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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区内食品销售者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 
影响因素 

梁光纤*, 王  华, 蒙丽琼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西有限公司, 南宁  530000) 

摘  要: 目的  探究广西食品销售者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构建的主要影响因素。方法  通过理论假设及问

卷调查, 以广西区内 120 家食品销售单位为实例, 主要从内部影响因素、购销行为、对食品安全状况的认知、

对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和外部环境影响等 5 个方向进行调研, 对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建立 Logistic 模型。

结果  显著影响销售者参与追溯体系的因素有: 性别(P=0.039)、采购索要采购凭证(P=0.087)、销售提供购销

凭证(P=0.080)、对市场上食品安全状况的判断(P=0.090)、对食品追溯体系的了解程度(P=0.058)、对责任的认

知(P=0.029)和政府补贴(P=0.054)等。结论  在广西目前的食品销售状态下, 需要从责任回溯和风险规避的角

度加大对食品追溯体系的知识宣传, 政府部门应降低补贴条件门槛、简化申请程序, 全面增强销售者对食品追

溯体系在食品安全管理上的信任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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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ffec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food sellers in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in Guangxi 

LIANG Guang-Xian*, WANG Hua, MENG Li-Qiong 
(China Certification & Inspection Group Guangxi Co., Ltd., Nanning 530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food sellers participating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in Guangxi. Methods  Through theoretical hypothesi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aking 120 food sales units 

in Guangxi as an example,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from 5 aspects, including internal influencing factors, 

purchasing and selling behavior, cognition of food safety status, cognition of quality an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influence. Then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s was carried out and a Logistic 

model was established. Results  The factors tha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sell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traceability 

system were gender (P=0.039), purchase certificate requiring (P=0.087), sales certificate providing (P=0.080), 

judgment of food safety situation in markets (P=0.090), understanding of food traceability system (P=0.058), 

cognition of responsibility(P=0.029)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P=0.054), etc. Conclusion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of Guangxi,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of food traceability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ponsibility backtracking and risk avoidance. Government should reduce the threshold of subsidy condi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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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fy the application procedures to enhance the trust and confidence of sellers in food traceability system within 

the food safety management. 
KEY WORDS: Guangxi;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food sellers; influence factor; Logistic model 
 
 

0  引  言 

随着我国逐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人民群众对于日

常饮食的关注完成从吃饱到吃好深刻转变。党的十九大报

告明确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 让人民吃的放心。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中强调

了对食品安全工作四个“最严要求”, 明确提出建立食品安

全现代化治理体系, 提高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监管能力, 
提升食品全链条质量安全保障水平[1]。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是关于生产、加工、流通、消费和

监管的多层次、立体化的信息管理系统[2], 具有来源可溯、

去向可踪、责任可究的重要作用, 是消除信息不对称并恢

复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心的重要工具之一[3], 亦是在食

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重要的工具之一。食品的可追溯性已

然成为众多国家和地区研究、立法的重点[4]。《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5](2018 年 12 月修正版)第四十二条明确

指出: 国家建立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我国早在 2004 年

开始由政府主导建立食品追溯系统运用于食品安全管理工

作, 相继建立了农业部“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项目”、商务

部“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项目”、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国家

食品安全追溯平台”等[6]。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属于多方参与

的机制, 需要食品产业链全环节的积极配合与参与才能形

成有效的管理。近年来, 国内学者对于我国生产加工环节

和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建设的影响因素展开了深

入的研究。覃艳淑等[7]通过对广西生产企业的实证调查指

出行业组织在生产企业参与追溯体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提出运用阿里经营模式推进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韩杨等[8]

以蔬菜加工企业为例考察了其实施追溯体系的动机, 得出

企业实施追溯体系的主要驱动力来自确保食品原料质量安

全、获取政府政策支持和补贴、市场利益及明确食品安全

责任; 刘硕[9]从消费者角度对比了中英追溯体系, 指出我

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程度很低, 态度消极, 
降低了可追溯性产品在我国的需求, 制约了我国食品安全

