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1卷第4期         西
 

南
 

大
 

学
 

学
 

报
 

(自然科学版)           2019年4月

Vol.41 No.4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Apr. 2019

DOI:
 

10.13718/j.cnki.xdzk.2019.04.008

食品品牌知名度与质量等级之间的关系研究
———以食用油为例①

李太平, 王天玉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210095

摘要:食品品牌代表着企业商誉,
 

是传递质量信号的重 要 标 志.
 

同 样,
 

食 品 质 量 等 级 也 能 够 反 映 出 食 品 的 质

量好坏.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消费者对食品品牌的关注要远高 于 对 食 品 质 量 等 级 的 关 注.
 

在 食 品 购 买 的 过 程

中,
 

质量等级有时甚至会被消费者忽视.
 

那么,
 

关于品牌知名度 能 否 作 为 质 量 的 代 名 词 目 前 还 没 有 学 者 给 出

相关的结论.
 

因此以食用油为例,
 

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
 

对目 前 市 场 上 销 售 的 食 用 油 品 牌 与 他 们 对 应 的 质

量等级进行研究,
 

从而验证两者之间是替代的关系还是互补的关系,
 

进而对国家在 质 量 监 管 和 企 业 的 发 展 战

略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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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用油市场竞争激烈,
 

行业集中度高,
 

两极分化趋势愈加凸显.
 

以金龙鱼、
 

福临门、
 

鲁花为首的行

业巨头长期独霸着中国食用油市场,
 

其他品牌要想在市场上获得占有率只能不断提高品牌知名度.
 

因此,
 

一些企业为了提高品牌知名度只重视品牌的塑造而忽视了食用油的质量,
 

导致了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的

发生,
 

给消费者造成了恐慌的情绪.
 

品牌知名度固然能有一种质量保证,
 

但是质量等级也同样反映了产品

的质量信息,
 

所以它不能被忽视[1].
 

因此,
 

品牌知名度与质量等级之间到底是替代的关系还是互补的关系?

如果是替代的关系,
 

那么企业只要着力树立品牌知名度就可以了;如果是互补关系,
 

那么企业不仅要提高

品牌知名度还要按照质量等级标准生产并标注出产品的质量等级,
 

以实现食用油的优质优价.
 

目前,
 

现有

文献多是从品牌知名度对消费者行为影响以及品牌营销策略方面进行研究的,
 

还没有针对品牌知名度与质

量等级之间的研究[2].
 

因此,
 

本文以食用油为例,
 

选取南京各大超市所售卖的食用油为研究对象,
 

运用描

述性统计的方法来验证品牌知名度与质量等级之间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
目前,

 

国内外单独对品牌知名度以及质量等级方面的研究较多.
 

汤筱晓等[3]认为品牌是消费者感知产

品质量的重要外部线索,
 

是对产品品质进行判断的重要依据.
 

Sichtmann等[4]研究发现品牌形象和品牌延

知性无论是对产品的质量评估还是购买意愿方面,
 

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周健明等[5]研究了品牌依恋、
 

消费

惯性和品牌忠诚之间的关系,
 

发现消费者对品牌的依恋会引起消费惯性和对品牌的忠诚度.
 

Bao等[6]探讨

了无形的外在线索对消费者质量感知和品牌购买意愿的影响,
 

研究发现品牌形象提高了品牌的质量感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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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但是,
 

对于品牌知名度与食品质量等级之间的研究几乎没有,
 

特别是食用油这个领域,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还没有从品牌与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
本文通过实验研究的方法收集样本数据并进行分析,

 

以食用油为例探讨食品品牌知名度和质量等级之

间是否存在相互补充的关系,
 

希望能为大企业提升品牌能力信任以及小企业树立品牌知名度提供有价值的

对策和建议.

1 食用油市场现状分析

1.1 食用油市场的划分

目前,
 

食用油市场分为传统食用油市场和高端食用油市场.
 

传统食用油主要包括大豆油、
 

花生油和

菜籽油等为主体的植物油和调和油,
 

目前已基本被金龙鱼、
 

福临门和鲁花所垄断.
 

近些年随着消费者健

康意识的增强,
 

同时低端食用油利润空间下降,
 

高端食用油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线并且在市场上的占有

率逐年上升[7].
 

