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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家庭畜产品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薛 莉  朱 宁*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  利用北京市和河北省 1 010 个城镇居民家庭畜产品消费调研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影响城镇居民家

庭畜产品户内消费的关键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城镇居民家庭畜产品户内消费的地区差异十分显著；2）畜产

品质量安全事件会显著影响城镇居民家庭畜产品户内消费，非洲猪瘟的发生，不仅对畜禽肉的户内消费有直接影

响，而且会通过替代效应引致蛋奶类产品的消费增长；3）对平衡膳食的关注，能刺激城镇居民增加肉蛋消费，但对

奶产品消费没有显著影响；4）收入水平正向影响城镇居民家庭畜禽肉和奶产品的户内消费，但对鸡蛋户内消费影

响不显著，而商品房房贷对城镇居民家庭肉蛋奶 3 类畜产品消费均没有显著影响；5）高学历家庭户内肉蛋奶消费均

以适量为主，家庭人口结构对城镇居民户内奶产品消费没有显著影响。鉴于此，建议采取完善畜产品质量安全体

系建设，加强平衡膳食宣传，更加注重市场细分等措施，促进城镇居民家庭畜产品合理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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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households’ livestock products consumption

XUE Li， ZHU Ni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livestock products consumption from 1 010 urban households in 

Beijing and Hebei Province， using quantile regression method，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door consumption of livestock products of urban househol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of indoor consumption of livestock products of urban households is very significant； 2） The quality 

and safety events of livestock products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indoor consumption of livestock products of urban 

households.  The outbreak of African swine fever not only has direct effect on indoor consumption of meat， but 

also increase the consumption of eggs and dairy products through substitution effect； 3） Their attention to 

balanced diet can stimulate urban residents to increase meat and eggs consumption， bu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dairy products consumption； 4） The income level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ndoor consumption of meat and 

dairy products of urban household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indoor consumption of eggs.  The commercial 

housing loan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meat， eggs， and dairy products of urban 

households； 5） The indoor consumption of meat， eggs and dairy products in high-educated families is moderate， 

while the household population structure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indoor consumption of dairy products of urban 

households.  In view of all the above， it is suggested that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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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system of livestock products， strengthen balanced diet publicity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market 

segmentation， so as to promote rational consumption of livestock products by urban households.

Keywords urban households； livestock products consump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quantile regression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畜产品已成为居民食物消费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提高居民营养水平和身体素质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当前，随着健康饮食理念的逐渐普及，