追溯体系的发展; 徐玲玲等[10]研究了江苏省城市消费者可

追溯食品购买意愿, 发现城市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的认知

和购买意愿均不高, 显著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主要因素

是其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忧患、食品可追溯体系的认知、食

品安全信息的需求, 以及消费者性别、婚姻和收入状况等; 
吴林海等[11]在研究食品可追溯体系快速实施的动态建模

与政府决策中总结得出能够获得政府优惠政策的食品生产

企业更愿意投资实施食品可追溯体系; 刘增金等[12]以品牌

可追溯性信任的角度研究发现, 品牌可追溯性信任变量对

具有追责意识消费者品牌猪肉购买行为的影响, 政府应鼓

励企业加强品牌化建设, 通过多样化渠道的宣传和引导来

增强消费者的追责意识和维权意识, 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

管; 谭酬志等[13]通过消费者购买可追溯农产品意愿研究发

现, 消费者对于可追溯农产品的信任程度对于其购买可追

溯农产品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必须保障可追溯信息完、真

实且可靠以提高消费者的信任度。 
但是, 基于流通环节即销售者的参与意愿方面研究

较为缺乏。在食品安全追溯系统中, 销售者向上可约束生

产者的行为, 向下可传递食品安全信息到消费者, 是生产

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流转的重要纽带, 销售者在食品安全

追溯系统建设的参与程度对食品安全追溯系统是否有效运

行有重大的影响作用。综上所述, 探究销售者参与食品安

全追溯系统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促进食品安全追溯系统

的建立与实施、保障食品质量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

究以广西地区食品销售单位为实例, 重点研究食品销售者

参与建设追溯系统的激励因素, 为政府推进食品可追溯体

系构建提供参考意见。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开展研究, 针对广西区内

食品销售者进行问卷调查, 以面对面调查以及网络调查 2种

模式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地区为广西北海、河池、百色, 调
查对象涉及超市、食品专营店、农贸市场等。本次问卷共回

收有效问卷 120 份, 其中网络调查 40 份, 面对面调查 80 份。 
调查问卷设计从内部影响因素、采购与销售行为、对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对食品安全状况的认知、外部

环境影响等 5 个方向研究销售经营者参与追溯体系的意

愿。本次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包括: 实证调查、理论假设、

Logistic 二元回归分析。 

1.2  实验方法 

本研究参考陈雨生等[14]和刘增金等[15]关于超市和批

发市场销售商参与追溯体系影响因素的先驱研究, 结合实

际情况, 从食品销售者内部影响因素、购销售行为、对食

品安全状况的认知、对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外部环

境影响等 5 个方面因素提出以下假设:  
1.2.1  食品销售者的内部影响因素 

(1)食品销售者的年龄。年轻销售者易于认识和接受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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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追溯系统, 年长销售者在做决策上更具魄力。假设

销售者年龄对是否参与食品安全追溯系统有影响, 但影响

方向未知。 
(2)食品销售者的性别。女性销售者在做决策上大多存在

优柔寡断、举棋不定的特点, 想兼顾各方利益而难以做出判

断[16], 可能导致决策保守, 男性销售者在做决策上更为果断, 
因此假设男性销售者更有可能参与食品追溯系统建设。 

(3)食品销售者的学历。一般而言, 学历越高, 对于先进

管理理念和政策法规接受能力更强, 也更具备技术能力, 因
此假设销售者学历越高, 越有可能参与食品追溯系统建设。 
1.2.2  食品销售者的购销行为 

(1)固定供应商与固定销售对象。拥有固定的供应商和

固定销售对象, 在参与食品追溯系统上更易于做好信息管

理, 因此假设拥有固定供应和固定销售对象多的销售者, 
参与食品追溯系统建设的可能性越大。 

(2)索要采购凭证与提供购物小票。采购凭证和购物小

票分别为与上游生产者和下游消费者相关联的信息载体, 
可视为追溯信息环节的一部分, 销售者具有一定追溯意识, 
因此假设主动索要采购凭证或提供购物小票的销售者, 参
与食品追溯系统建设的可能性越大。 
1.2.3  食品销售者对食品安全状况的认知 

对当前市场的食品安全质量整体情况的认知。食品安

全质量整体状况不良的情况, 易引起销售者对食品质量安

全工作的重视程度。因此假设认为安全质量整体状况越严

重的销售者, 越有可能参与食品追溯系统建设。 
1.2.4  食品销售者对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 

对食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关注和对“食
品安全追溯系统”了解程度。食品追溯系统建设是近几年食

