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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了厦门主流超市有机食品的市场情况和当地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关注程度、购买意愿、影

响消费因素等信息，总结厦门有机食品市场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提出厦门市有机食品市场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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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食品是由英文“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ｏｏｄ”直 译 过 来 的，指 根 据 有 机 农 业

和有机食品的生产、加工标准而生产出来的，经过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

定，颁发有机食品证书，供人 们 食 用 的 食 品。有 机 农 业 最 早 由 Ｎｏｒｔｈ－
ｂｏｕｒｎｅ于１９４０年提出，指完全不用人工合成的农药、肥料、生长调节剂

和家畜禽饲料添加剂的农业生产体系。
我国有机产业发展初期，有 产 品 出 口 量 占 生 产 总 额 比 例 高 达９５％

以上。直到２００５年中国第一版有机食品国家标 准Ｇ／ＢＴ１９６３０和 中 国

有机标志的发布，所有在国 内 销 售 的 有 机 产 品 必 须 持 有 认 可 的 认 证 机

构颁发的有机证书才可以在市场上销售。
近年来我国有机食 品 产 业 总 产 值 虽 然 有 年 均１２％左 右 的 增 长 率

（根据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７年数据），但仍低于世界２０％以上的平均水平，且

有机食品消费额占食品消费总额的比例也远小于１％，总体上还处于起

步阶段。目前我国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基地及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黑龙

江省和山东省。厦门目前并没有生产而只有经销有机食品的企业。有

机食品生产基地只有在漳浦地区出现，但因无法盈利而不再走向市场。
厦门拥有优越的区位优势，飞速发展的进出口贸易，较高的人均收入水

平（２０１１年厦门地区城镇居 民 人 均 收 入 达３３５６５元），环 保 型 的 城 市 概

念，日臻完善的政策法规，实 力 较 强 的 食 品 企 业 等 优 势 条 件，有 机 食 品

的发展前景应该是一片光明的。可惜，实际情况不尽如人意，有机食 品

在厦门虽已“出道”多年，但却发展缓慢。

　　一、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厦门地 区 消 费 者 对 有 机 食 品 的 关 注 程 度、购 买 意

愿和影响消费的因素等信息，笔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样本由随机抽样的

四百名市民组成。通过对问卷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有机食品主力消费群体。有机食品的消费者年龄大部分集 中 于

２５－３５岁之间，学历较高，多 数 是 本 科 及 本 科 以 上，并 且 收 入 较 高。其

原因主要是因为目前有机 食 品 的 价 格 偏 高，普 通 工 薪 阶 层 的 人 家 承 担

不起；而有的老年人虽有经济能力，但老一辈的勤俭节约的思想让他们

舍不得购买价格昂贵的有机食品。加上只有小部分的人群了解有机食

品，而这部分人一般是接受 过 高 等 教 育，并 且 能 接 受 新 事 物 的 年 轻 人，
他们知道有机食品的价值，并 且 有 能 力 也 舍 得 花 钱 去 购 买 更 加 健 康 的

有机食品。商家可以针对年 龄 较 大 的 消 费 者 设 计 一 些 营 销 方 案，来 吸

引这部分潜在消费者。另外可针对特定人群，比如孕妇、婴儿等推出 相

应有机食品，拓展消费者群体。

２．购买途径。在超市购 买 有 机 食 品 占 到 大 多 数，专 卖 店 和 网 购 较

少。小部分商家 通 过 飞 机 空 运 有 机 蔬 菜 并 送 货 上 门 给 特 定 订 货 消 费

者。可见现在有机食品的推广主要是依靠超市。

３．消费者关注焦点。主 要 是 有 机 食 品 的 营 养 和 健 康 价 值，其 次 才

是价格因素，可见市民还是很关注健康的，只要让市民认识到有机食品

的营养价值，有机食品市 场 将 大 有 发 展。所 以 在 宣 传 时 应 该 加 强 健 康

这一理念。

４．购买意愿。大多数表示只会偶尔购买有机食品，仅有５％的人经

常购买。而未曾购买过有机食品的消费者中愿意购买有机食品的人数

占４／５。表明消费者对有机食品基本上持认可态度。此外，其中１／５的

消费者不愿意购买的原因值得探究。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有机食品和常

规食品差别不大，没必要 购 买。有 很 多 市 民 因 对 有 机 食 品 概 念 一 点 都

不了解而拒绝接受我们的 调 查，或 者 做 到 一 半 的 时 候 询 问 有 机 食 品 是

怎么回事。普通民众对有机食品的了解相当匮乏。可以得出对有机 食

品认识的缺乏是消费者不去购买有机食品的一大原因。此外价格过高

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一 半 以 上 的 人 对 标 记 有 机 食 品 或 绿 色 食 品

