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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人口的不断增长，给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不可持续的居民食物碳消费

是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居民食物碳 消 费 是 环 境 碳 循 环 研 究 和 可 持 续 消 费 的 重 要 内 容。采 用 政 府

宏观统计数据，研究了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安徽省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结构和食物碳消费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并对

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表明：（１）城市居民家 庭 食 物 碳 消 费 结 构 转 变 较 农 村 显 著，城 市 居 民 食 物 碳 消 费 从

以“粮食碳消费为主”的比较单一的消费模式转变为以“粮食、肉类、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而农

村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转变为以“粮食、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２）城市居民

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量均呈下降趋势，但食物消费 总 量 却 呈 上 升 趋 势，加 剧 了 食 物 碳 消 费 的 环 境 影 响；农 村 人 均

和户均食物碳消费和碳消费总量呈下降趋势，但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仍高于城市，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的生态压

力依然较大。（３）Ｐｅａｒｓｏｎ乘积相关分析表明，影响城市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恩格尔系数和人均可支

配收入，而影响农村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研究结果对进一步探索可持续的居民消

费模式和减轻环境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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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消费是指在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要和提

高生活质量而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持续

减少 该 产 品 或 服 务 对 环 境 的 影 响 和 对 人 体 的 危

害［１］。家庭是研究可持续消费的主要对象，家 庭 代

谢是研究家庭 消 费 的 主 要 方 法，它 是 荷 兰 ＨＯＭ　Ｅ
项目 提 出 来 的 用 于 分 析 家 庭 消 费 环 境 影 响 的 方

法［２］，主要通过定量化与家庭消费模式相关的物质

和能量的流动过程，来识别不同消费模式所引起的

环境结果［３］。食物消费是重要的家庭代谢 过 程，不

合理的食物消费模式将对环境产生直接的影响。碳

是产生温室气体的主要元素，碳素作为食物蛋白质、
脂肪、碳水化 合 物 的 重 要 成 分，随 着 食 物 消 费 而 流

动，其流动模式和流量与生态环境质量密切相关［４］。
联合国环境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等相继研

究了家 庭 消 费 方 式 及 环 境 影 响 等［１］。我 国 对 居 民

（家庭）食物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食物消费营养结

构、食物消费生态足迹等方面［５，６］，而从食物碳消费

角度开展 的 研 究 甚 少［７］。本 文 通 过 对 安 徽 省１９８５
～２００７年城乡 居 民 家 庭 食 物 碳 消 费 变 化 与 差 异 进

行分析，为进一步探索我国可持续居民家庭消费模

式、减轻食物消费的环境影响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核心数据包括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 安 徽 省

城乡居民人口数、居民食物人均购买量、不同食物的

碳折算系数、恩格尔系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ＧＤＰ
指数、人均可支配（城市）／（农村）纯收入。其中，碳

折算系数（表１）主要根据文献［８］中的不同食物中蛋

白质、脂肪及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及蛋白质、脂肪和碳

水化合物的化学组成折算而来［７］，其他数据源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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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年份的《安徽统计年鉴》［９］。

表１　不同食物的碳折算系数（ｇ）

Ｔａｂ．１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　１ｇ　Ｆｏｏｄ

名称　 碳含量 名称 碳含量

粮食 ０．３２６　８ 植物油 ０．７６６　６
蔬菜 ０．０２７　４ 酒饮类 ０．０４１　１
水果 ０．０４９　８ 奶类 ０．０６２　９
畜禽肉 ０．２５４　６ 糖果 ０．３３８　０
水产品 ０．１４３　３ 食糖 ０．３９６　５
蛋类 ０．１５１　０

１．２　食物碳消费量计算

食物碳消费量与人口数量、食物消费结构、食物

的碳折算系数等有关。人均食物碳消费量和食物总

碳消费量由公式（１）、（２）计算：

ＷＣ＝∑
ｎ

ｉ
ＷＣｉ

（１）

ＷＣｉ＝Ｗｉ×ｒｉ （２）
式中：ＷＣ为所有食物的总碳量；ＷＣｉ

为食物ｉ的

碳量；Ｗｉ 为食物的消费量；ｒｉ 为食物ｉ的碳折算 系

数；ｎ为食物消费的种数。

１．３　数据分析处理

数据录 入 和 处 理 均 在ＳＰＳＳ１３．０上 完 成。其

中，食物碳消费量的变化趋势采取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

关分析法［１０］，食 物 碳 消 费 量 的 影 响 因 素 分 析 采 取

Ｐｅａｒｓｏｎ乘积相关分析法。
需要说 明 的 是，由 于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城 市 居 民 瓜

