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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供餐计划与人力资本积累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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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学校供餐计划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采用文献综述方法，系统回顾和梳理学校供餐计划的国际

研究进展，阐明学校供餐计划的概念和理论基础，重点分析其对人力资本积累的短期影响、长期效果以及溢出效

应。在此基础上，探究学校供餐计划的方案设计和国际经验，进一步分析现阶段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取得的成效和可能的不足，并提出相应完善建议。结果表明：学校供餐计划对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影响，中

国需要进一步构建项目监督和激励机制，结合其他益贫政策，发挥营养健康教育的协同作用，进而提高人力资本和

促进乡村振兴。本研究的梳理总结有助于加深对学校供餐计划的认识，同时为我国有效实施营养干预项目，促进

儿童人力资本积累和减少贫困代际转移提供借鉴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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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school feeding programs 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this study 

employs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ess regarding 

school feeding programs.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concepts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school feeding 

programs and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ir short-term effects， long-term effects， and spillover effects 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program design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of school feeding were 

further explored， th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school feeding programs in China are analyzed， 

and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school feeding 

program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China needs to further establish 

project supervision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combine with other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nd exploit 

the synergy of nutri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for improving human capital improve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motion.  This study will help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school feeding programs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nutrition intervention programs， promotion of children’s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reduc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transfer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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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

中国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1］ 。在农

村地区特别是相对贫困地区，儿童贫血、消瘦和发

育迟缓等营养不良问题依然存在。《中国居民营养

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2］ 显示，2012 年中国 6~
17 岁（含 6 和 17 岁）农村儿童的发育迟缓率和消瘦

率分别为 4. 7% 和 10. 0%。2021 年《中国儿童发展

报告》［3］ 则指出，2016 年中国贫困农村地区 6~17 岁

（含 6 和 17 岁）留守儿童的贫血率为 11. 6%。考虑

到人力资本在早期投资的高回报率以及营养健康

对个体发展的重要作用，持续精准投资欠发达地区

的儿童人力资本，是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重要手段［4］ 。

作为改善学龄儿童健康的营养干预项目，学校

供餐计划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校供

餐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消除儿童饥饿和促进人力资

本积累，大量证据表明学校供餐计划改善了儿童健

康和提高了其学校教育成果等［5-7］ 。来自 163 个国

家的数据显示，在全球范围内，每 2 名学龄儿童中就

有 1 人（即 3. 88 亿儿童）享受学校免费餐食［8］ 。为改

善中国农村儿童尤其是贫困家庭儿童的营养健康

状况，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提出从 2011 年秋季

学期起，开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旨在通过学校供餐，改善贫困地区儿童的营养

健康状况，促进儿童人力资本积累。

尽管已有研究对学校供餐计划的开展和影响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但缺乏对其人力资本积累

