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食品 的信任建构机制
——

以 市
“

菜 团
”

为 例

帅 满

提要
： 本文 用 案 例 经验呈 现个 体消 费 者如何通过 结成 团体 建构安全食 品

的信任机 制 ， 并试 图 用 经验 与 相关 的信任演 化理论对话 。 菜 团建 立 了
一 套个

体消 费者 、 菜 团 、 生 产者 、 农夫 市集 四 者 环环相 扣 、 由 关 系 到 网 络结构 而 形成

的 独特信任体 系 ， 从 而消 费 到值得 信赖 的产 品 。 菜 团 的信任 演 化经验显 示 了

转 型 时 期 国 人信 任建构的 丰 富性和 复杂性 ， 既有传统 的人 际 信任发展 的某 些

普遍特征
，
也有 与 西方 学者 总 结 的 信任演 化模式 极为 不 同 的 某些 特质 。

关键词
： 食 品 安全 信任 信 任建 构 信任演 化

“

菜 团
”

一

、 问题、理论与方法

我国近年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表明食品安全信任危机之严重 （ 崔

彬 、伊静静 ， 国民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应对主食、 蔬菜类食材的

食品安全问题 ：

一是个别城市和一些机关 、企业建立 自 成
一

体的食品供

应体系 、渠道 郑东 阳 、戴平 ， 鲍小东 吕宗恕等
， 人民

网 王宏宇等 ；

二是 民众以个体的方式购买规格和价格更

高的农产品 ，如购买有认证的无公害 、绿色 、有机食品 ，购买
“

供港蔬

菜
”

， 加入农业合作社 、农场俱乐部 （ 鲍小东 ；
三是市 民 自 己采

取直接措施应对食品安全问题
，
如在 自 己 的菜园里种菜 ， 搞

“

自 供
”

（ 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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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国从 上世 纪 年代 以来 ，
为 了 应对加入

、 满足 民众 需求等 ，
为 食品 设里 了 等级

：

普通食 品 、 无公害食品 、绿 色食品和有机食品
； 后三 档食品均应 经过相 关部 门 认证

，

且越

往后 ， 等级越 高 ，
价格也越高

（
靳 明

，
： 。



社会学研究

良臣 城市兴起居民充分利用 阳 台 、屋顶 、 楼道 、小区空地 、 城市

公共绿地等空间种菜的 热潮 （ 徐天宇 ， 四是购买认识的 、 本地

种菜者卖的菜 。 每一类方法都用 自 己的方式和逻辑建构
一

套信任体

系 从而使特定的社会成员 消费到安全食品 。 那么 市 出 现的 旨在

沟通消费者和生产者 通过考察符合 自 己理念和要求 的生产者
，
再以共

同购买 的形式消费健康食品 的消 费者团体 卩

“

菜团
”

， 是如何使消 费

者对食品的安全性产生信任的呢 ？

食品安全问题的 既有研究多采用制度分析或 国 际视野对 比 的方

法 ， 分析我 国食 品 安全 问 题产生的原 因并提供解决思 路 （ 安雪铭 ，

张进程 曾 莉娜 ， 但多数均 为政策和理论层面或案

例 、文本研究 ， 实地经验研究相对缺乏 。

信任研究近几十年来在国外学术界已 成热点 按照不同的标准 ，
可

以对信任进行不 同 的分类 ： 比如特殊 普遍信任 （ 韦 伯 ； 李伟 民 、

梁玉成 ； ， 、 人际 制度信任 （ 卢曼 ， 、 人际 系 统信

任 郑也夫 ， ： 、 可计算 制度 个人的信任 （

等 。 关于信任 的形成 、发展与演化 ， 学界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

一

是关于信任的来源 。 西方经济学理论中 重复博弈导致信任 的

基本假说 社会学界对信任来源的分析则更

为丰富和精细 。 有学者总结出有基于人格 、制度 、计算 、认知 、 知识 、 情

感的六类信任 （ 向长江 、 陈平 。 按照
一般 特殊信任的 划分 信

任来源包括制度规范 、理性算计 、 群体的社会认同 、个人因素等 具体包

括制度 、 人格特质 、 认同 、 吓阻 、计算 、 情感、 社会交换 、互相为利 （

罗家德 、 叶勇 助 ， 罗家德
； 按照关系 网络

结构的划分 ，
信任来源分别包括互相为利的信任 、可信赖行为与第三方

介绍带来的信任 、 以情感为基础的信任 、 以人情交换为基础 的信任 、 以

封闭 网络结构为基础的信任 、 以认同 为基础 的信任 、 以 口 碑为基础的信

任 、关系 网动员而产生的小团体等 罗家德 、李智超 。

二是信任建构与发展的逻辑 。 按照 际 系统信任 的划分 ， 信任的

建构和发展包括人际和系统信任建构两个要素 （ 郑也夫 ， ：
。

① 近两 年 出 版的 《 在阳 台上种菜 》 、 《在 阳 台种 美味 》 、 《 我的 幸福农场
：
阳 台种 菜 》 等相

关 困 书也显示关注和 尝试 阳 台种 菜的人越来越 多 。

② 按照 学术惯例 ，
文 中 出 现的地 名 、人名 均做过技术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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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人际间的信任是有差别的 ， 信任度的总体趋势是由 家人连带 、熟人

连带到弱连带 、 无连带逐渐减少 （ 李伟 民 、 梁玉成 ，
罗 家德 、 叶勇

助 ，
。 由 于信任有 大致的边界和 区分 ， 并且 同 时又是有弹性

的 ， 因而建构人际信任就是要模糊或越过外人 自 己 人之间 的信任边

界 从无连带或弱连带提升到熟人连带 、拟似家人连带 ，

“

拟亲
”

化 ， 成

为
“

自 己人
”

（ 杨宜音
，

信任建构和增进的 目 的就达到 了 ， 即从圈

子外到进人圈 内 、从圈子边缘到进入圈子核心 （ 罗家德等 。 具

体的信任建构方法既包括工具性的 、感情性的 也包括法制手段等 （ 彭

泗清 杨中芳 、 彭泗清 。 而建构系统信任则必须从特殊走

向普遍 ，
建立一种普遍主义 的信任结构 （ 郑也夫 ， 张静 ，

王飞雪 、 山岸俊男 ， 翟学伟 ，
。

三是关于信任演化阶段 。 在商务关系产生过程 中有阻吓 认识 认

同为基础的三种不 同的信任模式 （ ，此后有学者发

现这一

分类对职业化关系 中 的信任产生也非常适用 ， 他们把谋算型

了解型 认同型信任视为信任发展的 三个阶段 信任随阶段进展而增

强 呈现了一

个动态的信任发展过程 （

本土心理学者认为根据中 国人人际关系既定 、工具和情感三种成分的

划分 ， 信任发展也有知根知底 、 知人知面 、 知 己知心三个发展阶段 （ 杨

中芳 、彭泗清 ，
且情感性成分的 增加在信任升级中起到 了关键

作用 （ ；
杨宜音 。

已有研究对不信任 的 研究较少
， 结合经验分析信任生成的研究

陈盼 ； 刘丹 ， ； 房莉杰 ， 更是稀缺 。 本文试图从信任来

源和信任建构方式 方法 的角 度 ， 结合既有理论研究 通过对
一个因现

有体制不能确保信任而 自 发行动形成
“

自组织 （
罗家德 ， ： 的

团体进行调查和研究 ， 用 田 野调查方法而非宏观政策借鉴 、推论推导 ，

对其信任建构和发展的过程及其逻辑进行考察
，
希望这个工作能推进

我 国食品安全的信任建构与演化问题的研究 。

研究方法方面
，
本文采用了文献法和质性研究方法 ， 辅以少量结构

式问卷调查 。 前期的准备工作主要是阅读文献和收集二手资料 。 田野

调查从 年 月 至 年 月 ， 历时 个月 ， 获得 了 翔实的资

料 。 调查的主要群体是菜 团理事及成员 调査方法 ： 浏览菜团 群聊

天记录 、关注菜团 豆瓣动态 、 关注菜 团论坛 、关注理事和相关成员 的博

客和微博 对菜 团沙龙相关人员 的观点和谈话进行记录 并对其中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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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行半结构和无结构式的访谈。 对农场主的调查则主要通过菜团和

