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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消费者茶油购买行为实证研究


张　眉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２２５）

摘要　通过对广东省广州市２００位消费者的茶油认知和购买行为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建立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
型对影响消费者油茶购买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年收

入、是否关注健康信息、是否了解茶油、茶油品质及茶油价格是影响消费者茶油购买意愿的最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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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油是世界四大木本油料之一，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纯天然高级油料。目前我国食用油供需矛盾突出，每

年需从国外进口６０％的食用油，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食用植物油进口国［１］。２００９年国务院批准发布的《全
国油茶产业发展规划（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和近年来推行的林下经济发展战略，为推动油茶产业发展创造了良
好的环境［２］。近年来学者对油茶供给和消费行为进行了研究，余建辉等［３］通过估计的生产函数构建了油茶

供给决策模型，模拟结果显示对油茶供给潜力和利润影响最大的要素是投入弹性和产品价格。洪燕真等［４］

指出当前的油茶生产并未达到最优的投入产出水平，产量和利润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现有的研究主要

是从生产者角度对油茶供给进行的，但是油茶供给意愿的增强依赖于茶油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关于消费者

行为的研究对提高油茶产量、增加供给、引导健康消费意义重大。而目前研究指出消费者对茶油价值认知不

足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使得茶油市场失灵，潜在的市场需求无法转变为实际的市场需求［５］。性别、婚姻、受教

育程度、产品品牌、安全认证标志等是影响茶油购买的主要因素［６］。本研究根据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在茶

油的认知与购买行为等方面的调查结果对广州市场茶油消费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微观层面对茶油

消费者的需求动机与购买行为进行分析，为扩大消费者茶油购买意愿、促进我国茶油市场推广提出政策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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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调查方法

调查方式主要为问卷调查和访谈，选择在商场、广场、游乐场等人群密集的地方进行面对面随机抽样调

查。面对面访问能和受访者进行交流解释，可避免由于受访者对问卷内容阅读和理解困难而带来的调查误

差；随机调查能保证受访者被选中的机会是均等的，保证被调查者在总体中的均匀分布，不会出现倾向性误

差，也能保证受访者的完全独立，彼此间无一定的关联性和排斥性，代表性强［７］。调查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８—９
月，选取广州市白云、越秀、天河、海珠４个区的人口聚集地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２００份，有效问卷１７１份，
问卷有效率为８５．５％。调查内容围绕消费者对茶油的认知与购买行为展开，包括消费者的自身禀赋指标、
消费者对食用油的知情权认知、消费者对茶油的认知和评价以及对茶油的消费情况等内容。

２　数据与分析

２．１　被调查者基本特征
被调查者个人基本特征情况见表１。被调查者中男性比例为３２．１６％，女性为６７．８４％；年龄小于２１岁

的占４．６８％，２１～３０岁之间的占５９．６５％，３１～４０岁之间的占２０．４７％，４１～５０岁之间的占１２．２８％，５１～６０
岁的占１．７５％，６１岁及以上的占１．１７％；已婚者占５１．４６％；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的占４．６８％，初、高中的
２６．３２％，大专及以上的占６９％，说明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在被调查的月收入情况中，２０００元以
下的占７．０２％，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元的占３２．７５％，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元的占２５．７３％，４０００～６０００元的占２１．６４％，
６０００元以上的占１２．８７％；被调查者的健康状况较差的占２．９２％，一般的占１６．９６％，认为自己健康和非常
健康的占８０．１２％，说明被调查者健康状况较佳；平常了解健康信息的渠道排在前３位的是电视、广播，网
络，报纸、杂志。

２．２　消费者对茶油的认知及消费情况
在对消费者对茶油的认知及消费情况的调查中发现，在２０１２年购买过茶油的被调查者很少，有５６．２５％

的人没有消费过茶油。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消费者对茶油的了解甚少，在所有被调查者中只

