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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对消费者重购意愿

影响研究

陈　琦，王冠楠，赵　蒙，胡祥培

摘　要：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能够有效解决传统溯源系统中 安 全 性 低 和 透 明 性 差 等 问 题，提 升 消 费 者

购物体验。然而，考虑到农产品和消费者自身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该 系 统 的 实 施 在 消 费 者 购 买 决 策 中 的 重 要

性，尤其针对重购意愿，仍存在不确定性。从社会技术视角出 发，对 农 产 品 区 块 链 溯 源 相 关 的 消 费 者 评 论 进

行实证研究，运用内容分析法提取 消 费 者 的 感 知 和 意 愿 要 素，将 非 结 构 化 评 论 数 据 量 化；并 利 用Ｌｏｇｉｔ回 归

模型分析消费者重购意愿的影响因素，阐明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中消费者重购意愿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

区块链溯源系统能够提升消费者的重购意愿；农产品价格和产地属性在系统应 用 和 消 费 者 重 购 意 愿 的 关 系 中

起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不仅能完善消费者行为研究体系，同时也为区块链在农产品领域的应用推广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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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区块链溯源技术蓬勃发展。尤其是在农产品行业，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存储、多

方共识和不可篡改等特性，能够提高农产品数据的透明度和对称性，有效解决传统溯源系统中安全

性低、透明性差等问题。我国先后颁布 《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关

于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应用和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规定，要求政府、相关企业抓住数字技术发

展的潮流和机遇期，推动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建立全程可溯源、监测的农产

品管理体系。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推广是提高我国农产品质量，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

径之一。
考虑到区块链技术的潜在价值，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被广泛看作是促进消费者积极购买决策

的重要工具［１］。然而，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对溯源农产品的购买频率较低［２］。由于农产品

区块链溯源系统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系统呈现的信息很难被消费者确认，消费者难以判断溯源

农产品的质量是否符合预期，进一步降低了再次购买的意愿［３］。因此，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在消

费者对农产品的购买决策的重要性，尤其针对重购意愿，尚需要进一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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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技术视角，聚焦于区块链技术在农产品溯源领域的应用。例如，吴晓

彤等对传统溯源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构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农产品溯源系统，提高农产品溯源的

可靠性与安全性［４］。Ｗａｎｇ等提出在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基础上，通过系统安全分析和实验结

果证明系统的可行性与适用性［５］。在系统改良与提升方面，学者们也力求从系统架构和算法性能上

提高溯源系统的效用［６］［７］。然而，较少研究从社会互动视角分析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对消费者购

买决策的影响。在不同的技术要素驱动下，面对不同属性的农产品时，消费者的需求和动机不同。
因此，有必要从技术视角，以及产品和消费者等社会视角出发，探究农产品溯源系统中消费者购买

决策背后的深层机制。社会技术理论旨在探究新兴技术背景下技术、任务和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农

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其使用过程就是用户、溯源系统和农产品间的交互过程。
因此，社会技术理论能够很好地诠释农产品区块链追溯系统中技术、产品和消费者间的关系，弥补

已有研究理论基础的局限性。
在研究内容上，很多学者主要围绕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定义和作用等方面开展研究。例如，汪汇

涓等回顾了国内外农业溯源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历程，详细阐述了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概念与特

征［８］。生吉萍等对区块链赋能农业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剖析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对供应链绩效

和创新的作用［９］。在研究方法上，大多采用质性分析等定性方法开展研究。例如，Ｄｅｍｅｓｔｉｃｈａｓ等

通过广泛的文献综述，展望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１０］。Ｋｒａｍｅｒ等基于探索性访

谈，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讨论农产品区块链溯源领域值得研究的因素［１１］。然而，目前研究较

少关注溯源系统中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研究，且缺乏消费者购买决策相关方面的实证

分析。
在农产品区块链溯源情境下，溯源系统能够向消费者提供已购农产品的全部信息，使消费者对

区块链溯源农产品的感知区别于传统农产品。同时，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重购意愿还可能会受到其他

因素的影响。例如，农产品的价格和产地等属性，以及消费者以往的购买经验等特征都能够显著影

响消费者对已购农产品的感知，进而影响其再次购买的决策［１２］。从社会互动视角探索消费者重复

购买决策背后的深层机制，不仅能够提升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重购意愿，还可以增强溯源农产品的竞

