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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农民的粮食消费状况出现一些新的

特点和发展趋势。采用1993-2009年的国家统计年鉴数据,运用统计分析与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农

村居民粮食消费情况进行历史状况分析、实证分析及预测模型的构建,预测了我国农村居民未来20年的人均直

接、间接粮食消费量以及总量,据此提出提高我国农村居民基本营养水平、改善营养结构和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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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和农业大国历史,决定

了粮食在我国居民食物消费中的基础性地位。特别

是平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占我国人口约55%的农村

居民,粮食作为主食的地位不可动摇。随着农村经

济发展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粮食消费

量及其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因此,深入分析

我国农村粮食消费情况及变化趋势,对今后我国发

展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许多学

者、专家从不同角度研究粮食问题,研究的领域主要

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粮食需求。在消费量及结构

变化分析方面的研究,高启杰、曾靖等[1-2]多位学者

通过样本或年鉴数据得出我国粮食消费目前呈现的

一些新的变化特征;关于粮食预测方面,石令扬等[3]

采用了历史数据外推的研究模式推算,廖永松等[4]

在考虑了现实的特征等诸多变化因素后进行预测。
二是粮食供给方面。江欣[5]等多位学者侧重从调整

粮食生产结构方面进行研究;另外郭书田[6]、马国

权[7]等学者则注重对粮食安全的现状和对策进行研

究。三是粮食供求情况。韩俊[8]、陈永福[9]等学者

结合粮食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综合分析粮食综合情

况,朱晶[10]对贫困缺粮地区的农民食品消费及其影

响因素进行研究,公茂刚等[11]对人们的收入水平、

粮食生产能力、粮食分配状况、流通状况与其农村贫

困人口的微观粮食安全程度相关性进行研究;在外

就餐这种消耗粮食的方式也备受关注,李国祥[12]利

用1992-2003年有关时间序列统计资料,估计了我

国城镇居民在外用餐中直接消费的粮食数量。
相关学者的研究大多是关于城镇居民的粮食问

题,很少有人深入分析农村粮食问题以及直接、间接

粮食的变化趋势。本文主要从不同角度来分析我国

农村居民粮食消费情况,试图为解决我国农村居民

基本营养水平及粮食安全提出对策建议。

  一、农村居民粮食消费的历史状况

粮食消费需求主要包括生活用粮、生产用粮和

在外用餐的粮食消费量。生活用粮一般是指居民口

粮,生产用粮主要包括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和种子粮

等。本文将饲料用粮量换算成农村居民间接耗粮

量,选取直接粮食消费量和间接耗粮量,即影响农村

居民最根本食物保障的这2个方面来研究粮食消费

情况。

1.农村居民直接粮食消费量

我国农村居民直接粮食消费量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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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农村居民直接粮食消费量

时间 人均粮食消费量/(kg/人) 人口数量/万人 粮食消费总量/t 人口数量变化/万人 粮食消费变化量/t
1993 266.02 85344 22703.211
1994 260.56 85681 22325.041 337 -378.170
1995 258.92 85947 22253.397 266 -71.644
1996 256.19 85085 21797.926 -862 -455.471
1997 250.67 84177 21100.649 -908 -697.278
1998 249.28 83153 20728.380 -1024 -372.269
1999 247.45 82038 20300.303 -1115 -428.077
2000 250.23 80837 20227.843 -1201 -72.461
2001 238.62 79563 18985.323 -1274 -1242.519
2002 236.5 78241 18503.997 -1322 -481.327
2003 222.44 76851 17094.736 -1390 -1409.260
2004 218.26 75705 16523.373 -1146 -571.363
2005 208.85 74544 15568.514 -1161 -954.859
2006 205.62 73742 15162.830 -802 -405.684
2007 199.48 72750 14512.170 -992 -650.660
2008 199.07 72135 14359.914 -615 -152.256
2009 189.26 71288 13491.967 -847 -867.94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数据整理计算而成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自1993到2009年,农村

人口数从85344万人减少到2009年的71288万

人,人 口 总 量 减 少14056万 人,平 均 每 年 下 降

1.12%。人均粮食消费量从1993年的266.02kg/人

下降到2009年的189.26kg/人,平均每年下降

2.11%。直接粮食消费总量从1993年22703.211t
降低 到2009年 的13491.967t,平 均 每 年 下 降

3.20%。可见,这17年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口数量、人
均直接粮食消费量以及直接粮食消费总量都在逐渐