畜产品消费结构也在不断改善升级。研究居民家

庭畜产品消费行为，分析影响居民畜产品消费的关

键因素，对促进畜产品合理消费、推动畜牧业健康

稳定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畜产品人均消费水平由快速增长逐

渐趋于稳定［1］，城镇居民畜产品消费明显高于农村

居民，这与收入水平关系最为密切［2-5］。已有研究利

用分类方法对城镇居民不同畜产品户内消费进行

了实证研究，猪肉消费方面，城镇居民对猪肉的消

费明显多于农村居民［6］，家庭结构、收入水平、消费

习惯、风险偏好等变量对猪肉购买量具有显著影

响［7-8］，2018 年发生的非洲猪瘟疫情，对猪肉消费冲

击较大［9］。牛羊肉消费方面，城镇居民牛羊肉消费

量有所提升，收入水平、购买环境、质量安全、牛羊肉

价格均是影响城镇居民购买牛羊肉的关键因素［10-13］。

禽肉消费方面，禽肉作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

的畜产品，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爱，教育程度、收入

水平、禽肉偏好、禽肉价格等显著影响了城镇居民禽

肉消费［14-16］。奶制品消费方面，奶类产品富含蛋白质

和钙元素，已成为城镇居民家庭的日常消费品，家庭

结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对城镇居民奶制品消费

水平影响显著［17-18］。鸡蛋消费方面，已有研究对城镇

居民鸡蛋消费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地分析［19］，认为

收入水平、家庭结构、鸡蛋安全评价、胆固醇认知、可

追溯等是影响城镇居民鸡蛋消费的关键因素［20-24］。

以上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方法、思路、变量等方

面的借鉴，但现有研究主要是针对城镇居民某一特定

类别畜产品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或者

是利用宏观数据就我国居民畜产品消费的影响因素

进行定性阐释，未能更深入地对同一大样本下居民家

庭肉蛋奶等不同类畜产品户内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

对比分析。此外，已有研究较少提及平衡膳食对居民

家庭畜产品消费的影响，在我国当前食品消费结构升

级的大趋势下，亟需开展针对此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旨在从城镇居民家庭畜

产品户内消费的角度，基于北京市和河北省城镇居

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影响城

镇居民家庭鸡蛋、畜禽肉和奶产品户内消费量的主

要因素分别展开讨论，对比分析体现家庭特征、消

费特征和地区特征的 3 类变量对居民肉蛋奶等不同

类畜产品消费影响的区别，以期为促进城镇居民家

庭畜产品合理消费提供政策建议。

1　研究方法与变量选择

1. 1　研究方法

由于城镇居民家庭在畜产品购买行为上存在

差异，要探明影响城镇居民家庭畜产品消费的关键

因素，需对居民家庭畜产品购买频次及数量进行区

间划分，最小二乘法以及分类模型不能实现此要

求，而且这两个模型还存在“随机干扰项满足于自

身和自变量互不相关且均值为零方差相同的正态

分布”与实际不符的假定，因此，本研究选择用分位

数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对于分位数回归，被解释变量 y的 τ分位数函数

Q ( τ )定义为：

Q ( τ )= inf{ y:F ( y )≥ τ},( 0 < τ< 1 ) (1)
式中：y为城镇居民家庭畜产品消费量；F ( y )为 y的

分布函数；τ为在回归线或回归平面以下的数据占

全体数据的百分比。分位函数的特点是 y的整个分

布被 τ分为 2 部分。对于任意的 0<τ<1，定义检验

函数 ρτ ( u )为：

ρτ ( u )=
ì
í
î

ü
ý
þ

τu,                 yi ≥ xi β

( 1 - τ ) u,   yi < xi β
(2)

式中：u为检验函数的参数；ρτ ( u )为被解释变量 y的

样本点处于 τ分位数以下和以上时的检验函数关

系；x为影响城镇居民家庭畜产品消费量的因素；i
为不同个体；β为影响系数。定义分位数回归模

型为：

yi = α+ xi β ( τ )+ ε ( τ )i (3)
式中：α为截距项；ε为随机误差项。在具体估计过

程中假定 u=1，则对于 τ分位数的样本分位数线性

回归是求满足 min ∑βρτ ( yi - x 'i β ( τ ) ) 的解 β ( τ )，
其展开式为：

232



第  5 期 薛莉等： 城镇居民家庭畜产品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min
ì
í
î

ïï
ïï ∑
yi ≥ xi β ( τ )

τ || yi - xi β ( τ ) +
ü
ý
þ

ïï
ïï∑

yi < xi β ( τ )
( 1 - τ ) || yi - xi β ( τ ) (4)

在线性条件下，给定 x后，y的 τ分位数函数为：

Q ( τ | x )= xi β ( τ ) (5)
在不同的 τ分位数下，可以得到不同的分位数函数。

随着 τ取值由 0至 1，可得所有 y在 x上的条件分布轨

迹，即 1簇曲线，而不像 OLS等方法只得到 1条曲线。

1. 2　变量选择

借鉴对居民畜产品消费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结合调研样本的情况，本研究从家庭特征、消费特

