸关系则

具有再度恶化风险.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结合美国优势产品和中国刚需,稳定自美

国大宗农产品进口的基本盘,并采取灵活的政策鼓

励自美国进口谷物.作为全球首个在疫情后恢复经

济的国家,中国疫情后的经济修复期,市场需求也

只是从疫情冲击下的极度萎缩向常态回归.如果实

现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的进口目标,后８
个月的进口量需要比疫情前预期增加的幅度更大.
供需严重错配的基本面下,实现扩大进口的目标希

望不大,因此,中美经贸关系具有再度恶化的风险.
基于此,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应首先考虑中国刚需,
稳定大宗农产品进口.

中美农 产 品 贸 易 结 构 是 自 中 国 ２００２ 年 加 入

WTO以来长期形成的,如果没有政策变化短期内

很难突破.建议根据美国的优势产品和中国的进口

需求,稳定自美国进口大豆、畜产品、棉花等大宗

农产品的数量,为执行协议奠定坚实的基础[７].此

外,中国玉米产需缺口正在逐年加大,尽管目前临

储库存量 (５７００万t)能够弥补２０２０年的缺口,但

在耕地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随着临储库存的消耗,
国内玉米自给自足的状态已经难以维系,增加玉米

及其他替代品进口是调剂市场短期供需的可行性方

案,同时也契合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执行.
如果中国的需求超过配额可以进口,建议在价格合

适的时候可以先增加进口,对于配额外关税可以采

用先征后退的方式,补充国家储备和满足商业需求.
在配额分配结构上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增加民营

企业的配额分配,以首先完成低关税配额目标.
二是做好中美农产品贸易和中国国内产业风险

防控工作.目前美国基金大豆持仓较低,主要原因

是近段时间南美大豆集中上市,美国大豆期货市场

受到供需基本面压制波动幅度不大,而股票市场比

商品期货市场的波动性更大,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
随着美国大豆进入播种和关键生长期,如果天气发

生动荡,基金可能会增加持仓,农产品价格也会因

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增加而受到炒作并上涨.因此

需要防控基金进入商品市场后大豆价格大幅波动的

风险.同时,如果中国国有企业采购以增加政府储

备,在基金还没有进入大豆或农产品期货市场前进

行采购是一个机会.
为实现协议目标,后期中国可能会加快购买美

国农产品,继美国大豆、玉米、高粱、猪肉等产品

进口数量大幅增加之后,美国大麦的进口量预计也

将不断增加.２０１６年以来,经过连续几年供给侧种

植结构调整,玉米去库存进度超出预期,当前中国

国内玉米的产销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大麦、
高粱、DDGS等替代品的大量进口还是会对玉米产

业链造成影响,尤其是低价冲击,会影响玉米种植

收益,导致种植积极性下降.此外,随着中国生猪

养殖业的逐步恢复,猪肉的大量进口也会给刚刚恢

复的养殖产业链带来打击.因此,应提前做好防范

工作.
三是协调好中国进口和储备投放等调控政策,

做好国内农产品市场稳定工作.据市场预估,中国

５月、６月、７月的大豆进口量均超过９００万t,个

别月份甚至会突破１０００万t,高于常年同期水平.
这些大豆多来自巴西,不易储存,因此预计未来几

个月压榨企业将会加大开机率,以消化庞大的库存,
但夏季同样不利于储存豆粕,低价出货的可能性较

大,加上油脂处于消费淡季,压榨企业的加工生产

将面临亏损局面.相对而言,美国大豆易于储存,
建议在南美大豆集中供应期间,中国最好将履行协

议进口的美国大豆作为临时储备库存,不要流入市

场,以减小过量进口给行业带来的压力,同时增加

国家临储库存以备不时之需.
目前正值中国国产玉米青黄不接时期,在新玉

米上市之前,市场供应主要依赖临储拍卖.２０２０年

５月２８日,首轮拍卖投放的４００万t临储玉米全部

高溢价成交,市场缺粮形势已经十分明显.短期内,
(下转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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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系统
保护、修复和管理

　尹朝静１　高　雪２

(１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２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秦皇岛 ０６６４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Ｇ０４Ｇ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７１９０３１６２),中央高校

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 (N２０２３００７).
作者简介:尹朝静 (１９８９—),男,四川资中人,博士,讲师,研

究方向:农业技术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EＧmail:yinchaojing＠
１６３com.　

通信作者:高雪 (１９９１—),女,河北秦皇岛人,博士,研究方

向:资源环境经济学,EＧmail:g３７９０３４５５６＠１６３com.

摘要:基于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和管理是应对气候变化十分有效且持续的举措,本

文在理清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影响,以及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管理的作用的基础

上,重点对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亚太地区国家及岛屿、非洲等国家通过生态系统的

管理和修复应对气候变化的做法、案例及途径进行梳理和总结,并指出当前中国基于

生态系统管理和修复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不足.本文发现,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美

国始终重视对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系统、河流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的管理;亚

太地区国家及岛屿、非洲等国家更加强调对红树林、河流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在

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除美国、德国外,少有国家将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与应对气

候变化的举措联系起来.中国对生态系统进行保护和恢复的同时,也未强调基于生态

系统的适应应对气候变化.据此,本文对未来中国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系统管理

和恢复发展战略做出了展望.
关键词: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恢复;国际比较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００７００２

１　引言

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

挑战.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大气和海洋持续升

温,冰雪存量不断下降,海平面逐渐上升,这些变

化在此前几十年甚至几千年间都前所未有[１].随着

增温幅度和速率的增加,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次

和强度明显上升,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严重

影响,例如,１９９８年的 “长江特大洪水”、２００５年

的 “卡特里娜飓风”事件、２０１３年的 “超强台风海

燕”等.以气候变暖和极端气候频发为主要特征的

气候变化已经对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系统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和威胁[２Ｇ５],特别是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

的影响逐渐凸显[６Ｇ８].实际上,气候变化在影响生态

系统的同时,也会受到生态系统的反馈作用,生态

系统的保护、修复和管理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具有十

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国际社会已采取积极行动,共同应对气候

变化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 (EcoＧ
systemＧBasedAdaptation,EBA)逐渐受到认可.２００８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第１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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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首次提出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概念.２０１２
年联合国 “里约＋２０”峰会上首次就 “生态系统是

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核心因素,可持续的生态系统

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达成共识.到２０１３年,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共同发布 “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弹力:实施基

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案例”报告.２０１５年,«巴黎协定»
再次突出强调确保生态系统完整性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来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由此,基于生态系统的适

应已逐渐发展成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方法.
不仅如此,学术界也逐渐关注气候变化与生态

