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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信息素养对社区
支持农业(CSA)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基于绿色信任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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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
 

郑州
 

450001

摘要:信息和生态已经成为推进绿色农业发展的主导要素,
 

提升消费者信息素养和绿色信任则是保障绿色农业发

展模式可持续的关键.
 

信息素养分为信息意识、
 

信息知识和信息能力,
 

绿色信任分为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
 

以新型

绿色农业发展模式的代表社区支持农业(CSA)为例,
 

基于820份CSA消费者调查问卷研究发现:
 

消费者信息素养,
 

以及消费者信息素养的3个维度对CSA可持续发展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绿色信任在消费者信息素养和CSA可

持续发展之间起中介作用;
 

能力信任在消费者信息意识、
 

信息知识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起中介作用;
 

善意信任

在消费者信息能力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起遮掩作用.
 

因此,
 

推进CSA可持续发展,
 

不仅要提升消费者信息素

养,
 

加强生产者对网络、
 

电商、
 

物流等信息技术的应用,
 

而且还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产销双方之间的桥梁作用,
 

加强政府部门对CSA的制度和经济支持,
 

为提升消费者绿色信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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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ormation
 

and
 

ecology
 

have
 

become
 

the
 

leading
 

factor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agriculture.
 

The
 

improvement
 

of
 

consum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green
 

trust
 

are
 

the
 

key
 

to
 

en-

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ee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models.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is
 

di-

vided
 

into
 

the
 

information
 

awareness,
 

information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ability.
 

The
 

green
 

trust
 

is
 

divided
 

into
 

the
 

ability
 

trust
 

and
 

goodwill
 

trust.
 

This
 

paper
 

takes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as
 

the
 

example,
 

which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new
 

gree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models.
 

Based
 

on
 

820
 

consumers
 

questionnaires,
 

it
 

finds
 

that
 

the
 

consum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all
 

three
 

dimensions
 

of
 

in-

formation
 

literacy
 

have
 

the
 

positi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SA.
 

The
 

green
 

trust
 

has
 

mediation
 

between
 

consum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SA.
 

The
 

a-

bility
 

trust
 

has
 

mediation
 

between
 

consumers
 

information
 

awareness,
 

information
 

knowledge
 

and
 

sustain-

able
 

development
 

of
 

CSA.
 

The
 

goodwill
 

trust
 

has
 

the
 

masking
 

effect
 

between
 

consumers
 

information
 

abil-

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SA.
 

Therefore,
 

if
 

it
 

want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SA,
 

it
 

not
 

only
 

needs
 

to
 

promote
 

consum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strengthen
 

the
 

producers
 

applica-

tion
 

for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cluding
 

network,
 

e-commerce
 

and
 

logistics,
 

but
 

also
 

need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social
 

forces
 

as
 

the
 

bridge
 

between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Meanwhile,
 

it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support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for
 

CSA,
 

which
 

will
 

serve
 

to
 

enhance
 

consumers
 

green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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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污染、
 

农产品质量问题、
 

食品安全事件等,
 

不但影响农村生态环境,
 

而且导致农产品生产者遭遇

信任危机.
 

为破解生态环境压力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中国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由产销双方联合创建的新

型绿色农业发展模式,
 

如社区支持农业、
 

巢状市场、
 

有机集市等,
 

呈现地区联盟、
 

多元化主体参与、
 

市场嵌

入社会等特征.
 

这些新型绿色农业发展模式能够为消费者提供绿色农产品,
 

有助于重建产销双方的互信关

系,
 

具有追溯食物产地、
 

保护农耕环境、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等诸多功能[1].
 

其中,
 

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

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最具影响力,
 

最受关注.
 

2008年,
 

石嫣等[2]将CSA理念引入国内,
 

创建小

毛驴市民农园,
 

试图从消费者角度出发,
 

直接与生产者建立联系,
 

以实现绿色生产、
 

绿色消费、
 

保障食品安

全等目的.
 

种植模式上可采取有机生产方式来为消费者提供绿色农产品;
 

经营模式上可采取消费者提前付

款,
 

与生产者共担风险和收益的方式[3].
 

然而,
 

中国CSA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
 

截至2014年底仅有500多

个.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等政策影响下,

 

CSA的发展速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提升,
 

但其数量在2022年底也只有1500多个.
 

另外,
 

部分CSA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经营管理不善、
 

消费群

体稳定性差、
 

产品不符合标准、
 

消费者服务满意度低等问题,
 

导致其发展受限.
 

所以,
 

虽然CSA具有保障

农产品质量安全、
 

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农业发展、
 

增进产销双方的互信关系等多重功能[4],
 

但是其在中国

的发展速度不快,
 

并面临严峻的可持续发展困境.
究其原因,

 

人与自然的疏离、
 

城市与农村的分野,
 

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复杂链条不再能够被消费者完

整感知,
 

农产品的生产、
 

流通、
 

消费等也不再是一可视链条,
 

产销双方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5].
 

近年来,
 

随

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社交媒体的快速迭代,
 

农村电商和物流的飞速发展,
 

消费者能够利用各种新型

社交媒体与CSA农场和其他消费者进行信息共享,
 

有助于缓解产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随着CSA信

息传播渠道的增加和速度的加快,
 

虚拟信息增多、
 

网络信息泛滥等问题也日益突显,
 

对消费者筛选信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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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因此,
 

提升消费者的信息素养成为扩大CSA消费群体和推动CSA
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

 

这不仅能够使产销双方实现信息协同,
 

降低产销双方的交易难度,
 

而且还会提升

消费者查找、
 

利用信息的效率,
 

增强消费者对CSA的认知.
 

由于CSA是一种新型绿色农业发展模式,
 

其提

供的绿色农产品具有“信任品”属性,
 

提升消费者绿色信任成为促进CSA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绿色

信任是指消费者对生产者及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在环保绩效方面应具备的能力、
 

仁义性和可靠性的一种期

望,
 

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感和认同感[6].
 