征、地区特征 3 个方面共选取 9 个变量作为影响城

镇居民家庭畜产品消费量的因素（表 1）。此外，本

研究所称“城镇居民家庭畜产品消费”主要是指以

城镇居民家庭为单位，其家庭成员对鸡蛋、畜禽肉

和奶产品等 3 类畜产品的户内消费量，即购买量中

用于自家食用的部分，不包含家庭成员的户外消费

量，也不考虑用于捐赠、礼品或者浪费、损耗等的

数量。

1）家庭特征变量。消费者户内畜产品消费量

必然受到家庭结构特征的影响，老年人和未成年人

对营养的需求量以及需求种类与普通成年人不同，

从而影响畜产品购买行为；少数民族家庭的饮食习

惯与汉族不同，需要在模型中予以考量；受教育程

度越高往往对事物的认知程度越深，对于食物营养

价值和均衡饮食的了解也相对较多，其户内畜产品

的消费习惯就有所不同；收入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

素，但收入水平越高是否一定会带动居民家庭各类

畜产品的消费量均有所增加，尚需验证；商品房房

贷作为城镇居民家庭最普遍、最重的经济压力之

一，影响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多少，也可能会对户

内畜产品消费行为产生影响。

2）消费特征变量。此类变量主要从城镇居民

对畜产品质量安全和营养均衡的认知等主观因素

进行考虑，选取“非洲猪瘟影响”和“关注平衡膳食”

2 个指标。随着人们对食品质量安全关注度的不断

提高，食品安全事件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也日益

加深。2018—2019 年席卷我国的非洲猪瘟疫情不

仅使得生猪养殖户损失惨重，还严重影响了消费者

的购买意愿，虽然国家已对“非洲猪瘟为非人畜共

患病（病毒只传猪不传人），不会影响食品安全”进

表 1　变量类别及定义

Table 1　Variable category and definition

变量类别

Variable category

家庭特征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消费特征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地区特征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变量名称

Variable name

家里有老年人

家里有未成年人

少数民族家庭

家庭最高学历水平

家庭月均收入

商品房房贷

非洲猪瘟影响

关注平衡膳食

地区

定义

Definition

1=是；0=否

1=是；0=否

1=是；0=否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中专、技校；

4=大专；5=本科；6=研究生

1=0~5 000 元；2=5 001~10 000 元；

3=10 001~20 000 元；4=>20 000 元

1=有；0=没有

1=是；0=否

1=是；0=否

1=北京市；0=河北省

均值

Mean value

0. 49

0. 57

0. 06

4. 71

2. 63

0. 30

0. 67

0. 91

0. 57

注：样本量为 1 010 个。

Note：The number of samples is 1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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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科普，尽量降低消费者的恐慌心理，但也不乏

有消费者对其仍存有疑虑，从而影响其户内畜产品

消费的结构。此外，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出健

康”的过程中，合理的膳食结构对人们的营养均衡和

生活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畜产品作为提供能

量与营养的主要食物来源，在居民家庭食物消费中是

不可或缺的，但也不是消费量越高越好，而且随着人

们越来越注重健康养生的生活方式，居民对平衡膳食

的关注程度以及对营养均衡的认知水平都将会对畜

产品消费量和消费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

3）地区特征变量。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

基础设施条件等的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

消费习惯和消费决策，本研究拟利用地区特征变量探

究城镇居民家庭户内畜产品消费的地区差异。

2　数据来源与基本情况

2. 1　数据来源

由于城镇居民家庭成员流动性较小，家庭消费

更为稳定，对其畜产品消费量的统计也更为准确可

靠，故本研究选择城镇居民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开展

调研和分析。所用数据来自于实地调研获得的有

关城镇居民家庭畜产品消费情况的数据，调研以家

庭收入水平和访问者年龄作为分层抽样的依据，利

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了北京市城六区以及河北省

石家庄市、保定市、邯郸市的城区作为调研地点，既

能体现主销区与主产区的区别，也便于比较不同经

济发展水平地区间的差距。问卷调研采取面对面

访问形式，经数据筛选与整理，共获取 1 010 个有效

样本，其中，北京市 574 个、河北省 436 个。

2. 2　基本情况

在所有受访者中女性样本明显多于男性，占总

样本的 68. 91%（表 2），这与我国居民家庭中“女主

内”所带来的女性更加了解家庭日常消费情况的现

实相符；受访者年龄在 45 岁以上的样本数居多，占

总样本的 62. 67%，属于本次调研年龄分层的中高

年龄组；受访家庭成员最高学历以本科为主，占总

表 2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survey samples

指标

Index

受访者性别

Gender of the respondent

受访者年龄

Age of the respondent

受访家庭成员最高学历

Family’s highest education level

受访家庭月均收入

Average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类型

Type

男

女

21~35 岁

36~45 岁

46~55 岁

≥56 岁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中专、技校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0~5 000 元