品法规、政策强调和实施的重点之一, 对该类信息的关注

和了解程度, 可能在正方向上影响食品销售者参与食品追

溯系统建设。 
1.2.5  食品销售者的外部环境影响 

(1)食品安全问题相关责任意识。对于出现食品安全问

题的情况, 政府、消费者或食品销售者本身是否能够追踪到

最终责任主体以及对责任主体的惩罚力度, 很可能影响食

品销售者参与食品追溯系统的意愿。刘增金等[15]在对批发

市场销售商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意愿的分析中指出, 溯源

的实现可帮助销售商可以将经营问题食品的部分责任转移

给生产加工企业, 从而降低销售商自身的经济风险。因此出

于销售者的责任意识与风险规避意识, 假设溯源发挥的回

溯责任主体的作用有助于促进销售者参与可追溯体系。 
(2)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对促进食品销售的作用。实现

利润最大化是销售主体最终的目标, 盈利越多越能调动销

售者的积极性。因此假设参与食品可追溯体系对食品销售促

进作用大, 则销售者越能积极参与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 
(3)参与食品追溯体系的难度。参与食品追溯体系建设

门槛高、程序复杂、难度大等, 对于食品销售者来说是额

外的负担, 严重打击参与积极性。因此假设参与难度越小

越有利于推动销售者积极参加食品追溯体系建设。 
(4)政府对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补贴和可接受的

预算。销售者在经验活动中讲求投入与回报的最优化, 其
为影响销售者做出某项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假

设经济成本投入是销售者参与可追溯体系建设考量的影响

因素, 即政府补贴越高, 可接受预算成本越高, 有利于促

进其参与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 

2  结果与分析 

2.1  销售者参与追溯体系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估计 

从食品销售者的内部因素、购销行为、食品质量安全

相关认知、对追溯体系的认知、外部环境、参与意愿等 6
个方面选取变量(表 1), 利用 Logistic 模型对销售者参与食

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意愿进行分析, 将销售者参与食品安全

追溯体系的意愿设为因变量, 影响销售者参与意愿的各项

因素为自变量。将因变量设为“有意愿”和“无意愿”2 种选

择, 因此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模型表达式为:  

0
1

ln( )
1

n

i i
i

PY B B X
P 

  
  。 

其中, Y 为销售者是否愿意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Y=1 表

示愿意; Y=0 表示不愿意; P 为 Y=1 的概率; B0 为常数; Xi 表

示建立追溯系统的影响因素; Bi 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2.2  模型运算结果 

本研究利用 SPSS22.0 统计软件, 对调查的数据进行

了 Logistic 回归处理。在回归时, 采用全部进入法。Logistic
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 2。 

Logistic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食品销售者的性别

(P=0.039)、采购时主动索要采购凭证(P=0.087)、销售时主

动提供购销凭证(P=0.080)、对当前市场上质量安全状况的

判断(P=0.090)、对食品追溯体系的了解程度(P=0.058)、对

责任主体的认知(P=0.029)、政府补贴(P=0.054)等 8 个方面

对销售者参与追溯体系建设的意愿有显著影响。本研究分

析时会从影响的正反效果及影响的显著性进行分析。从运

算最终结果可以得出: 
(1)内部因素对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意愿的影响 
食品销售者的性别与参与追溯体系意愿在 5%水平上

有显著影响, 且男性销售者参与追溯体系的意愿要高于女

性销售者, 与预期相符。女性销售者在做决策时大多具有

考量因素多、周密细致的特点, 对参与追溯体系决策偏向

于保守。食品销售者学历与参与追溯体系意愿有反向的显

著影响, 即学历低的销售者更愿意参与追溯体系, 与预期

相反, 但由于本次调查的对象多为学历低的销售者, 研究

生及以上仅占 2.5%, 学历的影响尚不能得出明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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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影响食品销售者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相关变量及定义 
Table 1  Variables and definitions affecting establishment of traceability system 

变量 定义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预期方向 a

意愿 
您单位是否有意愿参与食品追溯体系建设:  