毛薇等[7]采用多元Log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
 

消费者对CSA

的认知、
 

健康的生活理念、
 

获取绿色农产品的意向等因素均正向影响CSA可持续发展.
 

周飞跃等[8]运用信

息不对称动态博弈分析发现,
 

提高消费者对生产者绿色生产行为的可预见性,
 

有助于推进CSA发展,
 

促进

产销双方互信关系的重建.
 

Morgan等[9]采用半结构访谈法分析发现,
 

产销双方的联系感和信任有助于重

建绿色农产品信任共同体,
 

能够为CSA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由此可见,
 

消费者对CSA的绿色信任研究

主要在于对其所提供的绿色农产品的信任方面,
 

如何重建消费者对生产者的绿色信任研究则相对不足.
 

受

产销双方信息不对称、
 

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认知模糊,
 

以及绿色农产品供给能力弱和溢价水平高、
 

绿色农

产品认证体系不完善、
 

假冒伪劣绿色农产品冲击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消费者尚未形成普遍的绿色消费意

识,
 

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愿未能真正转化为实际的消费行为[10].
 

由此可见,
 

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信任的不

足会降低对生产者的绿色信任,
 

进而阻碍CSA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
 

要想推进CSA可持续发展,
 

不仅要关

注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的信任,
 

更要重视消费者对生产者的绿色信任.
综上所述,

 

只有提升消费者信息素养,
 

降低产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才能提升消费者对CSA的绿色信

任,
 

帮助产销双方建立互信关系,
 

为CSA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究其本质,
 

“生产—消费”是一个完整

的系统,
 

生产决定消费,
 

消费引导生产,
 

只有当产销双方积极建立绿色“生产—消费”系统时,
 

才能为CSA
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然而,
 

鲜有学者深入分析消费者信息素养及其各维度对CSA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
 

既有研究对消费者信息素养影响CSA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也缺乏系统关注.
 

CSA可持续发展不仅是消

费者信息素养作用的结果,
 

而且也是消费者绿色信任作用的结果.
 

同时,
 

信息影响和价值表达还会通过绿

色信任间接作用于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行为.
 

目前消费者对CSA的绿色信任研究大多限于对绿色农产品信

任层面,
 

对绿色信任及其各维度对生产者信任的研究则相对不足.
 

因此,
 

本研究将通过实地调查,
 

实证分

析消费者信息素养及其各维度对CSA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以及绿色信任及其各维度在消费者信息素养和

CSA可持续发展之间所起的作用.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
 

期望能够有助于提升消费者信息素养,
 

增强消费者

对生产者及其提供的绿色农产品的绿色信任,
 

促进产销双方的互信关系,
 

扩大CSA消费群体,
 

助推CSA
可持续发展.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消费者信息素养对CSA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1974年,
 

美国信息产业学会主席Paul
 

Zurkowsk最先提出信息素养的概念,
 

他将信息素养解释为一种

能够使用信息工具获取信息并解决问题的能力[11].
 

信息素养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国内

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研究深化和拓展.
 

Lloyd[12]认为,
 

信息素养是一种在特定情形下,
 

将信息

源和与获取信息源所需的技能、
 

过程联系起来的社会文化实践.
 

Raish等[13]认为,
 

信息素养是在处理难题

时与信息进行交互的能力,
 

是一种搜寻、
 

评估、
 

组织信息的能力.
 

总体来看,
 

信息素养是指人们根据信息需

求,
 

利用信息工具获取、
 

筛选和加工信息,
 

并将有用信息运用到个体决策中的能力,
 

主要包括信息意识、
 

信

息知识和信息能力.
信息素养已经成为信息时代人们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和素质,

 

互联网的普及不仅使人们接触和获取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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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渠道持续增加,
 

而且个体文化素质和社会环境的差异也导致人们的信息素养参差不齐[14].
 

面对CSA
这种新型绿色农业发展模式,

 

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必将产生显著差异.
 

具体来看,
 

信息素养高的消费者通常

具有较强的信息敏感度和主观能动性,
 

这不仅有利于打破“信息茧房”,
 

全面获取与CSA相关的信息,
 

缓解

其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矛盾,
 

打破认知约束,
 

而且也有利于消费者意识到信息的重要性并发挥信息

资源价值[15],
 

充分解读、
 

评估和利用信息,
 

打破固有思维,
 

可以促使消费者产生参与CSA的行为.
 

因此,
 

提升消费者信息素养已经成为扩大CSA消费群体,
 

推进CSA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基于此,
 

提出如下假设:

H1:
 

消费者信息素养对CSA可持续发展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受信息智能分发趋势的影响,

 

消费者获取信息的广度和思想认知的深度日益受到制约.
 

另外,
 

信息窄

化和观念固化还会导致消费者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动力和能力逐渐弱化,
 

对消费者认识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提出新挑战.
 

为破解消费者在信息来源、
 

信息内容和信息价值方面形成的“茧房”[16],
 

需要从信息意识、
 

信

息知识和信息能力多方面共同努力,
 

有效提升消费者的信息素养.
 

因此,
 

本文将从信息意识、
 

信息知识和

信息能力这3个维度来分析消费者的信息素养及其对CSA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1)
 

信息意识.
 

信息意识即信息敏感度,
 

指个体对信息的洞察力、
 

注意力和知觉能力,
 

表示人们能够从

信息角度去理解各种理论观点、
 

事物和行为.
 

解敏等[17]认为,
 

信息意识会影响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信息的

认知和需求表达.
 

因此,
 

提升消费者的信息意识有利于提升其绿色消费意识,
 

能够为CSA可持续发展提供

动力.
 

首先,
 

信息意识高的消费者对信息价值有较强的敏感性和判断力,
 

善于从繁杂的信息中判断、
 

捕捉

和利用有益信息,
 

这种信息自觉性对于找寻新出路的消费者来说非常重要.
 

