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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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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对武汉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结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

肉禽蛋水产品类和蔬菜类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居民在外饮食支出逐年增加,奶制品和干鲜瓜果类在食物支出

中的比重变化不大,在未来5年内,武汉市城镇居民的食品需求还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有较大增长。为提高人

们生活质量,改善食品消费结构,提出以下建议:发挥地域优势扩大水产品养殖;优先发展食品加工企业;普及相

关营养健康方面的知识;鼓励粮食生产企业发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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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
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近30年里,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0元增加

到2008年的15780.80元[1]。除去物价上涨因素

影响,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大大增加了。食品消费是

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消费数量的增减,
消费结构的变动,能反映出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和

发展趋势。因此许多学者对食品消费方面进行了探

讨。傅敏[2]选用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利用江苏省

2002年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数据,对该省城镇居民

的主要食物消费作实证分析,发现居民的口粮消费

与人们的收入水平基本上成倒“U”型,江苏省口粮

消费已基本稳定;在动物性食品消费中,水产品和猪

肉的边际预算份额收入需求弹性都较高,说明居民

在满足基本的消费需求后,更愿意把食品消费支出

投入在水产品和猪肉上。王薇薇等[3]以湖北省

1990-2005年的数据为例,进行实证研究,讨论了

食物消费结构与农业内部生产结构两者之间的联

系。王恩胡等[4]考察了改革后我国城乡居民食品结

构的演进,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城乡

居民直接粮食消费持续减量,而肉、奶、蛋等动物性

食品及水果等园艺业产品消费不断增加。罗幼喜

等[5]根据我国各地区居民食品消费支出,运用因子

分析和聚类分析对各地区的食品消费结构进行划

分,得出7类食品消费类型。以上学者对食品消费

结构作出了有益的探讨,但关于武汉市城镇居民的

食品消费结构鲜有报道。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

经济发展很不均衡,饮食习惯也有较大差异,因此分

地区研究食品消费结构很有必要。笔者试图通过

对武汉市城镇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了
解武汉居民的食物消费规律和变化趋势,从而为

改善食品消费结构、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提供对策

参考。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恩格尔系数和需求函数的扩展线

性支出系统进行实证分析。
恩格尔系数 (Engel’sCoefficient)是指食品支

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19世纪德国

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总结出消费结构的

变化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

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

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

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

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

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
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本文使用的计算方法是食物

支出占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线性支出系统是1954年英国计量经济学家斯

通[6](R·Stone)提出的。1973年经济学家朗奇[7]

(C·Liunch)对此进行了改进,提出了扩展的线性

支出系统模型,其基本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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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xi=pixi
0+bi(Y-∑pixi

0)(i=1,2,…n) (1)

其中,pi表示第i种商品的价格;xi表示第i种

商品的需求量;pixi表示消费者对第i种商品的消

费支出额;pixi
0表示对第i种商品的基本需求支出

额;bi表示消费者对第i种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且

0<bi<1,Σbi=1即所有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之和

为1(本文中的Σbi<1,是因为没有选择所有的食

品消费种类,另外由于有一部分收入用于储蓄等其

他支出)。
扩展线性支出模型基本含义是:在给定的居民

收入水平Y 下,居民将首先购买各种基本消费品

pixi
0,剩下的那一部分收入Y-∑pixi

0,再按一定

比例bi在各类消费支出之间进行分配,令:
ai=pixi

0-bi∑pixi
0 (i=1,2,…n) (2)

则(1)式可变为:
pixi=ai+biY(i=1,2,…n) (3)

(3)式是一个一元线性方程,借助SPSS统计分

析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可以求出方程的斜率和截距,
前者即为对某种产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后者则为基

本消费量[4]。
本文所用的数据均来自武汉市2001-2009年

的统计年鉴。

  二、武汉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结构演
进过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武汉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武
汉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从1997年的12672.66元增

加到2008年的44290.00元,平均增幅为12.5%。
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人民的收入迅速提高,武汉市

城镇居民的人均月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563.39
元增加到2008年的1392.70元。在收入迅速增加

的前提下,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大为提高,城镇居民人

均消费水平由2000年的每月506.23元增加到

2008年的每月952.75元。食品消费作为生活消费

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汉市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水平

也在不断提升,不仅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而且食品

消费构成和消费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1.食品消费水平提高及恩格尔系数下降

随着收入增加,武汉市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水平

大幅提高,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支出由2000年的

每月195.10元增加到2008年的每月406.69元。
尽管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不断增加,但由于收入

增长速度较快,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在占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比重———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城镇居