0=无意愿, 1=有意愿 
0.89 0.312 ‒ 

性别 0=女, 1=男 0.52 0.502 + 

年龄 1=30 岁以下, 2=30~40 岁, 3=40~50 岁, 4=50 岁以上 1.77 0.775 ？ 

学历 
1=小学及以下, 2=初中, 3=中专/高中, 4=专科,  

5=本科, 6=研究生, 7=研究生以上 
3.86 1.190 + 

是否有固定的采购供应商 1=完全不固定, 2=部分固定, 3=完全固定 2.20 0.558 + 

是否索要采购凭证 0=否, 1=是 0.77 0.419 + 

是否有固定的销售对象 1=完全不固定, 2=部分固定, 3=完全固定 1.86 0.612 + 

是否主动向购买者提供小票 1=从不, 2=偶尔, 3=经常, 4=总是 2.61 1.218 + 

当前市场上的食品安全质量的整体情况 
当前市场上的食品安全质量的整体情况如何？ 

1=非常严重, 2=一般严重, 3=不严重 
1.82 0.631 ‒ 

对食品质量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关

注度 
1=不关注, 2=一般, 3=关注 2.00 0.799 + 

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了解程度 
1=很不了解, 2=不太了解, 3=一般, 

4=比较了解, 5=非常了解 
2.67 1.064 + 

对消费者追溯能力的判断 1=相信, 2=一般, 3=不相信 2.38 0.758 + 

对自己追溯能力的判断 1=相信, 2=一般, 3=不相信 2.24 0.733 + 

发生质量安全问题所需要承担责任 
1=不承担责任, 2=小部分责任, 3=一半责任, 

4=大部分责任, 5=全部责任 
2.72 1.189 + 

政府对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相关责任人的惩罚

力度 
1=非常弱, 2=比较弱, 3=一般, 4=比较强, 5=非常强 3.34 1.177 + 

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对促进食品销售的作用 1=非常小, 2=比较小, 3=一般, 4=比较大, 5=非常大 3.97 1.025 + 

参与追溯体系的难度 1=非常小, 2=比较小, 3=一般, 4=比较大, 5=非常大 3.44 1.019 ‒ 

政府对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补贴 1=不了解, 2=不足, 3=还好, 4=非常好, 2.43 1.493 + 

建设追溯体系能够接受的预算 
1=1 万元/年以下, 2=1~5 万元, 3=5~10 万元, 

4=10~20 万元, 5=20~30 万元 
1.50 0.789 ‒ 

注: a 预期方向中“+”代表预期朝赋值大的方向影响; “‒”代表预期朝赋值小的方向影响; “？”表示预期影响方向未知。 
 
 

表 2  食品销售者建立可追溯系统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of food sellers establish traceability system  

序号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卡方值 显著性 

1 **性别 6.333 3.061 4.281 0.039 

2 年龄 ‒0.765 1.020 0.563 0.453 

3 **学历 ‒2.525 1.186 4.536 0.033 



386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第 12 卷 
 
 
 
 
 

表 2(续)  

序号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卡方值 显著性 

4 是否有固定的采购供应商 0.123 0.938 0.017 0.895 

5 *是否索要采购凭证 3.928 2.296 2.927 0.087 

6 是否有固定的销售对象 2.213 1.459 2.303 0.129 

7 *是否主动向购买者提供小票 ‒1.925 1.101 3.055 0.080 

8 *当前市场上的食品安全质量的整体情况 ‒2.886 1.703 2.872 0.090 

9 对食品质量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关注度 1.665 1.148 2.106 0.147 

10 *发生质量安全问题所需要承担责任 1.642 0.865 3.601 0.058 

11 **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了解程度 3.912 1.786 4.796 0.029 

12 对消费者追溯能力的判断 2.673 1.646 2.639 0.104 

13 对自己追溯能力的判断 ‒2.166 1.446 2.244 0.134 

14 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对促进食品销售的作用 0.095 0.552 0.03 0.863 

15 企业/店/摊位参与追溯体系的难度 ‒0.347 0.529 0.429 0.512 

16 建设追溯体系能够接受的预算 1.401 1.060 1.746 0.186 

17 政府对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相关责任人的惩罚力度 0.850 0.583 2.126 0.145 

18 *政府对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补贴 ‒1.804 0.937 3.708 0.054 

19 常量 ‒7.433 2.782 7.141 0.008 

注: *、**分别表示在 10%、5%水平上显著。 
 
(2)购销行为对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意愿的影响 
在采购时索积极要采购凭证对参加追溯体系意愿有