有２５．７３％的人表示了解茶油，剩余７４．２７％的被调查者都表示对茶油不了解（表２）；第二，被调查者认为茶
油的价格较贵，有４９．７１％的被调查者认为茶油的价格较高，８３．６３％的受访人群只能接受价格低于６０元／
ｋｇ的食用油，而广州市场上茶油的价格一般在１００～１６０元／ｋｇ；第三，被调查者大多不了解茶油的营养价
值，在调查中发现有３．１２％的高收入群体，因为对茶油不了解，都选择购买橄榄油；第四，对茶油的质量不信
任，有２６．３２％的被调查者不购买茶油的原因是觉得超市的茶油难以识别真假；第五，觉得茶油口感差，１６．
３７％的被调查者认为茶油口感差，所以选择不购买，这部分消费者习惯了花生油或猪油，不习惯茶油的口感。

３　茶油购买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３．１　研究假设
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的著名行为模型，人类的行为（Ｂ）＝ｆ（Ｐ，Ｅ），即个人行为受到个人

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８］。我们结合茶油的消费特征，将消费者的自身禀赋指标、家庭相关因素、

消费者的购买和消费情况等因素纳入到茶油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中。

３．１．１　消费者的自身禀赋指标　国内外众多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受访者个人情况（年龄、学历、职业等）会
对因变量产生显著的影响［９］。

学者研究认为年龄与购买意愿负相关［１０］。年龄大的人群一般已经退休，收入偏低，而且对茶油等绿色

产品认知程度明显低于其他年龄层次［１１］，所以对环境产品、绿色食品更不愿意购买；但也有学者指出年龄较

大的受访者由于身体素质的下降和疾病的增加，会更注重身体的保健［１２］，所以对绿色食品的购买意愿更强。

研究假设１：年长者茶油购买意愿更强。
受访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对茶油的保健、美容等作用了解就更多，此外接触外界各类媒体、媒介的机会更

多，了解茶油等绿色食品的渠道越多，所以应该趋于支付［１３］。研究假设２：受教育程度越高，购买意愿越强。
在性别差异上，以往的研究发现男性对茶油等绿色食品认知程度略低于女性，购买意愿低于女性［１４］，同

时女性消费者是家庭生活用品的主要采购者，会比较关注食品的健康和安全。研究假设３：女性消费者购买
茶油的意愿较男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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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已婚者不仅会考虑个人的饮食偏好，更会顾及整个家庭成员的健康、饮食状况。研究假设４：已婚
者对茶油的购买意愿更强。

表１　被调查的基本特征情况

个人特征 类别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５５ ３２．１６
女 １１６ ６７．８４
≤２０ ８ ４．６８
２１～３０ １０２ ５９．６５

年龄 ３１～４０ ３５ ２０．４７
４１～５０ ２１ １２．２８
５１～６０ ３ １．７５
≥６１ ２ １．１７

婚姻 已婚 ８８ ５１．４６
未婚 ８３ ４８．５４

小学及以下 ８ ４．６８
受教育程度 初中 １６ ９．３６

高中（中专） ２９ １６．９６
大专及以上 １１８ ６９．００
２０００元以下 １２ ７．０２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元 ５６ ３２．７５

收入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元 ４４ ２５．７３
４０００～６０００元 ３７ ２１．６４
６０００元以上 ２２ １２．８７
较差 ５ ２．９２

健康状况 一般 ２９ １６．９６
健康 １１６ ６７．８４

非常健康 ２１ １２．２８
不关注 １３ ７．６０
偶尔 ４１ ２３．９８

平时是否关注有利于身体健康的信息 一般 ４０ ２３．３９
比较 ５７ ３３．３３
非常 ２０ １１．７０

电视、广播 ４４ ２５．７３
报纸、杂志 ３１ １８．１３

平时了解健康信息的渠道 网络 ３９ ２２．８１
（按重要程度列出３个） 产品包装上的标识说明 １１ ６．４３

政府部门 ４ ２．３４
销售场所的广告、公告 ９ ５．２６

公交广告 ６ ３．５１
朋友、亲戚介绍 ２５ １４．６２

其他 ２ １．１７

３．１．２　消费者的家庭相关因素　消费者的家庭相关因素主要包括：收入、健康状况、是否关注有利于身体健
康的信息等。在消费意愿研究中，收入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变量［１５］。茶油的市场价格是一般食用油的４～５
倍，作为一种高档消费食用油，收入高的家庭，主观上更关注身体健康、要求较高的生活质量；同时收入越高，

