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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自 1983年首次获得转基因烟草植株以来，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

面积在持续增加，诸多抗虫、抗病、抗逆、高产的转基因植物新品种

陆续进入商业化生产阶段。 

运用转基因技术培育的植物新品种具有降低农药肥料投入、从而

缓解资源约束、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产品品质、拓展农业功能等重要

潜能。但同时，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也会带来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以

及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巨大风险，引起难以预期的后果。 

截至目前，经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评审，我国也已先后为

转基因棉花、大豆、油菜等作物发放了生物安全证书。2009年 8月，

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这让我

国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主粮可进行转基因种植的国家。 

尽管发放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并不等同于允许商业化生产，相关

种子企业还要通过严格审核获得转基因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经营

许可证后，方可进行种子生产经营，但随着主粮商业化生产的进程逐

渐加快，以及一些超市非法销售转基因大米等事件的发生，转基因这

一议题再次引发社会各界的集中关注。作为转基因作物及食品潜在风

险的直接承担着，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其对于

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也愈加谨慎，对知情权、选择权等权利诉求声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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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 

二、 研究目的 

全方位了解消费者在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商业化过程中的认知、所

持的态度与立场、所采取的行为以及心理诉求，以期深刻把握消费者

的认知应对、态度应对以、行为应对以及心理诉求应对。 

三、 研究内容 

针对消费者群体展开调查，主要内容包括：1）消费者对转基因

作物及食品的概念、商业化进程、标识管理等方面的认知程度；2）

消费者对标识的关注情况、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行为、对转基因食品

选择意愿； 3）对相关企业的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生产、加工、销售等

行为的态度，以及对食用转基因食品的健康隐患的担心等。 

四、 研究方法与执行 

4.1研究方法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严谨性，本课题采用了系统的定量研

究方法。通过定量调查问卷的形式，采集来自消费者的第一手数据，

为分析和研究提供详实、可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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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定量执行样本 

本课题选取了武汉、长沙两个城市（包括市区和郊区）的消费者

作为调查的样本框，被调查者年龄在 19-64岁，是在家庭中担当主要

食品采购者和决策者的消费者。 

根据统计学原理，被调查消费者的有效样本量计算公式为： N= 

Z2σ2/d2  

² Z为置信区间 Z统计量，为保证准确度，本次调查取置

信度 91.8%，对应 Z值为 1.74； 

² σ为总体标准差，一般取 0.4 ； 

² d为抽样误差范围 ，本次调查取 5%，以保证调查精确

度。 

则调研城市样本量 N= Z2σ2/d2 =1.742×0.42/5%2≈194 

² 考虑到有效问卷的比例不可能达到 100%，扩展 3%的

样本量，保证样本的代表性： 

N=194×1.03≈200（取 200） 

因此，2个城市的消费者调查的样本量为 400，实际回收有效数

据 401份。 

4.3定量执行时间 

此次调研执行周期是 201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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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转基因作物和食品消费者调查分析 

5.1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认知 

调研结果表明，消费者认知度普遍停留在“听说过”的水平，对

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缺乏深入的了解。虽然有 75%的消费者知道已有

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上市流通，但是，对于我国的主粮—水稻获得生

物安全证书的情况不甚了解，仅 26%的人知道。 

5.1.1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概念的认知 

调研表明（如下图所示），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概念的认知

度较高，有 90%的消费者听说过。 

图表 1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概念的认知 

 

5.1.2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了解 

调研表明（如下图所示），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普遍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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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概念的阶段，缺乏深入的了解。在听说过“转基因食品”概念的消

费者中，表示“了解”转基因食品的人有 14%，其中有 11%的消费者“比

较了解”，仅 3%的消费者表示非常了解。 

图表 2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 

 

5.1.3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上市流通情况的了解 

调研表明，消费者对已有转基因食品上市流通的情况比较了解。

在听说过“转基因食品”概念的消费者中，75%的消费者知道转基因食

品已经在市场上流通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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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上市流通情况的了解 

 