其次,
 

信息意识高的消费者拥

有将实际生活和信息现象建立联系的能力,
 

可以将生活难题对个体的要求转化为自身对信息的搜寻,
 

在信

息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18],
 

挖掘出倡导健康和环保理念的新型绿色农业发展模式.
 

再次,
 

面对参与CSA
的潜在风险,

 

信息意识高的消费者不仅具有更好的应对能力,
 

而且非常明确自身对信息的独特需求,
 

从而

能够做出合理决策.
 

基于此,
 

提出如下假设:

H1.1:
 

消费者信息意识对CSA可持续发展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2)
 

信息知识.
 

信息知识是指个体掌握的与信息有关的知识、
 

理论和方法,
 

它既能转化为个体在信息时

代的工具,
 

又能内化为自身的资源.
 

信息知识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工具观和资源观两个方面.
 

对CSA可持续

发展来说,
 

信息知识的工具观强调消费者掌握的知识并非完全是客观实在的映像,
 

而是为解决现实困境有

待运用的工具,
 

拥有信息知识的消费者可以将知识作为自身行为的理智中介,
 

科学探悉CSA并确定自己的

参与行为.
 

信息知识的资源观认为知识是作为个体自主进入、
 

积极参与的资源性存在[19],
 

当知识进入消费

者的视野并被消费者转化利用后,
 

消费者将能够深入理解CSA的内涵理念、
 

运作模式、
 

产品特性等方面的

信息,
 

更加明确参与CSA的利弊,
 

为做出正确决策提供依据.
 

基于此,
 

提出如下假设:

H1.2:
 

消费者信息知识对CSA可持续发展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3)
 

信息能力.
 

信息能力指个体利用信息开展信息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
 

信息能力强的消费者可以利用

各类信息工具提取所需信息,
 

有效降低搜寻信息的成本.
 

行为转变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均指出个体对信息

的处理加工过程是影响个体行为意向的关键因素[20].
 

信息能力强的消费者更容易将信息进行内化,
 

提升自

身对消费模式的敏感性.
 

对CSA可持续发展来说,
 

信息能力强的消费者更容易加深对CSA和绿色农产品

的理解,
 

促使其全面领会CSA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农业发展、
 

增进产销双方互信

关系等方面的作用,
 

对其参加CSA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有利于逐步扩大CSA消费群体.
 

基于此,
 

提出如

下假设:

H1.3:
 

消费者信息能力对CSA可持续发展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1.2 消费者绿色信任的中介作用

绿色信任是指消费者相信生产者具备保护环境的能力、
 

仁义性和可靠性的信念,
 

并能够逐渐产生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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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所提供的绿色产品和高质量服务的行为.
 

绿色信任的内涵主要涉及3个方面:
 

消费者判断生产者是

否具备提供绿色产品的能力;
 

消费者对产品绿色属性的鉴别;
 

消费者对生产者参与环保事业动因的分析和

行为善意的预测.
 

Mayer等[21]在绿色信任的原因和结果模型中提出绿色信任来源于能力、
 

诚意和善意.
 

Mcknight构建的绿色信任模型将消费者绿色信任分为能力信任、
 

诚信信任和善意信任.
 

张钢等[22]通过对

国外信任源模型进行详细分析后进一步肯定了 Mcknight的观点.
 

部分学者还认为,
 

互联网时代下消费者

绿色信任主要包括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
 

对CSA来说,
 

绿色信任是指消费者相信CSA农场能够提供绿色

农产品和高质量服务,
 

认为这种能力是有益且可靠的,
 

能够对生产者及其提供的绿色农产品产生积极态度

和评价.
 

另外,
 

当消费者具备较高的信息素养时,
 

能够提升其对CSA的生产能力、
 

所提供的绿色农产品品

质、
 

绿色环保动机等方面的信任,
 

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感知风险,
 

提升其对CSA的绿色信任,
 

促使其参

与CSA,
 

推进CSA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
 

绿色信任在消费者信息素养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具有重要

作用.
 

基于此,
 

提出如下假设:

H2:
 

绿色信任在消费者信息素养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起中介作用.
结合绿色信任和CSA属性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将消费者对CSA的绿色信任分为能力信任和善意信

任,
 

从这2个维度分别研究绿色信任在消费者信息素养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中介作用.

1)
 

能力信任.
 

能力信任是指消费者相信生产者在交易中愿意并有能力提供绿色农产品和高质量服务.
 

信息素养高的消费者可以基于潜在或明确的绿色农产品和服务信息感知来增强能力信任程度[23].
 

而能力

信任在消费者感知价值和绿色忠诚度、
 

行为意向的关系中则起中介作用,
 

能够对消费者的行为响应和持续

参与行为产生正向显著影响[24].
 

因此,
 

消费者信息素养能够通过影响能力信任来促使其产生绿色消费行

为,
 

为绿色农业发展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构建稳固的社会基础.
 

对CSA来说,
 

信息素养高的消费者易于获取

与CSA相关的信息,
 

如果这些信息能够消除消费者的不确定感,
 

使其相信CSA具备提供绿色农产品和高

质量服务的能力,
 

那么消费者就会对CSA产生积极评价并提升其能力信任,
 

促使消费者参与CSA,
 

扩大

CSA消费群体,
 

推进CSA可持续发展.
 

基于此,
 

提出如下假设:

H2.1a:
 

能力信任在消费者信息意识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起中介作用.

H2.1b:
 

能力信任在消费者信息知识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起中介作用.

H2.1c:
 

能力信任在消费者信息能力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起中介作用.

2)
 

善意信任.
 

善意信任是指消费者相信生产者能够站在消费者立场来考虑交易问题,
 

以保证消费者利

益不受侵害[6].
 

对CSA来说,
 

消费者对生产者的善意信任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衡量:
 

①生产信息方面.
 