市集 的沙龙 ， 听农场主讲述 自 己 的故事 ， 并通过实地走访农场获得信

息 进行必要的访谈 。 对市集组织者和志愿者进行个案深度访谈 。 对

赶集者进行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 。 笔者是作为菜团 的关注者和市

集的志愿者身份参与调査的 ，
既有非参与观察 又有 参与观察 ， 在

“

观

察连续体
”

中属于
“

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
”

陈向 明 ， ：

二 、

“

菜团
”

的安全食品信任建构环节

针对菜团形成过程和运作状况 ’ 结合信任建构和演化理论 ， 本文拟

出 如下 的经验一理论 图表 见图 下文会对 图 中划分的①②③这几

个信任建构环节和④⑤两步的信任结构体系分别逐次进行分析和论证

—

农夫市集

！

！

理事 ！

信任 信任

活跃志愿者

① ② ！

— 普通 团员

个体消费者 菜团 安全食品及其生产者

①认同 关系网动员
： 个体 消费者形成菜团 （ 个体 团体 ）

②认同 技术控制 关系运作 菜团 找到合作生产者 （
团体 团体 ）

③信任传递 可信赖性检测
：
团员信任生产者 （ 个体 团体 团体 ）

④利 益无关第三方监督增 进信任 ：
农夫市集助力监督 （ 团体 团体 ）

⑤基 于封闭性产生 的信任 ：
围绕菜团而形成 的信任框架 结构 ）

图
“

菜 团
”

的信任体 系

一 认同与关系网动员 ： 菜团的形成与发展

因 认 同 结成 团 体

菜团 的发起源于 自称
“

本职工作是 网络工程师 ，
民工

，
环保志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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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的于戊和老 两人的聊天
：

我是 年加入 自 然之友
，
以后就经常参加各种 活动 。

和老 认识是在 年 月 份
， 某 组 织 的一 次分享会上

，

老 汇报他在 种地 一年的体会 ，
从此

， 我就开始 和老 联 系 ，

并且支持他 年 在 试验 ， 再 到 年 到 试验 ） 。

年 月 日 于戊邮件 ）

后来于戊与他的环保志愿者朋友说起老 的事 他们 也对老 的

理念非常认同 ， 决定 以预付款的形式支持他做生态农业试验。 试验第

一

年 土地规模小 、 人员少 、种植经验缺乏 收成非常少 ，
但大家还是决

定做下去 ， 不过合作模式发生了一些变化 ：

去年大 家还是想扩大一 点规模
，
支持力 度大一点 。 当 然这个

也是受到 台 湾 的主妇联盟的 启 发啦 。 成立这个团 体 ，
让更 多 的人

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 后来就是通过朋友传朋 友
， 通过 网络

，
各种各

样的 渠道
，
去釆购 。 到 了 去年 月 份 我们 就正式成立 了

“

菜 团
”

。

年 月 曰 于戊访谈 ）

吉登斯吸收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思想 ， 认为信任是个人本体安全

系统的基础 （ 梁克 ， 对他人的信任是一种持久而经常性的心理

需要
”

（ 吉登斯 ， ； 当信任感缺失时 会产生
“

存在性焦虑
”

（ 吉

登斯 。 老 在农村蹲点
，
目 睹依赖农药 、 化肥等的石油农业

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而想尝试不用农药化肥是否有收获的可能 。 菜 团最

早发起人于戊和环保志愿者 同人最初就是因为关注环保和生态问题而

对老 产生了兴趣 ， 关注环保和生态是对社会现实的
一

种思考和担忧 ，

正是吉登斯说的因本体性安全缺失所产生的存在性焦虑 。 面对环境污

染 、生态破坏以及食品安全问题堪忧的社会现实 也 出于对后代的关

爱
， 安全食品行动者出 现了 。 菜团 是环境和生态系统遭到一定程度破

坏 、食品安全信任缺失后因担心本体性安全受威胁 、为消除存在性焦虑

而发起的行动 ：

如果就是我们大人 自 己
，
吃什么 都没那 么 有所谓

， 我们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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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么 急 于行动 但是 因 为 小孩子 ， 这个事情拖 不起。 （ 年 月

曰 于戊 访谈 ）

我 自 己 身体 不大好 很关 注养生之 类 的事情 ， 中 医 之类 的 ， 我

可以推荐你一

个 网 站 ， 叫 三七 养生网 ，
可以 学到很 多 东 西 。 我通过

这些相 关的 网 站 也认识 了 很 多 人
， 大家有 时候会交 流 ， 有什 么 活

动我也会参加 。 我觉得一个人要身 体好 吃 当 然是非常 重要的
，
病

从口 入嘛 所以 我就想吃健康一点的 菜 。 我老公和于戊认识
， 我觉

得 菜团 不错 所以 我们就 那边买 茱 了 。 女儿上 幼儿 园 了
，

也希望

她吃健康一点 。 （ 年 月 日 菜 团 团 员 访谈 ）

而且我和你不一样啊 。 我年底是准备要 宝 宝 了 ， 所 以 更要注

意 （ 哪些有 问题的 东 西 不 能吃 ） ，
之前是 比较注 意 。 （ 年 月

曰 菜 团 群聊天记录 ）

我是认识 才 买 她那 的 菜的
， 现在 关 于食品 安全的报道 那

么 多 ，
让人不放心

， 再说又有 了 小孩子 ，
所 以就更关注 了

，
买 这些农

产 品总 归放心一点 。 （ 年 月 日 菜 团 团 员 访谈 ）

人们倾向于与 自 己类似的人建立信任关系 （ 伯特 ， ：
， 因认

同而结成圈子是中 国人建立信任的关键步骤 （ 罗家德 ， 菜团 基

于以认同为基础的信任 （ ， 而建立 。 社会学

中 的认同概念偏重于对社会现象的
一

致性 （ 身份 、 地位 、 利 益 、 归属

等 ） 、人们对此的共识以及对社会关系 的影响 （ 王春光 这三个要

素 的强调 ， 对照这些要素可 以发现 安全食品行动者已经形成 了认同 。

首先 ， 安全食品行动者 的 中产身份非常明 显 。 菜团 团员一般在
“

岁之间 上有老 ， 下有小
”