5.1.4对转基因水稻获得生物安全证书的了解 

调研表明，消费者对我国的主粮—水稻获得生物安全证书的情况

不是很了解，在听说过“转基因食品”概念的消费者中，仅有 26%的消

费者知道我国两种转基因水稻在 2009年 8月获得农业部颁发的生物

安全证书（如下图所示）。 

图表 4 消费者对两种转基因水稻获得生物安全证书情况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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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标识的关注 

5.2.1对“转基因成分标识”的接触 

调研表明，目前，虽然转基因豆油等许多食品已经在零售部门出

售，但是见过食品包装上“转基因成分标识”的消费者并不多，仅

42%的消费者见过，39%的消费者反映没有见过，还有 19%的消费

者不记得是否见过（如下图所示）。 

图表 5消费者对“转基因成分标识”的接触情况 

 

5.2.2对“转基因标识”的主动查找行为 

调研表明（如下图所示），虽然早在 2002年农业部就发布了《农

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也有了很多转基因食品在流通，但是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对“转基因标识”的关注度并不高，仅有 22%

的消费者会经常查看此标识，15%的消费者从不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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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认知调研”和“消费者对转

基因作物和食品存在健康隐患的担心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消费者不

是因为对转基因食品完全没有顾虑所以不注意对转基因成分进行分

辨，而是因为对转基因农作物产品和相关知识和规章的不了解，使得

消费者疏于分辨。 

图表 6消费者对转基因成分标识的主动查看行为 

 

 

 

5.3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购买行为和态度 

调研结果表明，目前，消费者对“转基因标识”关注的不多；仅

28%的消费者确定“买过”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多数消费者不愿意购

买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特别是对于 13岁以下儿童和婴儿抵抗力

较低人群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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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购买行为 

调研表明，消费者对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购买率较低，有 72%

的消费者“没有买过”或“没注意是否买过”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当消

费者得知平常食用的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时，购买率会有所下降，有

74%的消费者会减少或者停止购买。 

具体调研情况如下（如下图所示）： 

28%的消费者确定“买过”含转基因成分的食品；而有 28%的消费

者确定 “没有买过”；还有 44%的消费者 “不知道，没注意是否买过”，

这部分消费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转基因食品。 

图表 7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购买行为 2-1 

 

调研表明（如下图所示），当消费者知道平常购买的食品含有转

基因成分时，有 26%的人会“继续购买，数量和平时差不多”；48%的

消费者会“继续购买，但会减少购买数量”；26%的消费者会“马上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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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 

图表 8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购买行为 2-2 

 

5.3.2对含转基因成分食品的选择意愿 

调研表明，多数消费者不愿意购买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产品，特别

是对于 13岁以下儿童和婴儿抵抗力较低人群的食品。 

具体调研结果如下（如下图所示）： 

对于“13岁以下儿童食品”、“婴儿米粉”，分别有 81%、83%的消

费者会倾向于选择购买“不含转基因成分的产品”。 

其他，对于“米制品”、“食用油”等大众化食品，会选择含有转基

因成分的消费者也都不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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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消费者对几类转基因食品的购买选择意愿 

 

价格的降低会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购买意愿，但是影响不

大。调研表明（如下图所示），无论价格如何，选择转基因食品的消

费者都不到 30%，在非转基因食品价格低于转基因食品 30%以上的

情况下，会选择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也仅有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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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消费者对不同价位转基因食品的购买选择意愿 

 

5.4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相关企业行为的态度 

课题组对听说过转基因概念的消费者进行了“对转基因作物及食

品相关企业行为态度”调研，从调研结果看，消费者对企业的有关转

基因作物食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行为持“比较赞成”态度的均不到

27%， “非常赞成”的消费者不到 6%。 

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不标识行为反应强

烈，有 89%的消费者表示会对有此类行为的企业的印象变差。 

企业“使用转基因原料”的公开承诺可以一定程度上打消消费者

的顾虑，38%的消费者会更愿意购买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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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对企业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生产加工等行为的态度 