系统的关系,探讨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和管理对

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作用.目前,已有文献主要

讨论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的关系.第一,关于气候

变化对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例如,颜廷武和尤文

忠[９]定性讨论了气候变化与森林生态系统之间的相

互关系,气候变化会影响森林类型分布、森林生态

系统结构和组成以及森林生产力,而且森林系统的

碳循环也将作用于气候变化.李书恒等[１０]以红杉林生

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基于BiomeＧBGC模型定量分析了

该生态系统的净初级生产力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结果

显示气候变化是制约红杉树木生长的重要因素.同样

基于BiomeＧBGC模型,韩其飞等[１１]的研究结果表明,
气候变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亚草地生态系统的净

初级生产力.第二,关于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的研究.例如,徐雨晴等[１２]通过对比基准期和气候

变化情景下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发现,未来

３０年大多数地区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将增加,
这为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

毫无疑问,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密切相关,无

论是针对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还是考

虑到气候变化情景下生态系统总价值的增加,对生

态系统进行保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
少有文献对生态系统的保护、恢复或者管理进行重

点讨论,关于通过生态系统的保护、恢复或管理来

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更是少见.在为数不多的文献

中,李晓炜等[１３]对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 (EBA)进

行了概念解读和案例分析,他指出EBA是利用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帮助人们适应气候变化的

不利影响.冯相昭等[１４]指出生态系统保护工作与应

对气候变化之间具有协同性.二者均指出应对气候

变化,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管理至关重要,并提供了

可供参考的案例与经验,但他们的研究仍存在完善

的空间.本文希望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整合机制说

明,进一步丰富案例,并重点为中国生态系统的保

护等工作提供借鉴.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厘清气候变化与生

态系统的关系;第二,重点梳理欧盟及其主要成员

国、亚太地区国家及岛屿、非洲等国家通过生态系

统的管理和修复应对气候变化的做法、案例及途径,
并进行总结;第三,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系

统管理和修复举措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可供中国借

鉴的经验和做法,希望能够为未来中国制定应对气

候变化的生态系统管理和恢复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２　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的关系

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两者之间的关系复杂而紧

密,相互作用,即生态系统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

响,而通过对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和管理也能积

极应对气候变化.

２１　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气候变化从多个方面影响生态系统.第一,气

候变化影响森林生态系统.气候变化对森林生态系

统的影响体现在气候系统中各因子 (温度、降水、

CO２浓度等)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温度、降水

等变化会改变生命的物理、化学基础,改变树木的

生长速度,影响森林树种的构成[１５].随着气候变

暖,病虫害发生的概率会有所增加,林火发生的潜

在危险性增加;气候变暖影响森林系统水源涵养功

能的发挥,而某一地区供水量减少可能导致该地区

人口的迁移,从而出现经济、资源与环境不能协同

发展等问题[１６].第二,气候变化影响河流、湖泊和

湿地生态系统.气候变暖与降水量的减少易造成河

流、湖泊实际蒸发量增加,甚至导致主要河流干流

的径流量减少或干流断流、湖泊和湿地面积减少,
在此情形下,植被荒漠化风险增加,生物多样性面

临挑战[１７].第三,气候变化影响草地生态系统.气

候变暖会影响植物自身和土壤的呼吸作用,还可能

影响植被的空间分布;降水不足,植物生长过程中

干旱胁迫时间发生的可能性大幅增加,土壤有机物

分解速度加快[１１].第四,气候变化影响海洋生态系

统.气候变化会影响海洋病原生物的传播、不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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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生态系统渔业.总的来说,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

的影响是直接且复杂的,主要体现在生物与植被、
土壤、水资源、人类生活等方面.

２２　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长期来看,对生态系统进行保护、修复和管理

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本文重点关心环境

效益,只对经济效益进行简要说明.对生态系统进

行保护、修复和管理具有经济效益.例如,White
等[１８]的研究表明,通过增加对红树林和珊瑚礁管理

给奥兰戈岛带来了巨大收益,成本收益比达到１∶
３０.联合国的一项研究认为每年全球为保护生态系

统投资４５０亿美元,能获取大约５万亿美元的收益,
成 本 收 益 比 超 过 １∶１００.实 际 上,Moberg 和

Rönnbäck[１９]、Campbell等[８]、Emerton 等[２０]的研

究也得到相似的结论.
关于环境效益.一方面,陆地、海洋等生态系

统孕育出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是维持

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稳定性的关键.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有助于应对气候变暖带来的

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２１].另一方面,自然生态系

统能够改变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从而抵消阶段

性气候波动的影响[２２].因为森林、草地、湿地和海

洋等生态系统都具有很强的固碳、储碳能力.以陆

地和海洋生态系统为例,Ballantyne等[２３]指出在过

去至少５５年内,陆地和海洋每年吸收了约一半的碳

排放量,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固碳、储碳能力和

封存CO２的能力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以森林生态

系统为例,颜廷武和尤文忠[９]指出森林生态系统的

碳循环对气候变化具有反馈作用.徐雨晴等[１２]的研

究结果显示,森林生态系统功能中的气体调节、气

候调节功能在森林生态系统总价值中占比不容忽视.
与其他生态系统相比,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和

生物累积量较高,在全球碳循环中扮演着重要作用.

２３　应对气候变化: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

近年来,考虑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管理的

环境效应以及气候变化问题的持续升温,国际社会

提出的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 (EBA)已逐渐被认可.
李晓炜等[１３]对EBA 进行解读,指出EBA 是通过提

供或者强化生态系统服务来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

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

应和调节能力是有限的,或者说是在一定条件下成

立的.当气候变化幅度过大、胁迫时间过长,或者

短期内干扰过强,超出生态系统本身的调节和修复

能力时,生态系统将失去自身的弹性,其结构功能

和稳定性也将被严重破坏,进而无法适应气候变

化[２４].在这种情况下,生态系统服务很难发挥其在

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由此,生态系统的保护、修

复和管理就显得尤其重要,只有加强对生态系统的保

护、修复和管理,才能真正发挥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

的作用.那么,当生态系统遭受破坏时,应积极地采

取自然和人工调控等措施对生态系统进行修复,使部

分或完全受损的生态系统得到好转并完全恢复.

３　主要国家的实施案例及经验

本文较全面地介绍了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英

国、美国、亚太地区国家及岛屿、非洲国家及中国

通过生态系统的管理和修复应对气候变化的典型案

例、做法及途径,涵盖森林、水、湿地及海岸等多

种生态系统.