目前,
 

高端食用油主要有玉米油、
 

核桃油、
 

山茶油、
 

绿茶油、
 

黑豆油、
 

紫苏油、
 

橄榄油、
 

红花油、
 

杏仁油等.
看到了高端油市场巨大的发展潜力,

 

近年来国内众多食用油企业争先恐后地推出各种具有营养价值和

健康卖点的产品.
 

3大知名品牌在生产它们的主流产品的情况下推出了橄榄油、
 

玉米油等新的品种,
 

此外

像多力这样以生产高端油为主的品牌和一些新兴的食用油品牌以及外国品牌纷纷进入高端油市场抢占先

机.
 

在高端食用油中,
 

玉米油和橄榄油为人们最早熟知的,
 

经过长期的市场宣传和人们消费理念的提升,
 

玉米油已成为市场上销售的主流油类,
 

并且一些知名品牌还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系列进行生产,
 

此外橄榄

油也开始在中国市场占据一定比例的市场份额.

1.2 食用油品牌发展现状分析

食用油市场虽然品牌众多,
 

但是50%以上的市场却被金龙鱼、
 

福临门和鲁花这3个企业所垄断,
 

已形

成垄断竞争的格局,
 

并且消费者对这3个品牌的忠诚度也很高.
 

金龙鱼因为成功的品牌推广,
 

取得了很高

的市场占有率,
 

成为中国食用油第一大品牌.
 

但是金龙鱼的产品主要以传统食用油为主,
 

近几年开始涉及

高端食用油市场.
 

福临门作为食用油第二大品牌,
 

拥有着很高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忠诚度,
 

但是它的重心

是调和油市场.
 

鲁花最大的特点是品种专一,
 

优势是成功定位于花生油市场,
 

以先进的生产技术在花生油

领域树立了良好的口碑[8].
根据调查显示,

 

在消费排名前3的食用油品牌中,
 

金龙鱼占消费者选择比率的45.5%,
 

其次是福临门

占比28%,
 

排名第3的是鲁花占比16.1%,
 

这3个品牌合计占到消费者选择比率的89.6%.
同时,

 

据2018年中国品牌力指数排名显示,
 

金龙鱼得分排在第1位,
 

鲁花食用油企业影响力位居第2
位,

 

福临门食用油排名第3位,
 

胡姬花和多力排在第4位和第5位.
 

虽然鲁花与福临门位列第2与第3名,
 

但是得分却与金龙鱼相差很多.
 

从市场调研情况来看金龙鱼明显处于第一集团中,
 

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有

着明显的竞争优势.
 

金龙鱼如此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是消费者相信它的品牌质量,
 

鲁花与福临门在消费者中

的口碑虽不错但是却没有转化成实际的购买力.

1.3 食用油质量等级划分标准

食用油的质量等级一共分为4级,
 

不同油的种类以及不同的加工方式所分的质量等级的级数也

会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
 

分级指标主要有色泽、
 

气味、
 

透明度、
 

水分及挥发物等,
 

等级越高表示其精

炼程度也越高.
 

其中橄榄油的分级标准与其他油类不同,
 

橄榄油的分级标准是参照国际橄榄油理事会

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的.
 

本文仅考察成品油的质量分级标准,
 

不对原油的质量等级做讨论.
 

在食

用油质量等级划分标准中,
 

一级食用油代表的质量等级最高,
 

二级食用油次之,
 

四级食用油代表最低

的质量等级.
 

一级油和二级油精炼程度高,
 

但同时流失了很多营养成分.
 

三级油和四级油精炼程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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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但同时也保留了营养成分.
目前,

 

花生油、
 

大豆油的分级标准执行的是2018年的新标,
 

该标准在2018年7月1日代替了2003年

的国标.
 

山茶油的分级标准在2018年12月1日被新标准替代.
 

玉米油已经于2018年5月1日开始执行新

的质量等级标准.
 

新标中玉米油、
 

花生油、
 

大豆油的质量等级均由原来的4个等级变为3个等级,
 

旧标中四

级食用油为质量等级最低的,
 

而新标准中三级食用油则成为了最低标准.
 

因为新的分级标准刚开始执行,
 

而市场上的食用油采用的都还是旧的分级标准,
 

所以本文以旧的分级标准来进行研究.
一般来说压榨成品油和浸出成品油采用的都是一个分级标准,

 

但是花生油和山茶油的压榨成品油和浸出

成品油的分级标准却是不同的,
 

压榨花生油和山茶油只分2个等级而浸出花生油和山茶油有4个等级.
 