影响的系统阐述与讨论。本研究将梳理学校供餐

计划的相关国际研究进展，阐明学校供餐计划的概

念与经济学基础，着重分析学校供餐计划对人力资

本积累的短期、长期影响和溢出效应，进一步探究

项目的方案设计和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践提出

学校供餐计划的完善建议，为中国有效实施营养干

预项目、缩小城乡差距、减少贫困的代际转移提供

借鉴和思考。

1　学校供餐计划的概念与经济学基础

1. 1　学校供餐计划的概念

学校供餐计划指为在学校上学的儿童提供免

费食物（或膳食补贴），以促进其营养健康的政策。

虽然不同国家实施的学校供餐计划有所差异，但总

体可以分为 2 类：一是为儿童提供校内餐食（In-
school feeding），包括提供正餐（主要是早餐或午餐）

和课间餐（如饼干和牛奶等）；二是为儿童家庭提供

食物配给（Take-home rations），通常以儿童保持一

定的学校出勤率为前提，定期为儿童所在家庭提供

定量食物［9］ 。此外，一些国家还采取了针对性的补

充措施来加强学龄儿童的营养健康，例如为儿童提

供驱虫治疗等服务。这些项目主要覆盖贫困地区

或低收入家庭的学龄儿童，资金通常来源于中央财

政的资金补助、国内个人和团体的捐款以及国外的

捐助。考虑到早期营养干预项目对个人发展的重

要作用，学校供餐计划不仅对改善儿童营养状况及

其教育表现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以作为一种广泛的

社会保障性投资项目，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障，

减少贫困的代际转移。

1. 2　实施学校供餐计划的经济学基础

实施推广学校供餐计划主要基于以下经济学

理论：

1）在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中，个体在生命早期进

行的人力资本投资通常会比晚期的投资获得更高

的回报率。一方面，生命早期的营养健康对成年期

人力资本具有重要影响［10］。儿童在幼年时期获得

充足的营养和学习机会 ，有助于他们的健康成

长［11］ 。许多随机干预实验也证明，在幼年时接受项

目干预的影响最为显著，对个体的认知发展有重要

影响［12］。  另一方面，健康、教育等能力具有“自我生

产性（Self-productivity）”和“动态互补性（Dynamic 
complementarity）”。这意味着在生命早期形成的能

力会增强后期能力的获取，并且前一阶段产生的能

力又可以提高后续投资的生产率，从而提高人力资

本水平［13］ 。自我生产性和动态互补性结合在一起，

意味着应采取早期干预措施以促进儿童人力资本

积累  。

2）家庭的整体资源水平会影响家庭对儿童的

人力资本投资［14］。一方面，贫困家庭面临人力资本

投资的预算约束。相对于富裕家庭，贫困家庭的经

济和社会资源较为有限，因此在儿童健康、教育等

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相对不足［15］ ，而父母投资的差

异会影响子女早期能力，并对子女成年后的能力和

学业表现产生持续的影响［16］ 。另一方面，贫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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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母可能由于缺乏信息渠道和自身文化水平限

制而未意识到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

导致对有限的家庭资源产生错配［17］ 。因此，应当采

取措施缓解贫困家庭的资金约束，关注人力资本回

报率对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代际流动的影响。

3）学校供餐计划作为一项转移支付项目，可以

弥补人力资本私人投资不足和缓解社会不平等问

题。一方面，学校供餐计划可以直接为儿童提供营

养食物，增加儿童的营养摄入；同时，该计划将学校

出勤作为参与条件，增加了儿童的入学机会，为家

庭中子女接受教育提供了支持，有助于儿童人力资

本积累。另一方面，学校供餐计划作为一项转移支

付项目，放松了家庭的流动性约束，有助于缓解家

庭收入压力。学校提供免费餐食也可以进一步放

松家庭成员（特别是母亲）的时间约束，促进家庭成

员的劳动供给，增加家庭的工作收入，从而促进对

儿童的人力资本投资［18-20］ 。

2　学校供餐计划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2. 1　学校供餐计划的短期影响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评估学校供餐计划对儿