减少,且直接粮食消费总量的年平均下降幅度大于

人均粮食消费量的年平均下降幅度。

2.农村居民间接粮食消费量

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会影响间接粮食

消费量。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整体提高,近几年农

村居民对肉类和粮食加工品的消费比重开始增加,
人们以间接的方式消耗粮食。按照中央文件中肉、
蛋、奶、水产品和白酒的耗粮系数分别为3.0、1.8、

0.5、1.2和2综合推算,近几年我国农村居民间接

粮食消费量见表2。

表2 农村居民间接粮食消费量

时间
猪牛羊肉消费/
(kg/人)

家禽消费/
(kg/人)

蛋类消费/
(kg/人)

水产品消费/
(kg/人)

酒消费/
(kg/人)

间接粮食消费量/
(kg/人)

间接粮食
消费总量/t

间接粮食
消费量变化/t

1993 11.68 1.62 2.88 2.47 6.53 61.11 5215.201
1994 11.00 1.63 3.03 2.68 6.03 58.62 5022.620 -192.581
1995 11.29 1.83 3.22 3.06 6.53 61.89 5319.088 296.468
1996 12.90 1.93 3.35 3.37 7.11 68.78 5852.487 533.399
1997 12.72 2.36 4.08 3.38 7.13 70.90 5968.149 115.663
1998 13.20 2.33 4.11 3.31 6.98 71.92 5980.364 12.214
1999 13.87 2.48 4.28 3.82 6.98 75.30 6177.297 196.934
2000 14.41 2.81 4.77 3.92 7.02 78.99 6385.315 208.017
2001 14.50 2.87 4.72 4.12 7.10 79.75 6345.149 -40.165
2002 14.87 2.91 4.66 4.36 7.49 81.94 6411.068 65.918
2003 15.04 3.20 4.81 4.65 7.67 84.30 6478.386 67.318
2004 14.76 3.13 4.59 4.49 7.84 82.99 6282.948 -195.438
2005 17.09 3.67 4.71 4.94 9.59 95.86 7145.948 863.000
2006 17.03 3.51 5.00 5.01 9.97 96.57 7121.249 -24.699
2007 14.88 3.86 4.72 5.36 10.18 91.51 6657.207 -464.042
2008 13.94 4.36 5.43 5.25 9.67 90.31 6514.800 -142.407
2009 15.33 4.25 5.32 5.27 10.08 94.80 6758.102 243.30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数据整理计算而成。

  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居民自1993到

2009年,人均间接粮食消费量从61.11kg/人增加

到94.80kg/人,平均每年提高2.78%。农村居民

的间接粮食消费总量从1993年的5215.201t增加

到2009年的6758.102t,平均每年递增1.63%。
农村居民的人均间接粮食消费量和间接粮食消费总

量整体上在提高,农村居民人均间接粮食消费量的

年平均递增幅度大于间接粮食消费总量的年平均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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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度。

3.农村居民直接粮食消费量与间接粮食消费量

的对比

表1、表2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直接粮食消费总

量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93-2009年,农村居民

间接粮食消费量总体呈上升趋势,这种趋势反映出

食品结构变化也对农村居民粮食消费量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近年来,农村人口向城镇大量转移,但农村

人口的减少并没有对农村间接消费粮食总量起到决

定性的抑制作用,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其它因素使

得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农村居民直接粮食消费量还是远大于由肉蛋禽等食

品消费引起的饲料粮等间接粮食消费量,该现象表

明目前农村居民主要是以直接方式消费粮食。据图

1可以推测,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在未来的几十

年,我国农村居民间接粮食消费总量有可能会高于

直接粮食消费总量。

  二、粮食价格与人均纯收入对农村
居民人均粮食消费的影响

  在宏观经济理论领域,西方消费理论是从凯恩

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开始的,其用公式表示为:C=
α+β×Y,其中C 为短期消费,α为自发消费量,β为

边际消费倾向,Y 为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观点是短

期消费水平主要取决于现期绝对收入水平,随着收

入的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为了分析关于

粮食消费的问题,将此经典经济模型扩展,从经济学

理论以及实际情况来看,粮食价格和农村居民收入

是影响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的主要因素。本文

以1993-2009年的统计数据为依据,选择农村粮食

消费价格指数、农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对农村居

民粮食消费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用x1 代表农村

居民人均收入,用y1、y2 代表人均直接、间接粮食消

费量,用p 代表农村居民粮食的消费价格指数,作

lny1 关于Lnx1 和lnp的回归,具体结果如下(括号

里是T 统计量)。
lny1

∧ =8.379-0.123*lnp-0.301*Lnx1 (1)
(32.1390)(-2.5655)(-18.2766)

lny2
∧ =2.465-0.176*lnp+0.347*Lnx1 (2)
(3.3630)(-1.3080)(7.5048)