5 001~10 000 元

10 001~20 000 元

>20 000 元

样本数/个
Number of samples

314

696

176

201

249

384

7

33

93

191

479

207

124

328

352

206

比例/%
Ratio

31. 09

68. 91

17. 43

19. 90

24. 65

38. 02

0. 69

3. 27

9. 21

18. 91

47. 43

20. 50

12. 28

32. 48

34. 85

20. 39

234



第  5 期 薛莉等： 城镇居民家庭畜产品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样本的近一半，还有 20. 50% 的受访家庭最高学历

达到研究生水平，而家庭最高学历在小学及以下的

受访家庭还不足 1%，说明样本家庭总体受教育程

度 较 高 。 此 外 ，有 2/3 的 受 访 家 庭 月 均 收 入 为

5 001~20 000 元，处于本次调研收入分层的中等

水平。

从京冀两地受访城镇居民畜产品户内购买频

次与数量看，不论是鸡蛋、畜禽肉或是奶产品，北京

地区城镇居民人均购买频次和数量都高于河北地

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京地区城镇居民的生活

消费水平相对更高（表 3）。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22》［25-26］中，基于人体营养需要和健康要求的平衡

膳食模式推荐每人每周蛋类摄入量 300~350 g（折

算为 43~50 g/（人·d））、畜禽肉摄入量 300~500 g

（折算为 43~72 g/（人·d）），每人每天奶制品摄入量

相当于液态奶 300 mL 以上。与此标准对照，只有河

北地区受访城镇居民畜禽肉的购买量处于推荐摄

入区间内，其余畜产品消费量均与推荐值存在明显

差异。北京地区城镇居民畜禽肉购买量显著高于

推荐摄入量，且超过推荐值上限 76. 06%，即使考虑

到食物损耗等因素，北京地区城镇居民畜禽肉摄入

量也可能存在超标问题。此外，京冀两地城镇居民

鸡蛋购买量均略高于推荐摄入量上限，而奶制品购

买量均明显低于推荐摄入量，且河北地区城镇居民

家庭奶制品购买量还不足推荐最低摄入量的一半。

考虑到食物损耗与浪费以及户外消费等因素，从营

养健康的角度，京冀两地城镇居民的鸡蛋摄入量基

本与推荐量相当，但奶制品摄入量仍远远不足。

3　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根据数据分布情况，选择下四分位数（低）、中

位数（中）以及上四分位数（高）作为分位点进行分

析。经验证，所有结果均通过了模型整体检验，能

够支撑本项研究。表 4 示出根据本研究调研数据计

算得到的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下面就显著影响城

镇居民家庭鸡蛋、畜禽肉和奶产品户内消费量的因

素分别进行阐述。

3. 1　城镇居民家庭鸡蛋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就城镇居民家庭鸡蛋消费而言，3 处分位点上

呈现显著影响的因素存在差异，其中，低分位点显

著因素最多，中高分位点较少，说明鸡蛋中高消费

量家庭的消费行为较少受到各种因素影响。

从家庭特征看，“家里有老年人”和“家里有未

成年人”在 3 处分位点上对城镇居民家庭鸡蛋消费

量均有显著影响，说明不论在何种消费量家庭中，

鸡蛋作为基础营养品仍是老人和少年儿童补充营

养的重要来源。“少数民族家庭”和“家庭最高学历

水平”仅在低分位点上影响显著，说明少数民族家

庭与高学历家庭的鸡蛋户内消费均以适量为主。

相较于汉族家庭，少数民族家庭在低消费水平上，

受到饮食习惯的限制（比如：不能吃与牛羊肉相比

较为便宜的猪肉），更多地会依靠物美价廉的鸡蛋

来补充营养。而高学历家庭对鸡蛋营养价值的认

知更为准确，不会盲目扩大鸡蛋的消费量。“家庭月

均收入”和“商品房房贷”实际反映的是消费者的购

买力水平，二者在 3 处分位点上都没有显著影响，说

明鸡蛋已成为城镇居民家庭的基础食品，存在刚性

需求，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已足够支撑此类食品的

支出，家庭收入的波动以及是否有较重的经济压力

都不会影响居民家庭的鸡蛋消费需求。

从消费特征看，“非洲猪瘟影响”因素在中低分

位点上显著，而在高分位点上不显著，反映出非洲

表 3　受访城镇居民家庭畜产品购买行为统计

Table 3　Statistics on purchasing behavior of livestock products of surveyed urban households

