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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以食为天。
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关系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我国的国际形象。
2008年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引发的奶制品安全事件，给婴幼儿的生命健康造成很大危害，给我国奶
业以至整个食品行业声誉带来极坏的影响，也说明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任重道远，需要社会各界的共
同关注和努力。
　　我国科技界十分重视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在食品质量安全的战略研究、科学普及、种养加技术研
发和示范、检测技术研发、质量标准研究等等多个领域贡献着力量。
特别是，“十五”期间科技部专门设立了“食品安全关键技术”重大科技专项，先后共投入10亿多元
，加强技术攻关与集成，大力加强关键检测、监测和监控技术与仪器设备的研究开发，一批关键技术
取得了突破，与国际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大为接近，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食品安全技术支撑体系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既是科技问题，更是管理问题、制度问题。
近年来，我国政府颁布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加强了管理体制建设，强化了源头投入
品监督、农业标准化生产、产品质量认证和质量检测等项工作，农产品总体质量安全水平得到较大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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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传递问题研究》从经济学的视角，以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为理论基
础，对信息不对称的农产品市场上农产品质量安全现状、农产品质量信息的传递形式、不同流通体系
下的农产品质量信息传递特征、农产品市场上的不同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人的研
究，初步探讨了农产品质量信息传递效率的衡量方式，并借鉴发达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机制，进
一步提出我国农产品质量信息有效传递的框架结构和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战略及政策措施。
基于以上问题的研究，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1．农产品质量信息的不对称是农产品市场上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本身可以通过实施价格显示、质量担保、品牌战略和交易者制定经济合同等方式
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但以上方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的存在表明并不能只依靠市场本身或内部自发的力
量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还必须依靠市场之外的力量。
政府通过立法对农产品市场主体行为进行管制、政府对市场交易主体交易资格的审查和生产监管、政
府搜寻市场信息以及激励第三方向公众提供信息、行业协会的建立和民间组织与民间的公共协议等都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农产品市场上质量信息的不对称问题。
因此，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市场本身的力量、政府力量的分工配合和第三方的积极参与。
　　2．建立良好的质量信号传递机制，有助于将农产品的经验品和信任品特征转变为搜寻品特征，
从而促进质量信息在不同市场主体间的有效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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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农产品质量信息是商品的内在属性，一般消费者难以识别优劣，所以“优质不优价”的现象较为
普遍。
市场本身也会产生各种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方法，市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直接目的无非是交易
者使交易对方信任自己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以实现和扩大交易。
市场本身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价格显示。
最常见的价格显示法就是真货、优品的生产者将其产品价格长期保持在比较稳定的、比较高的水平上
，使消费者通过价格来识别真货、优品。
传统的“老字号”厂商几乎都运用这种价格显示法。
但是，如果产品高价被视为真货、优品的标识，那么假货、次品的生产者完全可以故意采用高定价格
来争夺市场，市场本身并没有能力阻止假货、次品的生产者这样做。
这样，消费者就无法通过产品价格来识别真货与假货、优品与次品。
真货、优品的生产者就无法通过实施价格策略来排挤假货、次品赢得市场。
　　另外，如果低价被视为假货、次品的标识，就无法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那就是即使真货、优品
的生产者扩大了生产能力，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产生产成本，也不愿或不敢降低产品价格，因为
其会担心自己的产品被视为假货、次品。
这样，生产真货和优品的生产者就会维持高价，其结果就是造成产品生产的过剩、产品生产能力的闲
置和消费者的福利损失，导致资源配置低效。
所以依靠价格信号显示是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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