(1)式为农村居民人均直接粮食消费模型,拟合

优度为0.966,残差序列相关性的值为1.69,模型

对总体的显著性为169.2;(2)式为农村居民人均间

接粮食消费的模型,拟合优度为为0.830,残差序列

相关 性 的 值 为0.535,模 型 对 总 体 的 显 著 性 为

29.29。

1.农村居民人均直接粮食消费模型的回归分析

回归模型(1)中,人均直接粮食消费的价格需求

弹性系数是-0.123,说明农村居民的直接粮食消费

量随着价格水平的提高而减少。当粮食价格上涨,
农村居民会去购买其它食品例如水果、蔬菜替代粮

食,从而减少了直接粮食的消费量。收入需求弹性

系数为-0.301,说明直接粮食是劣等品,即当农村

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有能力购买其它更加有营养的

食品来替代粮食的消费量,而不会选择购买营养价

值低的粮食,从而导致粮食消费量的减少。对比2
个弹性系数大小,可以得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

人均直接粮食消费量的影响更大。该回归模型拟合

优度高达96.6%,表明拟合程度较好。价格变量对

数的系数和收入变量对数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

平下都是显著的,说明这2个变量对粮食消费都有显

著的影响。F统计量说明方程的总体线性关系成立。

2.农村居民人均间接粮食消费的模型回归分析

回归模型(2)中,人均间接粮食消费的价格需求

弹性系数是-0.176。当粮食价格上涨,间接耗粮食

品的成本就会上升,这些食品的价格就会提高,这时

农民会选择消费其替代食品,从而使得间接粮食消

费量减少。收入需求弹性系数是0.347,说明间接

粮食是必需品,当收入提高,农民购买力提高,农民

可以改善自己的营养结构去购买营养价值较高的间

接粮食,从而使得间接粮食消费量增加。比较2个

弹性系数,可以得出收入对人均间接粮食消费量的

影响大于价格对人均间接粮食消费量的影响。价格

变量对数的系数在3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收

入变量对数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
明收入对人均间接粮食消费有显著的影响。

  三、农村居民粮食消费需求量的初
步预测

  1.预测模型的构建

联合国的官方网站公布了2050年之前的中国

农村人口总量的预测值,与一些学者的预测趋势是

相同的,但是在数值方面存在差异,比如曹桂英和任

强利用ⅡASA的模型对全国和地区未来近20年人

口城镇化水平进行了预测[13]。本文运用统计学中

的移动平均法对1993-2009年的统计数据剔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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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消费量长期趋势中不存在季节变动和循环变

动,只考虑长期趋势和偶然变动,计算后的平均数形

成的新数列削弱或者消除了原时间数列中由于短期

因素引起的不规则变动和其它成分,得到1993-2009
年人均粮食消费量的移动平均值见表3。根据表3,
用线性模型拟合得到农村粮食消费量预测模型。

Y=272.4477-4.8715*t (3)

Y 为人均粮食消费量,t为时间序号。
表3 1993-2009年人均粮食消费量的移动平均

时间
人均粮食消费量/

(kg/人)
移动平均项/
N(N=3)

时间序号

1993 266.02 -
1994 260.56 261.83 1
1995 258.92 258.56 2
1996 256.19 255.26 3
1997 250.67 252.05 4
1998 249.28 249.13 5
1999 247.45 248.99 6
2000 250.23 245.43 7
2001 238.62 241.78 8
2002 236.5 232.52 9
2003 222.44 225.73 10
2004 218.26 216.52 11
2005 208.85 210.91 12
2006 205.62 204.65 13
2007 199.48 201.39 14
2008 199.07 195.94 15
2009 189.26 -

  2.农村居民直接粮食消费量的预测

本文取其中值作为农村居民人口预测值进行粮

食消费总量的预测,将时间序列号代入线性拟合的

结果,得到人均直接粮食消费量的预测值,然后根据

农村的总人口数得到农村直接粮食消费总量的预测

值,结果如表4所示。
由预测结果可知:在未来20年,无论是我国农

村居民人均直接粮食消费量还是直接粮食消费总量

都存在明显的下降趋势。
表4 农村居民直接粮食消费量预测值

年份 时间序列
人均预测值/
(kg/人)

