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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利用食物美元核算方法，分析 1987−2020 年我国食物

系统增加值的行业与要素分配结构，以及食物系统各行业的劳动收入差异，以考察食物系

统演化及其包容性。研究发现：第一，中国食物人民币中的农业生产份额从 1987的 66.02%
下降到 2020 年的 45.89%，而食品加工、服务行业的份额呈上升态势，食物系统在参与主体

方面的包容性增强。第二，食物系统就业仍然以农业生产部门为主，但比重从 1987 年

89.83% 下降到 2020 年 68.4%。农业劳动力转移到相关的加工业、服务业、运输业、金融业

等部门。第三，食物系统的劳动收入和劳动生产率不断增加，1987年到 2020 年分别增长 22
倍和 28 倍。第四，食物系统内各行业的劳动收入差距呈现波动式下降态势，收入分配方面

的包容性较低但在不断提高。泰尔指数从 2002 年的 0.38 下降到 2020 年的 0.32，收入差距

主要来自分行业内各细分行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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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是我国的重大战略。但是，种粮效益偏低、种粮农民收入不高，加大了保障粮食安全的

难度。新冠疫情的爆发又加剧了全球粮食购买恐慌，粮食供给下降，价格上涨 [1]，并可能经由全球农

产品供应链对中国粮食安全造成威胁 [2]。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年全国政协界别委员座谈会上指出

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保障各类食物有效供给。随着居民消费的升

级变化，以及农产品加工等相关技术的发展，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食物变得更加丰富多样。从国家

统计局 2022 年公布的数据看，2020 年全国农业及其关联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16.47%①，其

中，农业生产部门、农产品加工部门和农产品服务部门增加值占比分别为 46.8%、29.1%和 24.1%，可

见产后环节已具有一定规模。食物安全保障是食物系统的主要功能，后者是由与食物生产、加工、消

费等有关的一系列参与者和活动组成的系统 [3]。中国食物系统支撑中国国民从吃饱吃好到吃得健

康 [4]，其对完善全球食物系统治理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5]。食物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其从业人员

稳定的收入保障，因此，理解当前食物系统的包容性，不仅要关注种粮农民的收益，也要研究食物系

统中其他部门从业人员的收入状况。联合国将食物系统包容性定义为与食物系统相关的所有人，通

过解决食物系统相关利益者的有限参与问题 [6]，确保食物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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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已有关于食物系统的研究主要关注农民收入，认为农民从农产品价值链中获得的利润份额

低 [10]，需要有效整合现代农业食物产业以提高农民收入 [11⁃12]。也有学者关注农民在特定农产品价值

链的获益状况 [13⁃15]。国际上，研究多衡量农产品价值链利益分配。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服务处编制

的“食物美元系列”分析食物消费者支出的每一美元的最终流向，这是美元环境下的食物货币。对于

具体农产品消费中农民的收益分析，全美农场主联盟发布了 2021年具体农产品的价格以及农民收

入，其中收入份额最高的是胡萝卜，达到其零售价的 52.88%；最低的是谷物，只有 2.4%①。相比于农

业生产，下游环节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能力更强，消费者食物支出的增速高于生产环节的利润

增速，农业生产份额下降 [16⁃18]。

S-C-P范式的产业组织理论最先用于分析美国和西欧国家食物系统的快速结构转型。这一

类分析认为，结构和行为决定的食物系统绩效对于消费者的食物安全、各环节从业者的收入，以及整

个食物经济中食物成本和质量都至关重要。但是，这类分析的政策主要关注食物系统的效率和增

长，很少关注公平、小规模农户的参与、食物质量和安全，以及环境效应。

目前，越来越多的政策和研究关注食物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以实现共同富

裕，了解当前食物系统的利润分配状况是该类政策和研究的前提。那么，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能够

从食物货币中获得多少收入？食物系统各部门就业规模多大？这些部门的劳动收入水平如何变化？

不同部门的劳动收入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食物系统包容性的演化趋势如何？为回答这些问题，本

文利用 1987−2020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采用食物美元核算方法开展研究。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

有两个方面的边际贡献：一是计算中国食物人民币份额构成，结合就业规模，分析食物系统的包容性

演变趋势；二是通过对食物系统各行业的劳动收入分配分析，理解食物系统结构的演变趋势。

一、文献综述

1.食物货币相关研究

食物美元核算是食物货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通过计算农业产业链每一环节对最终食物