民恩格尔系数由2000年35%下降到2008年的

29%,实现了由小康到富裕水平的跨越。

2.食品消费支出及结构的变化

粮食:粮食类的消费支出占食品消费支出的比

重基本稳定在8%~9%,这是因为粮食消费受生理

条件限制和其他食品供应增加等因素影响,使消费

量上升空间有限。但是,2008年粮食类的消费比重

有较大上升,达到13%,从支出的绝对额看,也达到

了人均每月52.31元,这主要是由2007-2008年粮

食价格上升较快引起的。
表1 武汉各类食品消费占食物总支出的比重(2000-2008年数据)

年份 粮食类 油脂类
肉禽蛋水
产品类

蔬菜类 调味品类
糖烟酒
饮料类

干鲜瓜
果类

糕点、奶及
奶制品

在外饮食

2000 0.11 0.04 0.26 0.11 0.02 0.12 0.06 0.06 0.20
2001 0.09 0.03 0.26 0.12 0.02 0.13 0.06 0.06 0.20
2002 0.09 0.04 0.26 0.12 0.02 0.13 0.06 0.07 0.20
2003 0.08 0.00 0.25 0.12 0.02 0.13 0.05 0.06 0.21
2004 0.09 0.04 0.25 0.12 0.02 0.13 0.05 0.06 0.21
2005 0.09 0.04 0.26 0.13 0.02 0.12 0.06 0.07 0.20
2006 0.08 0.04 0.23 0.13 0.02 0.14 0.06 0.07 0.23
2007 0.09 0.04 0.26 0.12 0.02 0.14 0.06 0.07 0.19
2008 0.13 0.05 0.31 0.13 0.02 0.09 0.05 0.06 0.16

 注:数据根据武汉市统计年鉴(2001-2009)相关数据计算得出,下同。

  油脂:油脂类的消费支出占食品消费支出的比

重基本没什么变化,表明居民对油脂类的消费支出

一直是比较稳定的。
肉禽蛋水产品类:从2000年至2008年间,武汉

市居民消费肉禽蛋水产品在整体饮食结构中的比重

是逐步上升的,从26%增加到31%,从绝对数量上

看,平均每人每月消费量从51.07元增加到124.93
元,增加了145%,表明随武汉市城镇居民的收入增

加,食品消费结构中的肉类增长较快,从而引起食品

消费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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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蔬菜类消费支出占食品消费总支出的比

重是呈上升趋势的,从2000年的11%增加到2008
年的13%。

调味品:调味品消费支出占食品消费总支出的

比重保持稳定,一直为2%。这说明居民对调味品

的需求非常稳定。
糖烟酒饮料:糖烟酒饮料消费支出占食品消费

总支出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但在2008年该类产品消

费的比重由2007年的14%下降到2008年的9%,
绝对数也由2007年每人每月的52.66元,下降到

2008年的每人每月37.02元,其原因可能是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了居民对于未来的收入预

期,大家纷纷减少非必要性开支。而糖烟酒饮料类

属于食品类的非必须品,其需求量受收入的影响

较大。
干鲜瓜果类:干鲜瓜果消费支出占食品消费总

支出的比重变动不大,一直在5%~6%徘徊,虽然

绝对数量有所上升,但比重的相对稳定说明武汉居

民对于此类产品的饮食习惯并没多大变化。
奶类:奶类占食品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6%~

7%,表明需求稳定。
在外饮食:从理论上讲,随着收入增加和城市生

活节奏加快,居民在外就餐次数和消费额会不断增

加,但武汉市的历年统计数据表明在外饮食消费开

支占食品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先呈上升,近两年有逐

年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20%到2008年的16%。
从绝对数看,在外饮食的消费支出还是表现出逐年

增长的态势。比重的变化不太明显是因为居民收入

的提高造成的,近两年的下降趋势也是因为收入预

期的减少造成的。
在食品消费支出中占比重最大的是肉禽蛋水产

品类(31%),且呈现出稳定增加的态势,呈现稳定增

加趋势的还有蔬菜类。糖烟酒饮料类比重在2008
年前均呈现增加态势,但在2008年有较大幅度下

滑。变化较小的支出项有油脂类、调味品类、干鲜瓜

果类、糕点、奶及奶制品。

  三、武汉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实证
分析

  根据2000-2008年间武汉市城镇居民家庭的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食品消费支出的数据分析,武汉