果、鲜奶消费量的统计数据缺失，本研究采用居民当

年瓜果、鲜奶的消费性支出和消费价格分类指数进

行推算；糕点的消费种类繁多，难以确定统一的碳折

算系数，并且缺少农村的相关统计数据，统计计算过

程中忽略了糕点类的消费。

２　城乡居民家庭食物碳消费分析

２．１　居民食物碳消费结构及其差异性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 安 徽 省 城 市 居 民 食 物 消 费 主 要

包括粮食、蔬菜、新鲜瓜果、肉类、水产品、蛋类、植物

油、食糖、酒类、奶 类 等（图１、表２）。１９８５年 以 来，
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食物碳消

费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各类食物中，粮食仍然是

碳消费的主要来源，但粮食碳消费量所占比例明显

减小，从６９．１１％减 小 到４６．１４％；食 用 植 物 油 碳 消

费所占比例增幅 较 大，从８．６６％增 加 至１６．１％；奶

类碳消费的增速 较 快，由０．１４％增 加 到１．４２％，但

在总碳消费中所占比例依然很小；其他各类食物（除
食糖的碳消费量略有减少）碳消费所占比例都有不

同程度的增加，蔬菜、新鲜瓜果、猪肉、牛羊肉、家禽、
水产 品、蛋 类、酒 类 碳 消 费 所 占 比 例 分 别 增 加 了

１．１５％、３．５３％、２．３１％、１．１４％、１．７６％、１．７２％、

２．１４％、０．７％。

图１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安徽省城市居民食物碳消费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５ｔｏ　２００７

表２　城乡居民主要食物的碳消费百分比（％）

Ｔａｂ．２　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Ｆｏｏｄ－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粮食 蔬菜 新鲜
瓜果

猪牛羊肉

猪肉 牛羊肉
家禽 水产品 蛋类 植物油 食糖 酒类 奶类

城市
１９８５　 ６９．１１　 ４．９７　 ２．８４　 ６．５１　 ０．６１　 ２．３２　 １．５　 １．７３　 ８．６６　 １．２２　 ０．４　 ０．１４
２００７　 ４６．１４　 ６．１２　 ６．３７　 ８．８２　 １．７５　 ４．０８　 ３．２２　 ３．８７　 １６．１　 １．０２　 １．０９　 １．４２

农村
１９８５　 ９１．１８　 ２．７８ － ２．０９　 ０．４６　 ０．１５　 ０．２５　 ２．３７　 ０．６０　 ０．１２ －
２００７　 ８３．１３　 ２．７２ － ３．０３　 １．５２　 １．０４　 ０．９７　 ６．３６　 ０．５４　 ０．６８ －

注：表中“－”表示缺少此类食物统计数据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 安 徽 农 村 居 民 食 物 消 费 主 要 包

括粮食、蔬菜、肉类、水产品、蛋类、植物油、食糖、酒

类等（表２、图２）。１９８５年以来，农村居民８０％以上

的食物碳消费均源于粮食，但食碳消费所占比例减

少的趋势仍较为明显，从１９８５年的９１．１８％减少到

２００７年的８３．１３％；食用植物油碳消 费 所 占 比 例 显

著增加，从２．３７％增加至６．３６％；蔬菜、食糖碳消费

所占 比 例 略 有 减 少，分 别 从２．７８％、０．６％减 少 到

２．７２％、０．５４％；其他各类食物碳消费所占比例都有

不同程度的增加，猪牛羊肉、家禽、水产品、蛋类、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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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分 别 增 加 了０．９４％、１．０６％、０．８９％、０．７２％和

０．５６％。

图２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安徽省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结构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５ｔｏ　２００７

　　图１、图２及表２反映出安徽省城乡居民食 物

碳消费结构存在较大差异：（１）研究期内城市居民食

物消费种类多于农村，碳消费来源更为丰富。（２）城
乡居民食物碳消费中粮食碳消费所占比例最大，且

均呈下降趋 势，但 城 市 居 民 粮 食 消 费 远 小 于 农 村。

这主要是因为城乡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都主要来源

于粮食碳消费，而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远高于

城市居民。（３）城 乡 居 民 食 糖、酒 类 碳 消 费 相 对 稳

定，差距不明显，但其他各类食物中，城市居民碳消

费明显大于农村。其中，肉类、植物油的消费差异最

为显著：城市居民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肉类碳消费分别占

食物 碳 消 费 的 ９．４４％、１４．６５％，农 村 则 分 别 为

２．５５％、４．５５％；城市居民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植物油碳消

费分别占 食 物 碳 消 费８．６６％、１６．１％，农 村 则 分 别

为２．３７％、６．３６％。

以上分析表明，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安徽省城乡居民

家庭食物碳消费结构的转变存在差异，城市居民食

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的比较单一的消费

模式转变为以“粮食、肉类、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

的多元消费模式；而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

碳消费为主”转变为以“粮食、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

主”的多元消费模式。肉类等动物性食品消费的增

加，大大刺激了水产养殖和畜禽养殖业的增加，而这

两类养殖业的增加在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和环境

治理条件下还属于密集污染型行业。主要表现在对

水体的污染、畜禽类排放的碳对温室效应的贡献两

方面。

２．２　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动态变化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 安 徽 省 城 乡 居 民 家 庭 人 均 食 物