３１　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

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 (法国、德国)重视通过

强化生态系统的自然适应能力,缓解气候变暖和适

应气候变化.第一,他们制定与生态系统保护、修

复和管理相关的战略计划.例如,２０１３年欧盟委员

会发布 «欧盟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战略中重点强调

基于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具有成本有效,增加就

业以及生态、经济、社会等多重效应,并计划通过

生态系统适应气候变化项目来建设绿色基础设施.
第二,相关战略计划在欧盟各国已得到实施.例如,
内陆水域整治项目、森林行动计划等,有些属于局

域性的,有的则为区域性、跨国项目.
法国是通过生态系统的保护、管理和修复应对气

候变化的先行者,他们的工作主要体现在森林和生物

多样性上、水生态系统的恢复上.具体而言,法国开

展森林修复工程,加强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管理,发挥

森林在维护生物多样性和调节气候中的基础作用.在

水生态系统的恢复上,１９９８年,法国制定和实施了罗

纳河整治十年规划,通过拆除水坝和河堤、恢复河漫

滩湿地、恢复鱼类洄游活动等措施,以 “健康河流”
和 “河流健康”发展战略为中心,展开对罗纳河流域

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和修复[２５].
与法国强调对生态系统的保护、恢复相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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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关注生态系统自然适应气候变化的同时,还突

出了更为积极的应对气候变化.在德国巴伐利亚州,
相关林业部门旨在通过科学的方法研究抗旱及气候

变化容忍度高的树种,如山毛榉、橡树等阔叶林,
并营造混交林,使得森林本身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更

具弹性和适应能力,进而适应气候变化,最大程度

地满足人类需求.在柏林,规划部门推行 “生态面

积系数”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保护自然和改善城

市的生态.“生态面积系数”计划有助于生态价值的

准确估算,并促成了其他城市通过生态系统的适应

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２６].此外,柏林十分重视绿化

技术及其有效性.

３２　英国

英国在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中以开展亨伯河洪

水风险管理策略和 “大分”计划为典型.１９９７年,
亨伯河及其主要支流洪水风险管理策略被提出,该

项策略的主要内容包括恢复洼地、湿地和盐沼栖息

地的生态环境等生态适应举措,以实现减少洪水风

险,减小洪水、风暴潮等灾害的侵害,保护景观和

野生动物的目的[２７].在未来,这个策略仍将被定期

检讨和详细评估,被不断修改和完善.２００１年,英

国东南部开始实施 “大分”计划,目的在于修复土

地和恢复野生动物栖息地.“大分”项目由野生动物

基金会、环境局及亨廷顿郡议会等组织机构共同开

展,不断收购农场、合并土地,修复其生态系统.
从２００２年第一块土地 “达洛”农场,到２００９年的

“科尼”农场,这些地方逐渐成为凤头麦鸡、长脚

鹬、鹤等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大分”项目成为

多功能景观,不仅有助于减少周边社区的洪水风险,
而且通过固碳手段减缓气候变化.

３３　美国

美国始终重视对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系统、河

流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的管理.关于美国对

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护.１９８９年,富兰克林提

出的 “新林业”思想成为森林生态系统管理模式产

生的标志.１９９３年, “林业峰会”成为美国林业政

策调整的转折点,并成立森林生态系统管理评估小

组.同年,美国提出西北部森林计划,该计划旨在

改进森林经营方法,解决栖息地保护和木材采伐之

间的矛盾,通过设立１０个适应性经营区,用于试验

不同采伐和管理方法对生态系统、环境的影响,探索

最优的采伐与管理模式[２８].西北部森林计划的实施对

于保护天然林和改善流域生态环境具有积极的作用.
关于美国对河流生态系统的修复.美国于２０世

纪８０年后期开展河流生态系统修复工程,如密苏里

河自然化、基西米河生态修复等工程.相关部门通

过改变水库运用方式、修建拦河坝、拆除渠化河道

等措施,提高水流溶解氧水平,改善了水质,并通

过重建宽叶林沼泽栖息地,为水禽和水鸟等生物提

供了适宜的生态环境.关于美国对湿地生态系统的

保护和修复.为维护和改善佛罗里达州的生态环境,

１９６８年美国政府禁止使用 DDT 类农药,并于１９７４
年建立大沼泽国家公园.到１９９４年,建立世界上最

大的人工淡水湿地 “大沼泽生态恢复区 (STA)”.

STA使用 “绿色”技术专门处理非点源污染,特别

是磷的污染,这对保护大沼泽湿地的生态系统及南

佛罗里达州水资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美国对生态系统保护、恢复与应对气候变

化.２０１０年,美国机构间气候变化适应特别工作组

进展报告指出应增加生态系统恢复能力和保护关键

的生态系统服务战略,以减少人类和自然系统应对

气候变化的脆弱性[２９].

３４　非洲国家

非洲国家通过修建水库、植树造林、恢复森林

生态系统等方式应对气候变化.例如,在坦桑尼亚

希尼安加地区,消灭 “坦桑尼亚沙漠”的植树造林

项目正开展,加强了村庄对林地的管理,遏制了土

地退化,并明显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在多哥,
相关部门修建热带草原水库以提高当地人应对气候

变化不利影响的能力.在南非,２００４年德班为积极

应对气候变化通过了 «城市气候保护方案»,旨在保

护生物多样性和修复生态系统服务.该方案在推进

的过程中遵从 “干中学”的发展和实施模式,根据

实际情况不断地对方案进行调整和完善,在实施过

程中涉及对气候变化理解、扩大保护区、扩建绿色

基础设施、减少外来物种入侵等１０个核心步骤.塞

舌尔 自 ２０１３ 年 起 就 得 到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UNEP)和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NDRC)
联合项目的资助,以及气候变化适应的知识和技术

方面的支持,在资助和支持下,相关部门重点进行

造林活动,如恢复５５０hm２ 红树林,以适应气候变

化[１３].非洲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在非洲基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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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适应措施相对来说更实用,更具经济效益,
并且这些措施的效果已经显露[３０].

３５　亚洲国家

亚洲各国在恢复生态系统上做出了重要努力,
这些努力包括保护和恢复红树林、水生态系统.红

树林的保护和修复能明显减小海岸线的侵蚀率,促

进贝类、虾类和蟹类等小动物繁殖.以红树林为例,
越南种植和保护１２０００hm２ 红树林花费１００多万美

元,节省７００多万美元的堤坝年度维护费用.印度

安得拉邦地区修复了５００多亩 (１亩＝１/１５hm２)红

树林,同时增加了牲畜可食用的蟹类和草料数量,
增加了水獭和鸟类等濒危物种数量,维护了生物多

样性.泰国通过实施 “海岸线红树林保护计划”,种

植和保护红树林,形成多处红树林自然生态保护区.
在新喀里多尼亚和霍尼亚拉等太平洋岛屿,当地政

府将关键的基础设施内移,建立海岸侵蚀检测系统

和植被系统,保护和修复沿海地区的珊瑚礁和红树

林,保持自然海岸线区域,使得沿海生态系统处于

良好的保护状态.亚洲各国在保护和恢复水生态系

统上也做出了重要努力.例如,日本在河流治理的

实践过程中,遵从水生态系统保护优于修复的原则,
强化保护水生态的意识.在水生态系统的修复上,
他们强调从源头治理水生态系统,同时注重用工程

措施和生物措施修复水生态系统,如在湖泊霞浦生

态系统修复中应用底泥、利用人工湿地恢复水生态

系统、在印旛沼复活种子净化水质等举措[３１].