团员有购买高于普通食品价格食品的能

力 且多数有轿车 。 年 月 日 笔者在农夫市集上随机调查的

位赶集者中 ， 位在 市居住时间不到 年 ， 位 年 位 年

以上 位愿意透露收人的赶集者中 人年收入 万元 ， 人

万元及以上 。 其次
，具有生态 、环保理念

， 追求安全食品 关注本体性安

全是这些人的共识。 最后 ， 愿意通过结识朋友 ，并 以数额不小的预付款

形式支持生产者进行农业试验和生产 ，敢想敢做 ，
以实际行动去获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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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食品 。 于戊及其他环保志愿者因为共同关注环境和生态问题而聚合

在一起并与老 合作 ， 进行生态农业试验 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是他们

的理念 、共识 ，
也是信任得 以建立的关键原因 。 基于共性产生的信任尤

其体现在乌有之乡 的几个成员与环保志愿者的合作上 ：

当 时还有乌有之 乡 的 几个人 他们是属 于比较激进的 左派
， 我

们也觉得到底要不要让他们先加入进来呢 考虑过 。 但是后来呢
，

就说 我们 不参与他们的政治方 面的 讨论 ，
人 家有这方 面 的生

活 的
，
共 同 的 目 标 ， 那就可以

。 只 要他们 不在我们 的群里头
，
不 在

我们 的 网 站上说一些过激 的话
， 那也可以 。 （ 年 月 日 菜

团 团 员 访谈 ）

虽然政治理念有分歧 但是共同 的 目标和认同使大家走在了一起 。

关 系 网 动 员 与 菜 团 的发展

认同是菜团形成 的源动力 ， 连带关系 （ ，
与关系运

作 （ 彭泗清 则是菜团形成和发展的直接推动力 。 核心成员 的关

系 网动员 以及第三方介绍使团体的成员越来越多 ：

最初我们一批人呢 都是环保志愿 者 。 于戊是在 自 然之友 我

呢
， 包括 、 是在某 做环保 的 。 当 时呢

， 那会儿不是转

基 因食品讨论得也 蛮 多 的 。 然 后大 余就说
，
那 能 不 能不 去吃 那些

东 西
， 有没有生 态农业 。 （ 年 月 曰 菜 团 团 员 访谈 ）

于戊动员 的第一批参与老 生态农业试验的是他做环保志愿者

结识的一群关注环保的朋友 。 菜团成立后 ， 根据活动参与频率和热心

程度 ， 团员 可以大致分为理事 、 活跃志愿者和普通 团员三类 。 前两类

加起来有十几人 ， 他们构成 了菜 团 吸引 新成员 的动员 主力 和核心 团

队 。 据理事许西介绍 ， 有一半的 团员是理事长于戊介绍来的 ， 包括他

的 同事 、朋友和兴趣 团体的 同好 。 笔者在观察中还发现 ， 搞活动需要

志愿者或需要人响应时 ， 团员 们 尤其是理事 ， 都会积极动员 自 己 的朋

友来参加 ， 比如理事汤 明 ， 笔者碰到 的 两位菜 团 志愿者都是她私人
“

拉
”

过来的 她还
“

煽动
”

自 己 的 日 本朋友参加菜 团组织的 农场考

察活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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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的发展 通过带动 、影响的方式进行 ：

大 家就说口 口 相传嘛
， 基本上就是 。 我跟我周边的 朋 友去说

，

她跟她周 边的 朋 友去说 。 有时候菜吃不 完
，

一个星期配送一次 放

在 那个地方也就坏掉 了 ，
就送给别人吃

，
吃 了 之后觉得确 实 不错 。

包括我们做环保活动的 时候 ，
老 会提供一 些 大米之 类的

，
就把这

些免 费捐 赠给我们 的
， 我们 就把这些 当 作参加活动 的礼品发放给

居民 。 做垃圾分 类嘛
， 到 社 区

，
给他们 讲都 是 非 转 基 因 的

… …

年 日 菜 团 团 员 访谈 ）

有一小部分团员是通过 网络途径 ， 或是参加农夫市集而对菜团产

生兴趣 他们 的参与 与 自 身的理念和意愿大有关系 也与菜 团理事和

志愿者的热情帮助密切相关 ：

大概今年 月 知道菜 团 ， 于是我回 家就去老 地里
，
去陈 庄 主

地里看
，
然后还看 了 下 《

一根稻草的 革命 》 ，
然后 就流连 于 网 上各

种杂七 杂八的信息 和知识
，
什 么 都沾一 点边地知道下 。 还有

于戊 ，
组长 的 热情 电话

， 耐心解释 ， 觉得 菜 团 不错 ， 因 为 父母农

民 出 身 ， 自 己 家里 也有地 ，
总有那种农民情结

， 希望 自 己吃好 ， 希望

帮助农民 ，
更希望 所有农 户 都像他们 一样种植 那就是真正的

生态 岛 了
， 但这个需要我们 消 费 者做努力 和贡献 。 （ 菜 团 豆瓣 小

组的 团 员 自 述 ）

通过这样的传播方式 ，
菜团成员 由 年 月 成立时的 户 ， 到

年 月 的 户 ， 截至 年 月 日 已有 户 。 由 于团员 都

是以家庭为单位 ， 所以菜团的实际影响人群巳经超过 了 人 ，
而且影

响范围仍在逐步扩大 。 团员 以 自 己 的人际关系 网络影响和动员其他人

加人 ，

“

因为
，
我相信菜团 的说法表明 了第三方介绍带来 的信任在

团员动员上发挥了 巨大的功效 。 正 因为如此 菜 团 群里理事讨论

应 以
“

团员影响非团员
”

来扩大菜团 的影 响 。

团 员 对菜 团 的信任

如图 所示 ，
个体消 费者 因认同而凝聚

，
核心成员 的关系 网动员 、

经第 三方介绍而加入使团员逐步增加 并建立了对菜团 的信任 ， 这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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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方式也体现了 国人倾向于信任与 自 己有关系 、关系较近的人的特点 。

杨宜音提出 了
“

自 己 人
”

