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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说明&研究设计

研究背景：

《2016年中国妈妈安全感研究白皮书》报告由方太发起，联合艾瑞咨询以及宝宝地带、

VISTA看天下、新闻晨报等媒体力量，通过关注中国年轻妈妈们关心的食品安全、餐具安

全、水/空气污染、校园教育等内容，探索妈妈群体安全感缺失状况和原因，聚焦“因为

爱，所以怕”——妈妈无时无刻都在担心孩子健康和安全的主题，进而号召社会更多人群

关注妈妈安全感，共同排除安全隐患，缓解妈妈群体的不安。

研究设计：

 研究方法：Online网络调研

 样本来源：艾瑞iClick在线调研平台

 调研时间：2016年9月

 样本条件：70后/80后/90后，妈妈群体

 有效样本量：1043份

来源：艾瑞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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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国妈妈人群安全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安全感评价均值为7.2分(1-10分)，近半数妈妈自评分在8-10分区间。

 相对于外部社会现状和日常生活环境，妈妈在自己能主导掌控的家人卫生健康上安全感水平相对较高，同时家人卫生健康因

素对安全感评价的重要性表现也最高。

安全感整体评价

1

家人卫生健康

2

外部社会现状

3

日常生活环境

4

 妈妈多会为孩子选择有机安全且富含多种营养元素的食品，针对果蔬产品在食用前会经过严格的清洁处理。

 消毒柜灭菌效果获得妈妈认可，近六成妈妈会为家庭配置消毒柜。

 妈妈对孩子的饮食管控从家庭延伸至校园，集中担忧校园食堂餐食卫生状况以及餐具消毒合规内容。

 乙肝病毒令妈妈忌惮，幽门螺杆菌、疱症类病菌等传染性强的病菌也牵动着妈妈神经。

 孩子用品灭菌，用餐管控，特别是外出自带餐具，是妈妈们防范孩子病菌感染的强力手段。

 交通安全，防走失/拐卖，食品安全，用水安全等都是妈妈对孩子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

 加强陌生人安全防范并培养自救意识是目前妈妈最重视的孩子人身安全防护措施。

 潜在的交通安全隐患，使得妈妈放心不下，纵然辛劳仍坚持亲自接送孩子上学/放学。

 妈妈认为抚养孩子0-18岁成长的合理投入均值为34万元，约为普通工薪家庭三年全部收入。

 空气污染越来越受到妈妈关注，妈妈会根据污染情况控制孩子外出时间，甚至决策旅游地点。

 空气净化装置是妈妈期望改善室内空气质量的利器，超过六成妈妈会为孩子购置专用的空气净化设备保障室内空气质量。

 为孩子选择饮用水时，逐项核对数据指标是决策购买的重要环节。

 使用水源过滤装置是妈妈期望改善孩子饮用水质量的方法，近六成妈妈会通过过滤器/净水器让孩子喝上放心水。

来源：艾瑞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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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人群安全感综述 1

家人卫生健康因素分析 2

外部社会现状因素分析 3

日常生活环境因素分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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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安全感总体评价
中国妈妈人群安全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来源：N=1043，于2016年9月通过艾瑞iClick社区在线调研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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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9-10分比例（T2B）

23.2%

选择8-10分比例（T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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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非常高

安全感一般

安全感非常低

安全感评价尺度

以1-10分作为评分尺度，中国妈妈自评的安全感均值为7.2分，自评在8-10分区间的妈妈比例接近半数。艾瑞咨询认为，

妈妈群体整体安全感水平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当前社会物质精神文化大繁荣密不可分，前者激发了妈妈履行责任和

义务、发挥个人价值的能力和信心，后者提供了妈妈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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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影响中国妈妈安全感各因素评价

日常生活环境因素 家人卫生健康因素 外部社会现状因素

安全感非常高 安全感非常低安全感一般

安全感影响因素评价
家人卫生健康安全感水平相对较高

来源：N=1043，于2016年9月通过艾瑞iClick社区在线调研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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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9-10分比例

(T2B)
8-10分比例

(T3B)

日常生活环境 6.9分 25% 43.1%

家人卫生健康 7.4分 29.1% 51.7%

外部社会现状 7.0分 24.7% 44.4%

妈妈安全感可进一步解构为日常生活坏境因素(空气污染，水污染等)，家人卫生健康因素(饮食安全，餐具安全，疾病预防

等)，外部社会现状因素（交通安全，人身安全，教育相关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安全感评价发现，相对于外部社会现状和日常生活环境，妈妈在能自己主导掌控的家人卫生健康上安全

感水平相对更高。



7

家人特别是孩子平安是妈妈们的最大愿望，因此在影响安全感三大因素中，家人卫生健康因素重要性表现最高。其次依次

为外部社会现状因素和日常生活环境因素。

安全感影响因素重要性表现
家人卫生健康状况紧扣妈妈心弦

31%48% 21%

妈妈
安全感

注释：重要性表现数值通过各影响因素对总体安全感之间进行回归分析后标准化转换得到。
来源：N=1043，于2016年9月通过艾瑞iClick社区在线调研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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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卫生健康因素对个体
家庭(特别是孩子)的影响

外部社会现状因素对个体
家庭(特别是孩子)的影响

2016年影响中国妈妈安全感各因素重要性表现

日常生活环境因素对个体
家庭(特别是孩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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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人群安全感综述 1

家人卫生健康因素分析 2

外部社会现状因素分析 3

日常生活环境因素分析 4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15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