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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地区消费者对牛奶中添加剂风险认知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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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牛奶成为日常饮品大量生产时，质量安全方面却不被人重视，在食品安全事情多次发生之后，导致消费者对国内乳制品

的安全尤为担心，同时也引起了人民对牛奶等乳制品质量安全的关注和担忧。

由于消费者对牛奶制品的风险认知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故此文章涉及研究其对牛奶中食品添加剂的

风险认知及其影响因素。通过实地调查问卷探讨宁波地区消费者对牛奶及其制品中添加剂的认知程度，并对调查所得的数

据进一步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逐步回归法，探究影响消费者对牛奶中食品添加剂风险认知的社会心理学因素，比较

相关因素的影响程度大小，并且对人口统计学因素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者独立样本 T 检验的方法，探究其对消费者风险

认知的影响情况。

牛奶；食品添加剂；消费者；风险认知

奶作为一种古老的饮料，是人们最好的食物之一，其包含
的营养价值对人体的健康至关重要，也是人体最容易吸收的营
养成分，被称为“白色血液”[1]。食品添加剂可在食品生产过
程中使用，具有延长食品的保质期限、改善食品的结构和品质
的作用 [2]。食品添加剂的加入使市场上出售的牛奶品种变得繁
多，可适用于不同人群，针对不同的需求，消费者有了更多的
选择。消费者知道有关于食品的信息多数来源于新闻媒体等第
三方报道，但是现在此类信息资料不够准确及完整，致使多数
消费者存在疑问和困惑，甚至会误解食品添加剂对健康是有害
的，影响其消费行为，将不利于我国牛奶行业的发展。

食品风险交流是风险分析框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联系
利益相关方的重要桥梁，针对交流受众的分类，制定出不同的
风险交流策略，可以选择不同的风险交流方式，进而达到目的 [3]。
在这一方便面，我国的研究相对滞后，故此文章以消费者的风
险认知为切入点，以牛奶中的添加剂为例，参考相关文献，制
定有可信度的问卷，实地调查并对数据分析，得出影响消费者
风险认知的主要因素，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促进消费者科学
认知，减少消费者不必要的恐慌心理，同时降低我国消费者对
牛奶中添加剂的担忧程度，为我国的管理实践者提供可借鉴的
建议以及可行的制度 [4]。

1、研究设计及方法

1.1  问卷设计
根据研究主题和目的，查阅文献，设计了此次的调查问卷。

问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内容涉及对 6 种添加物的认知情况
以及消费者购买时关注牛奶包装袋上信息情况。问卷的第二部
分是关于影响消费者对牛奶添加剂风险认知的社会心理学因素
和此次问卷的人口统计学信息。

1.2  数据获取
此次调查主要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来获取被调查对象的信

息。调查对象为宁波地区消费者，样本数量为 110 份，调查时
间主要集中在周末，调查地点为大型超市。

1.3  分析方法
1.3.1  进行 KMO 验证，判断所有的数据是否可进行后期

的因子分析。

1.3.2  利用 SPSS22.0 软件对本文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

2、消费者对牛奶添加剂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研究

2.1  影响风险认知的社会心理学因素
通过 KMO 统计量检验后，得到数据只为 0.8，表明本文

的数据有效，相关性较强，可进行后续的因子分析。
第二项进行主成分分析，对于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采用

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因子分析的结果中可以得出，有 3 个
因子的特征根大于 1，这三个公共因子共解释了总体方差的
70.46%，由于累计方差解释率大于 50%，可以说明此次的研
究项的信息量是可以有效地提取出来。

根据表 3.1，发现第一个因子的特征值为 2.594，方差解
释率为 25.941%，包含的因子有“我缺乏牛奶中食品添加剂对
身体健康影响方面的知识”、“我无法避免购买含有非法添加
物质的牛奶”、“我没有能力评估牛奶中的添加剂对健康的影
响”、“牛奶中的添加剂对身体的影响无法直接观察”，统称
为“危害因子”；第二个因子的特征值为 2.443，方差解释率
为 24.435%，包含的因子有“我对牛奶中食品添加剂的滥用以
及非法的添加问题感到不满”和“牛奶中的添加剂问题会影响
到下一代的健康问题”统称为“情绪因子”；第三因子的特征
值为 2.008，方差解释率为 20.084%，包含的因子有“大部分
消费者受到牛奶中的食品添加剂滥用的危害”、“我认为政府
对牛奶中添加剂的安全管理不够重视”、“我对牛奶生产企业
规范使用食品添加剂缺乏信心”统称为“信任因子”。

名称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我担心牛奶中的添加剂长期
摄入可能会影响健康 0.08 0.666 0.39