３６　中国

保护和修复森林、水、陆地、海岸带等生态系

统也受到中国政府的关注.关于水生态系统的保护

和修复.２００４年水利部印发 «关于水生态系统保护

与修复的若干意见».２００５年,水利部确定桂林、
武汉等城市作为试点,开展基于生态修复、景观建

设、滨水空间和水质保护等河流整治工作,并推广

示范各类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理念、技术和方法.

２０１２年,水利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启动编制 «全
国水资源保护规划».２０１３年,水利部印发 «关于

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央政府高

度关注水生态文明建设,先后启动１０５个全国水生

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实施黄河、塔里木、黑河等

的生态综合治理,重点推进京津冀 “六河五湖”生

态修复治理及长江经济带沿江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对扎龙湿地、南四湖、白洋淀等湖泊湿地和长江中

下游、珠江三角洲等地区河湖内面源及水环境综合

治理,维护生态脆弱地区的水生态安全,全面推进

水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作.
在陆地生态系统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组织编

制、修订和实施全国森林生态站发展规划.２００３
年,明确生态站建设在林业科技创新体系中的重要

地位.２００７年,林业局正式成立 “陆地生态系统野

外观测研究与管理中心”,分设森林、湿地与荒漠３
个中心,为中国现代林业建设提供具体的科学决策

依据.在国家林业局的积极推动下,三北防护林、
全国湿地保护、全国防治沙漠化等大型生态工程的

实施,对于保护和修复陆地生态系统具有重要作用.
在海洋生态系统方面.近年来,国家海洋局积

极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先后编制 «全国海

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和 «全国生态岛礁工程 “十三

五”规划»等规划,并制定 «国家海洋局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实施方案»,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路
线图”和 “时间表”.同时,为了保障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顺利进行,修订 «海洋环境保护法» «海岛保护

法»等法规.面对近海水体污染、生态受损、生物多

样性减少、灾害频发等问题,将重点实施蓝色海湾整

治、南红北柳、生态岛礁等工程,有效保护和修复滨

海湿地、海湾河口等海洋生态系统,增加海岸带生态

系统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能力.２０１３年,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

复区域联动机制”,力图形成对生态系统从山顶到海

洋的全要素、全过程和全方位的一体化管理.

４　国际经验比较与启示

通过上述主要国家的实施案例及经验可知,欧

盟及其主要成员国、英国、美国、亚太地区国家、
非洲国家及中国都注重对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和

管理.相关行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加

强对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和管理,发挥森林

在维护生物多样性和调节气候中的基础作用,值得

借鉴经验的国家包括法国、美国等.第二,加强对

红树林的保护和修复,以增加生物多样性,减少海岸

线的侵蚀率,该项措施主要出现在亚洲、非洲国家.
第三,重视对水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以实现提高

水流溶解氧水平,保护生物多样性,值得借鉴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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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包括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等.第四,加强对

湿地、盐沼栖息地的保护和修复,以减少台风或洪水

风险,值得借鉴经验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等.
上述措施是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来应对气候变

化的基础,因为当生态系统遭受破坏时,生态系统

很难发挥其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在保证生态

系统良好的基础上,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来应对气

候变化是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德国、美国已经

开始逐渐意识到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来应对气候变

化,并在制定规划、把握方向、完善法规、实践等

方面有所体现.但目前来看,国际上基于生态系统

的适应来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还较为缺乏,少有国

家将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与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

紧密联系起来.
与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相同,中国也高度重视对

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和管理,并且中国关注的领

域较为全面,涉及了森林、水资源、湿地等诸多生

态系统.中国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已取得明显成效,
但生态环境整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扭转,而且也未将

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与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联系

起来.其实,在学术上,学者们已从多方面进行探

讨并提出建议.叶功富等[３２]在系统总结气候变化对

物种、森林分布、森林生态系统结构等影响的基础

上,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森林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
重点加强森林生态系统各层次水平应对气候变化的

基础研究,提高森林的生态功能.戚登臣等[３３]在对

敦煌西湖湿地生态系统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提出调

整产业结构、完善湿地生态系统科研监测体系,强

化环境法规等举措,修复湿地生态系统.一些学者

关注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例

如,吴绍洪等[３４]研究了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

及响应过程,於琍等[３５]评价了植物地理分布对气候

变化的适应,刘影等[３６]梳理了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

变化的相关政策和措施.未来,中国一定要加强落

实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来应对气候变化.

５　政策建议

制定专门的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发展战略应对

气候变化已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对比国际多国

家与中国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举措的基础上,针对

未来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制定基于生态系统

的保护和修复战略提出一些启示或者建议.

５１　培养通过生态系统适应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

当前,政府、企业以及公众对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的出发点是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而

通过生态系统适应来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意识十

分淡薄.只有深刻改变基于生态系统适应的观念,强

调生态系统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培养通过

生态系统适应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才能真正

发挥出其在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过程中的作用.

５２　注意将基于生态系统适应的举措纳入国家政策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明确了水资源、海洋、森

林等重点领域保护生态系统的任务,并制定相应的

规划、政策及法律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施行.不仅

如此,在这些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中,通常会

明确规定政策目标、重点领域、具体方式、进一步

安排等内容,但却没有明确提出通过对生态系统保

护和修复的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事实

上,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是简

单的环境问题,更是发展的问题,在保护和修复生

态系统的过程中会遇到自然资本、脆弱性、居民增

收、绿色基础设施等各种发展经济学关心的问题.
因此,在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制定时,应将生态

系统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在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中

要重点考虑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应对气候变化的发

展方式.