支出的贡献份额，更加直观地展现每一美元食物支出的去向 [16]。作为食物美元支出的投入，农产品

有两种用途，直接消费和作为加工食品的原材料。因此，食物美元可以分为两部分，农业生产份额和

产后环节的市场价值。农业生产份额是指农民从食物美元支出中获得的对初级农产品的平均报酬。

产后环节的市场价值是指食物美元支出中在初级农产品基础上增加的平均价值。

Canning等分析美国和加拿大的食物美元结构，发现食品服务业的价值贡献最大，其次是食品加

工业，能源行业贡献增长速度最快[16⁃17]。虽然这两个经济体食物美元的具体数值不同，但其结构和变

化趋势高度相似[18]。农业生产份额可以用来反映食物系统产生的增加值有多少分配给了农民 [19]，如

Yi等发现农民收入占食品消费支出的16%~38%，且随着收入的提高，农民收入份额降低[20]。

除食物美元外，一些学者也利用类似的方法估算了食物欧元。Boyer等发现食品服务业占食物

欧元的份额增加，而农业的份额以及农业部门劳动力报酬降低[21]。随着消费需求升级变化，不断增值

的食物加工销售服务导致食物供应链各环节的价格比率发生变化，农业在食物欧元中的份额

降低 [22]。

2.食物系统就业与要素报酬相关研究

关于食物系统就业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食物系统就业结构和劳动力报酬。在食物系统就

业结构方面，人均GDP水平较低、农业份额较高的国家往往有较多的劳动力参与食物系统 [23]。食物

系统就业仍主要集中在农业部门。2019年，全球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占食物系统总人数的 70%[24]。随

着人口增长和收入增加，食物系统中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数量增加。与其他行业相比，农业的劳动

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低。工资水平的差异促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但是，由于农业文化、农

①    数据来源于National Farmers Union. https：//nfu.org/farmers-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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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的时间敏感性，以及农业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结构性障碍，农户可能选择兼业而非直接退

出农业部门 [25]。因此，农业依然是中低收入国家的主要经济活动和重要就业部门。

在食物系统劳动力报酬方面，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中度耦合 [26]，能够显著增加农民收入 [27]。但

是，由于非农部门的人均产值更高 [28]，以及农业发展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29]、要素市场扭曲等

对农业就业产生的挤出效应，引导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能够促进资源有效配置，提高劳动力

的收入。

3.食物系统包容性相关研究

高包容性是食物系统的未来发展方向 [30]。食物系统包容性存在的先决条件是农户和企业之间

的合作关系[31⁃32] 。第一，生产环节中，农民群体的包容性增加能够显著提高农业价值 [33]、农产品的产

量和质量 [34]，从而解决食物安全问题。与农民关系较为紧密的企业则需要充分考虑不同类型融合发

展，为其他食物系统参与者创造长期价值 [35]。第二，销售环节中，提高包容性需要正规部门和非正规

部门共同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非正规零售商的食物价格比正规零售部门高，且提高了食物

的可获得性，降低食物不足发生率，改善食物安全状况 [36]。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分别关注食物货币中各行业份额的变化、食物系统中食物供给包容性，和就

业结构与收入分配。但是在包容性方面，现有研究大多关注食物系统参与主体的多样化，对各利益

相关者收入公平性的关注较少。在劳动力结构和收入方面，现有研究对食物系统中各行业利润份额

及就业和收入的关注较少。Zhang等虽然也估算了农产品增加值中农业的份额以及食物系统的就业

结构[37]，但没有对食物系统进行整体分析。周应恒等率先测算了中国食物系统的增加值，绘制了增加

值的流程图[4]，但是没有分析食物系统就业和利益分配等包容性问题。本文根据食物人民币的计算

结果及其流向，通过就业数据估算食物系统各行业的就业人数以及工资水平，从而分析食物系统的

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状况，结合食物系统结构理解食物系统包容性的发展趋势。

二、数据与核算方法

本文采用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1987年、1997年、2002年、2005年、2007年、2010年、2012年、2015年、2017年、2018年、2020年的数据

（表1），以反映近30多年间中国食物人民币构成及其就业和收入分配等包容性状况。

根据食物美元支出的概念 [16]，本文定义的食物货币支出是指中国消费者每年购买的国内生产或

加工制造的食品。当国内食品制造商将进口食品用作原材料或使用进口设备生产时，则应将进口产

品计算在食物人民币支出内。

1.部门增加值核算

食物人民币是一种最终市场销售，利用投入产出分析能够研究其与食物系统行业以及行业之间

的相互依存关系。部门增加值核算包括农业生产份额核算和食物系统行业增加值份额核算。农业

生产份额衡量的是最终食物消费支出中用于支付给农业生产者的份额，可以直观地反映农户从食物

系统中的获利情况以及变化趋势。食物系统行业增加值份额衡量的是食物支出中用于支付给农业

及相关行业的份额，反映了食物系统的结构及其包容性。与农业生产份额不同的是，行业增加值份

额为每个行业赋予了增值系数，并使各行业的增值系数总和为 1，能够比较每个行业在食物支出中的

表1　核算指标

核算指标

农业生产份额

各行业增加值份额

劳动力报酬

劳动生产率

就业人数

指标说明

农业生产环节增加值占食物货币支出的份额

食物系统各行业增加值占食物货币支出的份额

以1978年为基期，食物系统各行业的劳动力报酬

以1978年为基期，食物系统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

食物系统各行业的就业人数

数据来源

中国投入产出表

中国投入产出表

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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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利情况及其变化趋势。