的产品半信半疑的态度，选 择 完 全 相 信 的 人 数 很 少。说 明 公 众 对 市 场

上称自己是有机食品的商品不是很信赖。认证机构应该增加自己的 权

威，提高自己的效率。

５．吸引消费者因素。在对怎样能吸引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 的 因 素

的调查中可以发现把进一 步 了 解 有 机 食 品 放 在 第 一 位 的 人 数 最 多，其

次是降低价格，再 次 是 增 加 种 类 和 身 边 人 食 用，然 后 是 有 效 地 专 业 认

证，最后是更多促销活动的 推 广 有 机 食 品 价 格 偏 高 有 其 成 本 因 素 等 合

理性，然而消费者并不了解这些。商家有苦难言，消费者不明白同 样 的

食物为什么价格愣是高出好几倍。几乎９０％的人认为相差无几和多出

５０％左右时可以接受，其中各占一半。相差一倍的占１２．２％，而 认 为２
倍或更多的仅占０．９％。通过调查厦门各大超市和专卖店，我们得出有

机食品的价格通 常 是 超 过 正 常 食 品２倍 以 上，有 的 甚 至 高 达 十 几 倍。
价格因素也是 有 机 食 品 销 路 不 广 的 一 大 绊 脚 石。厦 门 是 我 国 经 济 特

区，人民生活水平比较高，但仍承受不起这样的价格。可见有机食 品 在

中国的发展道路还要历经无数坎坷。
我们还随机采访了部分消费者，让受访人自由的发表自己 的 观 点。

厦门的市民都积极地说 出 了 自 己 的 心 声。很 大 一 部 分 人 表 示：对 有 机

食品不是很了解，要多多 推 广，应 该 推 广。有 的 认 为 宣 传 过 少，经 销 点

不容易找。很大一部分人表示支持降价，否则只是富人食品，无法 大 众

化。

　　二、存在问题
通过对厦门市有机食品 销 售 企 业、超 市 的 实 地 调 研 和 对 消 费 者 的

问卷调查之后，笔者总结出 目 前 存 在 的 以 下 问 题 阻 碍 了 有 机 食 品 的 在

厦门的发展：

１．有机食品的公众认知度很 低。通 过 对 消 费 者 的 问 卷 调 查 分 析，
显示近八成的人 表 示 听 过 有 机 食 品，仅 有 三 成 的 人 能 够 区 分“有 机 食

品、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的区别；５８％的人认为这三类食品中绿 色 食

品最好，甚至有一部分人分不清有机食品与转基因食品的差别，认为 有

机食品是不安全的产品。可见有机食品公众认知度低是阻碍消费者 购

买有机食品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有机食品销售过程中的困难之一。

２．有机食品价格高昂。价格因素也是有机食品销路不广的 一 大 绊

脚石。通过调查厦门各大超市和专卖店可以发现有机食品价格是同 类

普通食品的２倍以上，有 的 甚 至 高 达 十 几 倍 若 干 倍。但 高 价 有 其 成 本

因素等合理性，商家有苦难言，消费者不明白同样的食物为什么价格 愣

是高出好几倍。几乎９０％的 人 认 为 相 差 无 几 和 多 出５０％左 右 时 可 以

接受，其中各占一半。相差一倍的占１２．２％，而认为２倍或更多的仅占

０．９％。

３．企业对发展有机食品动力不足。有机食品生产加工过程 中 成 本

很高，虽然其销售价格较普通食品贵，但在采访过程中可以发现高昂 的

销售价格并没有给经营有 机 食 品 的 商 家 带 来 很 大 的 利 润，企 业 的 实 际

利润甚至不如普通食品，部 分 甚 至 只 是 勉 强 做 到 持 平。有 的 商 家 表 示

自己是在做事业而不是 做 生 意，售 价 基 本 就 是 成 本 价。企 业 虽 然 意 识

到有机食品市场前景广阔，但一直处于观望状态，没有大力发展。
厦门目前并没有生产而只有经销有机食品的企业。有机食 品 生 产

基地虽有在漳浦地区出 现，但 因 无 法 盈 利 而 不 再 走 向 市 场。总 体 来 说

企业数量不多，规模小的居多。

４．产销脱节。目前大多数有机生产企业把精力投入于有机 认 证 和

基地开发忽略下游销售渠道和消费者推广环节，（上转第１８页）

９１

实证分析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48198?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护”和“行业发展自律方面”尽快出台统一的操作性规定，促进新材料产