如果生产者能够主动公布生产信息,
 

或者消费者认为生产信息足够公开透明,
 

消费者就会对生产者产生强

烈的善意信任.
 

②产品配送方面.
 

如果消费者认为CSA农场能够及时反馈和处理配送环节出现的问题,
 

就

会增强其对生产者的善意信任.
 

③协议履行方面.
 

如果消费者认为生产者能够遵守约定并诚实地提供绿色

农产品,
 

就会主动与生产者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
 

逐步提升对生产者的善意信任.
 

善意信任反映了消费者

愿意与生产者开展合作的一种积极心态[25],
 

能够降低产销双方的防御行为和消极顾虑,
 

推动双方建立开放

和诚实的交易关系.
 

因此,
 

善意信任是促进消费者参与CSA和推动CSA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
 

并且,
 

消费者信息素养对提升消费者善意信任和促进CSA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影响,
 

因为消费者信息素养的

提升不仅能够有效缩小产销双方的信息鸿沟,
 

让消费者深入了解CSA农场的经营管理情况,
 

监督生产者的

行为[26],
 

还能够促使产销双方就交易达成一致观点,
 

使生产者重视消费者的需求和建议,
 

逐步增强消费者

对生产者的善意信任,
 

扩大CSA消费群体,
 

推进CSA可持续发展.
 

基于此,
 

提出如下假设:

H2.2a:
 

善意信任在消费者信息意识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起中介作用.

H2.2b:
 

善意信任在消费者信息知识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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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消费者信息素养、
 

绿色信任与CSA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模型

H2.2c:
 

善意信任在消费者信息能力和

CSA可持续发展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

 

本研究构建了消费者信息素

养、
 

绿色信任与CSA可持续发展关系的假

设模型,
 

如图1所示.

2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2.1 数据来源

2021年,
 

成立了“消费者对社区支持农

业(CSA)的认知及参与意愿研究”课题组,
 

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实地调研.
 

中国CSA的起步时间较晚,
 

发展速度缓慢,
 

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周边,
 

为了

勾勒出中国CSA的完整图景,
 

对研究问题进行全面深入调查,
 

本研究依据地理位置、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CSA发展水平等因素,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北京市 M市民农园和Y开心农场、
 

广州市H屋顶农场和L农

家田园、
 

郑州市Z开心农场和X屋顶农场、
 

洛阳市S智慧田园和G私家菜园等8个发展较为成熟、
 

经营情

况良好的CSA农场作为调查对象.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对8个CSA农场的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
 

每个

CSA农场发放问卷110份,
 

共发放问卷880份,
 

其中,
 

收回有效问卷820份,
 

有效率为93.2%,
 

样本基本

特征如表1所示.
 

样本中男女比例均衡,
 

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消费者占84.1%,
 

户籍类型为非农业户口的消

费者占78.5%,
 

月可支配收入在4
 

001元及以上的消费者占80.5%.
 

由此可见,
 

样本基本特征符合CSA的

消费者以城市中等收入以上群体为主的要求,
 

能够有效满足后续的研究分析.
表1 样本基本特征

变量 类别 百分比/%

性别 男 41.6

女 58.4

年龄 26~40岁 71.7

41~55岁 22.3

56~60岁 6.0

学历 初中及以下 5.9

高中或中专 10.0

本科及以上 84.1

户籍类型 农业户口 21.5

非农业户口 78.5

月可支配收入 2
 

000元及以下 1.5

2
 

001~4
 

000元 18.0

4
 

001~6
 

000元 48.3

6
 

001~8
 

000元 20.0

8
 

001~10
 

000元 7.8

10
 

000元以上 4.4

2.2 变量测量

本研究对消费者信息素养、
 

消费者绿色信任、
 

CSA可持续发展这3个潜变量进行了测量.
 

量表中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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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
 

打分由低到高依次计为1—5分.
 

消费者信息素养的测量根据明桦等[27]的

观点将信息素养分为信息意识、
 

信息知识和信息能力,
 

同时参考刘孝文[28]和张莉等[29]的研究量表,
 

并根据

本研究内容进行了修订,
 

共计10个题项.
 

消费者绿色信任的测量借鉴 Mcknight[30]提出的测量能力信任和

善意信任的量表,
 

共计7个题项.
 

CSA可持续发展的测量借鉴Eroglu等[31]的量表,
 

共计4个题项.
 

所涉及

变量的测量量表如表2所示.
 

为有效反映消费者信息素养对CSA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以及消费者绿色信任

在两者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
 

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将消费者的性别、
 

年龄、
 

学历、
 

户籍类型和月可支配收入

作为控制变量.
表2 变量测量

一级变量 二级变量 测量题项

消费者信息素养(IL) 信息意识(IC) IC1我认为CSA农场应该建立官方网站

IC2我会主动收集并记录与CSA相关的信息

IC3我认为实时掌握CSA农场的经营管理情况非常重要

信息知识(IK) IK1我非常熟悉CSA网站的各项功能并会熟练操作

IK2我能够使用社交媒体与生产者交流绿色农产品知识

IK3我能够使用社交媒体与其他人交流CSA知识

信息能力(IA) IA1
 

我能够正确理解CSA农场传播的价值理念

IA2
 

我能够正确理解网络上关于CSA价值的信息

IA3
 

我能够正确理解网络上关于CSA成本的信息

IA4
 

我能够与其他消费者交流关于CSA的信息

消费者绿色信任(LT) 能力信任(AT) AT1我认为CSA农场具备提供绿色农产品的能力和资源

AT2我认为CSA农场能够持续提供高质量的绿色农产品

AT3我认为CSA农场能够有效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AT4我认为CSA农场具备提供高质量服务的专业技能

善意信任(GT) GT1我认为CSA农场会保证实时公开农产品生产信息

GT2我认为CSA农场会积极履行与消费者达成的协议

GT3我认为CSA农场会积极解决商品配送中出现的问题

CSA可持续发展(SD) SD1我认为CSA农场能够持续提高绿色农产品质量

SD2我认为CSA农场能够持续提升服务质量

SD3我会积极向亲朋好友宣传CSA并邀请他们加入

SD4我会积极向其他消费者宣传CSA并邀请他们加入

3 实证分析

3.1 信度和效度检验

首先,
 

运用SPSS
 

25.0对各个潜变量进行信度检验.
 