概念来探讨中国人人际信任建构 的逻辑
，

中 国人是将他人包容进 自 我 （ 家 边界之内而形成一个信任边界的 （ 杨

宜音 。 菜团共同体的边界以无形的 网络虚拟和有形的组织实

体两种方式存在 有形的边界为团员大会和小组划分 ， 网络虚拟组织包

括菜团 群 、豆瓣小组和论坛等 。 菜团群成员主要包括 ： 菜团成员及

其配偶 、菜 团关注者 包括外地 ） 、农场主 （ 包括外地 ） 及其配偶等 。 菜

团 的论坛也通过理事 、 团员等板块设置了不同 的进人门槛 ， 这些都是无

形的边界 。 因为强关系而加入菜 团 的成员 ， 本身就有
一

个把 自 己 的朋

友纳人信任边界的过程 ，
而加人菜团 后 成为菜 团小组的

一

员 、 群

的一员 ，
也 即加入了这个共同体的一个组织 即建构了一个 自 己人的边

界 ，
而在沟通和交往中 又加强了这种 自 己人的感觉和观念 。 互联网和

高科技通讯传播方便 、快捷和覆盖面广的特点 使理念和认同
一

致的人

有了汇聚在一起的信息管道 使陌生人转化为熟人成为可能 ， 也使本已

认识 的人沟通更加顺畅 ， 互联 网在菜团发展的每一步中均起到 了不容

忽视 的作用 。

除了 团员 和理事会议 、 按片 区划分的小组会议加 强 团 队 内部建

设 ， 形成团体认同 ， 菜团还有
一

系列 的讲座和沙龙 、 亲子活动 、 自 然教

育 以及农场参访 劳动 收获 、农夫市集上的宣传和纳新活动 。 菜 团活

动允许带小孩参加 ， 有时甚至免除小孩的 活动费用 体现了菜团人性

化 的
一

面 以及以理念 、行动影 响 和教育下一代的 希冀 。 菜 团 的每次

活动 都可以见到小孩的 身影 ， 活动结束时均可见到成为玩伴的 小孩

恋恋不舍分别的情形 。 在与外群体的接触和互动过程 中 ， 团体边界在

团员身份上彰显 有助于 团员对 自 己身份的识别 和强化 。 因此 这些

会议和活动又进
一

步凝聚和增进了 大家对菜 团的认同 。

二 认同 、 技术控制与关系运作 菜团与生产者的信任关系建构

成立团体后 ， 以理事为骨干的菜团需要履行其委托和代理角色 ， 负

责为团员寻找和挑选安全食品生产者及其生产的食材 先由理事或 团

员 考察农场后 ， 再集体讨论并投票决定与哪个农场合作 。

寻找 生产者 认同
一致与 技术控制

基于成员 的生态和环保理念 ， 菜 团追求的产 品 有清晰 的界定 ， 即
“

三条红线
”

：
不使用转基因 、 农药化肥 、 除草剂 、 激素 ； 履行公平贸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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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购买 。 为了找到值得信赖的安全食品 菜团首先要寻找理念一致 、

可信赖 的生产者 。

菜团的成立有具体性和 抽象性的双重 目 的 具体是指作为 消 费者

联盟 菜 团 旨 在建立生态种植农场和消 费者对接 ， 为消 费者找到 安全 、

健康的食材 三条红线就是 团体对 自 己 消费 品 的定位 。 抽象是指菜团

成员 的公益性 、 理想性以及对现状的
一些反思

， 菜团倡导消费相对安全

的农产品 希望以 自 己的理念和行动影响更多的人
， 给农场主和农场带

来改变 如改善环境污染和破坏 的现状 ， 让农 民在市场上得到 更加公正

的待遇
， 推进三农 问题 的解决 ， 使农村空洞化得到缓解 ， 推动食品安全

问题的解决 。 菜 团理事说找合适 的农场其实关键在找合适的人 生产

者是关键 ，
只有生产者值得信赖 其产品才会得到菜团 的认可 。 团员 与

生产者 的认同体现在其对绿色食品以及生态 、 环保生活方式的追求上
，

后者在满足 自 己 生活需求的基础上把多余的 产品让渡给前者 ，
但使双

方超越买卖关系 的是共同的诉求 生产者对理念和生活方式 的坚持是

第一位 的 赢利是第二位 的 所 以
，
菜 团合作 的三家农场 即使在保本和

亏本的边缘也一如既往地经营下去 。

除了实地考察与交谈 ， 向业内人士打探农场信息 、通过卖家淘宝的

在线信誉反馈系统 （ 纪淑娴 ， 来检验生产者及其食材是否可信也

是选择 的关键步骤 。 在线信誉反馈系统主要包括店铺动态评分 、 买家

评论两部分 ， 若所考察的农场在这两方面均有 良好 的表现 则双方的合

作可能性大大增加 ，
以淘宝为代表 的互联 网商务平 台为菜团 和生产者

直接的 沟通和合作起到 了 巨大 的推动作用 它产生了 口 碑和舆论监督

的效果 。 事实上
， 与菜团合作 的三家农场 ： 白 领夫妇用工作养农场梦的

农庄 、 辞职白领老 夫妇全心经营的 农场 、 旨 在进行 乡 村修复

计划并进行教育和文化交流的 农场 均有 良好的 在线信誉 ，

三者 中

动态评分排行第二的 农场信息如图 。

店锩半年内动态评分

宝贝 与 述相符 ： 比固行迚平伽茁

扮 共 人
‘

成

卖芒的 务态度 ： 钱 比固碰平均水平 ■
；

分 入打分

卖家友货的速度 ： 丄断处平均水平 ！ 分
丨

图 生产者 淘宝店 铺动态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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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点评 ：

米好
，
天然 价钱真 的太责 ， 来广 东都 元 一斤 了

，
只 留 给孩

子煲粥吃 。 希望 邮 费 能降一些 。

卖 家 包装很用 心
， 布袋也很环保 。 蒸 了 馒头 ， 有 小 时候 的味

道 。 支持原 生 态 ！

到现在来评价是 因 为 真的吃过 了 。 哈哈必须 负 责地认真地做

评价 。 挺好的
，
烧粥我放 了 蛮 多 水还是很农的 ， 嘴 巴吃的 粘粘的 ，

第 天的 粥 汤都像猪皮冻
一

样 这个米估计磨成粉 ， 作为 米粉给小

宝 宝 吃也赞的 ， 特此评价 谢谢用 心种植的米和用 心 种植的人……

布袋子也很喜欢 ！ ！ ！

食材从生产到消费者手 中 ， 中间有很多流程 每一个流程都可能产

生影响食品质量和安全的 因素 。 为了得到健康食品 ， 菜 团力 图对食材

生产和流通的每
一

个环节的 隐患进行技术控制
， 从而确保其品质值得

信任 。 首先 在农场区位选择上
，
菜团选择 市周边开发较晚 、 生态环

境较好地区 的农场进行考察和合作 力 图 保证水 、土壤 、 空气的质量 。

其次 规范农产品生产方式 低产保质 。 菜团有 自 己 的消费
“

红线
”

，
口

感和营养为首选 ， 对农产品 的种植有一系列要求 。 由于不使用化肥 、杀

虫剂等 ， 单位面积产量降低 用相对低产来保证农产品 的质量 。 最后
，

菜团通过与农场建立 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而使交易成为面对面或快递

送货上 门 ， 实现了餐桌和农场对接 没有收购和经销 的环节 做到了 中

间环节的最小化 ， 缩短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 的距离 。

关 系 运作增进信任

连带关系增进信任

互惠互利有助于建立互相为利的信任 罗家 、李智超 菜团

和农场主具有双重的关系 ：

一

是工具性关系
，

。
一方是消费

者 一方是生产者 ，
虽然理念和认同是双方合作的基础 ， 但双方的买卖关

系却是从合作之 日 起就缔结了的 ， 我们也应看到这种商品交易背后有互

惠互利在起作用 。 菜 团有 、 名团员 ， 这些潜在的消费者 ， 对任何小农

场来说都是大客户 。 而菜团选择合作农场时 ， 价格也是非常重要的考

量 在第三次团员大会上
，
就有团员 建议菜 团今后与农场合作要用团购

的形式压价或者让农场给予优惠 。 二是情感性关系 （ 。 菜

团 群上转发的两条微博让人真切地感知团员 和农场的关系 ， 它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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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买方和卖方的关系 ， 更是饱含情感的朋友关系 ：