童人力资本的短期影响，着重考察学校供餐计划对

儿童营养健康和教育表现的影响。然而，由于不同

国家在供餐模式、供餐质量、目标群体的社会经济

状况以及政策干预时长等方面存在差异，相关研究

尚未得出一致结论。

大多数研究表明学校供餐计划对儿童人力资

本的积累产生了积极影响。学校供餐计划有助于

增加儿童的营养摄入，提高身体健康水平，同时也

对学龄儿童的心理健康、入学率、出勤率以及学习

成绩和认知能力等方面产生改善效果［21-23］ 。例如，

Gundersen 等［6］ 的研究表明，美国的学校午餐项目

降低了儿童 6% 的食物不足率和 33% 的身体不健

康率；Frisvold［24］ 发现美国的学校早餐项目显著提

升了小学生的阅读和数学成绩，分别提高了 1. 9 分

和 2. 6 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

论。Abizari 等［25］ 发现加纳的学校供餐计划减少了

儿童的营养不良状况，使得儿童的身高和体重均获

得增加；Chakraborty 等［26］发现印度的免费午餐计划

可以提高儿童的数学和阅读成绩。

但是，也有研究显示，学校供餐计划给儿童身

体健康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且对认知和非认知能

力的影响并不显著。一些发达国家的证据表明，学

校供餐增加了青少年肥胖率［27］； 而在相对贫穷的国

家，学校供餐计划虽然提高了儿童的出勤率，但对

儿童学业成绩的影响有限［28］ 。Titi Yussif 等［29］ 对

8 项学校供餐计划进行荟萃分析（Meta analysis）表
明，学校供餐对于 3~16 岁（含 3 和 16 岁）儿童的身

高、体重等健康结果没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原因可

能是项目的干预时间太短、项目的执行和监测不到

位以及存在学校供餐对家庭饮食的替代作用等。

目前评估学校供餐计划对儿童非认知能力影响的

研究较少。一项针对挪威学校供餐项目的定性分

析表明，免费学校餐食有利于提高儿童的社会互动

和社会学习能力［30］ 。

2. 2　学校供餐计划的长期影响

随着学校供餐计划的长期开展，近期的研究越

来越关注该项目的长期效果。主要研究集中在 2 个

生命周期阶段的转变上：一是从儿童期到成年期，

关注儿童期接触学校供餐计划对其成年期的受教

育程度、健康和收入的影响；二是从儿童期延伸到

下一代子女的跨生命周期，考察儿童期接受营养干

预对后代健康和教育产生的代际效应。具体讨论

如下：

1）最近的证据表明，儿童期接触学校供餐计划

对成年后的健康、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有积极的长期

影响。例如，Hinrichs［31］评估了美国学校午餐计划

的长期效果，发现免费午餐对儿童成年后的健康状

况没有明显影响 ，但对其受教育程度有积极影

响； Bütikofer 等［32］ 通过评估挪威的免费早餐项目发

现，学校的营养早餐带来了长期的经济效益，提高了

儿童的受教育程度和成年后的收入；Lundborg 等［33］

评估了瑞典学校午餐计划的长期影响，结果表明，

获得免费午餐对成年早期身体健康、受教育程度和

终身收入都有积极影响，且对贫困家庭的儿童作用

更大，有利于减少社会经济不平等。

2）尽管学校供餐计划有利于参与者短期和长

期的教育和营养改善，但较少研究探讨该计划的影

响是否能够延伸到下一代。一项针对挪威免费早

餐项目的研究发现，学校营养早餐提高了男性受益

者子女的收入，说明学校供餐计划对男性具有积极

的代际效应［32］； Chakrabarti等［34］ 利用 1993—2016 年

印度的代表性数据发现，印度学校午餐计划提高了

女性参与者子女的标准化身高，且对于低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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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更大，主要通过女性受教育程度、生育决策