从表3可知各个潜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

于0.7,
 

表明各题项之间的内部一致性较好,
 

样本具有较高的信度.
 

其次,
 

运用AMOS
 

24.0
 

进行验证性因

子分析来检验问卷效度.
 

根据输出结果得知各个潜变量对应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5,
 

各个潜变

量的平均抽取方差值(AVE)均大于0.5,
 

组合信度(CR)均大于0.7,
 

表明聚敛效度理想.
 

再次,
 

由表4可

知,
 

虽然各个潜变量之间均具有显著相关性(p<0.01),
 

但是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0.5,
 

并均小于所对

应的AVE 平方根,
 

表明各个潜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区分度,
 

量表数据的区分效度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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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信度效度检验

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AVE CR 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AVE CR

AT1 0.79 0.837 0.557 0.833 IC1 0.70 0.742 0.501 0.750

AT2 0.76 IC2 0.75

AT3 0.80 IC3 0.67

AT4 0.62 IK1 0.88 0.835 0.656 0.847

GT1 0.78 0.851 0.646 0.845 IK2 0.92

GT2 0.79 IK3 0.59

GT3 0.84 IA1 0.64 0.798 0.509 0.804

SD1 0.55 0.786 0.531 0.810 IA2 0.82

SD2 0.86 IA3 0.71

SD3 0.90 IA4 0.67

SD4 0.52

3.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结果显示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

析提取了9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
 

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39.46%(小于40%).
 

因此,
 

本研究数据的

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不明显.
3.3 相关性分析

如表4所示,
 

自变量消费者信息素养的3个维度(信息意识、
 

信息知识和信息能力)和因变量CSA可持

续发展均呈正向显著相关.
 

中介变量消费者绿色信任的2个维度(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和因变量CSA可

持续发展均呈正向显著相关.
 

自变量消费者信息素养的3个维度(信息意识、
 

信息知识和信息能力)和中介

变量绿色信任的2个维度(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呈正向显著相关.
 

本研究中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较为密

切,
 

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在0.118至0.380之间,
 

能够支持研究假设,
 

表明数据适合进行进一步分析.
表4 相关性分析

变量 信息意识 信息知识 信息能力 能力信任 善意信任 CSA可持续发展

信息意识 0.501

信息知识 0.273*** 0.656

信息能力 0.252*** 0.304*** 0.509

能力信任 0.380*** 0.380*** 0.118** 0.557

善意信任 0.380*** 0.191*** 0.130** 0.348*** 0.646

CSA可持续发展 0.380*** 0.231*** 0.201*** 0.229*** 0.248*** 0.531

AVE 平方根 0.708 0.810 0.713 0.746 0.804 0.729

  注:
 

*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
 

下同.
 

对角线上为各个潜变量的AVE 值.

3.4 假设检验

应用Process插件和Bootstrap方法进行假设检验.
 

首先,
 

考虑到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情况,
 

对各个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结果显示,
 

方差膨胀因子最大为1.763,
 

小于3,
 

各个自变量不存在多

重共线性.
 

其次,
 

在控制性别、
 

年龄、
 

学历、
 

户籍类型、
 

月可支配收入等变量的情况下,
 

对能力信任和善意

信任在消费者信息素养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1)

 

以信息素养为自变量的绿色信任中介效应.
 

以信息素养为自变量的绿色信任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如表5所示.
 

由模型3和模型1可知信息素养对绿色信任(β=0.59,
 

t=9.98,
 

p<0.001)和CSA可持续

发展(β=0.62,
 

t=11.65,
 

p<0.001)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假设 H1得到验证.
 

模型2中,
 

当信息素养

和绿色信任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
 

虽然信息素养对CSA可持续发展影响的显著性不变,
 

但是不仅解释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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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降低,
 

即β值由模型1中的0.62下降到模型2中的0.47,
 

而且绿色信任(β=0.26,
 

t=4.14,
 

p<0.001)
对CSA可持续发展也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表明绿色信任在信息素养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起中介作用,
 

可得出假设H2成立.
 

并且,
 

由绿色信任在信息素养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中介效应的直接检验结果可

知,
 

在95%的置信区间水平下,
 

信息素养通过绿色信任对CSA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正向显著,
 

Bootstrap检

验的区间为(0.08,
 

0.27),
 

不包含0,
 

因此假设H2得到进一步验证.
表5 以信息素养为自变量的绿色信任中介效应分析

变量

CSA可持续发展

模型1

β t

模型2

β t

绿色信任

模型3

β t
性别 -0.07 -1.21 -0.05 -1.00 -0.05 -0.88

年龄 -0.04 -0.65 -0.03 -0.65 -0.01 -0.09

学历 0.13 2.44* 0.11 2.19* 0.07 1.14

户籍类型 -0.05 -1.02 -0.06 -1.17 0.02 0.39

月可支配收入 0.11 1.89 0.10 1.87 0.02 0.32

信息素养 0.62 11.65*** 0.47 7.49*** 0.59 9.98***

绿色信任 0.26 4.14***

R 0.70 0.73 0.61

R2 0.49 0.53 0.37

F 值 31.29*** 31.45*** 19.08***

中介效应 间接效应值 Bootstrap
 

SE Boot
 

CI下限 Boot
 

CI上限

路径1 0.17 0.05 0.08 0.27

  注:
 

Bootstrap
 

SE、
 

Boot
 

CI下限和Boot
 

CI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
 

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下同.
 

