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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调研报告

食品安全已经越来越成为不同
类 型 消 费 者 共 同 关 注 的 热 门
话 题。 消 费 者 重 点 关 注 哪 些
和食品安全相关的要素？不同
细分人群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
关心程度又有何差异？益普索
（Ipsos）近期进行的一项关
于食品安全的调研，带你探究
这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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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研的主要发现有：

•	食品安全性是消费者在选购食品 / 外出就
餐时最重要考虑因素；同时，食品健康性
也是消费者非常关注的一个因素；结合近
三年数据来看，消费者对总体食品安全的
关注度呈持续上升趋势；

•	家庭收入越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性、食
品健康性与品牌重视程度越高；同时对餐
厅食物安全性、食物健康性与就餐环境的
重视度更高；

 文/		益普索

•	近六成消费者表示经常会关注食品包装信
息；生产日期 / 保质期是消费者最关注的
包装信息；同时，消费者对配料 / 营养成
分表与绿色 / 有机产品标识亦较关注；对
于食品成分信息，消费者对人工添加剂与
是否转基因给予很高关注；

•	近九成消费者对食品添加剂持否定态度；
整体上，近四分之一被访者表示会接受完
全没添加剂但价格较高的食品；近五成被
访者表示可以接受价格较高但完全无农药
残留的蔬果；

•	而外出就餐时，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存在侥
幸心理，食品安全意识有待提升；

•	对于具体的食品安全问题，消费者对有毒有
害物质、食品过期变质、病/死牲畜肉问题、
蔬果农药残留、地沟油与违规 / 滥用添加剂
给予了较高关注；整体上，生鲜 - 肉类 / 水
产类、加工类肉食 / 熟食、乳制品、生鲜 -
蔬菜 / 水果、儿童食品、油炸 / 烧烤类是消
费者较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食品类别；

•	消费者对于农贸市场食品安全严重缺乏信
任，而认为国外进口渠道食品安全性最能
得到保证；

•	食品安全问题对品牌与行业发展有至关重
要影响，而这种影响正在提升；食品安全
问题发生后，消费者购买习惯也随之发生
变化，主要包括选择更加安全购买渠道、
选择有机 / 绿色食品、寻找替代品、多花
钱购买高质食品等；家庭收入越高，消费
者的购买习惯变化越明显；

•	而近半数被访者认为绝大多数进口食品安
全性可以得到保证；家庭收入越高，对其
安全性越认可；对于绿色 / 有机食品，消
费者能够接受一定程度的价格增长；而真
假难辨是消费者不考虑绿色 / 有机食品的
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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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性是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最
重要考虑因素，其次为食品健康性

食品安全性是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最重要考
虑因素，超八成（85%）消费者在选购食品
时会考虑食品安全因素；其次为食品健康性
（78%）；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性与健康性的
关注度高于传统观念中的口味、价格等因素。
并且一半以上的消费者表示“食品安全”是
他们选购时的首要考虑的因素。

家庭收入越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性、
食品健康性与品牌重视程度越高

家庭收入越高的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性与食品
健康性的重视程度越高。同时，收入越高，
对品牌的关注度越高；家庭月收入 7000 元
以上被访者对品牌的关注明显高于 7000 元
以下被访者。同时，有小孩的消费者对食品
安全性、食品健康性与品牌的关注度要高于
无小孩的消费者。

食品安全性是消费者
考虑的重中之重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性与健康性的关注度高于传
统观念中的口味、价格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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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选择餐厅就餐时亦将食物
安全性作为最重要考虑因素

食物安全性是消费者在选购食品时最重
要考虑因素，近八成（79%）消费者在
选购食品时会考虑餐厅食物安全性；其
次为口味（66%）、就餐环境（64%）；
值得一提的是，餐厅食物健康性（59%）
亦是一个较重要考虑因素。

