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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对农产品可追溯系统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比较了国内外实施可追溯系统的状况，实
地调研了消费者对可追溯产品的支付意愿，并根据企业和相关机构访谈结果，对我国可追溯系统的全
貌进行了阐述和讨论。
本书涉及的主要研究内容及成果有：首先对我国农产品可追溯系统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特别是对
我国两类最具代表性的可追溯系统进行了较全面的比较和分析。
其次，对消费者支付意愿进行了实证研究。
最后，阐述论证了与可追溯系统相关的五个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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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我国实施农产品可追溯系统的基础理论分新　　农产品可追溯系统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划
分为不同的种类，系统具有网络经济性、外部性等特征。
在我国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建立农产品可追溯系统的必要性。
农产品可追溯系统的主体涉及供应链上的所有环节，这些主体具有各自不同的实施动机，只有各个环
节的利益得到保障，可追溯系统才能顺利地实施。
质量认证系统与可追溯系统之间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有些质量认证系统如HACCP、ISO2000等与可
追溯系统之间关系密切，若在企业中能有效实施，将为企业可追溯系统的建立奠定良好的基础。
　　2.1　农产品可追溯系统及其主要特征分析　　2.1.1　农产品含义　　不同组织对农产品有不同的
界定，含义宽泛程度也不相同。
　　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条的规定，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
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包括食品（如植物性、动物性、食用菌类）、饲料、纤维、药材等
。
这是狭义的农产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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