业健康发展。

５．企业自主创新机制较弱。新材料产业作为重要的高新技术 产业

部门之一，存在技术开发能否成功的不确定性、产品生产和售后服务的

不确定性、技术效果的不确 定 性、技 术 寿 命 的 不 确 定 性，因 而 它 对 技 术

创新的频度和效率有机高要求。目前新材料企业还有较大差距。一 是

缺乏长效机制。为数不少的 企 业，尤 其 是 中 小 企 业 普 遍 缺 乏 完 整 的 技

术创新链，在机制建设、经费 投 入、人 才 培 养 和 使 用 等 方 面 都 存 在 严 重

缺陷。二是创新起点低。国内新材料领域掌握的关键技术比国际先 进

水平要落后５－１０年，技 术 创 新 的 物 质 技 术 基 础 落 后。三 是 缺 乏 面 向

市场的战略管理意识。调查 显 示，新 材 料 领 域 中 刚 刚 创 业 的 那 些 中 小

企业，往往未对自己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及竞争优势作出准确估计，也

为形成技术创新与市场开拓的系统思路。

　　五、政策建议
１．加大对高科技项目的财政支持。建议地方政府要营造一个 扶 持

科技创新创业的平台，加大 对 高 技 术 含 量、高 附 加 值、高 成 长 性 的 战 略

性新兴产业项目进行扶持，对扶持高科技信贷资金制定详细的、可操作

性的财政补贴政策，降低门槛，简化程序，提高银行业支持积极性，带动

社会资金投入，形成合力，共同促进高科技项目的发展。

２．统一标准、规模经营。建 议 政 府 有 关 部 门 加 强 新 材 料 产 业 的 产

品和技术的标准制定工作，提高标准质量，坚持国际标准与国内标准同

步推进的原则，努力使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相融合，进一步确立并扩大

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 域 国 际 标 准 执 行 上 的 发 言 权，引 导 企 业 采 用

统一标准，促进规模化、商业化经营。

３．引导银行业机构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人民银行 要 营

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做好企业优质贷款项目的组织推荐工作，引导

银行机构重点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落实各项贷款风险补偿优惠政策，
鼓励加大信贷资金投放，促进新材料产业的发展。

４．完善法规和 行 业 自 律 规 定。建 议 政 府 有 关 部 门 加 大 对 知 识 产

权、安全隐私的保 护 力 度，提 高 产 品 质 量，增 强 品 牌 意 识，规 范 市 场 环

境。同时，进一步加 强 对 监 管 机 构 的 人、财、物 投 入，完 善 监 管 组 织 体

系，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监管合力。

５．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动力。在塑造企业自身创新机制 的 同

时，加强政府对企业技术 创 新 的 宏 观 指 导 和 政 策 推 动。包 括 通 过 制 定

财政、税收、金融、贸易等方面配套措施，鼓励企业建立“产学研”长期稳

定的合作机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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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接第１９页）对目标市场缺少必要的了解，对渠道开发和品牌营销一

知半解。另外从事有机食品销售的人员素质有待加强。比如超市专 柜

的推广人员自 身 应 对 相 关 知 识 有 较 深 刻 了 解。导 致 产 销 脱 节 值 得 关

注。

５．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由于农 业 相 关 专 业 不 受 当 下 大 学 生 青 睐，