调查 |  SURVEY/  03

263

324

354

464

566

5917

646

6618

6938

首要考虑因素 考虑因素Base=所有被访者

餐厅食物安全性

口味

就餐环境

餐厅食物健康性

价格

就餐便利性

有无负面信息

家人朋友推荐

品牌

选择餐厅就餐的考虑因素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品牌

Base=所有被访者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Base=所有被访者

家人朋友/推荐

有无负面消息

就餐便利性

餐厅食物健康性

就餐环境

价格

口味

餐厅食物安全性

品牌

家人朋友/推荐

有无负面消息

就餐便利性

餐厅食物健康性

就餐环境

价格

口味

餐厅食物安全性

选购餐厅的考虑因素（by 家庭月收入）

31
23

15

33

35
28

26

42

41
30

24

42

51
43

42

44

63
54

51

65

68
61

51

75

52
61

63

50

70
62
62

69

73
66

56

74

20000元以上
12001-20000元

7000-12000元
7000元以下

无小孩
有小孩

选购餐厅的考虑因素（by 有无小孩）

29

21

34

28

37

31

46

47

53

62

63

51

65

64

67

63

71

64

家庭收入越高，消费者对餐厅食物安全性、食物健康性
与就餐环境的重视度越高

家庭收入越高的消费者对餐厅食物安全性的重视程度越高；同时，收入越高，对食物健康性与就餐环境的关注度越高；同时，有小孩的消费
者对餐厅食物健康性与食物安全性的关注度高于无小孩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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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日期 / 保质期是消费者最关注的
包装信息；同时，消费者对配料 / 营
养成分表与绿色 / 有机产品标识亦较
关注

对于偶尔 / 经常关注包装信息的消费者，生
产日期 / 保质期（87%）是其最关注的食品
产品包装信息；同时有 64% 消费者表示经
常会关注配料 / 营养成分表；另外，绿色 /
有机产品标识（47%）与质量等级（42%)
亦是消费者较关注的产品包装信息；因为对
食品安全性、健康性与质量有着更高的要求，
高家庭收入 / 有小孩消费者对配料 / 营养成
分表、绿色 / 有机产品标识、质量等级与健
康 / 营养有益宣传的关注比例更高。

很少关注

偶尔关注

经常关注

平时是否关注食品包装信息（by 家庭月收入） 平时是否关注食品包装信息（by 有无小孩）

7000-12000元

7000元以下

42508

57376

20000元以上

12001-20000元

62344

69274

没小孩

有小孩

62335

51427

Base=所有被访者

Base=偶尔/经常关注包装信息的被访者

无小孩
有小孩

24

23

40

26

39

32

44

32

49

35

67

51

82

83

20000元以上
12001-20000元
7000-12000元
7000元以下

选购食品的考虑因素
（by 有无小孩）

关注哪些包装信息
（by 不同收入）

关注哪些包装信息

39

25

37

39

42

47

64

87生产日期/保质期

外观设计

对健康/营养有益的宣传

厂家/经销商名称/地址

质量等级

绿色/有机产品标识

配料/营养成分表

27
22

16

29

38
32

28

43

40
33

31

44

43
37

28

47

50
39

27

58

65
57

48

73

82
81
83

84

近六成消费者表示经常会关注食品包装信息；高家庭收入 / 有小孩的消
费者对食品包装信息关注度更高

调研显示，94% 消费者表示自己在购买食品时经常会关注产品包装信息，近六成（58%）
表示会经常关注包装信息。家庭收入越高，消费者经常关注食品包装信息的比例越高；
有小孩的消费者经常关注食品包装信息的比例（62%）高于无小孩消费者（51%）。

食品包装信息的关注度普遍较高
平时是否关注食品包装信息

偶尔关注36%

很少关注6%6%

经常关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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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食品成分信息，消费者对
人工添加剂与是否转基因给予
很高关注

消费者都会关注哪些食品成分信息？
调研显示，消费者对于人工添加剂给
予极大关注，近八成（79%）表示会
关注食品包装上的人工添加剂信息，
是消费者最关注的食品成分信息；同
时，是否转基因（63%）、食品组成
成分信息（58%）、天然成分（46%）
与脂肪（43%）亦是消费者较关注的
成分信息；家庭收入越高，对食品成
分信息的关注程度越高；同时，有小
孩消费者比无小孩消费者更关注食品
成分信息。