碳消费量变 化 不 稳 定，但 整 体 上 均 呈 减 少 趋 势（图

３）。城市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量由６３．２３ｋｇ／（ｃａｐ
·ａ）减 少 到５０．３９ｋｇ／（ｃａｐ·ａ），减 少 了１２．８４％，
年均减少率为１．０３％；农村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量

由９９．１７ｋｇ／（ｃａｐ·ａ）减少 到７６．８５ｋｇ／（ｃａｐ·ａ），
减少了２２．３２％，年 均 减 少 率 为１．１５％。城 乡 居 民

家庭人均食物碳消费变化存在以下差异：

图３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安徽省城乡居民人均

食物碳消费变化趋势

Ｆｉｇ．３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Ｆｏｏｄ－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５ｔｏ　２００７

　　（１）城乡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量的变化过程可

分为４个阶段（图３、表３）。对城市居民人均食物碳

消费量而言，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 为 持 续 上 升 阶 段，增 长

了７．９７％，年均增长率为１．９４％；１９８９～２００２年为

持续 下 降 阶 段，减 少 了２０．２４％，年 均 减 少 率 为

１．７２％；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 为 持 续 上 升 阶 段，增 长 了

７．５％，年均增长率为１．８２％；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为快速

下降阶段，减少了１３．９２％，年均减少率为１３．９２％。
对农村人均食物碳消费量而言，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为逐

渐上升阶段，增长了６．０９％，年均增长率为１．１９％；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为震荡下降阶段，减少了１３．２７％，年
均减少 率 为１．７６％；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 为 快 速 上 升 阶

段，增长了１１．８９％，年均增长率为５．７８％；２０００～
２００７年为快速下降阶段，减少了２４．７３％，年均减少

率为３．９８％。与农 村 居 民 人 均 食 物 碳 消 费 量 的 变

化相比，城市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量的变化趋势阶

段性不明显，且减少幅度较农村居民人均食物碳消

费 量 小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食 物 碳 消 费 量 减 少 了

１２．８４％；农 村 居 民 人 均 食 物 碳 消 费 量 减 少 了

２２．３２％）。
（２）食物碳消费结构对人均食物碳消费量的影

响涉及到不同食物碳消费与人均食物碳消费量的相

关关系，表３给出了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安徽省城乡居民

碳消费中不同 食 物 人 均 碳 消 费 量 的 秩 相 关 系 数ｒ。
在不同时段，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与不同食物的相

关关系也存在差异。对城市居民而言，１９８５～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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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均食物碳消费量的增加主要是由粮食（ｒ＝１）人

均消费量的增加引起的，其他各类食物人均消费量

的增加也对人均食物碳消费量的增加起到了促进作

用；１９８９～２００２年人均食物碳消费不仅与粮食（ｒ＝
０．９４）、还与瓜果（ｒ＝－０．８）、水产品（ｒ＝－０．８）碳

消费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这些食物碳消费量的增

加并没有改变因粮食碳消费量的减少所引起的人均

食物碳消费的减少，主要是由于粮食碳消费量的减

少速度（年 均 减 少 率 为４．１５％）大 于 其 他 各 类 食 物

总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为２．１９％）；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年人均食物碳消费与蔬菜（ｒ＝０．９）、瓜果（ｒ＝０．９）、
牛羊肉（ｒ＝０．９）、蛋类（ｒ＝１）、植物油（ｒ＝０．９）碳消

费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人均食物碳消费受到食物

消费结构转变的影响；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人均食物碳消

费量的减少与大部分食物碳消费量的减少有关，但

由于时间较短并不能反映出问题的实质。对农村居

民而言，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农村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量

与粮食（ｒ＝１）、水产品（ｒ＝０．８３）、蛋 类（ｒ＝０．９９）、
酒类（ｒ＝１）人均消费量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由于

粮食碳消费所占的比例远大于其他各类食物，因此

粮食消费量的增加是人均食物碳消费量增加的主要

原因；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人均食物碳消费量与粮食（ｒ＝
０．９７）、蔬菜（ｒ＝０．９）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