第一线农业技术推广队伍 不 断 受 到 削 弱，无 法 为 发 展 有 机 生 产 提 供 强

有力的技术支撑。而由常规 农 业 生 产 转 向 大 规 模 的 有 机 农 业 生 产，整

个农业生产技术、轮作制度和经营管理方式都要发生根本性变化，需要

大量有机种植专业技术 人 员。目 前 这 类 专 业 人 才 十 分 紧 缺，不 利 于 有

机产业的发展。

６．管理体制不健全。厦门市有机食品市场管理体系还没真正 建 立

起来。监督管理所依据的有 机 食 品 法 律 法 规 文 件 体 系、有 机 食 品 标 准

体系并不完善。在业务管理 上，从 事 有 机 食 品 研 究、开 发 和 检 查、认 证

的有机食品发展中心和 行 政 关 系 隶 属 尚 未 建 立。在 市 场 管 理 上，有 机

食品流通和规范销售的体系制度、市场准入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如何

杜绝假冒伪劣有机食品流 入 市 场，防 止 欺 诈 行 为 的 措 施 还 有 待 研 究 建

立。以上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了厦门市有机食品开发市场的培育和发

展。

７．鼓励性政策欠缺。有 机 食 品 市 场 开 发 不 足 还 有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就是缺乏促进与有机食品发展相配套的鼓励性政策，如投资扶持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销售政策、科 技 进 步 政 策、协 调 政 策 等。发 展 有 机 食 品

生产涉及面广，需要政府各相关部门加强协调管理。

８．生态坏境限制。厦门 市 地 处 中 国 南 端，本 身 土 壤 条 件 不 如 北 方

肥沃。又因为近年来厦门市化肥使用量超过全国平均标准，偏施、过 量

施用氮肥和磷肥 的 现 象 严 重，造 成 土 地 污 染 及 河 流 内 湖 的 富 营 养 化。

同时农残问题突出，由于不合理使用或使用违禁农药，使土地进一步恶

化。城市垃圾向农村转移，加大农村二次污染，土壤重金属含量严重 超

标。

结合以上问题，我对厦门市有机食品市场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１．加大宣传力度，更新 观 念。有 消 费 者 表 示“在 厦 门 没 见 过，没 机

会购买”，因此应对有机食 品 的 购 买 地 点 进 行 宣 传，让 市 民 知 道 在 哪 里

可以购买到健康的食品。调查中我们发现一半以上的人对标记有机食

品或绿色食品的产品半 信 半 疑 的 态 度，选 择 完 全 相 信 的 人 数 很 少。公

众对市场上称自己是有机食品的商品不是很信赖。认证机构应该增加

自己的权威，提高自己的效率。

２．利用现有资源，开辟生产基地。厦门市对外经贸历史 悠 久，外 贸

企业众多，有着良好的食品 出 口 渠 道 和 市 场，要 扬 长 避 短，利 用 我 市 周

边龙岩、漳州、安溪等地有良好的、无污染土地资源，积极开辟有机 食 品

基地，走“我市食品公司＋外地有机食品基地”的道路，将所生产的有机

食品在我市进行深加工、销售和出口，提升农业经济的附加值。

３．依托技术进步和政策扶持寻找有机食品降价途径。有机 食 品 高

价的原因在于高成本。而在短期内成本难以下降。要降低成本要 靠 长

远的技术进步和政策扶 持。由 于 有 机 食 品 的 价 格 基 本 固 定，可 以 从 提

升其性价比方面入手加强人们对有机食品的认可度。比如降低包装 成

本，提高产品质量、售后服 务、知 识 介 绍。厦 门 的 有 机 食 品 企 业 至 今 仍

没有成熟或理想的销售 渠 道。对 发 展 有 机 食 品 的 优 势 认 识 不 足，持 观

望态度，不愿意承担风险，希望有市场以后再开发。这方面需要政 策 扶

持。

４．培植龙头企业，形 成 市 场 领 导 品 牌。为 实 现 有 机 农 业 的 产 业 化

经营，需培植一批有机食品 龙 头 企 业，将 生 产 基 地 与 加 工 企 业、有 机 食

品专营公司连接起来，实现产、加工、销一条龙的企业化运作模式，带 动

全市有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可以提出“有机生活专家”、“有机生活的

创导者”等概念在消费者心中建立良好深入的品牌形象。同时，我市 发

展有机食品必需充分考虑 产 品 的 市 场 前 景，找 出 有 针 对 性 的 产 品 市 场

开拓对策，包括直接出口、寻 找 中 间 贸 易 商、主 供 国 内 市 场 或 者 家 庭 配

送等等。

　　三、结语
有机食品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它关系到食品安全、可持 续 发 展

等重大课题，需要企业、消 费 者、政 府 各 方 的 共 同 努 力。而 厦 门 作 为 经

济特区，有能力成为有机 食 品 发 展 的 先 锋。相 信 随 着 人 们 生 活 水 平 的

提高和技术的进步，有机食品在厦门将会迎来普及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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