争优势，推动企业利润增长，使更多企业意识到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重要性和价值意义所在。
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中消费者的重购意愿问题，具体包括：
（１）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应用是否可以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重购意愿？（２）哪些因素会影响

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对消费者重购意愿的作用？

针对以上研究问题，本文根据社会技术理论，充分考虑区块链溯源系统、农产品属性和消费者

特征的作用，构建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中消费者重购意愿的影响要素模型。通过收集电商平台上

与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相关的消费者评 论，提 取 各 类 消 费 者 的 感 知 和 意 愿 要 素，利 用 内 容 分 析 法 和

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分析验证各要素对消费者重购意愿的影响作用，进一步验证研究模型和假设，探究

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与消费者重购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消费者行为研究体系，
同时也为区块链在农产品领域的应用推广提供参考。

二、研究模型与假设提出

社会技术理论旨在探究人类、技术和任务之间的关系，其价值在于同时强调技术因素和社会因

素的作用［１３］。其中，技术因素主要指人为工具，用于解决问题、实现目标或服务于人类感知；社

会因素主要指个人或组织，以及相互之间的关联和属性。社会技术理论认为，技术是人类选择和行

动的产物，而人类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技术及其后果。人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受任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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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或组织特征等因素的影响［１４］。
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区块链技术的使用，学者们开始关注人们与这项技术之间的交互关系。例

如，孙中苗等提出，奢侈品牌消费者能够利用区块链技术获得产品供应链每一环节的流通信息，防

止产品欺诈和假货［１５］。刘利等发现，跨境电商消费者能够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自动执行

智能合约等特性，核实所购产品的生产厂商、电商平台等参与各方是否信守承诺，从而降低交易风

险［１６］。农产品区块链溯 源 系 统 的 应 用 情 境 具 有 复 杂 性，包 括 众 多 任 务 环 节 和 利 益 相 关 者。因 此，
农产品溯源系统情景由高度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社会和技术要素组成，其中一方面的变化将会对

另一方面产生影响。作为溯源链条的终端，消费者是促进溯源农产品发展的重要力量。农产品区块

链溯源系统能够提升消费者的信息获取和判断能力，增强消费者对农产品品质的评估能力。同时，
消费者重复购买决策能够激励相关企业应用区块链溯源系统，促进系统特性不断发展［１７］。而消费

者与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还受农产品属性和消费者特征的影响。
基于社会技术理论，本文提出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中消费者重购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 （如图

１所示）。其中，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应用、农产品属性 （如价格、产地）和消费者特征 （如

购买经验）是影响消费者对溯源农产品重购意愿的重要因素。同时，结合研究背景和研究数据的特

点，本研究将用户会员、评论数和点赞数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以控制电商平台上用户之间的社交

活动对个体重购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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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中消费者重购意愿的研究模型

（一）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与消费者重购意愿

社会技术理论指出，在复杂商业环境中，新兴技术的引入能够创造和维护一种新的社会互动过

程，并对个体感知和行为意愿产生积极影响［１８］［１９］。例如，在电子商务情景下，社交购物网站特性

能够显著提升产品信息的感知有用性和正确性，促进消费者积极的购买决策［２０］。由于区块链技术

具有去中心化、透明公开、不可篡改、分布式存储等特点，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具有真实可靠和

高效便捷等技术特性。它能够以溯源二维码的形式向消费者提供方便准确的生产、加工、存储、物

流和销售等环节信息，以及各环节监管机构的检测报告。消费者在收到农产品后，可以使用智能设

备扫描农产品外包装上的溯源二维码获取产品溯源信息，并根据检测报告等判断信息的真实性。这

种基于农产品生产全过程的溯源模式不仅能够消除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还能增强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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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的感知，促进消费者与产品建立长期稳定的联系［２１］。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应用正向影响消费者的重购意愿。
（二）农产品属性的调节作用

根据社会技术理论，个体与技术之间的交互活动 受 到 不 同 任务 目 标特 性的 影响［１４］。尤其是在

电商情景下，消费者通常依靠产品的价格和产地属性增加对产品市场价值和质量安全的认知，以减

少利用网络购买时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２２］。因此，产品属性 （包括价格、产地等）能够有效调节