消费普通食用油数量越多，这些商品的边际效用递减，所以愿意购买茶油等高档食用油。研究假设５：收入
较高的家庭购买意愿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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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消费者对茶油的认知及消费情况的调查

个人特征 类别 人数 比例／％

不了解 ３２ １８．７１
是否了解茶油 不太了解 ９５ ５５．５６

了解 ４４ ２５．７３
看电视或听广播 ４５ ２６．３２
看报纸杂志 ３７ ２１．６４

您了解茶油的途径是（多项选择） 上互联网 ３１ １８．１３
亲朋好友 ３９ ２２．８１
医院 １１ ６．４３
其他 ８ ４．６８
较差 ３３ １９．３０

从质量上与其他食用油相比，您认为市面上茶油品质如何 相当 ８１ ４７．３７
较好 ５７ ３３．３３
较低 １９ １１．１１

从营养角度与其他食用油相比，您认为茶油的价格如何 相当 ６７ ３９．１８
较高 ８５ ４９．７１
较小 １７ ９．９４

与其他食用油相比，您认为茶油营养保健作用如何 相当 ９８ ５７．３１
较大 ５６ ３２．７５
较慢 ５３ ３０．９９

与其他食用油相比，您认为茶油消耗速度 相当 ８２ ４７．９５
较快 ３６ ２１．０５
较差 ３９ ２２．８１

您认为目前茶油的口感如何 一般 ９５ ５５．５６
较好 ３７ ２１．６４
不信 ２８ １６．３７

您是否信任茶油的营养保健功能 半信半疑 ８３ ４８．５４
相信 ６０ ３５．０９

低于２０元／ｋｇ ３７ ２１．６４
你一般买什么价位食用油 ２０～４０元／ｋｇ ６１ ３５．６７

４０～６０元／ｋｇ ４５ ２６．３２
高于６０元／ｋｇ ２８ １６．３７

养生 ２８ １６．３７
如果您购买茶油，首要考虑的因素 质量 ７２ ４２．１１

价格 ４４ ２５．７３
口感 ２７ １５．７９
价格贵 ３９ ２２．８１

如果您不选择购买茶油的主要原因 不了解茶油的营养 ５９ ３４．５０
口感差 ２８ １６．３７

难以识别真假 ４５ ２６．３２
送礼 ２２ １２．８７

如果您购买茶油，选择购买茶油的主要原因 茶油价格合理 ３９ ２２．８１
营养价值高 ７１ ４１．５２
其它 ３９ ２２．８１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越差，越关注食品安全，研究假设６：家庭成员健康状况越差，购买茶油的意愿越强。
消费者是否关注生活健康信息，说明了其对健康问题的认知态度。关注健康问题的人群，对茶油等绿色

食品信息有偏好。研究假设７：关注有利于身体健康信息者对健康茶油的消费意愿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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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消费者对茶油的认知及购买和消费情况　消费者对茶油的认知及购买和消费情况指标包括：是否了
解茶油及其品质、价格、营养保健作用、口感以及是否购买过茶油等因素。学者通过交叉分析，得出消费者对

消费品信息的了解程度影响其对产品的认知及购买决策［１６］。研究假设８：越了解茶油，对茶油品质、营养保
健作用等认知程度越高，之前购买过茶油的消费者对茶油购买意愿越强。

３．２　模型构建
建立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对消费者油茶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ｌｎ（ Ｐ
１－Ｐ）＝β０＋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３Ｘ３＋β４Ｘ４＋β５Ｘ５＋β６Ｘ６＋β７Ｘ７＋β８Ｘ８＋β９Ｘ９＋β１０Ｘ１０＋β１１Ｘ１１＋β１２Ｘ１２＋