和卫生服务利用等渠道产生影响。

2. 3　学校供餐计划的溢出效应

对学校供餐计划溢出效应的探讨主要集中在

以下 3 个方面：

1）学校供餐计划对家庭资源分配和人力资本

投资产生了溢出作用。一部分研究关注学校供餐

计划对家庭资源分配的影响，发现学校供餐可能会

对其他家庭成员产生溢出效应，使其资源转移到家

庭其他成员身上［35］ 。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儿童可以

将一部分食物或零食带回家，并与他们的家庭成员

（如兄弟姐妹）分享，从而增加其兄弟姐妹的能量摄

入［36］ 。还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免费的学校餐食导

致家庭将本该分配给儿童的食物分配给了其他家

庭成员，尤其是那些偏好公平的父母可能会厌恶子

女间的资源分配不平等，从而挤占了该儿童的福利

效应［37］ 。另一部分研究则探讨了学校供餐计划对

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一方面，学校供餐计划

会影响家庭内部的周期消费，减少家庭食物支出，

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支出［38-39］ 。另一方面，为儿童提

供校餐也增加了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进而提高其

就业概率和劳动收入［40］。  此外，学校供餐计划还可

能存在“标签效应”（Labeling effect），可以让父母意

识到补充儿童营养的重要性，从而促进父母对儿童

进行人力资本投资［41］ 。

2）学校供餐计划在保护弱势群体和消除性别

差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Kristjansson 等［22］对

18 项世界各国学校供餐计划的研究进行了综合分

析，发现学校供餐项目显著增加了低收入国家儿童

的身高、体重和出勤率等； Gelli 等［42］ 关于加纳学校

供餐计划的证据显示，学校供餐对小学低年级女

孩、贫困线以下家庭儿童和加纳北部地区（该国最

贫困地区）儿童的身高具有积极影响。多项研究表

明，学校供餐对改善女孩的营养健康、入学率和学

习成绩以及解决童工问题方面更为有效［43］ 。例如，

Drèze 等［44］发现印度实施的免费午餐项目显著提高

了女童入学率； Adelman 等［45］研究表明乌干达的学

校 供 餐 计 划 减 少 了 小 学 学 龄 少 女 的 贫 血 情

况； Evans 等［46］ 对 145 项影响非洲儿童教育质量的

实证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发现学校供餐计划显著

提高了非洲儿童的考试成绩，尤其是女孩和最贫困

家庭的儿童。

3）学校供餐计划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也产

生了溢出作用，但其具体影响方向尚不确定。学校

供餐计划可以为农业生产和发展提供巨大的需求

市场，但如果项目严重依赖进口或国外捐赠的粮

食，则会取代当地生产，从而对农业发展造成破坏。

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国家开始将学校供餐计划和

当地农业生产相结合，鼓励实施“本土学校供餐计

划（Home-grown school feeding）”。“本土学校供餐”

指的是在本地小农处采购食品或原材料，为学龄儿

童提供安全、营养和多样化餐食的学校供餐模式。

通过在当地购买食物，既为儿童提供了新鲜营养的

本地食物，又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和可持续发展，

减少贫困和粮食不安全问题［47］ 。但目前本土学校

供 餐 计 划 的 作 用 还 需 要 进 一 步 评 估 。 African 
Union［48］ 通过对 20 个非洲国家的本土学校供餐项

目进行分析后发现，本土学校供餐项目对农业和地

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有限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缺乏

大规模的营养餐食物需求和相应的供给侧措施来

支持当地生产能力的扩大。

3　学校供餐计划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都高度关注儿童的贫

困、饥饿和营养不良等问题。许多国家将学校供餐

计划视为缩小贫困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举

措，并逐步将其纳入国家的主流政策框架。如何科

学有效地设计学校供餐计划的实施方案，充分发挥

学校供餐的效果，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因此，

了解学校供餐计划的方案设计和国际经验，并结合

中国营养干预项目的实施现状，可以为项目的决策

调整和完善提供指导。

3. 1　学校供餐计划的方案设计与国际经验

结合国际经验，在设计和实施学校供餐计划

时，需要综合考虑以下 3 个方面：

1）综合考虑学校供餐计划的项目特征，明确项

目目标群体、设定附加条件以及确定补贴标准等。

首先，学校供餐计划作为一项针对学龄儿童的营养

干预项目，需要精准定位目标群体，明确儿童的年

龄段和学校类型等。例如：英国的学校供餐计划主

要面向当地公立学校的贫困儿童［49］ ；南非学校供餐

计划的主要受益人是最贫困地区 9 个省的所有小

学、中学和指定的特殊学校的儿童［50］ ；而在芬兰和

瑞典，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学龄儿童都可以获得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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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营养均衡的学校午餐。其次，需要科学设计