５３　制定并完善保护和修复生态系统的法律法规

尽管相关政府和职能部门出台并实施了一些保

护生态系统的法律法规,但关于保护和修复生态系

统的法律法规仍相当匮乏,目前还没有直接关于红

树林保护的法规,水生态保护方面的相关法规也依

然薄弱.一方面,不断制定和完善与生态系统适应

相关的法律体系,并重点强调通过生态系统的保护

和修复应对气候变化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积

极宣传国家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相关的方针、政策

与法规,通过公开生态系统整治过程中的执法典型

案例,达到教育群众、普及生态知识的目的,从而

提高公众保护生态系统的自觉性.只有将实现生态

系统保护、修复法律体系的完善和转变基于生态系

统适应应对气候变化的价值观念结合,才能制定出

良好、有效的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

变化不利影响的法律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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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建立充分合理的沟通、交流机制

在全球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国各方面发展均

离不开世界.事实上,在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

方面,发达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通过积

极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开展保护

和修复生态系统的工作.另外,需要开辟公众参与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的有效渠道,为公众提供参与

甚至决策重大生态系统整治项目的必要条件.通过

倾听和收集群众的意见及诉求,包括当地社区、协

会、科技工作者等各方建议,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才能制定出合理、有效的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战略.
只有建立充分合理的沟通、交流机制,从国际和国

内两方面着手,充分共享信息,才能更好地制定关

于基于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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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及其替代品的进口有利于满足市场需求,但每

周４００万t的投放量如果一直延续,后期玉米及其

替代品的大量进口一旦与中国国内临储拍卖以及新

玉米上市销售并行,就会对国内市场形成冲击.为

保证市场和产业能够健康发展,建议适当协调好玉

米临储拍卖计划和进口储备的关系,给市场释放有

条不紊的信号,以稳定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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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品消费偏好信息能够为政府部门、食品企业、育种科学家评估产业政策、优

化食品营销、预测新产品需求提供科学依据.近年来,食品消费偏好问题已成为国内

外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但相关成果还缺乏全面细致的梳理.本文从食品质量属性分

类、属性重要性识别、消费偏好及影响因素分析３个方面对文献进行综述.本文指

出,食品消费偏好研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未来研究需要在中国食品市场情境下,
面向服务中国食品产业发展,考虑食品质量属性的多层次性、相互联系性等特征,挖

掘中国消费者的食品消费偏好特征,深入分析信息、信任等因素对食品消费偏好的

影响.
关键词:食品质量属性;消费偏好;综述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００７００３

１　引言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营养、
安全水平的要求更迫切,食品消费日益多样化、高

级化.食品选择时考虑的质量属性不断增多,包括

色泽、味道、新鲜度、安全、营养、有机生产、公

平交易、动物福利、本地生产等.根据Lancaster的

需求分析框架和随机效用理论[１Ｇ２],消费者从产品消

费中获得的效用来自产品所具备的属性 (特征).消

费者的食品购买行为,实际上是对食品的一系列属

性 (如产地、品牌、口感、价格、认证、保质期等)
进行权衡取舍的过程.因此,研究消费者食品消费

偏好,对理解食品市场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食品消费偏好研究项

目得到政府部门和食品协会的资助.美国佛罗里达

柑橘协会和草莓协会每年向科研机构提供基金,用

于研究消费者水果消费偏好,优化佛罗里达州水果

的产业政策和营销服务.２０１５年美国农业部海外

市场进入项目投入超过１７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美国

食品的海外推广.美国奶农和加工企业分别强制支

付１５美分/百磅 (１磅≈０４５kg)和２０美分/百磅

的费用,作为全国牛奶推广项目基金.绩效评估发

现美国牛奶产业广告 (genericadvertising)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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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比是４６１,国产牛奶推广是维持本国牛奶价

格的关键[３].因此,研究消费者食品消费偏好,对

实现食品价值增值、扩大食品市场需求具有重要意

义.具体来看,食品消费偏好研究能够直接服务公

共政策制定者、食品企业、育种科学家,为评估食

品标签项目收益、评估食品认证绩效、评估食品营

销策略绩效、预测新产品的市场空间提供关键信息

(表１).

表１　研究问题与现实意义

服务对象 研究问题 研究内容

公共政策制定者
　食品质量标签政策的实施

绩效评估

　Lim 等[４]分析了消费者对原产国的支付意愿,从而测量了实施原产国标签的收

益;Ortega等[５]以纯牛奶为例研究了中国政府实施食品安全认证的效率;Wang
等[６]分析了法国消费者对中国出口水果的质量感知与消费偏好,为中国水果在欧

洲市场上增加竞争力提供了重要信息

食品企业和公共政策制定者
　健康安全食品推广与营销

政策

　Gao等[７]从理解蔬菜和水果购买决策过程的角度,为推广水果和蔬菜消费提供

了关键性信息;Yu等[８]研究了中国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的支付意愿,为推广绿色

食品提供了关键信息;Wang等[９]研究了中国消费者对稻渔米等传统生态农产品

的支付意愿,为中国绿色农业发展提供了参考

食品企业和育种科学家 　新产品的市场需求预测

　Gao等[７]为新品种繁育专家提供了更符合消费者偏好的柑橘新品种属性特征信

息,以确定农作物新品种研发的方向;Bi等[１０]通过分析消费者对柑橘质量属性

的偏好,了解新品种相对于竞争产品的优势和劣势

食品企业和产业政策部门 　企业食品营销策略研究

　Campbell等[１１]模拟分析了采用新型的塑料包装是否是一个增加本地梨需求的

可行策略;王二朋等[１２]回答了应该在中国市场上扩展１０％JD (果汁饮料)市场

还是发展FCJ (浓缩还原果汁)和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市场的企业战略问题;

Lee等[１３]研究了中国果汁市场的需求特征,为果汁企业的产品包装、标签和定价

策略制定提供了依据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

全、营养、健康的需求逐渐增加,集中体现在消费

者对食品质量属性消费偏好的变化.与经典消费理

论关注的食品消费数量与食品类别选择不同,食品

消费偏好意味着消费者对同一种食品的不同质量属

性的偏好,是食品质量的市场需求问题.由于食品

质量属性的多层次性与相关性特征,围绕不同食品

消费偏好的研究非常丰富.然而,国内食品消费偏

好研究的文献梳理不足,给后续研究者带来困难.
在此背景下,本文对食品消费偏好研究进行了系统

梳理,以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一个研究概况,并结

合中国 食 品 消 费 市 场 现 状,提 出 了 未 来 的 研 究

方向.