农庄庄主夫人 年 月 日 微博 ） 婆婆提起一件让

我很难忘怀的事 。 过年 的时候她手机收到
一位菜 团 成员 发来 的感

谢短信 感谢他们 一年 辛苦的 劳作给大 家带 来健康 的食品 。 婆婆

看到 这条短信后
，
眼泪 哗哗地掉下 来 了 。 不 知道是感 动还是 觉得

自 己的委屈得到 了 理 解 ，
反正哭得稀里哗啦的 。 想想 我这么 久来

也没有这么认真地感谢过公婆 ， 真是有些歉疚 。

团 员 微博回复 ） 这事我 上个 月 也听说 了 ， 我妈去 自 提蔬 菜 ，

和陈妈妈聊上 了 ，
短信至今保存着吧

，
陈妈妈一直说感 动得要掉眼

泪
， 也分享 了 陈妈妈在 农夫市集上的喜悦 ， 两位 中老年妇女聊得

甚欢 ， 我妈用 家 乡 话回 来跟我汇报得绘声 绘色 。 其 实 农 民就是这

么 真 这么 朴素 菜 团 的 团 员 ， 感谢大家的 支持 。

菜团通过把市场上本来陌生的 、 无连带的买卖双方的人际关系转

变为弱连带 （ 甚至熟人连带 达到信任网

络建立的 目 的 ，从而确保消费到健康食品 。 这也和波兰尼 、 格兰诺维特

的
“

嵌入
”

观点
一

致 市场是嵌入在社会中的 。 为了确保在分工细密的

市场上消费到 自 己满意的东西 现在大家转而寻求社会 ， 通过社会关系

来制约市场 。 有 了社会关系的注人 信任得以建构 ， 特定的消费 目 的也

顺势达到 。 菜团前团长于戊这样表述 自 己 和农场主老 的关系 ：

包括我 ， 我那时候到 老 那里
， 也会 出 现很多 问 题 ， 当 然也会

吵架 但是这个吵架是那 秤很能容忍 的吵架 吵是吵 但是吵过之

后还是能合作 ， 因 为 基础 在 这里
， 只 要 不 往心 里 去 就 可 以 了 。

年 月 日 访谈 于戊
）

在频繁的互动中 老 和于戊 已经不仅仅是合作伙伴 更是朋友 。

吵架而不影响彼此友情 ’ 双方形成了 良好的关系 。

团员 与农场主有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
，
因为有共 同的关于食

品和农业等的理念 ， 所以非常容易形成熟人连带 ，
他们每年都会通过形

式丰富的 活动聚在一起 。 团员 和农场主 的见面和认识 ， 对于促进双方

信任的建立起着巨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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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我看到 黑黑的老
， 感 觉他是个很用 心的 白领农民 。 所以 我

放心地买 他的 面粉。 （ 年 月 日
，
菜 团 群聊天记录 ）

市集 的一位参与者也坦言见面形成的连带关系对于建构信任的重

要作用 ：

在这个信任脆弱 的年代 ， 媒体报道 了 那 么 多 的食品安全 问 题 ，

所以都不相信 了 ，
所以 我现在木信认证

，
因 为那 些认证都不 知道是

怎 么来的 。 我只 认人
。 面对面见过 的

，
值得信赖的人

，

就会有感 觉

的 ，信任就建立起来了 。 （ 年 月 曰 农夫市 集参与 者访谈 ）

不信任增进信任

学界对不信任鲜有专门 的论述 仅有个别学者认识到
“

不信任
”

的

重要性 （ 向长江 、陈平 ，
。 郑也夫吸收卢曼的观点 认为不信任 的

积极功能不仅体现在与信任相反相成 ， 完成简化功能 ，还体现在相辅相

成 甚至促进信任 郑也夫 。 彼得 什托姆普卡则认为 不

信任和信任一样 ，
也是一种赌博 他把怀疑看成中 立的情形 ， 卩

“

信任

和不信任都是悬而未决的
”

，

“

怀疑既可能是信任破坏的前奏 ’
也可能

是不信任结束的预兆
”

， 不信任
“

导致积极性的 减少、 孤立和防御性的

敌对行为
”

（ 什托姆普卡 、 。
不信任既有正功能也有负功

能 但要区分发生情境
， 本文的 田 野发现表 明菜 团非常善于运用

“

不信

任
”

策略来增进对生产者的信任 。

策略之
一

：

“

给他们信任
”

， 给对方施加信任负担 。

实 际上食品安全说到 底还是个信任问 题 ， 我们要重建信任 ， 怎

么 样重建呢 。 首先是我们给 出 我们 自 己的信任 我相信这个生产 者

是好的
，我把我的信任给他

，我相信人心都是 肉 长的
， 我们 买他们 的

菜其实 并不便宜 他们送什 么 来给我们我们 就吃什 么
，
数量我们 是

有限定的 ，

一 次 斤 ，但是他具体送什么
，
我们不知道 。 他送来什 么

吃什 么 。 我们 平均 下来是 块钱一

斤 的蔬 菜 ，
比普通 的贵上一 倍

多 ，
所以 我相信人心都是 肉 长的

， 我给这个价格给他
， 中 间还没有 中

间环节 ， 我们这个钱是直接给到农户 手里的 ， 我相信他不会害我吧。

大家建立信任这样一个关 系 。 （ 年 月 曰 田 野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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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和人格上先给予 对方信任 ， 用
“

信任负 担
”

王小迅
，

来给对方形成压力 ，
以期收获对方对等的信任 。 通常情况下 对方迫于

压力会回报对等的信任 ， 但是信任压力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 。 团员 个

体也经常对农场主施加信任负担 ， 即通过各种渠道发布 自 己对收到食

材的看法 ， 让农场主给予反馈 。 比如 ：

我每次拿道菜要去微博晒一下
， 这不 只 是好玩 ， 也是为 了 督促

他们能 一直保持下去
， 那 天我只 收到 三样 菜 ， 我也会去晒

， 大 家 自

然都看 见 。 （ 年 月 日 菜 团 群聊天记录 ）

策略之二
：

“

吓唬 他
”

， 告诉对方不守 信用 会有何后 果 ， 形 成威

慑力

因 为地具体在哪里
， 我们都 去看过 的 ， 会向所有 团 员 公开的 。

如果我们查 到你 有用 农药 的话
， 那你要把所有的钱都退回给我们 。

虽 然还没有真正实行过
，
但是还是会有威慑力 的

， 我们 毕竟 是一 个

团体
，
如果发现 了 不 太好 的 ， 我想对你 的 声 誉来讲影 响会比 较大

的 。 因 为毕竞我们 的 声 音 比较大嘛 我们 可以 在 网 上说啊 。 如果

整个菜 团 买 的 菜都有 问 题 ，
那我想 你 们以 后在这个 團 子里也很难

生存 了 。 这也是 团体的 力 量 。 （ 年 月 日 田 野记录 ）

菜团与农场约定不定期 暗访或 明访农场 ， 即不仅通过连带关系确

保品质 还通过不信任形式形成对农场的监督 ， 更好地确保产品质量 。

并且 双方的合作不是 固定不变的 可 以
“

用 脚投 票
”

， 实行双向选择 ，

对双方形成无形的监督 。 菜团提出 了
“

抱团监督
”