β１３Ｘ１３。
模型中解释变量包括Ｘ１～Ｘ１３，各变量的定义及取值见表３，β０为常数项，Ｐ代表购买意愿，βｉ为模型参

数。

表３　变量定义

解释变量 具体变量 变量定义和取值

Ｘ１ 性别 两分类变量：女性＝１；男性＝２。

Ｘ２ 年龄 连续变量，单位：岁。

Ｘ３ 受教育程度 有序变量，共分３个等级：小学＝１；初中、高中、中专＝２；专科、本科及以上＝３。

Ｘ４ 婚姻状况 两分类变量：未婚＝１；已婚＝２。

Ｘ５ 家庭年收入 连续变量，单位：元。

Ｘ６ 身体健康状况 有序变量，共分４个等级：较差＝１；一般＝２；健康＝３，非常健康＝４。

Ｘ７ 是否关注有利于身体健康的信息 有序变量，共分５个等级：不关注＝１；偶尔＝２；一般＝３；比较＝４，非常＝５。

Ｘ８ 是否了解茶油 有序变量，共分３个等级：不了解＝１；不太了解＝２；了解＝３。

Ｘ９ 茶油品质 有序变量，共分３个等级：较差＝１；相当＝２；较好＝３。

Ｘ１０ 茶油价格 有序变量，共分３个等级：较低＝１；相当＝２；较高＝３。

Ｘ１１ 茶油的保健作用 有序变量，共分３个等级：较小＝１；相当＝２；较大＝３。

Ｘ１２ 茶油的口感 有序变量，共分３个等级：较差＝１；一般＝２；较好＝３。

Ｘ１３ 是否购买过茶油 有序变量，共分３个等级：从未＝１；偶尔＝２；经常＝３。

３．３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分别得出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Ｂ）、标准差

（Ｓ．Ｅ．）、Ｗａｌｄ统计量、自由度（ｄｆ）、显著度（Ｓｉｇ．）和幂指数Ｅｘｐ（Ｂ）。其中，显著度（Ｓｉｇ．）表示各个解释变
量Ｗａｌｄ检验的显著性水平，Ｅｘｐ（Ｂ）表示发生比率，用来测量解释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给原发生比带来的变
化。研究采用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Ｒ：基于偏最大似然估计的向前法进行回归分析，逐步回归的结果见表４。

表４的回归结果（Ｓｉｇ．）显示，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是否关注健康信息、是否了解茶
油、茶油品质、茶油价格是影响消费者购买茶油的最主要因素。

３．３．１　性别　从性别的回归结果来看，Ｂ系数为０．２７６，方向为负，Ｓｉｇ．值为０．００７，说明女性消费者购买茶
油的可能性更大，由于女性是家庭事务的主要承担者，会更加关注食用油的健康和安全，对茶油接触渠道和

机会更多，所以购买意愿更强。

３．３．２　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的Ｓｉｇ．值为０．０３９，Ｗａｌｄ值为５．２２５，Ｂ系数为正，说明受教育程度对茶油
购买意愿存在正向的显著影响作用。

３．３．３　婚姻状况　从回归结果看，已婚者购买茶油的可能性更大，这与假设中已婚者肩负家庭责任，要考虑
自己及整个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因此对茶油的购买意愿更强的假设相符。

３．３．４　家庭年收入　家庭年收入的Ｓｉｇ．值为０．０２５，Ｂ系数为１．５２９，方向为正，说明家庭收入越高，对茶油
的购买意愿越强；反之，收入较低的家庭，会趋向于购买价格更为便宜实惠的普通食用油。根据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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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越高，消费其它商品（如普通食用油）的数量越多，这些商品的边际效用递减，所以愿意支付价格以