技术和消费者购买决策间的关系。
农产品属于日常生活消耗品的范畴，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性很高。由于区块链技术投入成本和

农产品生产标准较高等原因，区块链溯源农产品的价格一般会高于同类农产品，并对消费者的重购

意愿产生影响。在农产品区块链溯源情景下，消费者更多关注产品价格［２１］。当农产品价格较高时，
尽管溯源系统能够为消费者展示真实准确的产品信息，消费者仍会对购买后利用溯源系统判断农产

品品质的必要性产生质疑。他们可能转而购买未应用溯源系统但价格较低的同类农产品，从而降低

了对溯源农产品的重购意愿［２３］。但当农产品价格较低时，消费者意识到只需为溯源系统支付少量

溢价，就能够应用溯源系统对产品信息进行查询和验证，减少判断产品质量安全所耗费的精力，进

而选择再次购买该产品［２４］。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农产品属性 （价格）负向调节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应用与消费者的重购意愿的正向

关系。
产地信息是衡量农产品质量的关键外部线索，能够引导消费者选择符合需求的产品。结合社会

技术理论中任务目标特性对消费者与系统技术交互的影响，产地作为农产品的重要属性之一，能够

影响溯源系统和消费者重购意愿间的关系。具有产地标识的农产品主要以地级或地级以下行政区划

的具体名称命名，向消费者传达农产品独特的品质信息［２５］。然而，农产品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存在

一定的机会主义行为，引发产地伪造假冒的现象。这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消费者对地域特色农产品的

购买风险［２６］。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能够精确记录农产品原产地 的 位 置 信息，使得数据录入系统

后无法被篡改和伪造。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购买有产地标识的农产品后，可以应用溯源系统对产

地信息进行有效验证，降低对其真实性的不确定性，从而选择再次购买该产品。而针对没有产地标

识的农产品，消费者对其产品信息的验证需求并不高。尽管溯源系统也能为他们提供产品的生产和

运输信息等，消费者仍可能购买未使用溯源系统的同类农产品。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农产品属性 （产地）正向调节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应用和消费者的重购意愿的正向

关系。
（三）消费者特征的调节作用

社会技术理论指出，个体特征是影响个体和技术间交互的重要因素，其可以使得技术对个体行

为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尤其是在电商情景下，消费者可以根据以往的购物经验，有针对性地选择

满足自身需要的 信 息，来 建 立 对 产 品 质 量 和 卖 家 信 誉 的 感 知，进 而 影 响 自 身 购 买 决 策［２７］。因 此，
不难看出，电商情景下的个体行为 决 策 会 随 着 消 费 者 购 买 经 验 的 变 化 而 变 化［１４］。已 有 研 究 表 明，
有购物经验和没有购物经验的消费者群体在购物意愿等方面存在差异［２８］。相比于有购物经验的消

费者，信任会显著影响没有购物经验的群体的网络购物意愿。
在农产品区块链溯源情景下，与潜在消费者相比，有购买过溯源产品的群体更了解整个农产品

购买过程，熟悉如何利用溯源系统对农产 品 进 行 全 程 溯 源 查 询。除 了 农 产 品 区 块 链 溯 源 系 统 的 作

用，他们再次购买农产品的意愿更有可能被产品质量和运输速度等其他因素所影响。因此，对于农

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对消费者重购意愿的促进作用，有购买经验的消费者群体，其对农产品的重购

意愿相较于没有购买经验的群体更低。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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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４：消费者特征 （购买经验）负向调节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应用和消费者的重购意愿的

正向关系。

三、研究方法与分析结果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建立二元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探究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对消费者重购意

愿的影响。首先，收集与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相关的消费者评论，利用内容分析法对评论进行编

码，得到评论编码表。然后，依据评论编码表，采用人工标注的方法，将非结构化的消费者评论转

化为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能够分析处理的形式。最后，通过构建二元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深入分析各变量之

间的关系，探究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能否影响消费者重购意愿，以及如何对消费者的重购意愿产

生影响，验证研究提出的模型和假设是否成立。
（一）数据搜集

近年来，国内电商平台逐渐将资源和精力投入到数字技术和农业科技等领域，将农业作为首要

核心战略，通过引入区块链技术实现农产品全程溯源，快速、持续地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信息的需