的概念 ， 认为不同 背

景的消费者组成团体 ， 联合与生产者交易 ， 不仅可以放大个人力量 ， 避

免个人知识不足 ， 同时 ， 团体内部 的公开透明和民 主议事 ，
也可制约 由

团体内部人员 出于私利而造成的立场偏颇 。

策略之三
： 有形不信任 ： 实地考察 。

如果说威慑尚属无形的木信任 那么实地考察农场 ， 检验其是否有

违约行为便是有形的不信任了 。 实地考察分菜团组织成员 去农场举办

活动和个体团员前去考察两种形式 。

“

如果你是
一

个生产者 ，
当 别人

来你地里的时候 你会不会紧张 ？ 肯定会紧张嘛 这样 目 的就达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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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访谈于戊 ） 。 农场和菜 团还签订了协议 约定菜团

不定期去农场搞活动 ， 同 时也规定每个团员
一

定时间 内到农场参加劳

动的小时数 。 对于农场来说 ， 顾客来农场是对农场和劳动者的重视 、关

心 ， 同时也增加农场主的 自 信
；
对消费者来说 则可 以形成对农场 的监

督 ， 同时拉近彼此的关系 ， 增进信任 。

三 信任传递与可信赖性检测 ： 作为个体消费者的团员获得安全食品

个体消费者信任菜团 菜团再以 团体的名 义建立与农场和农场主

的信任 ，
因而 ， 对个体消费者而言 ， 菜团承担了第三方介绍带来信任 的

功能 罗家德 、李智超 从而使他们对农场和农场主产生信任 ，

形成了一个信任传递的链条 。 团员向经菜团介绍和推荐的卖家采购即

为这种信任的体现 消费即是信任投票 。

正如农民工求职需要强信任来重复印证 （ 翟学伟 ，

以辨识信

息的真伪 信任 的链条虽然建立了 但后续的信任检测和确保决定着信

任能否持续和加强 可信赖性检测合格与否决定着信任关系是否能不

断升级。 菜团考察和投票选出拟合作农场后 通过
“

试吃
”

来检验生产

者及其食材是否可信赖 。

“

我们选的都是去看的 时候觉得 比较好的 ，

但是毕竟他也没有经过认证
， 我们也没有去检査

，
但是不久后我们可能

会去抽检 这种怀疑呢还是有 的 （ 年 月 日 田 野记录 ） 。 这个

时段为多管道的信任检验提供了空间 ， 如果吃下来感觉好 听到 、 看到

其他买家的评价都不错 ’ 就可以建立长期 的合作关系 。

测试农场 的可信赖性

加人菜 团 ， 稳定购买农场的食材也不意味着对农场没有丝毫疑虑 ，

疑虑是在互动中 、在一系列 的测试农场的可信赖性 中逐步消除的 。 以

下是
一位团员 自 述的与农场互动过程

陈庄 主那里 自提次数我算最多 吧 …… 和 陈爸偶有 闲谈
，
去过

几次地里 挺有感 触
，
他的 确 是 热 爱 这片 土 地 的人

， 也 比较专 业 。

巧合是初 中 同 班 同 学和庄 主是邻居 也算是间接考察吧
， 当 初 向 同

学打探了 下种植情况
， 取得 了 我的初 步信任 。 再说下 自 己 的考察 ，

队伍算够庞大 的
， 带 着父母 儿子和老公… …其 实

一开始购 买总有

试探和怀疑的感觉 ， 谁 能保证我快递到 的 东 西质量如何呢？ 几 次

上 门 结 果 主要是消 除我
“

当 天采摘
”

的 疑虑 ，
还有去 留 心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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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化 学物质的痕迹 。 有一次周
一上午去的 ， 家里没菜 ， 农 民们 都

在地里
，

只 好傍 晚再去 。 还有一 次上 午下 雨
， 农民一 边在 运回 生

菜 ，

一边农 民在分拣去掉外面 的 叶子 。 当 然 比如
， 冬瓜、 南瓜一 些

肯定就不是 当 天采摘啦 。
记得是 台风暴 雨 那段吧

， 家里一 筐 筐 黄

瓜提前采摘 了 。 妈妈更绝 和农 民聊天打探种植 内 幕 ， 问 陈爸讨菜

苗之类
，
还偷学到 了 几招种植技术 她欢得不得 了 。 也碰到 过浙大

的教授在地 里视察 建议一些播种实施和对 虫 害 的观察 ， 并带着女

儿在田 间 学 习
，
好羡慕啊 。 记得 有

一次去买 菜 ， 和陈爸聊起来 ， 我

问 他
，
小番茄还不 懂是不是转基 因 的 问题

，
我们这些消 费 者也还不

专业 。 他真实 又 坚定地说
：
应该不 会 种子和浙大老师说的 时候

，

再三强调不 能转基因 的 。 其 实 ， 没有证据 ， 就是这种朴 实 的 话吧
，

让人感 觉听 了 非 常舒坦
， 更觉得生 产者和 消 费 者要互 助 互 学 。 也

看到他们 由 于 菜 品 由 于 派送等 问题接受 的 抱怨 和一直在做的 努

力
，
只是这些努 力

，
如果不说 出 来 ，

就得不到 消 费 者的理解和认可
，

也挺郁闷 的 ，
而且 因 为 菜 团 还在摸索 状 态

， 农庄也刚 做 了 一年 多 ，

婴儿期 的跌跌撞撞总要有 希望互 相理 解支持 ，
共 同 进步 。 （ 菜 团

豆瓣小组 团 员 发帖 自 述
）

向熟人打听农场信息是用
一

种非直接的 、通过了解农场的声誉来

增加信任的方式 ， 这是一种侧面的信任检测 ， 得到正面答案即可建立初

步信任 ；
非预期性探访 、 聊天打探种植内幕属于实地探访的直接监督 ，

信任逐步增加
；
看到莅临指导 的专家 ， 进一步增进 了对农场 的 信任

；

“

朴实的话
”

和看到卖家不易等 ， 使团员 与农场 主的关系 ， 从外在 的监

督者与被考察者变为混入感情成分的复杂互动 ， 在工具性关系 中加入

了感情性成分 ， 使双方的信任和关系 升级 达到 了
“

知 己 知心
”

（ 杨 中

芳 、彭泗清 ， 的 阶段 。

凭感 官验证信任

团员凭感官 、经验印证食品质量 ， 印证对生产者的信任 。 于戊说观

感和 口 感可以辨识菜的 品质 ，
生态农产品 吃起来 口感完全不一样 ， 有小

时候吃过的菜的味道 他是从农村 出来的 ， 所以有经验 。 事实上 消费

者用这两种方式确认信任的方式非常普遍 。 请看
一组回 帖 ：

汇报下
， 昨天的有机菜 虫 虫 有点 了 。 第

一 次吃有机茱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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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 ， 不过南瓜和冬瓜非 常好吃 。 （ 年 月 日 菜 团 群聊天