根据食物美元的计算方法 [16]，本文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食物人民币。一方面，食物美元核算利

用农产品中间进口投入系数排除了最终食物消费支出中进口食物消费的部分，只关注国内生产的食

物消费，因此能够更准确地衡量国内农业生产者在食物支出中的获利情况。另一方面，由于食物生

产只是食物系统各行业最终增加值的一部分，该方法能够将非食物生产部分排除，仅关注各行业食

物生产增加值占最终食物消费支出的份额，因此能够反映每一单位食物支出的流向。最后，该方法

能够根据生产要素分解各行业的增值份额，进而可以分析不同生产要素从食物支出中获得的利润份

额。比如在本研究中，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税收，利用食物美元核算方法能够分析每个行业

做出主要贡献的生产要素，以及劳动力获得的报酬份额。

在下列计算中，y表示最终需求向量，x表示行业产出向量，L表示总需求矩阵。令列向量S_frmb
表示食物人民币支出，它列出了最终需求向量 y中每种商品的需求份额。与食物人民币支出相关的

包括进口在内的农产品销售总额的计算如方程(1)所示。

x frmba =La,C yfrmbC  ; yfrmbC = - -- -- -- ----- -- --
S_  frmbc yC （1）

式（1）中，下标 a表示由食物销售产业组成的行向量，下标C表示所有产业组成的行向量；xa的上

标 frmb表示向量 x= yS_frmb。由于本文假设使用的农业产业所生产的产品都是作为食物，份额是

100%，因此S_ frmbc为单位向量。

方程(1)中农产品销售总额包括农业的产业间销售额，为避免重复计算，需要将其扣除。因此，农

场净销售额的计算方式如下：

xneta = x frmba -( Aa,a +Aa,a ) x frmba （2）
式(2)表明，包括进口在内的农产品净销售额等于农产品销售总额减去农业生产之间直接或间接

销售额。其中，Aa,a和Aa,a分别表示每种农产品每一元人民币产出的农产品生产之间的直接和间接

交易。

上述计算中，并未考虑进口产品的家庭购买量，但是食物人民币测算的是国内生产的农产品的

消费支出。因此在计算农业生产份额时，需要将直接进入最终市场的进口农产品扣除。S_mc表示所

有商品 c∈C的可用产品的进口份额，则农业生产份额的表示如方程(3)所示。

农业生产份额=
i'a ( )xneta - - -- ----- --

S_ma yfrmba

i'C [ ( -iC - - -- ----- --
S_mc ) yfrmbC ]

（3）

式(3)中，分子表示的是进口以外农产品净销售额，分母表示的是进口以外食物人民币销售额。

其中，S_ma表示的是农产品中间进口投入系数，是进口投入总额与中间投入总额的比值。

参考Canning对食物美元的行业划分，本研究选取了 10个与食物生产紧密相关或对食品供应链

有较大贡献的行业[16]：农业、食品加工业、食品包装业、食品运输业、食品零售贸易业、食品服务业、能

源行业、金融保险业、通信与媒体行业、化工业。其中，食品服务业主要是指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提供

农产品保险、信贷资金等金融服务，通信与媒体行业提供平台帮助农民获取农业生产信息、宣传和销

售农产品。但是，每项食物人民币支出的大部分价值是由许多其他行业产生的，这些行业支持部分

或全部已知的农业产业链行业。为了将这些行业的增值贡献考虑在内，本文设定行业增值系数

v_m*，使得其余所有行业的增值贡献按照所提供的材料和服务的比例分配给农业产业链行业。则食

物人民币的行业贡献份额计算如方程（4）所示。

 食物人民币行业份额 =
- -- ----- --
v_mS ( x frmbS - - -- ----- --

S_mS yfrmbS )
( iS -S_mS )'yfrmbS

（4）

2.食物系统劳动力就业核算

食物系统的各行业就业人数是根据方程（4）的计算结果估算得到。假定各行业中，食物系统和

非食物系统工资以及生产率一致，就业人数的计算方式如方程（5）所示，其中LTS表示行业 s的总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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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数量。

LFS =LTS × 食物人民币行业产出

行业总产出
（5）

3.要素报酬核算

这一部分的计算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将第一部分计算的行业增值收益分配给主要生产

要素，分析食物人民币的生产要素构成。其次是计算食物系统劳动力的工资性收入和劳动生产率，

计算泰尔指数以衡量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1）生产要素份额核算。在投入产出分析中，行业增加值被视为收入，并被分配给国内劳动力、