２　食品质量属性分类及关系

２１　内部属性与外部属性

考虑到消费者参与,食品质量可以被描述为一

束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主观与客观特征.这些特

征可以分类为内部属性和外部属性 (表２).内部属

性是指产品完整并且不可分割的物理属性.根据食

品的实际功能来划分内部属性,包括安全、营养、
感官体验和功能属性[１４].其中,很多文献将 “食品

安全”界定为食品中不应含有各种化学的、物理的

及微生物等可能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

物质或因素,主要的食品安全风险来源包括农药兽

药残留、微生物污染、转基因等.食品营养属性指

食品能够满足人体营养需求的特性,包括蛋白质、
脂肪、糖和维生素等的含量.功能属性指食品所包

含的,对人体健康有益的某些功能特性,如润肺止

咳、降血压、降血糖等功能特征.感官体验属性指

消费者直接通过对食品的观察或品尝就能够获取的

特性,如颜色、外观、口感等.外部属性不是指产

品的物理组成部分,而是在产品生产过程后,被赋

予的特性.食品的外部属性包括质量检测指标属性

和质量线索属性[１４].其中,食品质量检测指标属性

包括质量管理系统 (如 HACCP)、认证 (如有机食

品认证、绿色食品认证等)、信息可追溯标签、营养

成分标签、科学检测记录 (如禽流感检验记录、出

入境检验检疫记录)等.质量线索属性指价格、品

牌、生产企业、包装、保证和产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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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食品质量属性的分类

食品质量属性

内部属性 外部属性

安全属性:
农药兽药残留、微生物污染、转基因等

营养属性:
蛋白质、糖、脂肪、维生素等的含量

质量检测指标:

HACCP等质量管理体系

有机、绿色、环境友好、动物福利等认证

信息可追溯标签

营养成分标签

科学检测记录等

感官体验属性:
颜色、外观、口感等

功能属性:
润肺止咳、降血糖、降血压等

质量线索:
价格、品牌、生产企业、包装、保证和产地等

２２　独立属性、线索属性及其替代或互补关系

基于一种属性是否提供了另一种属性或总体产品

质量的信息,可以将食品质量属性分为独立属性和线

索属性[１５] (图１).其中,大多数研究表明外部属性

是内部属性和感知质量的线索,是食品质量线索属

性.例如,营养成分标签是食品营养的重要指标,有

机或绿色食品认证是食品安全的重要指标.价格、品

牌、产地等外部属性往往被消费者作为整体食品质量

的线索.同时一些外部属性之间存在替代或互补关

系,如Gracia等[１６]研究发现鸡蛋的有机属性与本地生

产属性存在互补关系,而放养养殖方式与本地生产存

在替代关系.然而,从消费者的视角看,独立和线索

属性并不能进行严格区分,因为属性之间的关系取决

于消费者对食品生产体系的科学认知和感知.只有具

备相应的知识,消费者才能从食品营养成分标签了解

食品的营养成分,从有机认证了解食品生产的农药兽

药使用量.消费者对不同品牌、产地食品的质量水平

判断,则取决于消费者对品牌和产地的认知.因此,
外部属性之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取决于消费者对外部

属性所代表信息的认知.

２３　垂直差异型属性与水平差异型属性

基于不同消费者对产品消费偏好顺序差异,可

以分为垂直差异型与水平差异型属性.垂直差异型

属性指消费者对这一属性的偏好具有相同的顺序,
水平差异型属性指消费者对这一属性具有不同偏好

顺序.例如,如果一种食品的其他属性都相同,消

费者会选择更安全的食品;然而消费者对于颜色、
口感等感官体验属性的偏好表现出异质性.一种食

品质量属性是垂直差异型还是水平差异型,是一个

经验研究的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所有的外部属

性都是线索属性,多数具有水平差异.只有价格、
声誉、安全具有垂直差异,因为所有的消费者都偏

好更低价格、更高声誉和更安全的食品.

图１　食品质量属性之间的关系

２４　搜寻品、经验品、信任品属性及相互转换

基于消费者购买时的信息环境,食品质量属性

可以分为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属性.其中,颜

色、新鲜度等消费者在购买之前就可以观察到的属

性,是搜寻品属性;口感、甜度等消费后才能获得

的属性,是经验品属性,食品安全等购买前后都不

能获取的属性是信任品属性.其中,食品的多数内

部属性是信任品属性,如安全、营养和部分功能属

性,无论消费之前还是消费之后,消费者都不能了

解其信息.少数内部属性中具有搜寻品特征的属性

包括颜色、外观、形状等,经验品的内部属性也非

常少,包括口感、嫩度等,多是感官体验属性[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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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外部属性是搜寻品,包括价格、品牌、认证等.
通过标签、包装或口感测试等方法可以将一种食品

质量属性在搜寻品、信任品和经验品之间进行转换.
例如,营养成分标签提供了食品的营养成分信息,
将信任品属性转化为搜寻品属性.

３　不同食品质量属性的重要性研究

由于食品标签空间的限制,有必要识别不同食

品质量属性的重要性,以确定标签内容及信息披露

的重点.在食品购买决策的价值评估阶段,当存在

不确定性或感知质量困难时,消费者会增加外部质

量信号的决策权重,如标签.标签能够增加消费者

福利,同时使食品生产者产生潜在租金.因为标签

是外部线索,能够帮助消费者推断产品质量,形成

产品预期,从而影响食品购买的态度和行为.然而,
由于食品标签空间限制了所能承载的信息量,同时

考虑到向消费者传递超载信息的潜在风险.人类的

认知能力和毅力会限制消费者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兴

趣[１７].过度或非相关信息可能产生信息忽视、厌倦

等问题,从而阻碍消费者做出最优选择.同时,食

品安全事件的影响,会改变消费者对食品标签的重

要性评价.例如,疯牛病事件后,肉类标签成为推

断产品质量的主要属性.因此,识别出重要的食品

质量属性是实施有效的食品质量信息披露政策的

基础.

３１　不同食品的质量属性重要性差异

对于不同的食品类别,其重要的食品质量属性

各不相同.对于水果蔬菜等生鲜农产品,口感、新

鲜度等感官属性作为最重要的食品质量属性.颜色、
去皮方便性是梨最重要的质量属性[１８].美国消费者

认为柑橘类水果最重要的产品属性是新鲜、香味和

外观[７].口感是影响消费者购买梨最重要的因素,
其次才是价格、健康属性和便利性[１９].对于猪肉的

研究也得到相似的结论,多数消费者在选择实验中

更关注猪肉的外观而不是安全[２０].然而,对于加工

食品,产地、生产方式等往往作为影响食品购买的

关键属性[２１].其中,产地往往作为消费者评价产品

质量的重要依据[４].当产地标签与著名品牌同时存

在时,其重要性比产地标签与非著名品牌存在时更

低,不知名品牌能从产地标签中获得更大利益.产

地认证和产品信息可追溯对于消费者态度形成具有

重要影响.尽管产地会影响消费者的态度,但是相

比价格、质量和品牌等其他营销行为,其影响非

常低.

