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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疯牛病等食品质量与安全问题的爆发，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对食品质量与安全问题高度关
注，用以解决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并恢复消费者对食品质量与安全信任的食品可追溯体系逐步出现，目
前已在全球范围内初步形成。
为了探究消费者对食品可追溯体系的接受度与期望、支付意愿以及食品可追溯体系在消费者购买决策
中的作用，国外学者对食品可追溯体系中的消费者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这些文献为我们理解消费者对食品可追溯体系的需求与期望，从而积极推进本国食品可追溯体系的发
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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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如果企业实施较低标准的可追溯体系，可能不能完全识别食品安全风险或无法召回问题食
品，那么：（1）将给同行业内实施高标准可追溯体系的企业带来损失，如消费者信任度的下降；（2
）给供应链内的下游企业带来追溯风险源头和召回产品的时间与经济损失；（3）人们由于消费不安
全食品损害健康而发生相关费用或损失，从而具有负外部性。
食品可追溯体系外部性的存在，使得企业的私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相背离，企业追求
自身利益最大化，使得低标准可追溯食品供给过度，高标准可追溯食品供给不足，由此必然会导致社
会资源配置偏离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引起市场失灵。
　　二实施食品可追溯体系市场失灵的经济后果　　实施食品可追溯体系市场失灵而引发的经济后果
主要表现在：　　（一）现实中可追溯食品的标准低于社会最优标准　　实施可追溯体系的标准越高
，企业额外生产成本越高，供给不受影响的前提是其成本得到补偿。
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公共物品属性，使得市场上不同标准的可追溯食品价格相同或相近，企
业受利润目标的驱动，也会执行较低标准的可追溯体系以增加收益，因而在缺乏足够的外界刺激或管
制约束的情况下，生产者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的个体最优可追溯信息与可追溯食品必然低于社会
最优标准。
　　（二）不利于消费者购买决策，降低消费者支付意愿　　市场失灵使消费者在进行可追溯食品的
选择时，面临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性风险，由于缺乏做出购买决策的有效信息或害怕交易受损，消费
者以支付意愿衡量的可追溯食品的价值可能低于社会最优标准，消费者也可能放弃或减少可追溯食品
的购买，或主动收集信息而提高交易成本，从而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并造成市场的低
效率。
　　（三）降低社会福利　　市场失灵不仅使实施高标准可追溯体系的生产者利益受损，而且低标准
的可追溯体系难以在事前提供有效信息，预防食品安全风险，也难以在事后识别风险来源，或降低食
品安全问题对公众健康的损坏，从而导致社会福利水平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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