橄榄

油的质量等级分为特级初榨橄榄油、
 

中级初榨橄榄油、
 

初榨橄榄油、
 

精炼橄榄油、
 

混合橄榄油[9],
 

见表1.
表1 食用油质量等级划分标准

种类 加工方式 质量等级 标准号

花生油 压榨 一级、
 

二级 GB/T
 

1534-2003

浸出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山茶油 压榨 一级、
 

二级 GB/T
 

11765-2003

浸出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大豆油 压榨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GB/T
 

1535-2003

浸出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菜籽油 压榨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GB/T
 

1536-2004

浸出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玉米油 压榨 一级、
 

二级、
 

三级 GB/T
 

19111-2017

浸出 一级、
 

二级、
 

三级

橄榄油 压榨
特级初榨橄榄油、

 

中级初榨橄榄油、
 

初榨橄榄油、
 

精炼橄榄油、
 

混合橄榄油
GB/T

 

23347-2009

2 食用油品牌知名度与质量等级之间的关系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
 

产品的品牌会给消费者传递出一种质量信号,
 

而这种质量信号会让消费者产生对某个

品牌的忠诚度[10].
 

同时,
 

大部分消费者属于低认知需求人群,
 

在购买商品时比较容易依赖经验性、
 

易识别

的线索,
 

往往会忽略其他相关信息,
 

一旦形成对某个品牌的信赖就很难改变,
 

不太愿意再去花时间对其他

的信息进行加工和思考[11],
 

这部分消费者在消费时会通过品牌来判断产品的好坏,
 

而不太会去对产品具体

的质量信息做判断.
虽然品牌知名度、

 

产品价格、
 

产品质量等级和质量问题源头追溯都是反映产品质量信息的信号,
 

但是

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中,
 

商家和消费者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12].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过程中,
 

商家处在信

息优势的地位,
 

对产品的质量、
 

生产过程等方面的了解要比消费者全面,
 

消费者难以获得充足的商品信息,
 

只能通过品牌的知名度和质量的等级进行判断.
食用油品牌的知名度可以划分为一线品牌(知名品牌)、

 

二线品牌和三线品牌,
 

三者主要通过它们

生产的产品和定价作为判断依据.
 

以花生油为例,
 

如果以5L作为标准容量,
 

价格高于100元的可以

认为它是知名品牌,
 

80~100元的为二线品牌,
 

而低于80元的则是三线品牌.
 

本文以花生油、
 

大豆

油、
 

菜籽油、
 

玉米油、
 

橄榄油、
 

山茶油为例,
 

选取不同知名度的品牌考察食用油品牌知名度和质量等

级之间的关系,
 

见表2至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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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花生油的品牌与质量等级

品牌 品   名 质量等级 规格/L 价格/元

金龙鱼 特香花生油 一级 5 119.8
鲁

 

花 5S压榨一级花生油 一级 5 145.9
福临门 浓香压榨一级花生油 一级 5 99.8

家香味传承土榨一级花生油 一级 5 110.0

胡姬花 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 一级 5 169.8
胡姬花特香型花生油 一级 5 129.9