产业资本等主要生产要素，如方程（6）。其中，下标P表示的是对主要生产要素的总支付。

 食物人民币生产要素份额 = v_m*
P,S ( x frmbS - - -- ----- --

S_mS yfrmbS )
( iS -S_mS )'yfrmbS

（6）

行业增值不仅仅在本行业的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分配，交叉行业的生产要素也能够从中获利。因

此，本研究利用方程（7）以进一步分析食物人民币市场价值的分配。

 食物人民币行业生产要素份额 = v_m*
P,S (

- -- -- -- -- -- -- ----- -- -- -- -- --
x frmbS - - -- ----- --

S_mS yfrmbS )
( iS -S_mS )'yfrmbS

（7）

（2）工资性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核算。虽然食物人民币被分配给劳动力、税收和资本，但后面两者

主要是由政府和行业投资者所有，从业人员的收入仍然主要依靠劳动收入。因此，本研究利用投入

产出表中的劳动力报酬和增加值来分别衡量食物系统各行业的平均工资性收入WF
S 和劳动生产率

PF
S。为了方便比较，本研究利用定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劳动力报酬和增加值进行了不变价格处

理①，分别如方程（8）和方程（9）。

WF
S = (劳动力报酬 × 100 )/CPI

LTS
（8）

PF
S = (增加值 × 100 )/CPI

LTS
（9）

为了分析食物系统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化，本研究采用泰尔指数（Theil）来衡量收

入的不平等程度。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是最常用来衡量收入差距的两个指标，但基尼系数对中等收

入的变动更加敏感，泰尔指数对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变动更加敏感，因此泰尔指数常用来衡量我国城

乡收入差距 [38]，也常用来衡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泰尔指数计算方法如方程（10）所示。

Theil=∑S∑LFS
LF

log( LFS/LF

W F
S /WF ) （10）

式（10）中，LF是食物系统总就业人数，WF表示食物系统平均工资性收入。

三、食物系统增加值构成分析

1.农业生产份额分析

农业生产份额是食物最终消费支出中支付给农业生产者的份额。这一比例越高，代表生产者得

到的收益越高，农业生产价值在食品总价值中所占的比例越大，相应的，食物系统中产后环节附加价

值相对较小。

表 2中第（1）列和第（2）列显示了我国 1987-2020年的食物人民币支出的农业生产份额和市场

份额。农业生产份额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相较于美国生产份额占食物美元的 14%~18%，中国的

农业生产份额仍处于较高水平。1987年农业生产份额占食物人民币的 66.02%，随后的 5年内都维持

在 62.47%左右。从 2007年开始，农业生产份额开始下降，到 2020年下降了 11.95%。1987-2017年

①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于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以1978年为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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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妇女外出就业比例上升，人们对加工农产品的需求提高，因此农业生

产份额降低，农产品产后环节的份额增加。2018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部分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尤

其是畜禽水产品价格提高 [39]，这可能导致农业生产份额上升。

表 2 第（3）列显示的是国民总收入（GNI）中农业的

比重。食物人民币中的农业生产份额可以用来衡量农

民的收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GNI农业生产份额

对结果进行检验。在整个研究期，GNI农业生产份额逐

渐下降，1987年到 2020年下降了 74.72%。美国 2010-
2015 年间平均GNI农业生产份额是 0.9%[20]，我国在此

期间的平均 GNI农业生产份额是 9.62%，高于美国

水平。

上述结果表明，从 1987−2020年，我国食物人民币

中的农业生产份额在不断下降，农产品向产后不断延

伸。1987-2005年是快速下降阶段，农业生产份额下降

了 27.58%。2007-2020 年，农业生产份额下降速度放

缓，下降了 11.95%。但是，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

比，中国食物系统中的农业生产份额较高。考虑到不同

国家投入产出数据的统计口径不同，导致数据不可比，

本研究采用OECD的投入产出表估算了美国和日本的食物货币。过去30多年间，美国农业生产份额

从 22.88% 下降到 17.89%，日本从 19.1% 下降至 17.74%。由于 OECD 并未详细区分相关行业中食

物和非食物部分，因此农业生产份额可能被高估，但依然可以反映出农业生产在我国食物系统利益

分配中仍占较大比重。

2.食物人民币按行业和要素的构成分析

表 3 展示了食物系统各行业以及生产要素对食物人民币的贡献份额，图 1 是各行业的贡献

份额。

（1）食物人民币的行业构成及其变化分析。第一，农业、食品加工业、食品服务业是食物人民币

的主要构成行业，三个行业的份额超过 80%。农业在食物人民币中的份额是最大的，且不断降低。

1987年到2002年农业份额迅速下降，从每一元人民币75.92分下降到47.67分，下降了37.21%。2002
年以后农业份额下降速度减缓，到 2020年下降了 10.76%。食品加工业和食品服务业在食物人民币

中的份额仅次于农业。食品加工业的份额波动上升，1987-2020年增加了 82.99%。食品服务业份

额增加，且波动大、增长快。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外出就餐需求增加，食品服务业份额在研究