我对牛奶中食品添加剂的滥
用以及非法的添加问题感到

不满
0.319 0.813 -0.068

我缺乏牛奶中食品添加剂对
身体健康影响方面的知识 0.756 0.026 0.268

我无法避免购买含有非法添
加物质的牛奶 0.801 0.121 0.06

大部分消费者受到牛奶中的
食品添加剂滥用的危害 0.103 0.03 0.84

牛奶中的添加剂问题会影响
到下一代的健康问题 0.191 0.807 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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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政府对牛奶中添加剂
的安全管理不够重视 0.153 0.323 0.798

我对牛奶生产企业规范使用
食品添加剂缺乏信心 0.178 0.581 0.584

我没有能力评估牛奶中的添
加剂对健康的影响 0.77 0.414 -0.041

牛奶中的添加剂对身体的影
响无法直接观察 0.759 0.233 0.151

表 3.1 旋转后因子载荷系数表格

然后进行 Cronbach，α 信度分析，对象有消费者对牛奶
添加风险认知的整体问卷、添加风险认知所有影响因素以及主
成分分析后形成的三组因子。从检验结果可知，量表项目的
Cronbach，α 信度都在 0.75 以上，可进行下一步的分析。

在主成分分析完成后，接着利用逐步回归法分析“危害因
子”、“情绪因子”、“信任因子”这三个因子分别对风险认
知水平的解释能力。风险认知水平以“我担心牛奶中的食品添
加剂长期摄入可能会影响健康”数值为替代值。 

分析的结果显示“危害因子”、“情绪因子”、“信任因子”
的非标准化系数分别为 0.095、0.795、0.465，根据显示出来
的回归结果，整个方程可以写成如下：

Y=0.095X1+0.795X2+0.465X3+3.629
(Y 是风险认知，X1 是“危害因子”，X2 是“情绪因子”，

X3 是“信任因子”)
从回归模型可知常数项为 3.629，此次调查问卷设置成五

分李克特量表，该数值比中点值 3( 不一定 ) 大，可以说明在
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消费者对牛奶中添加剂的安全
性还是存在一定的担忧。因子中“情绪因子”的偏回归系数为
0.795，数值最大，对消费者对牛奶中添加剂风险认知的影响程
度最大。方向为正，说明当消费者感觉自己难以避免摄入牛奶
中添加剂的情况，其风险认知越大。

3.2 影响风险认知的人口统计学因素
对人口统计特征中的家中是否有 18 周岁以下的小孩、婚

姻状况、性别为自变量，“危害因子”、“情绪因子”、“信

任因子”以及总体风险水平为检验变量，进行 T 检验；对人口
统计特征中的 2017 年家庭平均月收入、年龄、学历为自变量，
“危害因子”、“情绪因子”、“信任因子”以及总体风险水
平为检验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在性别的 T 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到总体风险水平 P 小于
0.05，说明不同性别对牛奶中添加剂的风险认知存在明显的差
异；在婚姻状况的 T 检验结果中表明，其对消费者对牛奶中添
加剂的风险认知、“危害因子”、“情绪因子”这些变量并没
有显著差异，但对“信任因子”有显著差异；在家中是否有 18
周岁以下的小孩的 T 检验结果中，发现其对牛奶中添加剂的风
险认知、“信任因子”、“情绪因子”这些变量并没有显著差
异，但对“危害因子”有显著差异，总结其原因，可能是因为，
家里 18 周岁以下小孩的家庭对牛奶的需求更大，从而导致家
长会更加关注牛奶购买的选择，重点考虑是否有利于孩子的健
康成长等方面，因此会更加关注牛奶中添加剂带来的影响。 

3、结论

此次调查问卷主要针对于宁波地区消费者，研究其对于牛
奶中添加剂风险认知水平以及风险认知影响因素。调查结果发
现：仍然存在一部分消费者对食品添加剂和非法添加物质的概
念有一定的误区，无法准确分辨，导致购买时一概而论；在消
费者在牛奶的购买选择方面，消费者开始关注食品包装和标签
上的内容，在购买牛奶时会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生产日期和保质
期这两个方面，除了关注牛奶的新鲜程度，消费者对于牛奶中
的制作配料、营养成分关注度也是很高；通过对影响消费者对
牛奶中添加剂风险认知的社会心理学因素进行主成分分析可得
到三个因子，其中“情绪因子”是影响风险认知的主要因素，“信
任因子”、“危害因子”分别是第二和第三影响因素；分析数
据可得出，部分人口统计学因素会影响消费者对牛奶中添加剂
的总体风险认知和三个因子，婚姻状况的如何对“信任因子”
有显著影响，而家里 18 周岁以下小孩的家庭对牛奶的需求更大，
从而导致家长会更加关注牛奶购买的选择，重点考虑是否有利
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等方面，因此相比较家里没有 18 周岁以下
小孩的消费者更加关注牛奶中所含的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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