获得茶油的边际效用。

表４　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ｄｆ Ｓｉｇ． Ｅｘｐ（Ｂ）

Ｘ１ －０．２７６ ０．１１１ ０．０３９ １ ０．００７ １．３１６

Ｘ２ ２．６４８ ３．００９ ４．７３２ １ ０．２８５ １．６３８

Ｘ３ ０．９０６ ５．６１８ ５．２２５ ２ ０．０３９ ４．７８２

Ｘ４ ４．７２３ ０．４８７ ４．２８９ １ ０．０４１ ７．９３１

Ｘ５ １．５２９ ４．８８３ １．６２６ １ ０．０２５ ０．２１６

Ｘ６ ０．４５３ １．８０２ ０．８０３ １ ０．４２７ ２．５３１

Ｘ７ ０．２５８ ０．１３７ ２．６３９ １ ０．０１６ ３．６５８

Ｘ８ ０．２３７ １．３３１ ６．７９４ １ ０．０１１ ３．２６５

Ｘ９ ０．１１７ ８．２５７ ２．１４６ １ ０．０３０ ０．１５８

Ｘ１０ －０．１２５ ０．３６８ ３．３３１ １ ０．００９ １．１５５

Ｘ１１ ０．２１５ ２．４７５ ０．２１９ １ ０．１４２ ４．２１２

Ｘ１２ ０．０１５ ３．３２６ ０．６２１ １ ０．１３６ ５．３６６

Ｘ１３ ０．１４４ ７．１８７ ０．３７３ ３ ０．０３３ ２．０２０

β０ ０．１２７ ３．３２７ ０．２１９ １ ０．９０３ １．４３１

３．３．５　是否关注健康信息和了解茶油　是否关注健康信息的回归结果中Ｂ系数为０．２５８，方向为正，Ｓｉｇ．值
为０．０１６；是否了解茶油的回归结果Ｂ系数为０．２３７，方向为正，Ｓｉｇ．值为０．０１１，说明越关注健康信息、越了
解茶油的消费者，购买意愿越强。究其原因，越了解茶油以及平时关注健康信息的消费者，对茶油具有营养

保健、护肤美容作用的信息获取更为积极主动，充分的信息对消费者的支付配置产生了重要影响，消费者信

息越充分，对茶油购买意愿越强。

３．３．６　茶油品质　茶油品质的回归结果中Ｂ系数为０．１１７，方向为正，Ｓｉｇ．值为０．０３０，说明茶油品质是影
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认为茶油品质较好的消费者购买意愿更强。

３．３．７　茶油价格　从茶油价格的回归结果看，Ｓｉｇ．值为０．００９，Ｂ系数为０．１２５，方向为负，认为茶油价格较
低的消费者购买意愿更强，认为茶油价格过高的消费者会选择购买价位便宜的其他食用油。

４　结论与启示

４．１　提高居民受教育程度，加大茶油宣传力度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茶油购买意愿越高，说明信息在购买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教育普及率达到一定程度，健康信息的获知，健康意识的增强，在消费束中才会出现与其他私人物品不可

替代的健康产品。政府借助媒体、网络、书籍、报纸、电视、交通工具等媒介加大宣传，丰富茶油是具有健康保

健及护肤美容作用的优质食用油信息，使消费者从数量、质量、效用等方面获取健康茶油的信息，提高消费者

茶油购买意愿。另一方面茶油的市场认知度远远低于橄榄油，国内的高端食用油市场基本被橄榄油占领，政

府应加大对茶油营养、保健作用的宣传力度，扩大茶油高端消费群体。

４．２　降低茶油价格，扩大市场需求
市场销售价格高是当前茶油市场需求小的重要因素，油茶种植户可通过抚育改造和更新改造、油茶企业

可通过对油茶的综合开发来降低油茶林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１７］。同时政府应加大对油茶种植户及油茶生

产企业的扶持力度，为其提供多层次、多方位的科技服务，制定并落实财政补贴政策，以降低茶油市场价格，

扩大市场需求［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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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茶油品质
品牌和产品质量是影响消费者购买茶油的又一因素。政府应加大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适应茶油市场健

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完善绿色食品企业认证标准体系，为消费者购买优质茶油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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