期增加了近 10 倍。第二，增长较快的行业有通信与媒体行业、食品服务业和食品零售贸易业。

1987-2020年，通信与媒体行业的份额从不到 0.01分增长到 0.58分，增加了 57倍。食品零售贸易业

的份额分别增长超过 2倍。第三，农业、包装业和化工业的份额下降。包装业的份额在 1987-2020
年下降了 80.33%。化工业的份额下降了 61.91%。1987-2002 年，化工业份额增加至 9.77 分，但

2020年减少了 91.81%。这一趋势表明在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等化工产品的使用量减少，可能与土

地政策、环保政策等因素有关。第四，食品服务业和运输业的份额波动较大。随着农产品跨区域销

售发展，食品运输业的份额逐渐上升，从 1987年的 3.42分增加到 2018年的 4.06分。但是到 2020年，

由于疫情等原因，运输业的份额下降了25.12%。

（2）食物人民币的生产要素分配构成。劳动者报酬在食物人民币中的比重是最大的，超过了

50%，但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从 1987年的 70.82分下降至 2020年的 54分，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了

23.75%。首先，农业劳动力报酬份额是最高的，且总体呈下降趋势。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不断

提高，劳动力的份额降低了 41.16%。但是在 2007−2012年，农业劳动力份额增加，从 36.97分增加至

表2  食物人民币中的生产份额和市场份额  %

年份

1987
1997
2002
2005
2007
2010
2012
2015
2017
2018
2020

（1）农业生

产份额

66.02
62.43
62.51
47.81
52.12
51.54
47.11
44.79
44.61
48.50
45.89

（2）市场

份额

33.98
37.57
37.49
52.19
47.88
48.46
52.89
55.21
55.39
51.50
54.11

（3）GNI农业

生产份额

21.56
17.19
11.99
8.58
7.30
8.18
6.90
7.05
5.83
5.74
5.45

注：数据来源于作者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的计算，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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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6分，增加了 32.16%。这可能是因为非农就业工资的提高带动了农村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同样

呈现下降趋势的还有食品包装业和能源行业，劳动力份额分别下降了 55.56% 和 66.67%。其次，通

信与媒体行业、金融保险业的劳动力份额增长最快。近年来，随着电商平台兴起，通信与媒体行业与

表3　食物人民币按行业和要素组成部分 %

主要生产要素

全部行业全部行业

总贡献

劳动力

税收

资本

农业农业

总贡献

劳动力

税收

资本

食品加工业食品加工业

总贡献

劳动力

税收

资本

食品包装业食品包装业

总贡献

劳动力

税收

资本

食品运输业食品运输业

总贡献

劳动力

税收

资本

食品零售贸易业食品零售贸易业

总贡献

劳动力

税收

资本

1987

100
70.82
29.18

75.92
77.55

-1.63

12.99
-13.09

26.08

0.61
0.09
0.52

3.42
1.57
1.84

1.58
2.17

-0.59

2007

100
42.43
10.85
46.7

41.19
36.97

-3.43
7.65

24.81
-2.58

9.87
17.51

0.24
0.05
0.08
0.11

2.8
0.76
0.25
1.79

4.24
1.02
1.19
2.03

2017

100
59.86
5.31

34.83

43.34
49.36

-4.92
-1.1

19.41
-8.38

8.57
19.22

0.16
0.06
0.02
0.08

3.8
1.86
0.02
1.92

5.07
2.36
0.69
2.02

主要生产要素

食品服务业食品服务业

总贡献

劳动力

税收

资本

能源行业能源行业

总贡献

劳动力

税收

资本

金融保险业金融保险业

总贡献

劳动力

税收

资本

通信与媒体通信与媒体

总贡献

劳动力

税收

资本

化工业化工业

总贡献

劳动力

税收

资本

1987

2.09
2.42

-0.33

0.05
0.03
0.02

1.24
0.05
1.19

0
0
0

2.1
0.04
2.06

2007

21.04
5.05
2.07

13.91

0.03
0.01
0.01
0.01

3.13
0.55
0.43
2.15

1.22
0.28
0.07
0.87

1.3
0.32
0.31
0.67

2017

24.13
13.52
0.19

10.42

0.02
0.01
0.01

0

2.31
0.55
0.44
1.32

0.9
0.38
0.02
0.5

0.86
0.14
0.27
0.45

图 1 1987-2020 年食物人民币行业构成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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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其劳动力份额在 1987-2020年间增加了 28倍。金融行业的劳动力份额增

加了 6.4 倍。再次，食品服务业的劳动力份额波动较大。食品服务业的劳动力报酬份额从 1987 年

2.42分上升至 2020年 12.60分，增加了 4.2倍，并且在 2012年和 2017年达到最大值。食品加工业的劳

动力报酬份额始终为负，这可能是因为我国食品加工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不断增加的劳动力