市统计局将城镇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分为14个

细类,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将其归并为粮食类(包括

粮食、淀粉及薯类、干豆及豆制品)、油脂类、肉禽蛋

水产品类、蔬菜类、调味品、糖烟酒饮料类、干鲜瓜果

类、糕点、奶及奶制品和在外饮食(含食品加工服务

费)9类。
以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自变量,以每月人均

食品总支出、粮食类(包括粮食、淀粉及薯类、干豆及

豆制品)、油脂类、肉禽蛋水产品类、蔬菜类、调味品、
糖烟酒饮料类、干鲜瓜果类、糕点、奶及奶制品和在

外饮食(含食品加工服务费)为因变量,运用 SPSS
软件分别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各类食品消费支

出的回归方程参数估计以及t检验值,如表2。
表2 武汉各类食品消费支出的参数估计值和统计参数值(2000-2008年数据)

统计参数 食品总计 粮食类 油脂类
肉禽蛋水
产品类

蔬菜类 调味品
糖烟酒
饮料类

干鲜瓜
果类

糕点、奶
及奶制品

在外饮食

ai 54.136 -1.994 -4.815 3.346 3.313 1.365 13.754 4.873 4.335 20.901
bi 0.251 0.032 0.017 0.079 0.035 0.004 0.024 0.012 0.015 0.038
F 311.345 24.878 18.224 62.892 476.246 91.626 10.355 44.268 85.192 36.771
R2 0.989 0.780 0.722 0.900 0.986 0.929 0.597 0.863 0.924 0.840

  结果表明,在a=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各回

归方程及其系数进行检验,发现各类食品的回归方

程F 值均大于临界值5.59,各回归方程通过了F 检

验。食品总计的回归方程R2为0.989,说明食品消

费支出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相关度极大。在9类商

品的相关系数排序中发现,位于前3位的分别是:蔬
菜类,糕点、奶及奶制品,调味品,说明这三类产品的

消费支出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相关度极大。相关系

数位于后3位的是:糖烟酒饮料类,粮食类和油脂

类,说明这几类商品的消费支出多少与居民可支配

收入的增加与否相关性不大。

ELES模型中参数bi表示边际消费倾向,该项

指标表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1元,其中用于消费

各类食品的增加数额,能反映出居民新增购买力的

投向和未来消费发展趋势[8]。研究显示,食品总支

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0.251),说明武汉市城镇

居民的食品需求还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有一个较大

增长。在对各类食品支出项目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行

比较分析,发现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前3位是:肉禽

蛋水产品类(0.079),在外饮食(0.038),蔬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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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说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将更加追

求饮食的质量,饮食的便利性和饮食的健康性。而

边际消费倾向最低的是调味品0.004,表明这类消

费品的需求比较稳定基本不会随收入增加而增

加。

  四、武汉市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结构
趋势预测分析

  运用统计学中的趋势推测法,来预测武汉城镇

居民未来几年的可支配收入增长情况,并预测武汉

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通过F 检验知道武汉市城

镇居民各项食品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有

着较强的线性关系。因此,可得到各类消费支出与

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回归方程,然后用回归方程

对未来几年的消费支出进行预测。
仍然选取2000-2008年的数据作为分析的基

础,以年份为自变量,以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因变

量,运用SPSS软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每月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方程,参数估计以及t检验

值,如表3。
表3 武汉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方程

常数项a
回归方程
斜率b

相关系
数R

F值 回归方程

370.159 100.513 0.968 103.359
Y=370.159+
100.513x

  经检验年份和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关系数

为0.968,说明这两个变量的相关性极大。在a=
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回归方程及其系数进行检

验,发现回归方程F 值大于临界值3.59,回归方程

通过 了 F 检 验。得 到 一 个 一 元 线 性 方 程:Y=
370.159+100.513x。将武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看成是一个与年份相关的时间序列。以此方程

为基础,运用趋势推测法求出2009-2013年历年武汉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估计值,然后通过历年的

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估计值和通过检验的各类食物

支出的回归方程,计算出2009-2013年各类食品支出

的估计值,详细数据见表4。
表4 2009-2013年各类食品支出的估计值 元/月

年份
人均可

支配收入
食品总计 粮食类 油脂类

肉禽蛋水
产品类

蔬菜类 调味品
糖烟酒
饮料类

干鲜瓜
果类

糕点、奶
及奶制品

在外
饮食

2009 1375.29 399.33 42.02 18.56 111.99 51.45 6.87 46.76 21.38 24.96 73.16
2010 1475.80 424.56 45.23 20.27 119.93 54.97 7.27 49.17 22.58 26.47 76.98
2011 1576.32 449.79 48.45 21.98 127.87 58.48 7.67 51.59 23.79 27.98 80.80
2012 1676.83 475.02 51.66 23.69 135.82 62.00 8.07 54.00 24.99 29.49 84.62
2013 1777.34 500.25 54.88 25.40 143.76 65.52 8.47 56.41 26.20 31.00 88.44