路径1表示信息素养—绿色信任—CSA可持续发展.

2)
 

以信息意识为自变量的绿色信任中介效应.
 

以信息意识为自变量的绿色信任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

表6所示.
 

由模型3、
 

模型4和模型1可知信息意识对能力信任(β=0.45,
 

t=6.97,
 

p<0.001)、
 

善意信任

(β=0.40,
 

t=5.99,
 

p<0.001)和CSA可持续发展(β=0.47,
 

t=7.91,
 

p<0.001)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假设H1.1得到验证.
 

模型2中,
 

当信息意识、
 

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
 

虽然信息意识对

CSA可持续发展影响的显著性不变,
 

但是不仅解释率有所降低,
 

即β值由模型1中的0.47下降到模型2
中的0.29,

 

而且绿色信任的2个维度中只有能力信任(β=0.39,
 

t=3.48,
 

p<0.01)对CSA可持续发展具

有正向显著影响,
 

表明只有能力信任在信息意识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起中介作用,
 

可得出假设 H2.1a
成立和假设H2.2a不成立.

 

并且,
 

由绿色信任在信息意识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中介效应的直接检验

结果可知,
 

在95%的置信区间水平下,
 

信息意识通过能力信任对CSA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显著,
 

Bootstrap
检验的区间为(0.05,

 

0.26),
 

不包含0,
 

因此假设H2.1a得到进一步验证.
表6 以信息意识为自变量的绿色信任中介效应分析

变量

CSA可持续发展

模型1

β t

模型2

β t

能力信任

模型3

β t

善意信任

模型4

β t
性别 -0.05 -0.82 -0.01 -0.18 -0.10 -1.55 0.00 -0.02

年龄 0.03 0.45 0.04 0.75 -0.04 -0.56 0.02 0.24

学历 0.22 3.58** 0.17 3.17** 0.11 1.61 0.07 1.03

户籍类型 -0.07 -1.23 -0.07 -1.25 -0.02 -0.24 -0.01 -0.13

月可支配收入 0.09 1.53 0.08 1.45 0.03 0.51 0.03 0.44

信息意识 0.47 7.91*** 0.29 4.85*** 0.45 6.97*** 0.40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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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6

变量

CSA可持续发展

模型1

β t

模型2

β t

能力信任

模型3

β t

善意信任

模型4

β t
能力信任 0.39 3.48**

善意信任 0.01 0.11

R 0.62 0.70 0.51 0.44

R2 0.38 0.49 0.26 0.19

F 值 20.12*** 23.92*** 11.80*** 7.73***

中介效应 间接效应值 Bootstrap
 

SE Boot
 

CI下限 Boot
 

CI上限

路径1 0.15 0.05 0.05 0.26

路径2 0.00 0.04 -0.08 0.08

  注:
 

路径1表示信息意识—能力信任—CSA可持续发展;
 

路径2表示信息意识—善意信任—CSA可持续发展.

3)以信息知识为自变量的绿色信任中介效应.
 

以信息知识为自变量的绿色信任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7所示.
 

由模型3、
 

模型4和模型1可知信息知识对能力信任(β=0.26,
 

t=3.98,
 

p<0.01)、
 

善意信任(β=
0.22,

 

t=3.19,
 

p<0.01)和CSA可持续发展(β=0.27,
 

t=4.40,
 

p<0.001)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假设

H1.2得到验证.
 

模型2中,
 

当信息知识、
 

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
 

不仅信息知识对CSA
可持续发展的解释率和影响显著性均有所降低,

 

即β值由模型1中的0.27下降到模型2中的0.15,
 

显著

性由模型1中的p<0.001变为模型2中的p<0.01,
 

而且绿色信任的2个维度中只有能力信任(β=0.46,
 

t=4.03,
 

p<0.01)对CSA可持续发展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表明只有能力信任在信息知识和CSA可持续

发展之间起中介作用,
 

可得出假设 H2.1b成立和假设 H2.2b不成立.
 

并且,
 

由绿色信任在信息知识和

CSA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中介效应的直接检验结果可知,
 

在95%的置信区间水平下,
 

信息知识通过能力

信任对CSA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显著,
 

Bootstrap检验的区间为(0.04,
 

0.19),
 

不包含0,
 

因此假设 H2.1b
得到进一步验证.

表7 以信息知识为自变量的绿色信任中介效应分析

变量

CSA可持续发展

模型1

β t

模型2

β t

能力信任

模型3

β t

善意信任

模型4

β t
性别 -0.05 -0.79 0.00 4.03 -0.10 -1.49 0.00 -0.05

年龄 -0.02 -0.29 0.02 4.03 -0.08 -1.15 -0.02 -0.30

学历 0.29 4.41*** 0.20 4.03** 0.17 2.49* 0.13 1.86

户籍类型 -0.12 -1.95 -0.09 4.03 -0.06 -0.95 -0.05 -0.78

月可支配收入 0.14 2.08* 0.10 4.03 0.08 1.08 0.07 0.95

信息知识 0.27 4.40*** 0.15 2.64** 0.26 3.98** 0.22 3.19**

能力信任 0.46 4.03**

善意信任 0.03 4.03

R 0.51 0.67 0.39 0.30

R2 0.26 0.45 0.15 0.09

F 值 11.32*** 20.27*** 5.85*** 3.26**

中介效应 间接效应值 Bootstrap
 

SE Boot
 

CI下限 Boot
 

CI上限

路径1 0.11 0.04 0.04 0.19

路径2 0.00 0.02 -0.04 0.05

  注:
 

路径1表示信息知识—能力信任—CSA可持续发展;
 

路径2表示信息知识—善意信任—CSA可持续发展.

011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6卷



4)
 

以信息能力为自变量的绿色信任中介效应.
 

以信息能力为自变量的绿色信任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

表8所示.
 