地区

Region

北京市  Beijing

河北省  Hebei

平均  Average

鸡蛋  Eggs

频次/（d/次）

Frequency

8. 65

10. 83

9. 59

购买量/（g/（人·d））
Quantity

69. 85

57. 52

64. 53

畜禽肉  Meat

频次/（d/次）

Frequency

5. 76

7. 60

6. 55

购买量/（g/（人·d））
Quantity

126. 76

68. 85

101. 77

奶产品  Dairy products

频次/（d/次）

Frequency

6. 86

8. 48

7. 56

购买量/（mL/（人·d））
Quantity

165. 70

126. 23

148.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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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瘟的发生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鸡蛋的消费，尤其

是鸡蛋户内消费量处于中低水平的家庭，会选择用

蛋类消费来替代部分猪肉消费，但对于鸡蛋高消费

量家庭而言，这种替代效应则不甚明显。另外，消

费者“关注平衡膳食”这一因素在 3 处分位点上都呈

现显著影响，说明无论家庭鸡蛋消费水平如何，人

们都非常关注鸡蛋对人体健康及营养均衡的作用，

鸡蛋这种传统而又便于烹饪的营养品是人们实现

均衡饮食的主要选择之一。

“地区”因素在 3 处分位点上均具有显著影响，

而且高分位点差异更为明显，表明北京地区城镇居

民鸡蛋户内消费量高于河北地区，主要是由于两地

经济发展水平、物流设施设备与市场销售体系的健

全程度以及居民对鸡蛋营养的科学认知差异等因

素，导致区域间的鸡蛋户内消费量有所不同。

3. 2　城镇居民家庭畜禽肉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就城镇居民家庭畜禽肉消费而言，与鸡蛋消费

相同的是，在 3 处分位点上“家里有老年人”“关注平

衡膳食”以及“地区”这 3 个因素均对畜禽肉户内消

费量有显著影响，其余因素表现则有所不同。

从家庭特征看，对城镇居民家庭鸡蛋与畜禽肉

户内消费量影响差距最大的是“家庭月均收入”因

表 4　城镇居民家庭畜产品消费影响因素的分位数回归系数

Table 4　Quantil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households’ livestock products consumption 

变量

Variable

截距

Intercept

家里有老年人

Having elderly people at home

家里有未成年人

Having minors at home

少数民族家庭

Ethnic minority families

家庭最高学历水平

Family’s highest education level

家庭月均收入

Average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商品房房贷

Commercial housing loan

非洲猪瘟影响

Impact of African swine fever

关注平衡膳食

Focus on a balanced diet

地区

Region

鸡蛋消费的分位数

Quantile of eggs consumption

0. 25

13. 401**

−6. 338***

−6. 338***

8. 510**

3. 346***

−0. 772

−0. 676

7. 497***

9. 636***

14. 961***

0. 50

30. 709***

−9. 640***

−6. 326**

4. 053

1. 374

1. 674

1. 707

3. 905*

16. 707***

16. 741***

0. 75

77. 232***

−12. 798***

−9. 673***

7. 589

−1. 339

−0. 893

3. 125

3. 571

11. 012*

19. 196***

畜禽肉消费的分位数

Quantile of meat consumption

0. 25

−8. 222

−11. 198***

−1. 302

11. 682

3. 534**

2. 902

2. 567

7. 515*

17. 150***

29. 613***

0. 50

−40. 952***

−19. 603***

−4. 683

41. 944***

8. 968***

9. 048**

−1. 111

14. 286***

38. 016***

66. 905***

0. 75

6. 944

−11. 905*

−11. 706*

23. 016**

5. 853

12. 103*

−5. 258

11. 706*

40. 873***

74. 107***

奶产品消费的分位数

Quantile of dairy products 
consumption

0. 25

−25. 000**

8. 010

4. 700

1. 730

6. 520***

9. 220**

5. 450

22. 920***

10. 780

18. 510***

0. 50

10. 003

2. 463

4. 570

3. 000

8. 243**

12. 500**

4. 570

25. 673***

7. 823

15. 290*

0. 75

83. 830**

35. 017***

13. 297

6. 643

6. 551

21. 915***

13. 297

13. 297

17. 084

14. 679*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

Note：***， ** and * represent significant statistics at the levels of 1%， 5% and 10%，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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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模拟结果显示，家庭收入水平对鸡蛋户内消费