  五、结论及建议

从数据分析结果可知,食物总支出的边际消费

倾向较高(0.251),说明武汉市城镇居民的食品需求

还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有一个较大增长。到2013
年人均每月在食物上的支出将达到500.25元,说明

武汉市居民在恩格尔系数下降到29%时仍然愿意

将新增收入中的四分之一用于食品消费。从国际发

展经验看,日本在本世纪初的恩格尔系数是22%,

2008年美国的恩格尔系数为12.7%,因此,我们在

支出结构改进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武汉市城

镇居民食物消费的总量看,主食性食品随收入增加

消费支出额不会快速增加了,这是受人类生理的限

制决定的。而肉禽蛋水产品类和蔬菜类比重稳定上

升说明武汉市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现阶段主要是以

结构调整为目标,由吃饱向吃得好、吃得健康转型。
居民食物消费不再追求数量,而重在质量和价格上。
政府应鼓励食品企业的发展,以满足消费者对于食

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尤其要注意提高食品的质量,而
不仅仅是增加数量。

在9类食品中,肉禽蛋水产品类和蔬菜类的边

际消费倾向较高,分别为0.079和0.035,说明居民

在基本消费需求满足后,相比其他食物类,更愿意将

收入投在肉禽蛋、水产品类和蔬菜类产品上。水产

品耗粮少,是蛋白质含量很高且脂肪含量较少的食

物。多摄入水产品有利于居民的身体健康,使居民

保持良好的营养安全状况。因此在今后几年的食品

消费趋势上,主要表现为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改善。
从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看,到2013年人均每月消费

143.76元。因此应在湖北省内大力发展畜牧业和

养殖业,以及水果、蔬菜等园艺作物。特别是湖北省

乃千湖之省,有着非常丰富的淡水资源,扩大水产品

养殖既有利于我省农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也有利于

满足城镇居民水产品的消费增加。
在外饮食类的比重在食物支出比重中一直呈增

加趋势,但在最近两年有所下降,然而,从绝对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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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是增加的。究其原因主要是这部分物价的较快上

涨(同比上涨7.6%)和消费者的收入预期下降。在

外饮食属于对价格和收入有弹性的消费,短期内的

下降是正常的,但从国内和国际经验看,当城镇人口

的生活水平在由小康向富裕水平发展阶段,也正是

食品消费结构加速变化和加工食品需求加速上升的

阶段,因此,未来武汉对于在外饮食服务的需求将持

续增加,这一新的消费趋势将为农产品加工业提供

广阔的发展前景。政府应积极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

发展,既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又可以提供大量就

业岗位。
奶制品和干鲜瓜果类在食物支出中的比重变化

不大,一直在6%左右徘徊,且武汉城镇居民对奶制

品和干鲜瓜果类的边际支出倾向也较低,分别为

0.015和0.012。中国人的膳食中缺钙较普遍,许多

常见疾病是缺钙引起的,饮用营养卫生的牛奶是解

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水果含有维生素,维生素是维

持人类新陈代谢的必须物质,人类的饮食特性,使得

人们失去了怕热的维生素,唯一能够生吃的东西只

有水果,所以补充维生素的途径,只能是生吃水果。

因此,牛奶和水果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向

武汉城镇居民普及相关营养健康方面的知识、促进

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并向健康方向发展是政府

和企业的重要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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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AnalysisonFoodConsumptionStructure
ofUrbanResidentsinWuhan

DENGJun
(SchoolofManagement,HubeiUniversityofTechology,Wuhan,Hubei,430068)

Abstract Basedontheextendedlinearexpendituresystem(ELES)model,thispaperanalyzedfood
consumptionstructureofurbanresidentsinWuhan.Theresultsshowthatmarginalpropensityofconsu-
mingmeat,poultry,eggsandvegetablesishigher.Thecostofeatingoutisgraduallyincreasingyearby
year.Freshanddriedfruitsanddairyproductschangealittleintheproportionoffoodexpenditure.In
thenext5years,fooddemandofurbanresidentsinWuhanwillincreasewiththegrowthoftheirin-
come.Inordertoimprovethelifequalityandfoodconsumptionstructure,geographicaladvantages
shouldbefullyusedtoexpandbreedingofaquaticproducts.Prioritytodevelopfoodprocessingenterpri-
sesshouldbegiven.Governmentandenterprisesshouldpopularizetheexpertiseofnutritionandhealth
tourbanresidentsinWuhanandfinallygrainproductionenterprisesshouldbeencouragedtodevelop.

Keywords ELES;foodconsumptionstructure;urbanResidents;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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