求，不断改善消费者购物体验，增加消费者购物频率。
研究表明，消费者在网络平台发布的在线帖子或评论反映了自身实际的需求、愿望和未来的行

动计划［２９］。目前，消费者评论数据已广泛应用于消费者重购意愿的挖掘和分析研究。例如，Ｚｈｏｕ
等通过情感分析方法挖掘文本评论中的消费者态度和情绪，构建情感计算模型获取消费者重购意愿

的量化值［２９］。Ｚｈａｎｇ等利用人工和机器学习相结 合 的方 法对 消 费者 评论 中的 重购意 愿变量进行标

注，通过结构方程模型 进 一 步 探 究 影 响 消 费 者 重 购 意 愿 的 因 素［３０］。本 研 究 搜 集 了２０１８年６月 至

２０２２年６月期间，引入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电商平台中１０　１３４条消费者评论，包括日用生活

类 （如米、面、粮、油等）和高档消费类 （如燕窝、海参、鹿茸、人参等）等多种类别的农产品。
通过人工筛查的方法，删除推广刷评等噪声评论数据，对剩余的１０　０００条评论数据进行后续研究。
其中，在应用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农产品销售页面中搜集评论５　０６８条，在同类型未应用的农产品销

售页面中搜集评论４　９３２条。
（二）数据编码

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文本材料进行定量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主要过程包括文献梳理、构建编

码表、标记关键词和编码效度分析等步骤［３１］［３２］。本研究利用内容分析法对消费者评论进行编码来

考察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农产品属性和消费者特征对消费者重购意愿的影响。文本评论的详细

编码表如表１所示。本文参考Ｙｅｈ等［１］使用区块链技术追溯农产品的研究观点，对消费者评论对

应的 “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应用”变量进行描述和编码；参考吴卫群等［１２］、李莉等［３３］从农产

品属性、消费者特征出发建立的消费者购买行为的评价体系，对消费者评论涉及的农产品 “价格”、
“产地”变量和消费者 “购买经验”变量进行描述和编码；参考Ｚｈａｎｇ等［３０］提出的消费者重购意愿

的量化准则，对消费者评论包含的 “重购意愿”变量进行描述和编码。
本研究邀请了两位区块链溯源系统专家分别进行评论编码。两位专家根据消费者评论编码表，

来考察评论中是否包含相关变量特征，进而提取相关变量。例如，当评论中包含 “农产品区块链溯

源系统的应用”变量的相关特征，那么该评论则被标记为１，否则为０。这种变量提取方法已广泛

应用于文本类文献中主题分析研究［３４］［３５］。然后比较两人的编码标注结果，对不同之处展开充分的

讨论，直至两人的意见达成一致。将两名专家的编码结果进行整理和汇总，去掉标注痕迹，再邀请

第三位区块链溯源系统专家从１０　０００条评论中随机抽取１００条进行编码标注，并将标注结果与之

前两名专家的标注结果进行对照。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一致性都在可接受阈值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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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消费者评论编码表

变量　　　 描述　　　 举例

农 产 品 区 块 链 溯 源

系统的应用

此 农 产 品 应 用 区 块

链溯源系统

１．“感觉还不错，有防伪溯源标志”

２．“袋子上有二维码，扫码可以查询大米的全链接”

３．“全程都可以通过扫描查 询 信 息，连 播 种 插 秧，收 割 这 样 的 细 节 都

能查询到，该有的标志都有”

价格 产品的实际价格 —

产地 此 农 产 品 以 地 级 或

地 级 以 下 行 政 区 划

的具体名称命名

１．五常大米

２．长白山人参

３．眉县猕猴桃

购买经验 消 费 者 拥 有 购 买 此

农产品的经验

１．“这款最爱，已经是第二次购买了”

２．“去年开始就买可以官方溯源的有机产品”

３．“这款产品已经很多次复购了，味道质量都是非常不错的”

重购意愿 消 费 者 愿 意 再 次 购

买此农产品

１．“真后悔没买多点，吃完了再买”

２．“可以溯源，真的值得购买，会无限次回购的”

３．“可以放心购买，已经连续买了好多次，介绍朋友同事也买这款”

（三）模型构建

结合上一节所得到的编码数据，本研究利用二元Ｌｏｇｉｔ模型研究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与消费