正向显著影响, 而销售时主动提供销售凭证对参与追溯体

系意愿呈反向影响。销售者采购时主动索要采购凭证可看

作一种追溯行为, 有此行为习惯的销售者可认为有一定的

具有追溯的潜意识和行为认知的, 从而意愿明显。提供销

售凭证的影响与假设相反, 推测主动提供购销凭证只是作

为结账凭证用, 而并非为了方便消费者追溯责任。 
(3)食品安全状况的认知对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意

愿的影响 
食品销售者对当前市场上食品安全状况的判断对参

与追溯体系意愿有显著影响, 认为食品安全状况越严重的

销售者参与意愿率越高, 表明销售者有意愿通过食品安全

监管机制参与改善和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4)追溯体系的认知对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意愿的

影响 
食品销售者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了解程度对参与

追溯体系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即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了解程度越高, 销售者的参与意愿越高。表明销售者深入

了解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知识, 对食品安全追溯制度在保障

食品质量安全上发挥的作用拥有更高的信任度。 
(5)外部环境影响对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意愿的影响 
食品销售者在发生质量安全问题所需要承担责任的

判断对参与追溯体系意愿有显著影响, 认为在发生质量安

全问题所需要承担责任大的销售者参与意愿更高。从责任

与风险转移角度出发, 销售者可通过回溯作用将属于生产

者的责任与风险转移, 从而促进销售者参与追溯体系, 与
刘增金等[12]研究结论相同。此外, 政府对参与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的补贴与销售者参与追溯体系意愿呈反向显著影响

关系, 认为政府补贴好的销售者参与追溯体系反而意愿降

低, 但这并不能说明政府补贴政策不利于推进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实施, 该现象很可能与销售者潜意识中认为政府补

贴越好其附加条件越高、申请越困难复杂等原因相关, 从
而打击了参与的积极性。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在网络和线下对食品销售者进行问卷调

查, 并运用描述性统计和模型统计进行数据分析, 研究了

食品销售者参与食品追溯体系意愿情况, 得到以下主要结

论: (1)食品销售者整体对于食品追溯体系的了解程度比较

低, 但参与食品追溯体系的意愿整体比较高。(2)食品销售

者的性别影响其参与追溯体系的意愿, 女性多方因素考虑

的思维特点决定其对于参与追溯体系的决策更为保守。(3)
采购时主动索要采购凭证、对食品追溯体系的了解程度显

著影响销售者参与食品追溯体系的意愿, 销售者的信息追

溯意识以及对追溯体系的深入认知对销售者积极参与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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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追溯体系有重要的推动作用。(4)市场上食品质量安全

状况严重以及在发生质量安全问题需要承担重大责任的认

知促进销售者参与食品追溯体系, 表明出于对追溯体系在

食品安全管理上的信心以及追溯作用实现的责任与风险规

避考量, 销售者可更放心的经营可追溯食品。(5)政府补贴

力度对销售者参与食品追溯体系的意愿呈反向影响。一般

认为政府补贴可降低销售者的参与成本, 提高参与意愿; 
但是从补贴力度与附加条件要求高度、申请困难和复杂程

度呈一定关联的角度考虑, 让销售者望而却步, 反而造成

销售者参与意愿不高。 
根据本研究结论, 对广西地区实施食品安全追溯体

系政策的建议如下: (1)加大对食品追溯体系的知识宣传, 
一方面增强食品销售者的追溯意识, 另一方面帮助食品销

售者理清追溯体系在信息与责任的回溯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提高销售者对食品追溯体系在食品安全管理上的信任与信

心, 达到向上约束生产者的行为、向下传递食品安全信息

到消费者的目的, 营造良好的市场风气。(2)加大食品安全

监管力度, 严格执法。政府部门应明确食品安全问题的责

任主体, 严格执行监督管理, 提高食品安全问题责任人的

违规违法成本, 促使销售者提高食品安全的管理主管能动

性, 利用追溯特性规避风险, 从而提高其参与食品追溯体

系的积极性。(3)鼓励销售者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 
在初期应适当减轻销售者的成本负担, 政府应在充分考量

销售者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难度的情况下发放补贴优

惠政策, 降低补贴门槛、简化申请程序, 切实降低销售者

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顾虑与成本, 调动其参与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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