骆驼唛 骆驼唛特香压榨一级花生油 一级 5 77.6
百年老乡牌 百年老乡牌压榨一级花生油 一级 5 95.9

表3 大豆油的品牌与质量等级

品牌 品   名 质量等级 规格/L 价格/元

金龙鱼 AE一级营养大豆油 一级 5 47.9
精炼一级大豆油 一级 5 69.5

东北风味浓香笨榨熟豆油 三级 5 89.9

福临门 家香味一级大豆油 一级 5 62.9
鲁花 鲁花非转基因大豆油 三级 5 74.9

一级大豆油 一级 5 39.9

中鼎 一级大豆油 一级 5 32.9
元宝 元宝大豆油 一级 5 30.9

表4 菜籽油的品牌与质量等级

品牌 品   名 质量等级 规格/L 价格/元

金龙鱼 醇香菜籽油 三级 5 50.0
外婆乡小榨菜籽油 四级 5 98.9

鲁花 物理压榨特香菜籽油 三级 5 79.2
福临门 家香味AE浓香营养菜籽油 三级 5 79.9

家香味浓香压榨菜籽油 三级 5 69.8
双低一级菜籽油 一级 5 64.9

家香味小榨原香菜籽油 四级 5 96.9
家香味传承小榨云贵高原菜籽油 四级 5 112.6

老榨坊 老榨坊四川纯正菜籽油 四级 5 49.9

表5 玉米油的品牌与质量等级

品牌 品   名 质量等级 规格/L 价格/元

金龙鱼 金龙鱼非转基因压榨玉米油 一级 5 69.8
金龙鱼非转基因压榨植物甾醇玉米油 一级 5 72.9

福临门 福临门非转基因压榨玉米油 一级 5 75.0
福临门非转基因压榨一级黄金产地玉米胚芽油 一级 5 79.9

鲁花 鲁花非转基因玉米油 一级 5 79.9
长寿花 长寿花金胚玉米油 一级 5 149.3

长寿花非转基因玉米油 一级 5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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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橄榄油的品牌与质量等级

品牌 品   名 质量等级 规格/mL 价格/元

鲁花 鲁花特级初榨橄榄油 特级 750 85.6

福临门 福临门特级初榨橄榄油 特级 750 64.0

欧丽薇兰 欧丽薇兰特级初榨橄榄油 特级 750 96.0

贝蒂斯 贝蒂斯特级初榨橄榄油 特级 750 139.0

黛尼 黛尼特级初榨橄榄油 特级 750 99.8

表7 山茶油的品牌与质量等级

品牌 品   名 质量等级 规格/mL 价格/元

福临门 福临门油茶籽油 一级 750 109.2

润心 润心有机山茶油 一级 750 160.4

金世本香 金世本香有机野山茶油 一级 750 207.0

千岛源 千岛源有机山茶油 一级 750 144.0

千岛源原味茶油 一级 750 148.5

金浩 金浩野山茶油 一级 750 168.0

  以上统计数据显示,
 

不论是一线品牌、
 

二线品牌还是三线品牌生产的花生油、
 

玉米油、
 

山茶油和橄榄

油质量等级都是有一级的.
 

但是在大豆油中,
 

鲁花和金龙鱼这样的一线知名品牌却都有三级的产品,
 

而在

菜籽油中,
 

国内食用油3大品牌金龙鱼、
 

鲁花、
 

福临门生产的却基本都是三级和四级油.
 

此外,
 

在传统食用

油中一些知名度不是很高的三线品牌生产的食用油也都是一级的.
 

原因是传统食用油市场类似垄断竞争市

场,
 

金龙鱼、
 

福临门、
 

鲁花这3个品牌占据了50%以上的市场,
 

其他品牌虽然可以进入但是所占的市场份

额较小竞争力不强,
 

加上传统食用油的生产技术已经成熟,
 

生产成本比较固定,
 

所以一些小品牌要想在市

场上生存至少在产品的质量等级上要和知名品牌保持一致.
 

相反,
 

生产橄榄油和山茶油这种高端食用油的

大多都是新兴的品牌,
 

以750
 

mL为标准规格来看价格多在150元左右,
 

远高于传统食用油.
 

这说明知名品

牌在传统食用油领域起到了一个质量示范的作用,
 

其他品牌都以知名品牌选择的质量等级作为标准.
 

而在

高端食用油领域,
 

知名品牌虽已涉及但还没能掌握代表质量等级的话语权,
 

说明目前高端食用油领域还是

一个竞争市场.

3 结论与建议

3.1 研究结论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品牌知名度对质量等级没有明显的替代关系,
 

两者呈相互补充的关系.
 

虽

然一线知名品牌生产的大多都是一级的食用油,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质量的保证,
 

但是就像金龙

鱼、
 

福临门他们也会有低等级的产品.
 

同时,
 

很多二、
 

三线品牌生产的也不都是低等级的食用油,
 

这说明在

传递质量信息时,
 

品牌知名度并不能完全代替质量等级来发挥质量信号的作用,
 

即使品牌知名度很高也应

该有质量等级作为参考.
 

而对于那些知名度相对较低的品牌来说,
 

更需要标注质量等级或者添加其他能够

代表质量的标签,
 

来消除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便让消费者树立对品牌的信心.
 