成本导致中间投入过高，因而出现负值。

（3）资本是除劳动力之外在食物人民币支出中占比最大的，且在逐渐增加。1997年资本在食物

人民币支出中所占的份额最小，每一元人民币中获得 22.07分， 到 2020年增长了 93.43%。食品加工

业的资本报酬份额是最高的。1997年每一元人民币中有 17.16分用于支付资本，2020年增加至 22.23
分。食品服务业的资本报酬份额仅次于食品加工业，且增长最快。1997-2020年食品服务业的资本

报酬份额增加了 5.5倍。食品零售贸易业波动较大，1997年其资本报酬份额为 0.9分，2015年增加了

3倍， 2018年下降到 0.97分，2020年又增加了 64.95%。除食品服务业外，通信与媒体行业、食品运输

业和金融保险业的资本报酬份额增长最快，均增长超过一倍。食品包装业和化工业的资本报酬份额

分别下降了58.82%和45.16%。

（4）税收在食物人民币中所占的份额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1987-2020年下降了 88.62%。但食

物系统税收份额的均值为 11.45%，仍高于美国的 7.6%。食品加工业的税收份额最高，平均为 11.84
分。1987年每一元人民币支出中有 26.08分用于支付食品加工业的税收，2020年下降了 72.32%。其

余行业税收份额均比较小，在 1 分左右，且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能源行业的税收份额最少，平均为

0.02分。农业中税收的报酬份额基本为负，这是因为农业税的取消和农业生产补贴政策的实施。

四、食物系统就业结构与劳动收入差异

1.食物系统各行业的劳动力就业

图 2显示了食物系统的劳动力就业结构。考虑到我国农业劳动力很多都是兼业农户，且农业生

产本身具有季节性的特点，因此农业就业人数有可能被高估，但其结构和变化趋势大体能反应食物

系统劳动力流动的趋势。从就业人数的绝对量来看：一方面，食物系统的总就业人数降低，1987-
2020年就业人数减少了 26.42%。这主要是由于农业就业人数减少。农业是食物系统最主要的就业

部门。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农业相对工资的降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农业就业人

数由 1987 年的 3.17 亿减少到了 2020 年的 1.77 亿，减少了 44.16%。另一方面，除农业、食品包装业

和能源行业外，其余行业的就业人数增加。首先，食品服务业和通信与媒体行业的就业人数增长

最快，1987-2020 年增长 6.5 倍。食品服务业就业人数从不到 300 万人增加到 2020 年 2205 万人。

同时，居民食物消费便捷化程度提高 [4]，对食品信息的需求增加，因此通信与媒体行业快速发展，就

业人数从 1.30万人增加到 9.74万人。其次，由于农业保险等金融服务在农业中的使用率愈来愈高，

金融保险业就业人数增长超过 2.33倍。最后，由于食品的跨区域销售、消费者对食品的需求多样化

等因素，食品加工业、运输业和零售贸易业发展，就业人数分别增加112.49%、39.75%和35.75%。

图 2 1987-2020 年食物系统劳动力就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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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就业人数比重来看：第一，食物系统的就业主要集中在农业和食品加工业。食物系统中超过

60% 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食品加工业的劳动力比重从 1987 年的 5.88% 增加到 2020 年的

17.01%。第二，劳动力从农业向加工业、金融保险业、运输业、服务业、零售贸易业等部门转移。农业

劳动力比重持续降低，1987-2020 年下降了 21.43 个百分点。食品加工业的劳动力比重增长最大，

11.12个百分点。

2.食物系统各行业的劳动力工资

表 4显示了食物系统中各行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以及生产率水平。图 3~图 5分别展示了劳动

力工资的变化趋势、相对变化趋势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趋势。

从时间上看，食物系统的整体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1987-2020年，食物系统整体

的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变化一致。以 1978年为基期价格，工资水平增加了 22倍，劳动生产率增加

了 28倍。从食物系统的各行业来看：第一，食品服务业和食品零售贸易业劳动力工资水平最高。其

表4　食物系统各行业劳动力工资与劳动生产率 万元/人

行业

农业

食品加工业

食品包装业

食品运输业

食品零售贸易业

食品服务业

能源行业

金融保险业

通信与媒体

化工业

1997年

工资

0.08
0.22
0.21
0.13
0.17
0.52
0.20
0.22
0.01
0.20

生产率

0.10
0.66
0.43
0.27
0.34
1.00
0.43
0.74
0.02
0.56

2007年

工资

0.18
0.48
0.28
0.35
0.43
0.79
0.62
0.46
0.27
0.43

生产率

0.19
1.39
0.77
1.25
1.77
3.41
1.75
1.79
0.58
1.51

2017年

工资

0.49
1.22
0.76
1.09
1.74
1.64
1.34
1.47
0.92
0.92

生产率

0.49
2.91
1.66
2.30
3.82
3.20
3.80
3.27
1.33
3.09

图 3 1987-2020 年食物系统各行业的劳动力工资变化趋势

    注：相对变化是指食物系统中除农业外 9个行业的工资水平相对于农业工资水平的变化趋势，是各个行业的工资与农业工资的

比值。

图 4 1987-2020 年食物系统各行业劳动力工资的相对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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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987-2015年食品服务业的工资水平更高，从 1800元增加到 1.9万元。从 2017年开始，食品服务