首先,
 

由模型3、
 

模型4和模型1可知信息能力对能力信任(β=0.75,
 

t=15.30,
 

p<0.001)、
 

善

意信任(β=0.77,
 

t=15.22,
 

p<0.001)和CSA可持续发展(β=0.75,
 

t=17.52,
 

p<0.001)均具有正向显

著影响,
 

假设H1.3得到验证.
 

模型2中,
 

当信息能力、
 

能力信任和善意信任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
 

信息能

力对CSA可持续发展影响的显著性不变,
 

影响系数从模型4中的0.75上升到模型2中的0.85.
 

能力信任

对CSA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表明能力信任在信息能力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不起中介作用.
 

其次,
 

虽然善意信任对CSA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
 

但是系数为负,
 

表明信息能力通过善

意信任对CSA可持续发展产生的间接效应是负向的,
 

与总效应方向相反,
 

因此善意信任在信息能力和

CSA可持续发展之间并不起中介作用,
 

而是起遮掩作用,
 

可得出假设 H2.1c和假设 H2.2c不成立.
 

并且,
 

通过检验遮掩效应的结果可知,
 

在95%的置信区间水平下,
 

Bootstrap检验的区间为(-0.42,
 

-0.09),
 

不

包含0,
 

因此善意信任在信息能力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的遮掩作用得到进一步验证.
表8 以信息能力为自变量的绿色信任中介效应分析

变量

CSA可持续发展

模型1

β t

模型2

β t

能力信任

模型3

β t

善意信任

模型4

β t
性别 -0.05 -1.08 -0.03 -0.67 -0.10 -2.01 0.00 0.02

年龄 -0.03 -0.62 -0.02 -0.50 -0.09 -1.82 -0.03 -0.69

学历 0.12 2.71** 0.11 2.47* 0.00 0.10 -0.04 -0.81

户籍类型 -0.02 -0.42 -0.01 -0.19 0.04 0.88 0.06 1.19

月可支配收入 0.08 1.91 0.08 1.96 0.02 0.43 0.01 0.26

信息能力 0.75 17.52*** 0.85 13.14*** 0.75 15.30*** 0.77 15.22***

能力信任 0.18 2.02

善意信任 -0.29 -3.48**

R 0.82 0.84 0.76 0.75

R2 0.67 0.71 0.58 0.56

F 值 69.93*** 56.82*** 45.53*** 41.80***

中介效应 间接效应值 Bootstrap
 

SE Boot
 

CI下限 Boot
 

CI上限

路径1 0.14 0.08 -0.01 0.29
 

路径2 -0.25 0.08 -0.42 -0.09
 

  注:
 

路径1表示信息能力—能力信任—CSA可持续发展;
 

路径2表示信息能力—善意信任—CSA可持续发展.

3.5 实证结果分析

1)
 

直接效应.
 

消费者信息素养,
 

以及消费者信息素养的3个维度,
 

即信息意识、
 

信息知识和信息能力

对CSA可持续发展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这表明信息素养高的消费者所具备的高信息敏感度、
 

高信息知识

储备量和高信息工具利用能力,
 

能够为打通其与CSA农场之间的沟通渠道提供新的支持要素,
 

使其准确、
 

快速地捕捉和掌握CSA农场的基本信息和潜在信息.
 

这不仅可以打破产销双方的信息鸿沟,
 

使消费者感知

到CSA农场提供绿色农产品和高质量服务的独特优势,
 

而且还能够使消费者逐步深入理解CSA在保护生

态环境、
 

促进农业发展、
 

增进产销双方互信关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促使消费者参与CSA,
 

扩大CSA消费

群体,
 

促进CSA可持续发展.

2)
 

中介效应.
 

绿色信任在消费者信息素养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起中介作用.
 

绿色信任中的能力

信任在消费者信息意识、
 

信息知识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起中介作用,
 

而在消费者信息能力和CSA可

持续发展之间不起中介作用.
 

这表明追求绿色农产品的消费者在寻找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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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
 

信息意识和信息知识具有重要的影响.
 

信息意识强和信息知识丰富的消费者能够突破时空错

位和市场分割的限制,
 

拓展自身获取信息的路径,
 

获得更多与CSA相关的高质量信息材料,
 

以及其他消

费者对CSA的消费体验和评价等信息.
 

随着所掌握信息的增多,
 

消费者将会对CSA的整个生产和交易

流程具有更加清晰的认知,
 

能逐渐凝结出作为中介的能力信任,
 

即相信CSA农场能够按照消费者的预

期和要求提供绿色农产品和高质量服务,
 

促使消费者参与CSA,
 

扩大CSA消费群体,
 

促进CSA可持续

发展.
 

然而,
 

中国消费者的信息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中国CSA的发展形式多样但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这些导致消费者参与CSA的主要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取绿色农产品,
 

难以全面领会CSA在保障农产

品质量安全、
 

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农业发展、
 

增进产销双方互信关系等方面的作用,
 

致使CSA的发展速

度受限.
 

因此,
 

需要提高消费者的信息能力,
 

促使其全面深入理解CSA的价值,
 

提升其对CSA的能力

信任,
 

有效推进CSA的可持续发展.

3)
 

遮掩效应.
 

绿色信任中的善意信任在消费者信息意识、
 

信息知识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不起中介

作用,
 

而在消费者信息能力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起遮掩作用.
 

通过深入研究发现,
 

CSA要想更好地提升

消费者的善意信任,
 

不仅要与消费者开展持续性的互动和交流,
 

而且还要吸引消费者走进农场和了解农

场.
 

然而,
 

不少中国消费者仅仅希望通过参与CSA来获取绿色农产品,
 

大多缺乏真实的农场体验.
 

同时,
 

产销双方没有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
 

不仅违约情况时有发生,
 

甚至产销双方根本没有签订协议,
 

消费者只

是在购买绿色农产品时才会与生产者联系,
 

无法有效提升消费者对CSA的善意信任.
 