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畜禽肉的户内消费在中高分

位点上却呈现出显著影响，说明肉类食品虽然已成

为人们餐桌上的“常客”，但因其价格较高，还没有

像鸡蛋那样，成为家庭食物消费的“必需品”，不存

在刚性需求，尤其是在较高的消费量水平上，仍然

会受到收入水平高低的影响，收入越高的家庭，消

费量也会越大。但与鸡蛋消费一样，城镇居民家庭

畜禽肉户内消费量也不受“商品房房贷”因素的影

响。而“家里有未成年人”因素只在高分位点上影

响显著，说明未成年人的肉类消费需求只有在畜禽

肉高消费量家庭中才能得到关注，出于保障少年儿

童生长发育和营养健康的需要，此类家庭会因为家

中有未成年人而倾向于购买更多的肉类产品。“少

数民族家庭”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高分位点

上。在畜禽肉低消费量水平上，体现不出少数民族

家庭与汉族家庭的区别，但在中高消费水平上，少

数民族家庭畜禽肉户内消费量则明显高于汉族家

庭，这与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及其对肉类消费的偏

好有关。“家庭最高学历水平”因素在中低分位点上

影响显著，说明高学历家庭畜禽肉的户内消费与鸡

蛋类似，也是以适量为主。

此外，消费特征中的“非洲猪瘟影响”因素在 3
处分位点上对城镇居民家庭畜禽肉户内消费量均

有显著影响，反映出非洲猪瘟的发生对肉类消费的

影响更为直接、影响程度也更深。但本研究没有区

分居民家庭购买的畜禽肉是猪肉、牛羊肉还是禽

肉，所以非洲猪瘟的发生使得城镇居民畜禽肉的户

内消费量增加，可能是由于人们担心市场上的猪肉

供给减少、价格上升，从而通过替代效应传导至其

他肉类价格也跟着上涨，于是增加了对猪肉以外的

其他肉类产品的购买和囤积所致。

3. 3　城镇居民家庭奶产品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相较于肉蛋类农产品，影响城镇居民家庭奶产

品消费的因素最少，对鸡蛋和畜禽肉户内消费有影

响的“家里有未成年人”“少数民族家庭”和“关注平

衡膳食”等因素对奶产品都没有显著影响，说明城

镇居民还没有将奶产品作为未成年人膳食营养补

充的主要来源，人们对奶产品营养价值的认识远远

不足；“少数民族家庭”的影响不显著，则主要是由

于京冀地区的少数民族以满族和回族为主，在其民

族的饮食习惯与传统上，并未偏向于奶产品的消

费，因此本研究中的少数民族家庭在奶产品户内消

费方面与汉族家庭不存在明显差异。除了“地区”

因素依然显著外，“家庭月均收入”对城镇居民家庭

奶产品消费量的影响最为明显，在 3 处分位点上都

较为显著，说明相对于鸡蛋而言，奶产品在居民家

庭食物消费中更倾向于“奢侈品”属性，一般家庭还

不能达到不考虑收入水平而按需购买奶产品的程

度。此外，“家庭最高学历水平”和“非洲猪瘟影响”

这两个因素只在中低分位点上显著，说明高学历家

庭奶产品的户内消费与鸡蛋和畜禽肉一样，同样是

以适量为主；而只有在奶产品中低消费量家庭中，

非洲猪瘟的发生才会引致奶产品消费对猪肉的替

代，奶产品高消费量家庭则不易受到此类农产品质

量安全事件的影响。“家里有老年人”因素只在高分

位点上影响显著，说明只有在奶产品高消费量家庭

中，老年人对奶产品的需求才会被关注，成为影响

奶产品户内消费行为的因素之一。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对城镇居民家庭

肉蛋奶 3 类畜产品户内消费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对

比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畜产品户内消费的地区

差异仍然十分显著，一个地区的整体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对居民畜产品购买频次和数量有明显的正向