记录 ）

本次收到 的鸡毛菜 、 番茄 、苦瓜 、黄瓜、甜瓜、 米苋 、 空 心菜 、 小番

茄 除 了 青杆空心菜略有些老外 番茄 卖相有点 长僵 的样子
，
但是吃

口 不错 ， 鸡毛菜 、 米苋相当 不错
， 米苋炒 出 来非 常糯 甜瓜很清甜

， 黄

瓜还带刺 很新鲜适合凉拌吃。 黑猫快递 用 的 还是纸箱 子
，

小番茄

有几个被压坏 了
，

整体上很不错。 （ 农庄淘宝 买家评论
）

下午收到 的米 ， 因 有事 晚上外 出 就餐 ， 但 临走前还是煮 了 些

米
，
晚上回 到 家米饭已 经煮好 了

，
尝 了

一 口
，
好甜的米饭

，
盛 了 一碗

就着
一 小 片 腊 肉 下 了 肚

，
还不 过瘾又盛 了 两碗白饭就这么 空 口 吃

下去 一锅米饭快被我吃干 净啦 。 米饭带 着甜还很有咬劲
， 吃 口 很

不错 。 感谢老 和他 的 团 队提供 了 这 么 好吃 又安全健康 的好大

米
，
要一直 坚持做下去哦 ，

支持你们
！ （ 农场淘 宝 买 家评论

）

笔者吃过几次农夫市集上农场主种植的农产 品 甜瓜和西瓜与普

通的相比 肉质更紧 糖分更多
，
口感更甜 。 菜 团成员 、市集参与者的反

馈及笔者的亲身体验显示
，安全食品在外形和 口感上都有其特殊性 ，这

也是消费者确认农产品品质 、担保信任的一种方式 。

三、安全食品的结构性信任体系与信任演化模式

一 农夫市集 ：第三方身份助力监督

农夫市集旨 在搭建一个健康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面对面交流平

台 ， 市集为生产者提供摊位 ， 负责遴选符合要求 的生产者 ：

一

、不使用化

学制剂和转基因种子
；
二 、不持有有机认证 ；

三 、 不是拥有巨大规模和巨

大资本投人的企业化农场 。 作为一个公益性的组织 ， 它 的举办得到了

多方的帮助和支持 每次赶集人数都达三百人次以上 。 菜团的 三家合

作农场均是农夫市集的参与者 也是生产者联盟成员
，
对于 团员来说 ，

农夫市集为他们建构安全食品信任又多 了一重
“

防护网
”

， 对菜 团 而

言 农夫市集作为利益无关的第 三方身份 （ 谢朝霞 其

监督有公信力 。 同时也为菜团纳新提供了 时机 。

据农夫市集的组织者介绍 ， 在一次农夫市集上 有一位在工商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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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赶集者把从农夫市集买去的食材进行检验 果然没有发现农药

残 留 。 市集由 于其面 向所有公众的性质 赶集者来 自各个行业和阶层 ，

既有有方法检测食材的专家进行专业的 、直接的监督 也有生活经验丰

富的市 民提供 自 己 的观感和见解 感兴趣的人既可 以在农夫市集上和

生产者当面交流 也可 以前往农场实地考察和观摩 。 方法多样 、 层次广

泛的监督可以测试农场主及其食材是否值得信赖 。

生产者联盟

第三方机构

菜团 、 消费者 、 舆论等

图 市集组 织者设想的市集监督结构

农夫市集有层次丰富的检验和监督体系 ： 第一

层是市集组织者通

过实地探访 、 向业界人士打探消 息等对生产者进行考核 ， 看其是否有人

场资格 。 第二层依靠赶集者和消费者 、消 费 团体等 这是一种全方位 、

直接 的监督 。 第三层是生产者联盟 。 经农夫市集组织方提议 在第五

次市集上
，
八家生产者成立了生产者联盟

， 实行内部监督 。 市集要求八

家农场分别为 自 己找
一

个担保人 ， 因此把八家农场串在了
一

起 ， 每个农

场每年必须去其他农场 四次 ， 被走访两次 。

“

其实也不是要大家真 的

得出
一个是否用药等非黑 即 白 的结论 我们 的 目 的是监督 … …大家是

栓在一根绳子上 的蚂蚱 。 大家休戚与共 出 了 问题大家都遭殃 烂也烂

在了一起
”

（ 年 月 日访谈于戊 ） 。

当个体消费者与菜团 、菜 团与生产者建立 了信任机制后 ，农夫市集

作为外在于菜团和生产者的一个平台
，
把二者及众多生产者置于广大

市人民 的监督之下 农夫市集作为一个第三方身份性质的机构 ， 有助

于检测生产者是否可信赖 。

二 封闭性信任结构的形成

个体消费者 因认同而形成团体 核心成员 的关系 网动员 ’ 第三方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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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使团员逐步增加 ， 消费者确立 了对菜团 的信任 ， 完成 了第一步 的信任

建构 。 承担委托和代理功能的菜团为 团员 寻找合作 的农场 ， 首先要找

到理念契合 、认 同一致的农场主
， 再用

一

系列 的技术措施包括互惠互利

的嵌入性关系 、不信任策略的运用等来增进彼此信任 ， 第二部信任建构

完成 。 个体消 费者经由 菜团 的信任传递 建立了 对生产者及其食材 的

信任 ， 从而使信任传递的第三步达成 ，菜团团员 获得安全食品 。 农夫市

集作为外在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无关第三方 助力菜 团对生产者

的监督 增加信任被码 ， 信任体系 的第 四环确立 。 四个环节完成 第五

步 ， 即形成信任结构才成为可能 。 而这个结构又是 以菜 团为核心 的 。

不仅普通个体消费者加入菜团 ， 成为其团员 ， 在 年 月 曰 的

第三次菜团 团员 大会上 ， 为了让生产者更多更好地为菜 团出谋划策 在

菜团理事的建议和感召下 ， 包括三家与菜团合作 的农场主在 内 的近十

位农场主也加人了菜团 ； 农夫市集的第一次举办 菜团也以主办方的角

色亮相 ， 此后 ， 虽不担任主办方 ， 但一直是参与者 作为消费者团体与市

民见面 。 团员 、生产者 、农夫市集这三者 ， 均整合在菜 团的 名下 。 前述

四环 的信任建构是独立运作的 但四环加总之后 使得关系形成 网络结

构 形成 了 以菜 团为核心 、 既极具伸缩性又具有结构稳定性的 、 基于封

闭性产生信任的信任体系 与结构 （ 罗家德 、 李智 超 ， ， 安全食品 的

信任体系成型
， 信任的第五步环节就此完成 。 信任结构之成型是前面

四环信任建构完成后的 总体效果 缺少 了前面的任何一环
， 这一步都不

能成立 。 这个信任体系是在食品 安全信任危机严重的背景下 ， 安全食

品行动者 自我寻求的结果 是菜团 团员获得安全食品的原 因和保证 。

在整个安全食品信任结构形成的过程中 互联 网的作用功不可没
：

从团员 内部沟通 、 资讯发布到感兴趣者通过网络张贴的信息找到组织
；

从菜 团考察生产者网络店铺的 口 碑和信誉到团员在网上将食材质量和

运输问题反馈给生产者 ； 从菜 团在网上公示理事会议记录 、 财务状况到

团员 、生产者在 群 、论坛对菜 团 的运作提 出意见和建议 ， 互联网 在

团员 、菜 团 、 生产者 、农夫市集 、赶集者和感兴趣者之间搭建了一个开放

的交流平台 。 信息反馈和共享 、舆论监督 、建立共识并产生行动 、 身份

认同等均高度依托这一平台
， 这个平 台对产生和增进上述主体之间 的

信任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 。

对这个封闭性信任体系最大的一次考验当属理事农场参股风波 。

年 月 日 的菜团理事例会 于戊被指农场参股 迫 于压力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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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理事会 其他理事同意 。 参股指于戊支持老 农场的 万块钱在