食品成分信息的
关注度不容小觑

关注哪些食品成分信息

Base=关注配料/营养成分被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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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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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主要组
成成分 21 32 41 44 41 25

天然成分 8 25 33 42 34 17

脂肪 20 23 27 38 27 24

维生素 / 矿
物质 14 17 26 34 26 15

能量 8 19 25 33 23 18

蛋白质 11 19 24 35 26 15

香料 12 17 23 27 24 12

钠 / 盐 8 15 20 24 22 9

糖 11 17 18 24 20 14

碳水化合物 8 14 18 24 18 13

过敏原 9 12 15 20 16 11

咖啡因 2 4 5 11 6 3

关注哪些食品成分信息
（by 家庭月收入 & 有无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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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任何添加剂都有害，
食品不该使用

12%

近九成消费者对食品添加剂持否定态度；整体上，近四分之一被访者表示会
接受完全没添加剂但价格较高的食品

绝大多数消费者对食品添加剂持否定的态度，88% 消费者认为食品企业不应该使用或尽量少
使用（即使符合标准）食品添加剂；同时，近四分之一消费者表示会接受完全没有食品添加
剂但价格较高的食品。

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接受程度
（by  家庭月收入&有无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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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十分重视农药残留
问题，近半数被访者表示可以接受价
格较高但完全无农药残留的蔬果

对于农药残留问题，消费者同样较为看重，
近半数（48%）被访者表示可以接受价格较
高但完全无农药残留的蔬果。

对于农药残留的接受程度

价格较低，
含有较多
含量的
农药
残留

5

Base=所有被访者

价格适中，
含有少量
的农药
残留

47

价格较高，
完全没有农药残留

48

对于农药残留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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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会在路边摊吃东西 认为路边摊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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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

是

8

偶尔
74 82

外出就餐时，相当一部分消费者存在侥幸心理，食品安全意识有待提升

外出就餐时，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虽然 82% 被访者认为路边摊会存在食
品安全问题，但仍有 82% 表示自己会经常 / 偶尔在路边摊吃东西；近半数（49%）表示虽然
有些餐厅可能太卫生，但只要味道特别合胃口仍可以接受。

虽然有些餐厅可能不卫生，但只要味道
特别合我胃口，我还是可以接受

完全不相符
完全相符

有些相符

不太相符

Base=所有被访者

43

10

4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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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哪些类别的食品安全问题

Base=所有被访者

生鲜-肉类/水产类

乳制品

生鲜-蔬菜/水果类

儿童食品类

油炸类/烧烤类

加工类肉食/熟食类

腌制类/蜜饯类

冷冻/速冻类

方便面类/饼干类/膨化食品类

饮料类

豆制品

粮油蛋类

罐头类

坚果类

酒水类

茶叶

糕点类

62

39

12

15

17

22

26

30

32

33

38

39

43

50

47

57

58

最担心哪方面食品安全问题

Base=所有被访者

有毒有害物质（如苏丹红鸭蛋）

病/死牲畜肉问题

蔬菜水果农药残留问题

非食用油（如地沟油/垃圾肉油）问题

违规使用/滥用添加剂

食品过期变质问题

假冒食材问题

问题乳制品

细菌/菌落超标问题

注水肉

餐饮业违规操作，卫生不达标

17

5

1

1

2

4

10

14

13

16

17

消费者具体关注哪些食品安全问题

对于具体的食品安全问题，消费者对有毒有
害物质、食品过期变质、病 / 死牲畜肉问题、
蔬果农药残留、地沟油与违规 / 滥用添加剂
给予了较高关注。

消费者的关注点在
哪里？

他们关注哪些食品品类的食品安
全问题

调研显示，消费者对生鲜 - 肉类 / 水产类
（62%）、加工类肉食 / 熟食（58%）、
乳制品（57%）、生鲜-蔬菜/水果（50%）、
儿童食品（47%）与油炸 / 烧烤类（43%）
这些品类的食品安全问题尤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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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对于农贸市场食品安全严
重缺乏信任，而认为国外进口渠
道食品安全性最能得到保证