影响。

2）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会显著影响城镇居民

家庭畜产品户内消费。非洲猪瘟疫情的发生，不仅

对城镇居民家庭畜禽肉的户内消费有直接影响；而

且在替代效应的作用下，其影响会传导至其他畜产

品，引致鸡蛋和奶产品的消费量增加，但对鸡蛋和

奶产品本就有较高需求的那部分消费群体基本不

会受此影响。

3）人们对平衡膳食的关注，能够刺激城镇居民

增加肉蛋类产品的消费，但对奶产品消费没有显著

影响。可见消费者还没有将奶产品作为调节膳食

结构、补充营养和能量的主要食物来源，可能是由

于奶产品单价相对较高以及其营养价值还没有得

到广大消费者的全面正确认知。

4）收入水平确实会对城镇居民家庭畜产品户

内消费行为产生影响，收入越高，消费量也越高。

但这种影响仅对畜禽肉和奶产品的户内消费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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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鸡蛋户内消费则不受收入高低的影响，反映

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目前的消费水平

下，鸡蛋已成为城镇居民家庭的基础食品，存在需

求刚性。此外，商品房房贷对于城镇居民家庭来

说，虽然是一项最为普遍而沉重的经济压力，但其

对畜产品户内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说明随着消费

升级以及恩格尔系数的下降，食品消费已不再是城

镇居民家庭的主要消费项目，当然也不会因家庭经

济压力变化而受到首当其冲的影响。

5）高学历家庭户内的肉蛋奶消费均以适量为

主，反映出此类家庭对食物营养均衡的认知更为清

晰，不会盲目扩大某种食物的消费量。此外，家庭

人口结构对城镇居民户内奶产品消费没有显著影

响，城镇居民家庭不会因家里有老年人或未成年人

而明显增加奶产品消费量（有老年人的高消费量家

庭除外），这也导致了城镇居民家庭奶产品的户内

购买量远不及国家基于平衡膳食模式所推荐的奶

产品摄入量。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促进城镇居民家庭畜

产品合理消费的对策建议。

1）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畜产品质量安全体

系建设，尤其是建立健全应对突发质量安全事件的

应急处置机制。一方面，大力推进标准化规范化养

殖，制定并推行标准化养殖生产技术规范，完善投

入品及畜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及其监测体系，在养

殖环节严防重大疫病的发生与传播，提高畜产品质

量安全水平；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畜产品质量可追

溯体系及其市场准入制度，严把畜产品质量安全

关，增强消费者对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心；同时，建

立应对重大或突发质量安全事件的应急预案，完善

应急处置机制，特别是在发生重大疫情时，在保障

畜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正确引导居民的消费行

为，避免由于恐慌而导致的不合理消费。

2）各级政府及相关企业应持续加强对平衡膳

食的宣传，引导消费者从营养均衡的角度出发调整

畜产品消费结构，特别是增加对奶产品的消费。不

断拓宽宣传渠道，既可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

媒体进行宣传，也可借助网络等新媒体扩大宣传，

或者由相关政府部门、科研院校、生产企业联合举

办有关膳食营养与健康的科普活动等，采取多样

化、广覆盖的宣传形式，增强消费者对各类畜产品

不同营养水平的认知，扩大平衡膳食等健康饮食理

念的普及程度，以促进消费者合理调整畜产品消费

结构，在保障蛋类产品摄入量的同时，不要一味地

以增加肉类产品来满足营养需求（尤其是在经济发

达地区），而是更加注重奶产品的摄入。

3）企业应更加注重市场细分，针对不同消费人

群的需求特点、消费能力、消费习惯与偏好等进行

准确的市场定位，有效锁定目标消费群体，针对不

同细分市场的消费者进行产品研发与营销推广。

在居民收入不断增加、物价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城

镇居民畜产品消费能力和水平必将稳步提升，在这

个过程中，有老年人或有未成年人的家庭，其畜产

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可能更大，应针对此类人群研发

相关产品，突出产品在营养补充、日常保健、体重管

理等方面的功能性，从而创造需求、引导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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