者重购意愿之间的关系，具体变量的说明和描述如表２所示。二元Ｌｏｇｉｔ模型能够判断一种现象发

生的可能性，其被解释变量是二分类变量，被解释变量可以取１或０，当被解释变量取１时代表现

象发生，取０时则代表现象不发生，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Ｙ＝Ｌｏｇｉｔ（Ｐ）＝ｌｎ Ｐ
１－Ｐ＝α＋βＸ＋ε

（１）

式 （１）中：Ｐ为现象发生的概率，１－Ｐ为现象不发生的概率， Ｐ
１－Ｐ

为现象发生比Ｏｄｄｓ。

考虑控制变量用户会员、点赞数和评论数对消费者重购意愿的影响，本研究设定了消费者重购

意愿影响因素模型１：

ＲＩ＝α＋γＸ＋ε （２）
式 （２）中：ＲＩ代表重购意愿，Ｘ为控制变量。α为常数项，γ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ε为随

机误差项。
为验证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应用、农产品属性和消费者特征对消费者重购意愿的直接 效

应，本研究设定了消费者重购意愿影响因素模型２：

ＲＩ＝α＋β１Ｕｓａｇｅ＋γＸ＋ε （３）
式 （３）中：ＲＩ代表重购意愿，Ｕｓａｇｅ代表系统应用，Ｘ 为控制变量。α为常数项，βｉ （ｉ＝１）

和γ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在模型２的基础上，为验证农产品属性和消费者特征在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应用和消费者

重购意愿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设定了消费者重购意愿影响因素模型３：

ＲＩ＝α＋β１Ｕｓａｇｅ＋β２Ｕｓａｇｅ×Ｐｒｉｃｅ＋β３Ｕｓａｇｅ×ＧＩ＋β４Ｕｓａｇｅ×ＰＥ＋γＸ＋ε （４）
式 （４）中：ＲＩ代表重购意愿，Ｕｓａｇｅ代表系统应用，Ｐｒｉｃｅ代表价格，ＧＩ代表产地，ＰＥ代

表购买经验，Ｕｓａｇｅ×Ｐｒｉｃｅ为系统应用和价格的交互项，Ｕｓａｇｅ×ＧＩ为系统应用和产地的交互项，

Ｕｓａｇｅ×ＰＥ为系统应用和购买经验的交互项，Ｘ为控制变量。α为常数项，βｉ （ｉ＝１，２，３，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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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表２　变量说明和描述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变量取值与描述

被解释变量 重购意愿

Ｒｅｐｕｒｃｈａｃ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ＲＩ）

０－１变量：

·１：消费者有再次购买农产品的意愿

·０：消费者没有再次购买农产品的意愿

解释变量 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应用

Ｕｓａｇｅ

０－１变量：

·１：农产品应用区块链溯源系统

·０：农产品未应用区块链溯源系统

调节变量 价格

Ｐｒｉｃｅ

连续变量：

农产品销售的实际价格

产地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Ｉ）

０－１变量：

·１：具体地名命名的农产品

·０：非具体地名命名的农产品

购买经验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ＰＥ）

０－１变量：

·１：消费者有购买此农产品的经验

·０：消费者没有购买此农产品的经验

控制变量 用户会员

Ｍｅｍｂｅｒ

０－１变量：

·１：消费者是电商平台的会员

·０：消费者不是电商平台的会员

点赞数

Ｔｈｕｍｂ－ｕｐ　ｎｕｍｂｅｒ

连续变量：

消费者此条评论获得其他消费者的点赞数量

评论数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ｎｕｍｂｅｒ

连续变量：

消费者此条评论获得其他消费者的评论数量

（四）实证结果

１．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通过ＳＴＡＴＡ　１５．０对内容分析量化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采用极大

似然法估计二元Ｌｏｇｉｔ模型。根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如表３所示），其中，５４．４％的评论表达出

消费者再次购买农产品的意愿；５０．７％的评论涉及的农产品应用了区块链溯源系统；５２．２％的评论

涉及的农产品属于以具体地名命名的农产品；２９．４％的评论表达出消费者在购买时拥有一定的经验

表３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检验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重购