农村人口数/
千人

总量预测值/
万t

2011 18 184.76 747665.00 138139.109
2012 19 179.89 741514.00 133390.360
2013 20 175.02 735363.00 128701.541
2014 21 170.15 729212.00 124072.651
2015 22 165.27 723061.00 119503.690
2020 27 140.92 687395.00 96865.779
2025 32 116.56 644654.00 75140.677
2030 37 92.20 595204.50 58139.576

  3.农村居民间接粮食消费量的预测

同理运用上述方法可以预测农村间接粮食消费

量,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农村居民间接粮食消费量预测值

年份
人均预测值/
(kg/人)

农村人口数/
千人

总量预测值/
万t

2011 103.5013 747665 77384.299
2012 106.1152 741514 78685.906
2013 108.7291 735363 79955.357
2014 111.343 729212 81192.652
2015 113.9569 723061 82397.790
2020 127.0264 687395 87317.312
2025 140.0959 644654 90313.382
2030 153.1654 595204.5 91164.735

  由预测结果可知:在未来20年,农村居民人均

间接粮食消费量和间接粮食消费总量都呈现明显的

上升趋势,并且人均间接粮食消费量会超过人均直

接粮食消费量。从预测的数据可以看出,农村居民

的间接粮食消费总量并没有由于农村人口的减少而

减少,相反,间接粮食消费总量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

势,这就说明了农村人口数并不是影响农村间接粮

食消费总量的决定性因素。预测结果从另一方面

反映出在未来的20年,农村居民会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会调整自身的营养结构,提高自身的身体

素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食品消费和营养获取都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其

中,粮食价格和人均纯收入对粮食消费量都有比较

显著的影响,特别是收入对粮食消费量的影响更为

明显。在未来的20年里,农村人口有逐步减少的趋

势,农村居民人均间接粮食消费量将逐步增加,并有

超过农村居民人均直接粮食消费量的趋势。但值得

注意的是,农村居民间接粮食消费总量并没有因为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而减少,因为虽然直接粮食消

费总量在递减,但以其它方式特别是因消费肉类和

粮食加工品等引起的间接消费粮食量在逐步提高,
所以粮食安全问题仍不容忽视。基于上述分析,提
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积极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大力促进粮食转化

在未来几十年里,农村居民的间接粮食消费量

还存在极大的递增潜力。相应地调整农业生产结

构,即进一步发展粮食深加工和畜牧水产养殖业,大
力促进粮食转化等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但畜牧水

产养殖业“过热”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粮食安全问题

的严重性,从而影响到政府对粮食宏观调控的效果。
因此,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一定要按步骤、渐进地去调

整而不能盲目扩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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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导农民科学消费,平衡膳食营养结构

农民对营养结构方面的知识了解较少,随着收

入水平的提高,农民会选择购买自己以前没有能力

但有购买意愿的食品,没有考虑到营养的结构的平

衡,甚至有时因所消费的食品类别太单一或者搭配

不当造成营养不良乃至出现疾病。因此,要加大对

农民在食品营养结构方面的宣传和教育,使农民营

养状况得到改善,身体素质得到提高。

3.建设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体系

粮食价格上涨会直接导致低收入人群的购买力下

降,特别是城镇和农村中的困难户,他们中的大多数基

本的生活难以保障。政府可以通过对这类群体制定详

细的补贴标准以及相关的补贴或者减免等措施,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水平,以缓解基

本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对其基本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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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InfluencingFactorsandTrendof
GrainConsumptionforRuralResidents

PANYao,LIULing-zhi,CHENZheng-fei
(CollegeofEconomics&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Inrecentyears,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China’seconomyandconstantimprove-
mentofruralresidents’livingstandards,somenewfeaturesanddevelopmentaltrendsoffarmers’grain
consumptionhaveappeared.Basedonthestatisticaldatafrom1993to2009,thegrainconsumptionof
ruralresidentswassurveyedwiththehelpofsuchmethodsashistoricalanalysis,empiricalanalysis,fore-
castmodelandquantitativeanalysis.Accordingly,thispaperpredictedthedirectandindirectgraincon-
sumptionperpersonforruralresidentsinChinainthenext20years.Thispaperfinallyputforwardpoli-
ciesandcorrespondingmeasurementsonhowtoenhancethebasicnutrition,improvenutrientstructure
andensurefoodsecurityforruralresidents.

Keywords ruralresidents;grainconsumption;nutrientstructure;prediction;food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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