对于各食品购买渠道的安全性，消费
者对于农贸市场的食品安全性严重缺
乏信任，超六成（63%）认为农贸市
场最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明显高
于其他渠道的这个比例；而消费者对
海外与进口渠道最“放心”。调研显示，
国外网络商户（11%）与进口食品专
卖店（10%）被认为会出现食品安全
问题的比例最低。

食品安全问题对品牌与行业的影响进
一步提升

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89% 的消费者会对该
品牌的信任度发生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
这种信任度的下降会波及整个行业。近八成
被访者表示，当食品安全发生后，他们对同
类其他品牌的信任度也会下降；同 2013 年
相比，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后，品牌信任度下
降比例与同类其他品牌信任度下降比例有所
提升，食品安全问题对品牌与行业的影响进
一步增强。

洞察

89% 的消费者会对该品牌的
信任度发生不同程度的下降；
同时，这种信任度的下降会
波及整个行业。

最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场所

Base=所有被访者

农贸市场

社区便民店

生产者直接配送

商场/超市

食品连锁/专卖店

国内网络商户

国外网络商户

以上皆无

进口食品专卖店

63

11

1

10

13

21

16

21

29

2013 2014 2013 2014

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品牌信任度变化

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同类其他品牌信任度变化

Base=所有被访者 Base=所有被访者

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品牌信任度下降比例

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同类其他品牌信任度下降比例

大幅下降

大幅下降

56
小幅下降

小幅下降31

保持不变

保持不变

13

65 21

14

62 69 7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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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后，消费者的购买习惯
也随之发生变化

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消费者购买习惯也随
之发生变化，主要包括选择更加安全购买渠
道、选择有机 / 绿色食品、寻找替代品、多
花钱购买高质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
对消费者购买习惯变化有很大影响。选择更
加安全的购买渠道（48%）、选择有机 / 绿
色食品（44%）与寻找替代品（40%）是消
费者购买习惯最主要的变化；另外，有相当
一部分被访者会选择多花钱买高质食品，用
自制品代替购买成品，选择大品牌 / 国际化
品牌以及不再购买该品牌的任何产品。

家庭收入越高，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后，消费
者的购买习惯变化越明显。家庭月收入越高，
消费者越会选择更加安全的购买渠道、选择
有机 / 绿色食品、多支付钱购买高品质食品、
选择大品牌 / 国际化品牌以及加大进口食品
采购比例。

那么，消费者心目中的高品质食
品应具备哪些特征？

消费者心目中的高品质食品应具备哪些
特征？调研显示，加工过程必须安全
（76%）、原材料绿色优质（75%）、
无不良添加剂（74%）与产品检测严格
（73%）是高品质食品的基础，也是消
费者最为关心的方面。