学校供餐计划的附加条件，例如儿童参与项目的资

格认证、学校的出勤率要求、供餐时间、地点、饭菜

种类和数量等。最后，需要考虑经费预算和合理的

补贴标准，以确保项目可行并达到预期目标。美国

的学校早餐计划和学校午餐计划有着类似的补贴

标准，不同家庭收入的儿童享受的政策不同，家庭

收入≤130% 贫困标准的儿童可获得免费餐食，家

庭收入＞130% 且≤185% 贫困标准的儿童有资格

享受优惠价格的餐食，其他没有资格享受补贴餐食

的儿童可以全价购买［24］ ；冰岛、挪威等国家的学校

供餐费用则通常部分由政府补贴，部分由儿童家庭

支付［51］ 。

2）为保证学校供餐计划取得预期效果，应制定

详细的实施细则和建立监督考核机制。实施细则

应涵盖供餐流程、食品安全控制、菜单规划等要求，

以便指导学校供餐计划的具体操作，确保符合相关

法规和健康标准。例如：印度的学校供餐计划规定

低年级儿童的最低膳食能量含量是 1. 88×106 J，每
餐必须含有 12 g 蛋白质［34］；巴西政府制定了详细的

食品采购营养指南，要求学校餐食必须满足全日制

学生 70% 的营养需求和非全日制学生 20% 的营养

需求［52］ 。此外，学校供餐的监督考核机制也会影响

到项目的实施效果。瑞典的学校供餐由当地政府

和学校共同负责，并接受监察局的监督；巴西的学

校供餐计划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监管，政府进行定期

监测；南非学校供餐计划的受益儿童名单、菜单等

受到严格监管，且项目鼓励从小农户处采购新鲜农

产品，并建立学校种植园种植农作物，为当地提供

就业机会［53］ 。

3）为避免学校供餐引发青少年超重肥胖问题，

需要考虑食品安全、营养均衡和环境可持续性等，

以确保儿童获得健康、安全和高质量的膳食。美国

要求学校供餐必须符合美国农业部的食物营养标

准，限制高糖、高脂肪和高盐食品的摄入，增加蔬菜

和水果的供应 ，以确保儿童获得均衡的饮食选

择［54］ 。日本将食品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中，推广传统

日本饮食习惯，向儿童传授有关均衡饮食的营养知

识［55］ 。意大利的学校供餐鼓励使用本地和有机食

材，通过与当地农民建立合作关系，直接采购新鲜

的食材［56］ 。这些做法旨在通过提供均衡营养的食

物、推广健康饮食和教授儿童正确的饮食知识来预

防青少年超重肥胖问题。

3. 2　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践

与效果评估

为了改善农村学生尤其是贫困家庭学生的营

养健康状况，中国从 2011 年秋季学期开始实施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容

如下：由中央财政拨款，在连片特困地区的 699 个县

实施国家试点，按照每生每天 3 元、全年 600 元的标

准，为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鼓励各省（区、市）以

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等为重

点，开展营养改善地方试点，中央给予一定的奖补；

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的“一补”政策，生活费补

助标准达到每生每天小学 4 元、初中 5 元；改善就餐

条件，重点建设食堂等［57］ 。截至 2020 年底，中国有

28 个 省 份 1 732 个 县 实 施 了 营 养 改 善 计 划 ，覆

盖 农 村 义 务 教 育 学 校 1 316 万 所 ，受 益 学 生 达

3 797. 83 万人，中央财政发放的营养膳食补贴累计

达 1 967. 34 亿元［58］ 。

1）中国的营养改善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

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59-60］。一是监督和考

核机制不完善。目前中国仍缺乏对项目实施过程

和结果的长效监督机制，这可能导致资金使用不透

明以及执行效果难以评估。因此，一些学生可能无

法获得应有的营养支持，相关部门也无法全面了解

计划的执行情况。二是对相对贫困地区的政策倾

斜力度不足。贫困地区的学校通常面临办学条件

和食堂设施不佳、经费投入和招工人员不足等困

境，无法为儿童提供良好的饮食环境和新鲜营养的

食物。三是缺乏配套的营养健康教育措施。除了

提供饮食补助，营养健康教育同样重要，它可以帮

助儿童和家长了解正确的饮食习惯和营养知识。

然而，一些学校并未将营养健康教育纳入体系，缺

乏专业的营养指导人员，导致儿童对于如何选择健

康食物和保持良好饮食习惯的认识不足，从而增加

了儿童超重和肥胖的风险。

2）目前对中国营养改善计划实施效果的评估

还很有限。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该计划对儿童身体

健康、心理健康和认知能力的短期影响［61-63］，很少有

研究评估其对儿童长期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表现

的影响。Wang 等［64］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

方法，发现营养改善计划对儿童的身心健康有积极

影响；范子英等［65］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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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表明，营养改善计划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具有