于妻的
“

名分
”

要求下将她也注册为股东之一

（ 鲍小东 ， 。 参股
一事对理事们的震动非常大 ， 迫于压力 ， 于戊

“

受不了
”

、

“

不干了
”

。 事

实上 对于戊参股一事最为介意 的就是其他几位理事 。 齐美尔认为 ，

“

关系密切的群体成员之间发生冲突时 ，
比没有共同情感、 归属感或亲

密感的一群人发生冲突时 ， 其紧张程度会更高
”

（ 巴 比
， 这正

好可以解释这种熟人间信任关系破裂的情形 。 于戊退 出理事会后 菜

团与老 农场的合作并未受到影响 ， 菜团 自 身也在按菜 团章程程序更

换理事后照常运转 ， 这显示 了菜团信任结构和系统的稳定性 。

三
“

菜团
”

信任演化模式的理论对话

本文 的经验与既有信任研究的对话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第一 在菜团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
基于相 同的生态 、 环保理念 经

关系 网动员 ， 团员越来越多 菜团逐渐发展壮大 。 这个过程与国人的人

际信任建构和发展逻辑
一

致 即人们相信熟人 ， 对与 自 己连带强的人施

加更多的信任 ，属于
“

知根知底
”

型信任 （ 杨中芳 、 彭泗清 。 正 因

为有 良好的信任基础 菜 团核心成员 的关系 网动员才会如此有效 。

第二 在菜 团与生产者发展信任关系 的过程 中 ， 双方的理念认同

是基础 ， 是双方互动的前提 然后通过信任检测 ，
经过谋算 和了解 ， 关

系 中感情成分逐渐增 多 ， 信任建立。 这种信任演化过程与谋算型

了解型 认同型三阶段信任演化 （ 相互

参照 。 本文 的案例经验显示
，
经 由 认同 而彼此连结 再经 由 谋算 、 了

解型信任 阶段 最后 发展 为拟似家人 ， 呈现了 一个动态信任演化过

程 ’ 无论是信任演化阶段数还是阶段顺序 ， 都可对既有研究形成
一

定

的扩充效果 。

第三
， 无论是菜团本身的发展还是菜团与生产者的互动 都揭示了

情感成分在信任升级中 的关键地位 ， 这与黄光国和杨宜音的结论
一

致

； 杨宜音 ， 。 菜 团发展有赖于理事和活跃志愿者 的

关系 网动员 ， 被动员的多是和 自 己有强关系 的 同事 、 同学 、朋友 ， 这种连

带关系中 巳有情感性在 内 ， 因此动员 力度才会如此之大 。 而菜 团和生

产者的互动——可以 团员个人与农场打交道为例——显示 随着对农

场可信赖性测试的施加以及 了解的增加 ， 关系 中的情感成分开始发生

作用 彼此由 买方和卖方关系 升级为具有情感连带的朋友关系 ，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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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

第四 认同在信任建构 中的重要性。 菜团本身的发展以及菜团 与

生产者的互动均显示认同是一个粘合剂 可 以把各行各业的人聚合起

来 ， 从而弓 发一个小规模的行动 。 传统社会中 ， 血缘和地缘对于特殊信

任有重要意义
，
而本文从 市的经验发现 ， 在现代大都市 中 ， 因业缘和

兴趣 、理念而产生信任和互动变得更加重要 ’ 这也正是转型 时期
“

类别

关系化
”

（ 杨宜音 杨宜音 、张曙光 的一个体现 。

四 、结论与讨论

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情况下 ， 社会大众有各 自 的应对方法 ， 本文

用案例经验呈现个体消费者如何结成团体 建构安全食品 的信任机制 ，

并试图与中西方的相关信任演化理论对话 。

对 市菜团 的成立和发展进行参与观察后发现
： 关注生态和环保

的
一群人 因认同而聚合成

“

菜団
”

，
经核心成员 的关系网动员 和 团员 的

第三方介绍使团体不断发展 ，从而建构 了作为个体消费者的团员对菜

团的信任 ； 菜团找到与 自 己 认同一致的生产者 ， 并通过发展连带关系 、

不信任增进信任的策略等关系运作方法 ， 辅以一

系列 的技术手段 ， 建立

了菜团与生产者之间的信任关系 ；
个体消 费者经由 菜团的信任传递 ， 建

立了对食材及其生产者的信任 ； 农夫市集作为第三方身份助力菜团对

生产者的监督 ， 增加信任砝码 。 环环相扣 ， 由 关系到 网络结构 形成了

基于封闭性而产生 的信任体系 与结构 ， 从而建构 了安全食品 的信任机

制 使得在食品安全信任危机严重 的社会背景下安全食品行动者能够

消费到值得信赖的产品 。 互联网在其中 的每
一个环节均起到了助推器

的作用 。

菜团 的信任演化经验显示了转型时期 国人信任建构 的丰富性和复

杂性 ， 既有传统的人际信任发展的某些普遍特征 ， 也有与西方学者总结

的信任演化模式极为不同 的某些特质 。 首先 菜 团发展过程 中 ， 熟人的

关系 网动员发挥了重要 的功能 这正是国人信任与 自 己关系近 的人的

表现 其次 ， 菜团与生产者的互动显示
，认同是双方合作的基础 ， 在后续

的交往 中谋算 、测试和加深了解 ， 最后才能发展成拟似家人的关系 这

与西方由谋算 、 了解最后 到达认同 的信任演化模式有所不 同 再次 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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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发展显示情感成分的增加在信任演化过程 中起到 了关键的作用 ，

促进了信任关系 的升级 最后 ， 转型时期 ， 因业缘和兴趣 、理念而产生信

任和互动变得更加重要 ， 认同在信任建构 中非常重要 。

此外 互联网在安全食品信任建构体系 中也 占据重要位置 ， 原因在

于它提供了
一

个进退 自 如的公共交流空间 为有共同兴趣 、相似认同的

人提供了表达 、分享 、交流 、监督的平台 。 参与 的人都有发声权 ， 可以平

等参与到行动 中来 ；
陌生人在此 因交流形成认同 变为熟人 ， 熟人在此

因讨论而志同道合 进 而形成一种积极信任 （ 董才生 。 这个平

台 以及平 台上的交流 是否会对我国从特殊到普遍信任结构的转 型起

到重要的作用 ？ 这是值得探讨的 问题。

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菜 团在食品安全得不到信任的社会背景下如

何能消费到安全食品 ， 答案在于菜团建构了独特的安全食品信任机制 ，

但本文并不能对这个机制是否健全和牢 固 、 是否具有可复制性做出 解

答 。 本文经验呈现的信任演化有其特殊性 ， 这种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 ，

本文亦不能解答 。 本文关注为什么菜 团找到的食品可信任 ，
而没有分

析这个安全食品行动产生 的制度性和社会性根源 ， 对社会 型 的意义

何在 ，对中产阶层这个群体与食品安全的关系也没有多加分析 。 接下

来
， 笔者拟对菜 团这个

“

自 组织
”

（ 罗家德 ， 本身 的信任结构

进行分析 ， 尝试回答菜 团的 团结如何可能这一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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