意愿
应用 价格 产地

购买

经验

用户

会员

点赞

数

评论

数

重购意愿 ０．５４４　 ０．４９８　 ０　 １　 １．０００
应用 ０．５０７　 ０．４９９　 ０　 １　 ０．０３０＊＊ １．０００
价格 ８０３．９７３　９７０．２８６　 ２５　 ３　１９９ －０．０４２＊＊＊－０．７０９＊＊＊ １．０００
产地 ０．５２２　 ０．４９９　 ０　 １　 ０．０３３＊＊＊ ０．４４９＊＊＊ －０．４８４＊＊＊ １．０００

购买经验 ０．２９４　 ０．４５６　 ０　 １　 ０．１４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６４＊＊＊ １．０００
用户会员 ０．９６１　 ０．１９４　 ０　 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４　 １．０００　

点赞数 ０．４２５　 ２．７７５　 ０　 ５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８＊＊ １．０００
评论数 ０．４６９　 ０．６９２　 ０　 ９　 ０．９２１　 ０．２００　 ０．０１３　 ０．２７０　 ０．１８８　 ０．５５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注：＊、＊＊、＊＊＊ 分别表示在５％、１％、０．１％的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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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此外，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 （如表３所示），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应用、价格、
产地和购买经验与重购意愿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初步验证了本研究提出的假设。

２．Ｌｏｇｉｔ回归结果分析。本研究提出的三个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结果如表４所示。实证模型的似然

比检验结果显示，卡方检验值为３１８．６８０。结果表明，与只含常数项的模型相比，至少有一个自变

量系数不为０，本研究的实证模型有意义。伪决定系数显示Ｐｒｏｂ （Ｌ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值为０．０００，表明

模型拟合程度良好，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表４　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直接效应

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应用 — ０．１２１＊＊ ０．１４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调节效应

应用×价格
— —

－０．３９６＊＊＊

（０．０００）

应用×产地
— —

０．６４７＊＊＊

（０．０００）

应用×购买经验
— —

０．０８１
（０．０７５）

控制变量

用户会员 －０．１５３ －０．１５４ －０．１３３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１） （０．２０７）

点赞数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７５１） （０．７５９） （０．７４３）

评论数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９７０） （０．９９８） （０．７３１）

ＬＲ　ｃｈｉ２　 ２．２５０　 １１．３４０　 ３１８．６８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５２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７
Ｐｒｏｂ （Ｌ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注：＊、＊＊、＊＊＊ 分别表示在５％、１％、０．１％的水平下显著。

（１）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与消费者重购意愿。根据表４中模型２所在列的数据结果，农产品

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应用正向影响消费者的重购意愿，通过１％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农产品区

块链溯源系统的应用对消费者重购意愿的提高有积极作用。结果表明，溯源系统的信息认证和信息

不可篡改性等特性可能提升了消费者的信任程度，使得消费者更愿意购买农产品。
（２）农产品属性和消费者特征的调节效应。根据表４中模型３所在列的数据结果，价格和产地

属性在系统应用和重购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通过０．１％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中，价格在系统

应用和重购意愿之间起负向调节的作用。这说明当前部分区块链溯源农产品的价格可能超出了消费

者的接受范围。区块链溯源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高于同类型普通农产品，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定价管

理标准，目前区块链溯源农产品的价格差异过大，导致市场接受度较低，难以进行大规模推广。已

有研究也说明，更低的价格和更深入的促销活动会积极促进消费者的购买决策［３６］。
表４显示，产地属性在系统应用和重购意愿之间起正向调节的作用。这说明，借助农产品区块

链溯源系统，消费者能够确定农产品的产地信息是否真实，方便依据农产品的地域特征进行选择，
从而提高对地域特色农产品的重购意愿。已有研究也发现，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能够通过区块链

技术的可靠性和透明度等特性避免农产品产地标签伪造滥用等问题，使消费者在获得产地信息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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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能够信任这些信息［３７］。
根据表４结果，消费者购买经验在系统应用和重购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且回归系 数 较

低。这说明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全面、可靠的农产品信息，使消费者减少了对

以往购买经验的依赖。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能够实现信息的完整跟踪与追溯，提升消费者信息获

取和共享的能力，缓解消费者在购买时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强消费者购买的信心［３８］。
在控制变量中，用户会员、点赞数和评论数对消费者重购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消费者之