３２　食品质量属性相对重要性的定量分析

基于 Halbrendt和 Wang[２２]提供的估计属性相

对重要性的方法,一些研究在选择实验基础上对食

品质 量 属 性 的 相 对 重 要 性 进 行 了 定 量 分 析.

Halbrendt和 Wang[２２]认为第i个产品属性的相对重

要性RIi是该属性类别的不同属性维度效用变动URi

与总 体 属 性 类 别 效 用 变 动 ∑URi 的 比 率:RIi ＝

１００×
URi

∑
n

i＝１
URi

.通过研究水产品不同质量属性相对重

要性,发现新鲜度是水产品最重要的产品属性,其

次是价格.但是对于三文鱼,价格和新鲜度同样重

要,其次是鱼的大小[２２].Ehmke等[２３]研究了原产

国属性在不同国家消费者洋葱购买决策中的重要性,
研究表明原产国比其他食品质量属性的重要性都要

低,转基因成分或价格是最重要的属性.对于橄榄

油,价格、产地、口感和产品类型在不同群组中分

别是相对重要性评分最高的属性[２４].Wu等[２５]研究

了中国消费者的婴幼儿奶粉购买行为,发现有机认

证标 签 是 最 重 要 的 产 品 属 性 (重 要 性 得 分 占

４５６１％),其次是品牌 (重要性得分占３３６０％),
最后是原产国 (重要性得分占２０７９％).

４　食品消费偏好及影响因素研究

４１　食品消费偏好的研究方法

目前消费者食品消费偏好的研究方法有条件价

值评估 (CV)、拍卖实验 (EA)、选择实验 (CE).
其中,条件价值评估 (CV)法需要具体描述产品信

息后,询问是否愿意或愿意为这个新产品支付多少,
而调查对象对信息的理解能力存在巨大差异,更适

用于比较政策干预前后的支付意愿差异.拍卖实验

(EA)法较好地解决了选择实验的 “非结果性”问

题,即调查对象缺乏对陈述结果或选择结果的有效

承诺,但是实验成本高昂,而且要求实验情景提供

真实市场产品,这减少了拍卖实验法的使用.选择

实验 (CE)法更简单而且非常接近现实世界,而多

数实验研究结论显示,选择实验即使存在假想偏差,
支付意愿被高估的程度也明显小于条件价值评估法.
目前选择实验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于食品质量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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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价值评估.

４２　食品内部质量属性偏好问题研究

内部属性偏好的研究方面,主要研究了消费者

对安全、转基因、环境友好、感官体验等属性的偏

好.研究表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环境友好属性

具有一定的支付意愿,收入较高的消费者具有更高

的食品安全属性支付意愿.然而,收入与转基因食

品的接受率负相关;居住在小城市的消费者的接受

率高于居住在中等和大城市的消费者的接受率[２６].
对于水果蔬菜等生鲜农产品,口感、新鲜度等

感官体验属性作为最重要的食品质量属性,随着感

官分析的应用,逐渐进入研究范围.因为研究感官

体验属性偏好可以为新品种、新食品开发和产业推

广提供依据,而且一旦消费者基于感官属性形成食

品消费偏好,往往不会改变.Mccluskey等[２７]利用

感官分析方法,分析了消费者感官评价对苹果支付

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味道、纹理、硬度等对支付

意愿有显著影响.

４３　食品外部质量属性偏好问题研究

外部属性偏好研究方面,主要研究了消费者对

食品的质量检测指标属性、质量线索属性的偏好.
质量检测指标属性偏好研究主要侧重研究消费者对

有机认证食品和信息可追溯食品的偏好.随着收入

提高消费者更倾向购买高质量的食品,农药残留更

少的绿色或有机食品目前在世界食品市场上逐渐增

多.研究表明,相对传统方式生产的食品,消费者

愿意为有机食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健康和保护环境

是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的主要动机.信息可追溯作

为信息透明度指标,在疯牛病事件后变得更加重要.
美国消 费 者 愿 意 为 信 息 可 追 溯 牛 肉 支 付 一 个 溢

价[２８].韩国消费者愿意为信息可追溯进口牛肉多支

付３９％的溢价[２９].中国消费者愿意为４种不同的信

息可追溯标签支付溢价[３０].中国南京消费者愿意为

信息可追溯食品支付一个显著的溢价,尽管在猪肉、
牛奶和食用油的支付愿意存在差异[３１].然而,也有

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信息可追溯的关注比较低,更

关注直接的质量指标,如质量担保或保质期.可追

溯信息中包括的食品质量信息和产地信息是信息可

追溯属性偏好的动因.
质量线索属性偏好研究主要侧重研究消费者产

地属性的偏好,也有学者研究了价格作为质量信号

属性时的偏好.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消

费者偏好本国生产的食品[４].因为产地往往被消费

者作为是食品安全、新鲜度和其他质量属性的重要

指标,是食品质量的信号线索.然而,与发达国家

消费者的产地偏好不同,Lee等[３２]的研究表明中国

消费者更偏好国外生产的果汁,因为消费者认为进

口饮料质量安全有保障.中国北京消费者更愿意为

进口而 非 国 产 牛 肉 支 付 一 个 溢 价[３３].甚 至,Xie
等[３４]对美国消费者西蓝花质量属性的偏好发现,消

费者偏好国产有机而非进口有机西蓝花.而中国消

费者对美国和欧洲有机标签支付意愿超过中国有机

标签[２５],消费者对不同有机认证标签的支付意愿存

在显著差别,对欧盟有机标签的支付意愿最高,其

次是巴西有机标签,之后是日本有机标签和中国有

机标签[３５].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面对同样的问题,研

究发现马来西亚消费者更愿意购买进口水果而非国

产水果,认为进口水果的质量更好[３６].甚至,当其

他产品质量信息不可靠或不可得的情况下,消费者

往往依据价格来判断产品的质量.研究发现中国消

费者比美国消费者更少将价格与质量联系起来,但

是由于市场缺乏效率,中国消费者却往往选择用价

格来推断产品质量[３７].不断增多的实证文献表明,
消费者经常利用价格作为产品质量的线索,因为消

费者会推断自利性企业只会对收取高价格的产品提

供高质量.