积极影响，通过提升学生的健康水平来提高学习成

绩；Zheng 等［66］ 则发现营养改善计划对儿童的非认

知能力也有积极影响，主要通过健康、认知能力、同

伴关系和父母养育行为等渠道发挥作用。最近的

研究开始关注中国营养改善计划的长期影响 。

Fang 等［40］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截面双

重差分模型发现，营养改善计划提高了试点县地区

学龄儿童成年后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以及认知能力，

主要通过改善儿童的营养摄入和提高母亲的就业

和收入来实现；蔡伟贤等［67］ 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发现

营养改善计划显著提高了受益儿童接受高中教育

的可能性。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能否

发挥其对儿童长期人力资本积累及就业表现的作

用，还有待考证。

3. 3　对中国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的启示

尽管中国的营养改善计划取得了较为良好的

效果，但要长期实施并推广营养改善计划，需要从

以下 3 个方面对项目的发展思路进行深入探讨：

1）构建项目实施过程和结果的监督和激励机

制。中国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细则需要进一步完

善，包括细化学校供餐标准和采购标准，提高供餐

质量等。同时，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监督管理机

制，定期监测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情况。例如：扩

大“阳光校餐”数据平台的监测学校范围；建立试点

县名单动态调整机制；将中央对地方的奖补与营养

改善计划的实施效果相联系；畅通社会监督途径，

切实保障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的有效性。

2）将营养干预项目与其他益贫政策相结合。

营养改善计划可以与其他益贫政策相结合，通过促

进农村儿童的人力资本发展，减少贫困的代际传

递。例如，地方政府可以将营养改善计划与乡村振

兴战略结合起来，借鉴本土学校供餐计划由当地小

农户提供食品或原材料、吸引当地人口就业等做

法，促进农民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农业生产，

促进当地市场多样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发挥营养教育战略与学校供餐的协同作用。

中国营养改善计划在实施中存在项目补贴不足和

缺乏专业的营养知识教育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

步发挥营养教育战略与学校供餐计划之间的协同

作用，将学校供餐与营养健康教育相结合，包括建

立学校种植园、对教师进行培训等，通过向儿童、学

校工作人员、社区、家庭等提供营养知识教育，促进

儿童健康饮食和其他积极的营养行为。

4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采用文献综述方法，系统回顾和梳理了

学校供餐计划的国际研究进展。研究阐述了学校

供餐计划的概念，并运用人力资本投资的生命周期

理论、贫困家庭对子女的投资以及公共转移支付的

相关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推行学校供餐计划进

行了解释。同时全面考察了学校供餐计划对人力

资本积累的短期、长期和溢出效应，分析了学校供

餐计划的方案设计和国际经验。结合中国的实践

经验与不足，未来需要进一步构建项目实施过程和

结果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将营养干预项目与其他益

贫政策相结合，发挥营养健康教育的协同作用，从

而促进学校供餐计划的有效实施，提升贫困群体的

人力资本，促进共同富裕。

国外关于学校供餐计划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但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相对不足，未来研究可

在以下 3 个方面拓展：

1）对覆盖学龄前儿童的学校供餐计划进行更

多研究。虽然各个国家普遍实施了学校供餐计划，

但仅有少数国家将其覆盖范围扩展到学龄前儿童。

由于对覆盖学龄前儿童的学校供餐计划缺乏一致

的系统监测和政策评估，这一项目的效果还有待验

证。最近的证据表明，学龄前接受营养干预有利于

成年后的结果，学龄前学校供餐计划的效果逐渐引

起关注。

2）尽管学校供餐计划有利于参与者短期和长

期的教育和营养改善，但较少研究探讨学校供餐计

划等营养干预项目对非认知能力、劳动力市场表现

及代际效应的影响。在短期影响方面，学校供餐计

划对非认知能力影响的证据还相对缺乏；在长期影

响方面，虽然学者们关注了早期干预项目对儿童成

年后就业参与率和收入等的影响，但很少有研究将

干预项目具体到学校供餐计划对成年后就业、收入

和劳动参与率等方面进行研究。因此，有必要进一

步研究学校供餐计划的长期人力资本积累效果。

3）作为一种创新模式，本土学校供餐计划对农

业和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缺乏证据支持。本土学

校供餐计划理论上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促使小农户

融入市场，帮助儿童建立对本地新鲜食物的饮食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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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促进当地的饮食多样化和经济发展等。现有研

究多采用定性方法探讨了本土学校供餐计划的影

响，未来需要从计量实证上提供更多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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