间的社交互动没有显著促进消费者的重购意愿。在农产品溯源情境下，技术要素对消费者行为意愿

的影响更大。根据社会技术理论，消费者与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交互带来了新的购买体验，有

助于提升消费者的信息获取能力和产品认知水平。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的所有假设的验证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序号 假设 结果

Ｈ１ 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应用正向影响消费者的重购意愿 成立

Ｈ２ 农产品属性 （价格）负向调节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应用与消费者的重购意愿的正向关系 成立

Ｈ３ 农产品属性 （产地）正向调节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应用和消费者的重购意愿的正向关系 成立

Ｈ４ 消费者特征 （购买经验）负向调节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应用和消费者的重购意愿的正向关系 不成立

表６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４ 模型５
直接效应

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应用 ０．２７４＊＊＊ ０．２９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调节效应

应用×价格 — －０．２３２＊＊＊

（０．０００）

应用×产地 ０．６３７＊＊＊ ０．７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应用×购买经验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７
（０．５９３） （０．８３７）

应用×包装 — －０．１２９
（０．１５４）

控制变量

用户会员 －０．１２９ －０．１３０
（０．２２４） （０．２２０）

点赞数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８０８） （０．８１９）

评论数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７３８） （０．７３６）

ＬＲ　ｃｈｉ２　 ２６０．１４０　 ２７２．７１０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０
Ｐｒｏｂ （Ｌ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 分别表示在５％、１％、０．１％的水平下显著。

３．稳健 性 检 验。为 增 强 研 究 结 论 的 可

靠性，本研究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１）去

掉模型３中 “价 格”变 量，形 成 新 的 模 型

４，并进行二 元Ｌｏｇｉｔ回 归 分 析。 （２）在 模

型３基础上增加一个与农产品属性有关的新

变量——— “包 装”，即 消 费 者 是 否 关 注 农 产

品的外包装，形成新的模型５，并检验新增

变量是否会改变原有模型得出的结论。稳健

性结果如表６所示。根据表６，模型中变量

的符号和显著性没有显著变化，表明各变量

间的关系稳定可靠，与表４展示的结果基本

一致。

四、结　语

本文围绕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中消费

者的重购意愿问题，对我国大型电商平台的

消费者评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揭示消费者

购买决策背后的深层机制。本文研究结果发

现，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应用能够提高

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重购意愿。而农产品属性

中价格和产地属性在溯源系统应用与消费者

重购意愿间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在理论方面，基于社会技术理论，深入剖析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对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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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重购意愿的重要性，从社会互动视角丰富了已有区块链领域相关研究。在研究内容方面，系统

分析技术、产品和个体等多因素下农产品追溯系统中消费者重购意愿的生成机理，为区块链个体行

为研究提供新的方向。在研究方法方面，采用定性和定量等混合研究方法，完善消费者行为研究方

法体系：其中，采用内容分析法，将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分析与量化；结合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探究各

要素对消费者重购意愿的影响作用，进一步验证和优化本文的研究模型。
研究结论对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服务的发展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应当加大对农产品区

块链溯源系统的宣传力度，使消费者对这项技术有较为充分的认知。其次，应当深入了解消费者与

这项技术的交互关系和过程，使消费者对溯源农产品的重购意愿更强，提升消费者的忠 诚 度。再

次，应当制定更合理的定价策略并加强宣传推广力度，使更多消费者了解区块链溯源农产品的优秀

品质和附加价值。最后，应当借助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大力推广和保护地域特色农产品。
本文也存在以下不足，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加以改进：首先，本文主要考虑了农产品区块链溯源

系统的应用、农产品价格、产地和消费者购买经验对消费者重购意愿的影响。未来可以增加其他影

响因素，例如消费者认知水平和溯源意识等，充分探讨消费者对新兴技术的态度。其次，本研究从

中国具有代表性的电商平台上搜集消费者评论数据，忽略了同一消费者在不同时间节点下的多次评

论。未来可以对消费者评论数据进行多时间点的纵向研究，探索消费者在多次购买过程中重购意愿

的动态变化。最后，本文通过混合研究方法重点对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应用进行研究，没有考

察系统具体的功能特性对消费者重购意愿的影响。未来可以深入探究农产品区块链溯源系统的具体

技术特征对消费者重购意愿和后续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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