４４　信息、信任对食品消费偏好的影响

信息是影响食品消费偏好的重要因素,早期的国

内研究表明强化食品安全信息可以影响食品消费选

择.中国北京消费者对可追溯牛肉的认知水平偏低,
但是信息强化后,消费者对可追溯牛肉表现出较高的

认可程度[３８].信息强化可以增加中国南京消费者对可

追溯食品的支付意愿[３１].国外研究发现,信息强化可

以增加美国消费者对进口有机西蓝花的支付意愿.大

量学者指出政府应该增加食品质量信息与标签宣传.
研究表明,在一些发达国家,本国食品的推广政策对

稳定食品价格和市场需求有显著影响.
信任对食品消费偏好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只有

当消费者相信具有某种食品质量属性的食品更安全、
更健康时,才愿意为此付费.钟甫宁和易小兰的[３９]

研究表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与实际购买

行为并不一致,主要原因在于被访的部分消费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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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各安全等级的食品安全性其实都差不多”,该类

消费者不相信行业以及政府对食品质量安全的现有

监管措施.也有研究发现,很多消费者对目前绿色

食品的质量和安全不信任,接近一半的人对绿色食

品的质量和安全不放心,有一部分消费者不购买绿

色食品直接原因在于不信任绿色食品.实证研究表

明,消费者对可追溯认证的支付意愿在不同认证机

构产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４０].消费者对检测与认证

机构的信任能够提高其对认证食品的购买意愿[２０].

５　总结与展望

５１　研究总结

根据本文对现有食品消费偏好研究的文献梳理,
可以做出以下归纳.

(１)食品消费偏好研究的意义,体现在不仅能

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政策效果评价的关键信息,也

能够为地方政府、食品企业、育种专家提供食品推

广与营销策略选择,以及新产品市场潜力分析、细

分市场划分与识别的关键信息.针对不同食品消费

偏好的产品设计与营销,不仅增加了食品需求,提

高了食品价格,也满足了异质性消费偏好,提高了

消费者福利.由于食品质量属性推广的正外部性,
目前食品行业协会、地方政府成为食品消费偏好研

究项目的主要资助者.这意味着研究者需要与食品

产业更紧密地结合,增加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
(２)研究者需要考虑到食品质量属性的多层次

性与关联性,理解不同食品质量属性之间的关系.
安全、营养、健康、感官体验等内部属性是食品消

费需求的根本驱动.由于多数内部属性具有信任品

特征,消费者需要依靠外部属性来推断食品的内部

属性.同时一些外部属性具有总体食品质量的线索,
不同于独立属性.因此,食品消费偏好的研究设计

需要理清不同食品质量属性的关系.
(３)识别消费者食品购买选择时,重点考虑的

食品质量属性种类,是理解消费者食品消费偏好的

关键一步.由于市场信息环境、消费者知识、信任

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市场环境、不同食品类别背景

下,消费者关注的食品质量属性存在较大差异.例

如,在食品安全基本得到保障的市场环境下,消费

者食品安全属性的重要性会降低;而食品安全事件

发生时,食品安全属性的重要性又会快速增加.对

于生鲜水果,口感更重要;而对于加工食品,品牌、
产地等质量线索属性的重要性更高.研究者一方面

可以研究不同食品类别、不同信息环境下的消费者

食品质量属性重要性评价;另一方面在分析食品消

费偏好时,食品质量属性类别的选取要符合市场环

境与产品特征.
(４)研究食品质量属性的偏好是食品消费偏好

研究的核心部分.根据随机效用理论,消费者的食

品购买行为,实际上是对食品的一系列属性 (如产

地、品牌、口感、价格、认证、保质期等)进行权

衡取舍的过程.利用条件价值评估、选择实验与拍

卖实验方法,可以计算食品质量属性的支付意愿,
可以为新产品定价、市场潜力分析及食品标签政策

收益分析提供依据;通过比较不同消费群体的支付

意愿差异,理解食品消费偏好的异质性以确定细分

市场的特征;通过设置不同质量属性的交叉项,分

析不同食品质量属性的替代或互补关系.研究者可

以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对食品质量属性支付意愿

数据进行分析.
(５)信息、信任是影响消费者食品消费偏好的

重要因素.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属性的基本信息,是

食品消费偏好形成的基础,而信息强化能够增加消

费者对食品质量属性的偏好.消费者对食品质量检

测指标属性的偏好,更多依赖于消费者对第三方检

测或认证机构的信任程度.政府强化对第三方检测

或认证机构的监管,使第三方检测或认证机构的信

息具有社会公信力,是增加消费者对食品质量检测

指标属性偏好的关键.对于食品质量线索属性的偏

好,更多依赖于企业或地区通过提供持续的总体高

质量食品而建立的市场声誉.企业或地区的声誉维

护与投资是增加消费者对质量线索属性偏好的关键.

５２　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１)从研究对象看,以发展中国家消费者为研

究对象,或从发展中国家食品推广的角度研究发达

国家消费者食品消费偏好的研究比较缺乏.长期以

来,食品消费偏好研究主要以发达国家消费者为研

究对象,或从发达国家食品推广的角度研究发展中

国家消费者的消费偏好.然而,随着中国居民收入

的提高,对更安全、更营养、更健康、更好吃等食

品质量属性的市场潜力巨大,但是对中国消费者的

食品质量属性偏好知之甚少.这导致政策制定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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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0郾07（总 495）



法从食品质量需求的角度把握未来１０年中国食品产

业的发展方向,食品产业应该提供哪些食品质量属

性? 同时,随着中国食品工业的发展,高附加值食

品出口是实现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那么,
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看,发达国家消费者偏好哪些

食品质量属性,应该从哪些食品质量属性中获取高

的附加值?
(２)从研究内容看,国内学者主要研究了消费

者对食品质量检测指标属性的偏好,而对于外部的

食品质量线索属性和内部的感官体验属性、营养属

性、功能属性的偏好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国内

学者 对 中 国 消 费 者 对 有 机 认 证、信 息 可 追 溯、

HACCP认证等食品质量检测指标属性已经开展了

大量研究,但是对于中国消费者对食品的原产国、
产地、营养成分含量、功能性、口感、包装等重要

食品质量属性偏好的研究缺乏.这导致现有文献还

不 能 勾 画 出 中 国 消 费 者 食 品 消 费 偏 好 的 基 本

特征.　
(３)机制分析方面,对中国食品市场情境下,

信任、信息缺乏等因素如何影响消费者食品消费

偏好的机制研究不足.尽管大量学者研究表明消

费者对有机认证、信息可追溯、HACCP认证等

产品属性具有支付意愿,然而与实际消费数据的

研究并不一致.这是因为中国食品市场的第三方

检测或认证机构的信任缺乏,企业和地区食品质

量声誉 维 护 的 投 入 不 足,食 品 市 场 信 息 环 境 恶

化.未来研究可以在中国食品市场情境下,深入

分析信息、信任等因素对消费者食品消费偏好的

影响,为构建中国食品市场 “优质优价”的市场

环境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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