多数消费者都反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种植、加工、销售、进口

等行为，尤其是对“销售转基因作物和食品”、“进口转基因作物”和“进

口转基因作物种子”的进口行为，持反对态度的人分别有 30%(9%非

常反对，21%比较反对)、38%（9%非常反对，29%比较反对）、34%(9%

非常反对，25%比较反对)，反对声音较高，对各项商业化行为非常

赞成者不到 6%（如下图所示）。 

图表 11 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商业化的态度  

 

5.4.2对“企业承诺不使用转基因原料行为”的态度 

调研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不标识行

为反应强烈。如果得知某企业有上述行为，有 89%的消费者表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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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印象变差，其中，有 54%的消费者表示会对其印象“明显变差”

（如下图所示）。 

图表 12 消费者对企业不标识行为的态度  

 

从具体调研结果来看（如下图所示），对于“公开承诺不使用转基

因原料”的企业， 38%的消费者会更愿意购买其产品，有 34%的消费

者会保持原来的选择不变，28%的消费者认为“无所谓”。  

图表 13消费者对 “公开承诺不使用转基因原料” 企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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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潜在健康隐患的担心 

调研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潜在健康隐患很担心。

26%的消费者表示“非常担心”，42%的消费者表示“比较担心”，仅 1%

的消费者完全不担心（如下图所示）。 

图表 14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潜在健康隐患”的担心 

 

5.6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商业化影响的看法 

调研表明，总体而言，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在生态环境和

食品安全方面影响的看法并不乐观，各有 41%的消费者认为在生态

平衡、食品安全两方面的“影响是负面”的，仅分别有 17%、22%

的消费者认为“影响是比较积极”的，其中认为影响“非常积极”的

不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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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5 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商业化影响的看法 

 

5.7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商业化社会总效应看法 

消费者目前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商业化发展的利弊总体持保

守、谨慎的看法。调研表明（如下图所示），对于转基因作物和食品

商业化总体社会效应，38% 消费者认为“不好说”利弊如何，各有 22%

的消费者认为“利大于弊”、“弊大于利”，还有 18%的消费者认为“利

弊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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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 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商业化总体社会效应的看法 

  

5.8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决策参与权的诉求 

调研表明，目前，消费者有较高的转基因作物及食品商业化发展

决策参与权诉求，大多数消费者希望政府在批准转基因作物大面积种

植和上市前征得其意见（33%非常希望、32 %比较希望）（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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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 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商业化决策参与权的诉求 

 

5.9对加强转基因作物及食品安全管理措施的态度 

调研表明，多数消费者对各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安全管理措施持

赞同态度。其中，非常赞同的是“加强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标识专项

执法检查”（“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此措施的人分别有 51%、31%）；

其次，比较赞同的措施是“对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进行标识”（“非常

同意”和“比较同意”此措施的人分别有 34%、44%）；另外，“在超市内

设立转基因作物和食品专卖柜”（ 23%非常同意，40%比较同意）、“加

强有关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宣传”（ 24%非常同意，36 %比较同意）

也是消费者比较认可的措施（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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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 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安全管理措施的态度 

 

六、 结论与建议 

从调研结果看，武汉、长沙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度并不

高，普遍停留在“听说过”的阶段；消费者对参与决策的诉求较高。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中》第二十

三条中提到：应使公众能够获得转基因生物的有关信息、资料；转基

因生物的决策过程中应征求公众的意见，并向公众通报决定的结果。

鉴于目前消费者的认识水平、参与决策诉求和我国作为《卡塔赫纳生

物安全议定书》缔约方的职责，建议有关部门应加强对有关信息的宣

传、公开，充分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赋予公众决策参与权。 

从调研结果看，目前，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健康隐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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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担心；对非转基因食品的购买倾向明显；对企业的转基因作物及食

品的生产、加工、消费等行为支持率不高；对企业不进行“转基因成

分标识”的违法行为反应强烈。建议有关企业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进行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生产、加工、销售。 

从调研结果看，消费者对加强“对转基因作物和食品标识专项执

法检查”、 “对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进行标识”等多项转基因作物及

食品的监管措施持赞成态度，建议监管部门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律法

规，加强执法力度，充分保障消费者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