业的工资水平下降，食品零售贸易业的工资水平超过食品服务业，达到 1.74万元。第二，食品服务

业、零售贸易业、能源行业、金融保险业的劳动生产率高。1987-2007年，食品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

最高，从每人 0.3万元增加到 3.41万元。2010年以后，食品零售贸易业、能源行业和金融保险业的劳

动生产率超过食品服务业，到 2020年分别达到 5.4万元、3.44万元和 8.43万元。第三，通信与媒体行

业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和生产率增长最快。劳动力工资从 1987年的 100元增加到2020年的 1.22万元，

增加了 121倍。劳动生产率也增加了 28倍。第四，农业劳动力工资和生产率都比较低，接近食物系

统的平均工资水平。1987-2020 年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接近，且一直处于较低

水平。

从劳动力工资的相对变化趋势来看，1987-2002年各行业的工资水平相对农业都实现了较快速

的增长，尤其是通信与媒体行业和食品服务业的相对工资，分别增加了 6倍和 4倍。2002年后，各行

业的相对工资水平呈波动式下降。

3.食物系统劳动力收入差异分析

本文利用各细分行业的劳动力数量为权重计算了泰尔指数，结果如表 5和表 6所示。食物系统

劳动力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先降低后增加，行业间和行业内收入差距扩大。

从总体来看，食物系统劳动力收入差距一直存在且 2002年以后呈波动式下降态势。从来源看，

食物系统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行业内各细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平均占总收入差距的 57%。行

业内的收入差距扩大，泰尔指数增加。1997年总收入差距中有 81.48%来自行业内的收入差异，2020
年下降为 78.13%，降低了 3个百分点。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增加了 3
个百分点。

从行业来看，第一，运输业的收入差距最大。1997-2018年运输业内收入差距一直呈扩大的态

势，泰尔指数增加 3倍。农业的收入差距仅次于运输业。第二，零售贸易业的收入差距最小，泰尔指

数为 0-0.02。第三，金融保险业的收入差距快速扩大，泰尔指数增加了 0.41。第四，包装业和化工业

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泰尔指数分别降低0.11和0.04。

图 5 1987-2020 年食物系统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

表5　食物系统各行业劳动力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

收入泰尔指数

组间泰尔指数

组内泰尔指数

组间贡献率/%
组内贡献率/%

1997年

0.27
0.05
0.22

18.52
81.48

2002年

0.38
0.15
0.23

39.47
60.53

2007年

0.29
0.13
0.16

44.83
55.17

2012年

0.30
0.22
0.08

73.33
26.67

2017年

0.25
0.14
0.11

56.00
44.00

2018年

0.31
0.14
0.17

45.16
54.84

2020年

0.32
0.07
0.25

21.88
78.13

注：①数据来源于作者基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的计算结果，表 6同。②由于 1987
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的投入产出表的统计口径与其余年份不一致，因此本部分没有计算这4年的泰尔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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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份来看，农业各细分行业内的收入差距是食物系统整体收入差距变动的主要原因。1997-
2002年食物系统的整体收入差距扩大，行业发展速度不一。金融保险业、食品零售贸易业等行业发

展迅速，而农业发展缓慢，导致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同时行业内各细分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有

所扩大，主要是农业、食品包装业和食品运输业，泰尔指数分别增加0.04、0.03和0.30。2002-2017年

整体收入差距缩小，泰尔指数从 0.38降低到 0.25。这与脱贫政策等因素有关。农业、食品包装业和

食品运输业的收入差距缩小，泰尔指数分别下降0.14、0.09和0.14。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根据食物人民币的计算结果及其流向，通过就业数据估算食物系统各行业的就业人数以及

工资水平，从而分析食物系统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状况，结合食物系统结构理解食物系统包容性

的发展趋势。本文得出以下四点结论：（1）食物人民币主要分配给农业生产、食品加工和食品服务部

门。食物支出中的农业生产份额下降，食物供应链不断向产后部门延伸，食物系统在参与主体方面

的包容性不断增强。农业生产份额从 1987年每一元人民币 66.02分下降至 2020年 45.89分，下降了

30.49%。食品加工业、服务业的份额增加。2020年两个行业分别从每一元人民币中获得 23.77分和

22.23分，较 1987年增长 82.99% 和 2倍。（2）食物系统就业以农业、食品加工业为主。但农业劳动力

比重不断降低，从 1987年 89.83%下降到 2020年 68.4%。农业劳动力向食物加工部门和食品服务部

门转移，食品加工业劳动力比重增长最快。能源行业的劳动力比重最低，0.01%左右。（3）食物系统增

加值不断提高，各行业的收入和劳动生产率不断增加，整体分别增长 22倍和 28倍。收入较高的行业

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包括食品服务业、零售贸易业、金融保险业和食品运输业。农业的收入最低，