因此对于企业

来说,
 

在注重品牌建设的同时还要严格按照产品质量等级的划分标准规范自己的生产;
 

对于消费者来说,
 

在购买商品时不能只关注品牌,
 

还应该结合质量等级信息进行购买.
此外,

 

本文还发现目前高端食用油市场还是一个竞争市场.
 

生产高端食用油的主要是新兴品牌,
 

品牌

数量很多,
 

并且每种品牌生产的食用油品种也比较固定.
 

而像金龙鱼、
 

鲁花、
 

福临门这些知名品牌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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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食用油集中在玉米油和橄榄油,
 

并且这两种油在消费者心中已经有了一定的认可度[13].
 

由于高端食用

油市场目前还处在竞争的市场状态上,
 

品牌众多,
 

是一个相对混乱又在逐步规范的时期,
 

有的企业对于质

量等级的落实还不是非常完善,
 

导致一些在市场上销售的食用油没有标注质量等级,
 

这需要政府加强对食

用油质量等级标注的监管.

3.2 相关建议

对于企业来说,
 

品牌知名度比较高的企业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品牌效应,
 

在保持优势产品的竞争力下

积极开发新的产品,
 

要能够跟上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加快进入高端食用油市场,
 

做到多样化、
 

全面化的

发展[14].
 

而品牌知名度比较小的企业,
 

可以把重心放在高端食用油市场上,
 

因为目前高端食用油市场是

一个新兴的市场,
 

各种橄榄油、
 

亚麻籽油、
 

山茶油的品牌很多,
 

但真正叫的响的几乎没有.
 

这就要求新

兴品牌要对自己的品牌定位有清晰的认识,
 

以便抢占市场先机.
 

同时要加强市场营销,
 

以差异化的战略

进入市场[15],
 

让品牌能够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但是,
 

企业并不能只注重提升品牌知名度,
 

同时还

要严格按照质量等级规范自己的生产.
 

做到产品质量与质量等级对等、
 

质量等级不虚标,
 

真正实现食用

油领域的优质优价.
对于政府来说,

 

首先是要加强企业对食用油质量等级执行的监管.
 

现有食用油质量新的等级标准需要

政府密切关注食用油企业对新标准的执行情况,
 

加快市场上使用旧标准食用油的存货处理.
 

其次,
 

政府还

可以制定出有关食用油质量等级标识位置的规定,
 

让消费者能够在醒目的位置看到食用油的质量等级,
 

从

而让消费者尽可能多地了解食用油的质量信息.
 

此外,
 

政府还需要对那些有发展潜力的新企业进行扶持,
 

引导他们开发自身独特的资源,
 

走差异化发展的道路.
 

企业自身也应利用互联网、
 

物联网等先进科技和国

家赋予的相关法律政策,
 

自主开辟出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
 

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16].
 

最后还可以发挥新

闻媒体的作用,
 

加大对食用油质量等级重要性的宣传,
 

对出现食品安全事件的食用油品牌进行及时曝光,
 

让企业在质量问题上不敢钻空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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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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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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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brand
 

represents
 

the
 

reput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sign
 

to
 

transmit
 

the
 

quality
 

signal.
 

Similarly,
 

the
 

quality
 

grade
 

of
 

food
 

can
 

reflect
 

its
 

quality.
 

In
 

real
 

life,
 

however,
 

consumers
 

pay
 

much
 

more
 

attention
 

to
 

food
 

brands
 

than
 

to
 

food
 

quality
 

grades.
 

In
 

food
 

purchase,
 

food
 

quality
 

grade
 

may
 

even
 

be
 

ignored
 

by
 

consumers.
 

Whether
 

brand
 

awareness
 

can
 

be
 

a
 

synonym
 

for
 

quality
 

has
 

not
 

yet
 

come
 

to
 

a
 

conclusion.
 

Taking
 

cooking
 

oil
 

as
 

an
 

example
 

and
 

adopting
 

the
 

method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his
 

paper
 

researches
 

edible
 

oil
 

of
 

various
 

brand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quality
 

grades,
 

so
 

as
 

to
 

under-

stand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pularity
 

of
 

a
 

food
 

brand
 

and
 

its
 

quality
 

grade
 

is
 

alternative
 

or
 

complementary.
 

Finally,
 

this
 

paper
 

offers
 

some
 

suggestions
 

in
 

respect
 

of
 

quality
 

regulation
 

by
 

the
 

govern-

ment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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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awareness;
 

quality
 

grade;
 

cooking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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