并且,
 

中国CSA的

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不仅会降低消费者对CSA的认知,
 

而且部分CSA农场的不规范行为还会降低消费者

对生产者的善意信任.
 

因此,
 

提升消费者善意信任已经成为推进CSA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
 

具体来看,
 

如果消费者相信生产者是出于友好、
 

关心、
 

诚实的目的与消费者进行交易,
 

在交易过程中就

会相信生产者能够为保障消费者权益而提供真实信息,
 

并愿意在维护交易秩序、
 

解决交易纠纷等方面付出

努力,
 

例如,
 

CSA农场在交易前会与消费者就绿色农产品质量、
 

服务标准等签约,
 

交易后也能够在问题判

定、
 

责任承担等方面与消费者形成默契,
 

那么这就能够有效增强消费者善意信任,
 

也能够提升消费者对信

息素养的重视程度,
 

促使消费者主动提升信息素养,
 

加深对CSA的认知,
 

进而有效提升消费者参与CSA
的积极性,

 

推进CSA可持续发展.

4 结论与启示

信息和生态已经成为推进绿色农业发展的主导要素,
 

提升消费者信息素养和绿色信任则是保障绿色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其中,
 

信息素养分为信息意识、
 

信息知识和信息能力,
 

绿色信任分为能力信任和善

意信任.
 

本文以绿色农业发展模式的代表CSA为例,
 

基于820份CSA消费者调查问卷研究发现:
 

第一,
 

消

费者信息素养,
 

以及消费者信息素养的3个维度对CSA可持续发展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因此,
 

消费者信

息素养的提高有助于推进CSA可持续发展.
 

第二,
 

绿色信任在消费者信息素养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起

中介作用.
 

绿色信任中的能力信任在消费者信息意识、
 

信息知识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起中介作用,
 

而善

意信任在消费者信息能力和CSA可持续发展之间起遮掩作用.
 

因此,
 

消费者对CSA绿色信任水平的提升,
 

能够增强信息素养对CSA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得到如下启示:

1)
 

提升消费者信息素养,
 

扩大CSA消费群体.
 

随着社会生活的高度数字化,
 

人们的行为决策越来越

依赖于所掌握的信息,
 

要充分考虑消费者的信息需求,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提升消费者信息素养.
 

一方

面,
 

CSA农场可以与社区和街道合作,
 

开设信息素养技能培训课堂和开展信息素养教育讲座,
 

向消费者介

绍农场官方网站的页面设置和信息查询方法,
 

以便消费者熟悉农场的官方网站并获取所需的信息,
 

帮助消

费者树立信息意识、
 

丰富信息知识、
 

掌握信息能力.
 

另一方面,
 

生产者可以将参与性高并有长期合作意愿

的消费者发展成为消费者“领头人”,
 

赋予他们一部分农场管理权力,
 

借助他们与其他消费者的私下交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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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消费者对CSA的认知,
 

丰富消费者的信息知识,
 

提升他们的CSA参与意愿,
 

逐步扩大CSA消费群体.

2)
 

加强生产者对网络、
 

电商、
 

物流等信息技术的应用.
 

CSA农场可以建立可视化监控平台并向消费

者开放,
 

让消费者随时随地都能够了解绿色农产品种植、
 

生长、
 

采收、
 

检验等方面的信息,
 

以此展现农

场的基本面貌,
 

通过信息透明化增强消费者对生产者的能力信任.
 

CSA农场应重视微信、
 

微博、
 

抖音等

社交媒体的应用,
 

借助这些社交媒体增强农场和消费者的互动和交流,
 

帮助农场快速反馈信息并更好地

服务消费者,
 

而且还应及时发布农场的管理和种植信息,
 

邀请消费者参加农场举办的农耕体验、
 

业主庄

稼园、
 

业主饲养园等线下体验和参观活动,
 

提高消费者参与体验活动的意愿和频次,
 

减弱甚至消除消费

者对农场的不信任感.
 

CSA农场还可以运用电商运作模式拓宽营销渠道,
 

借助互联网技术打破物流配送

瓶颈,
 

构筑完善的绿色农产品销售网络,
 

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服务,
 

增强消费者对生产者的善意信任,
 

提升他们的CSA参与意愿.

3)
 

发挥社会力量在产销双方之间的桥梁作用.
 

CSA面临严峻的可持续发展困境,
 

在中国不同地区也

存在严重的发展不均衡现象.
 

因此,
 

不仅要促进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
 

社区机构等多元化社会力量的参与,
 

而且还应借助它们的组织动员优势和中介作用,
 

让它们利用各种宣传渠道对CSA加大宣传和推广,
 

增强多

元化主体的参与意识,
 

提升消费者对CSA的绿色信任和参与积极性,
 

帮助产销双方建立有效的利益联结.
 

这样才能为CSA的可持续发展构建良好的社会基础,
 

让更多的人了解CSA并享受CSA的发展成果,
 

提高

CSA的社会参与度,
 

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发展,
 

推进CSA可持续发展.

4)
 

加强政府部门对CSA的制度和经济支持.
 

目前,
 

CSA农场在与大型商超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政府

部门应对CSA发展给予制度和经济支持.
 

制度方面,
 

政府部门要加快完善保障绿色农业发展的政策,
 

针对

CSA制定具体的法律制度,
 

明确界定CSA农场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
 

建立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和监

管体系,
 

营造与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相契合的制度环境,
 

使产销双方在参与CSA时都能获得合法性支持.
 

经济方面,
 

政府部门要综合考虑CSA农场周边的区域环境,
 

建立生态价值补偿机制,
 

加大对绿色农业的财

政补贴力度,
 

向CSA农场提供便利的服务条件和项目补贴,
 

降低CSA农场的经营成本.
 

基于此,
 

才能为

CSA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拓展CSA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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