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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蔬菜质量安全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湖北、山东、浙江和广东等地的实地调研，运用新制度经济
学等相关领域的理论，对我国的政府监管者、蔬菜生产组织、农产以及消费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进
行了探讨，揭示出一幅有较大可信度的我国蔬菜安全运作的逻辑图，并初步得出一些相关结论，为我
国政府制定食品安全方面的政策提供可靠依据。
    读者对象：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以及从事食品安全领域的相关政府和社会的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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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蔬菜的质量属性与蔬菜安全的信用性　　1.1　蔬菜的质量属性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通常
都假定物品是同质的，同一物品内部各种属性是清晰可辨的。
但Malinvaud（1972）在他的微观经济理论教科书中认识到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有许多质量识别维度。
他认为，实际上，许多产品或多或少都具有一个质量空间，可以将具有不同的质量维度的同类商品视
为不同的商品。
　　蔬菜质量，又称为蔬菜品质，不是一个可以简单描述的概念，无法从单一的角度来描述或评测，
它应该通过指定“质量”所具备的多个维度来度量。
Kramer&Twigg（1970）指出，蔬菜品质包括客观方面即产品的基本属性和主观方面即“一定的需要”
两个方面。
客观方面是指和消费者嗜好无关的关于蔬菜感官、营养卫生、工艺特征的中性描述；而主观方面则是
消费者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对产品的要求，可以根据蔬菜能否满足标准和人们需要以及满足的程
度来考察其质量的好坏和高低。
《农业大词典》中将蔬菜的品质描述为蔬菜内在和外在的质量。
内在品质为营养品质，外在品质为商品品质。
前者主要是指营养成分，如维生素、矿物质、特殊芳香物质、蛋白质、脂肪及有机酸等的含量，以及
有害物质残留量的有无和高低等，对人体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后者则侧重于外观的商品性状，如大
小、形状、色泽、质地等，是商品分级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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