同时，有机绿色无公害食品标志，来自
大品牌 / 国际化品牌及产品销售场所也
不同程度地反映食品品质。

高品质食品特征

Base=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多花钱购买高品质食品被访者

严格的加工、封装过程，加工
环境干净、卫生

无不良添加剂，在安全问题上有保障

产品检测严格，无劣质、过期产品

标有有机食品/绿色食品/
无公害食品/QS标志等

来自大品牌/国际化品牌

在大超市或高档消费场所销售

包装吸引人并能有效保证食品的品质

具有较高的价格

原材料绿色、优质

76

21

27

43

44

66

73

74

75

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后，食品购买习惯
发生了哪些变化

Base=所有被访者

选择更加安全的购买渠道

寻找替代品

多花钱买高品质食品

用自制品代替购买成品

选择大品牌/国际化品牌

对同类产品减量购买

不再购买该品牌任何产品

加大进口食品采购比例

保持不变

选择有机/绿色食品

48

44

40

37

35

34

32

28

21

6

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后，食品购买习惯变化
（by 家庭月收入）

7000
元以下

7000-
12000 元

12001-
20000 元

20000
元以上

选择更加安全的
购买渠道 40 46 50 53

调整饮食习惯，
寻找替代品 43 42 37 41

选择有机食品 /
绿色食品 36 41 45 55

多支付钱来购买
高品质的食品 24 31 42 50

用自制品代替购买
成品 32 35 37 35

选择大品牌 / 国际化
品牌 19 30 40 44

对同类产品减量
购买 35 30 31 32

不再购买该品牌的
任何产品 27 27 28 33

加大采购进口食品 /
进口品牌比例 5 17 26 33

保持不变 6 5 5 7

Base= 所有被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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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进口食品的食品安全性，48%消费
者认为绝大多数进口食品安全性可以得
到保证，30%对这个问题表示不确定。
家庭收入越高，消费者对进口食品安全
性的认可比例越高；同时，同无小孩的
消费者相比，有小孩的消费者对进口食
品安全性的认可比例更高。

消费者之所以青睐进口食品有着多方
面考虑。调研显示，更严格的国际标
准是消费者青睐进口食品的最主要原
因；另外，严格的加工过程、严格的
产品检测、原材料绿色优质与无不良
添加剂亦是消费者考虑进口食品的重
要因素。

而在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后，乳制品与
儿童食品是最受消费者青睐的进口食
品品类。在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加大
进口食品采购比例的被访者中，58%
的被访者会加大进口乳制品采购比例，
53% 会加大儿童食品采购比例，二者
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品类。

对“绝大多数进口食品安全性都
可以得到保障”的态度

对这一观点的认可比例

Base=所有被访者

不太同意

20

完全不同意

2

有些同意

42

完全同意

6

不确定

30

7000元以下

7000-12000元

12001-20000元

20000元以上

有小孩

无小孩

32

45

51

57

53

40

更多选择进口食品的原因

Base=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加大进口食品采购比例被访者

国际标准比
国内标准
更严格

产品检测严格，
无劣质、
过期产品

原材料绿色、
优质

无不良添
加剂，在
安全问题上
有保障

包装吸引人并
能有效保证
食品的品质

严格的加工、
封装过程，
加工环境
干净、卫生76

445156

6268

加大哪些进口食品的采购比例

Base=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加大进口食品采购比例被访者

乳
制
品

生
鲜
-肉
类
/水
产
类

生
鲜
-蔬
菜
/水
果
类

加
工
类
肉
食
/熟
食
类

方
便
面
类
/饼
干
类
/

膨
化
食
品
类

儿
童
食
品
类

粮
油
蛋
类

豆
制
品

坚
果
类

冷
冻
/速
冻
类

糕
点
类

饮
料
类

腌
制
类
/蜜
饯
类

罐
头
类

油
炸
类
/烧
烤
类

茶
叶

酒
水
类

58

30

9

16

222323
252526

2828
33

38
36

4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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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机 /绿色食品，消费者有着一定的价格
增长接受程度。在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选择有
机 /绿色食品的被访者中，近八成（79%）接
受的价格增长幅度在10%以上，52%被访者
接受的价格增长幅度在11%-30%，21%被访
者接受的价格增长幅度为31%-50%。

消费者之所以不选择有机 / 绿色食品，真假
难辨（66%）是其最大的顾虑，其次是价格
过高（49%）；同时，调研显示，近四成（38%）
被访者表示对有机与绿色的概念不太了解或
完全不了解。对有机 / 绿色食品的教育宣传
需进一步提升。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ipsos_china@ipsos.com

是否了解有机食品与绿色食品的区别

Base=所有被访者

有一些了解

54

完全不了解

1

37

非常了解

8不太了解

为什么没有选择有机/绿色食品

Base=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未选择有机/绿色食品的被访者

真假难辨，担心假冒

价格太高

购买不方便

口味没普通食品好

与普通产品对健康影响
区别不大，没必要多花钱

66

49

24

21

14

44%
选择有机/绿色食品的比例

接受的有机/绿色食品价格增长比例

Base=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后选择有机/绿色食品的被访者

Base=所有被访者

50%以上

6

11%-30%
52

31%-50%

21

10%
及以内

21

20000元以上

12001-20000元

7000-12000元

7000元以下

13 50 28 9

17 52 25 6

21 55 19 5

50 40 4 6

44
的人选着有机 / 绿色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