劳动生产率也比较低。1987-2020年农业劳动力工资从 400元增加到 6700元。通信与媒体行业的

收入和生产率增长最快，从 100元增长到 1.22万元，增长 121倍。（4）1997-2020年食物系统的收入差

距一直存在，食物系统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包容性较低。2002年以后呈现波动式下降的态势，收入分

配平等化增强。收入差距主要来自于行业内的收入差距，贡献率在 57%以上。收入差距的波动主要

是由农业收入差距变动造成。

与已有文献核算结果相似，食物系统中农业生产份额不断降低，食品服务业的份额逐渐增

加 [16⁃22]。但是，与以美国和法国为例的发达国家相比，第一，农业仍然是我国食物系统中份额最大的

部门，占比 40%以上。美国食物系统中的农业增加值份额普遍处于较低水平，10%左右①。第二，我

国食品加工业食品服务业都经历了快速增长，但其份额仍然较低，低于 25%。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

食品服务业份额更高，如美国该份额超过了 30%。除此之外，发达国家的食品加工业份额不断降低，

如美国该份额在过去 30年间降低了 23%，法国则在 1995-2007年内减少了 15% [21]。第三，发达国家

的食物系统结构更加稳定 [16]，相比之下，我国食物系统结构不断变化，各行业的增加值份额波动较

①    美国食物美元核算数据来自于USDA，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表6　食物系统各细分行业劳动力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

农业

食品加工业

食品包装业

食品运输业

食品零售贸易业

能源行业

金融保险业

通信与媒体

化工业

1997年

0.24
0.04
0.13
0.24
0.00
0.04
0.01
0.00
0.05

2002年

0.28
0.07
0.10
0.54
0.00
0.05
0.02
0.00
0.01

2007年

0.22
0.15
0.08
0.10
0.00
0.12
0.02
0.02
0.04

2012年

0.15
0.06
0.06
0.07
0.00
0.03
0.15
0.00
0.02

2017年

0.14
0.11
0.01
0.40
0.02
0.05
0.31
0.03
0.01

2018年

0.26
0.09
0.04
0.71
0.00
0.06
0.25
0.03
0.01

2020年

0.32
0.06
0.02
0.15
0.00
0.08
0.42
0.04
0.01

注：表中只包含9个行业的泰尔指数，食品服务业由于只包含餐饮业一个行业，其泰尔指数为0。

20



第2 期 严斌剑 等：中国食物系统演化及其包容性：基于食物货币的视角

大。从行业组成来看，以运输行业为例，我国食物运输行业在过去 30年间的增加值份额先下降后又

逐渐增加。但美国和法国运输行业的增加值份额保持稳定 [21]。从生产要素来看，我国食物系统中资

本和税收的份额不断降低，劳动力的报酬份额波动下降。美国和法国三类生产要素的报酬份额都更

加稳定，波动小于 1% [21]。第四，我国食物系统中包装业、能源行业，以及通信与媒体行业发展不足。

这三个行业的份额均不足 1%。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食物系统各个行业发展更加均衡，包容性

更高。

总体而言，与发达国家相似，我国食物系统中农业生产部门的比重不断降低。但是，农业生产份

额以及劳动力比重的变化趋势和具体的国情以及经济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就我国而言，农业生产份

额和劳动力比重会进一步降低，但具体稳定的状态仍需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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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and Inclusiveness of Food System in China：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od Currency

YAN Binjian， XIE Yingfei， ZHOU Yingheng

Abstract Based on China’s input-output tables， this study used the accounting method of food 
dollars to analyze the industry and factor allocation structure of value added in China’s food system from 
1987 to 2020 ，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labour income of each section in the food system， to ex⁃
amine the food system evolution and its inclusivenes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hina’s food RMB decreased from 1987 （66.02%） to 2020 
（45.89%），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food process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showed an upward trend， indi⁃
cating an increased inclusiveness of participants in the food system.  Second， employment in the food sys⁃
tem is still dominated by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ctor， but its proportion declined from 89.83% in 
1987 to 68.4% in 2020.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is transferred to the sectors of processing， service， trans⁃
portation， and financial industry. Third， wage and labor productivity in food system have been increasing 
by 22 and 28 times respectively from 1987 to 2020. Fourth， labour income disparities across sectors 
within the food system have shown a fluctuating downward trend， with low but increasing inclusivenes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Theil index fell from 0.38 in 2002 to 0.32 in 2020， with income disparities 
mainly coming from between subsectors within each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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