人均食物碳消费量的减少主要是由粮食、蔬菜消费

量的减少而引起；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主要影响因素为粮

食（ｒ＝１）和牛羊肉（ｒ＝１），蛋类、酒类虽然也与人均

食物碳消费有非常显著的相关关系，但由于在食物

碳消费中所占的比例较小，对人均食物碳消费的影

响不大；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主 要 影 响 因 素 为 粮 食（ｒ＝
１）、植物油（ｒ＝０．７６）碳消费。

表３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安徽城乡居民不同食物人均碳消费量的秩相关系数ｒ

Ｔａｂ．３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ｏｄ－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５ｔｏ　２００７

城市

１９８５～１９８９　 １９８９～２００２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农村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粮食 １　 ０．８９　 ０．７　 １　 ０．９４　 ０．９７　 １　 １
蔬菜 ０．３ －０．１　 ０．９　 １　 ０．０９　 ０．９　 ０．５　 ０．５２
瓜果 －０．０３ －０．８　 ０．９　 １ － － － －
猪肉 ０．１ －０．４　 ０．１　 １
牛羊肉 ０．８ －０．３　 ０．９　 １

－０．７ －０．０７　 １　 ０．４３

家禽 ０．２ －０．７ －０．２　 １　 ０．３１ －０．７８　 ０．５ －０．５
水产品 －０．２ －０．８　 ０．３　 １　 ０．８３ －０．７７　 ０．５ －０．７９
蛋类 －０．１ －０．６　 ０．９　 １　 ０．９９ －０．８２　 １　 ０．６７
植物油 ０．０８ －０．７　 １ －１　 ０．６６ －０．８　 ０．５　 ０．７６
食糖 ０．６ －０．５１　 ０．５　 ０．５ －０．１ －０．３ －０．５　 ０．８３
酒类 ０．３ －０．７　 ０．５　 １　 １ －０．７２　 １ －０．７
鲜奶 ０．６ －０．４　 ０．９　 １ － － － －

注：表中“－”表示缺少此类数据

２．３　居民户均碳消费量的差异性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城乡居民户均碳消费变化趋势差

异不大，且均呈逐年下降趋势，主要是因为城乡居民

家庭 户 人 口 规 模 在 逐 年 减 小，家 庭 户 数 逐 年 增 加。
农村居民的户均消费量高于城市（图４），这主要有两

方面的原因：（１）农村居民家庭人均食物碳消费高于

城市，且农村户 均 家 庭 人 口 规 模 大 于 城 市；（２）城 市

家庭户数迅猛增加，增加速度（２００７年较１９８５年增

加了１７２．４９％，年 均 增 长 率 为４．６６％）远 高 于 农 村

家庭户 数 的 增 加 速 度（２００７年 较１９８５年 增 加 了

４５．５８％，年均增长 率 为１．７２％）。城 乡 居 民 户 均 碳

消费逐年减少并不意味着家庭消费活动对环境的影

响在减小。居民食物碳消费的影响是指碳消费总量

对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食物消费产生的垃圾中

含有的碳将导 致 垃 圾 在 填 埋 分 解 后 产 生ＣＨ４ 等 温

室气体，使地 区 的 碳 源 增 大，从 而 影 响 陆 地 碳 循 环。
然而对某一特定区域的家庭而言，一个家庭中各成

员的生活习惯、对食物的偏好等会直接影响该家庭

的食物碳消费量。因此研究某一特定区域内居民食

物消费种类、食物消费碳排放量，对合理引导居民的

消费模式、减少居民食物碳消费具有指导意义。

２．４　城乡居民家庭食物碳消费总量的差异性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安徽城乡居民家庭食物碳消费总

量变化趋势呈现较明显差异（图５）：城市居民食物碳

消费总量（除２００７年外）总体呈上升变化趋势；农村

居民家庭食物碳消费总量波动性较大，但总体呈下

降趋势。食物碳消费总量受人均食物碳消费量和人

口的共同影响，而食物碳消费总量的变化趋势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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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两者变化速率的共同影响。

图４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安徽省城乡居民家庭户

均食物碳消费变化趋势

Ｆｉｇ．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Ｆｏｏ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城市人均食物碳消费量方面，随着城市人口数

量的增加，１９８５～２００６年人均食物碳消费量呈下降

趋势，但下降速度（年均减少率为１．７２％）小于城市

人口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为３．５％），使得城市居

民食物碳消费总量呈上升变化趋势；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人均食物碳消费量下降幅度较大，下降速度（年均减

少率为１３．９２％）远超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年均增长

率为２．３７％），使得城市居民食物碳消费总量有较大

幅度的下降。
农村 人 均 食 物 碳 消 费 量 方 面，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下降速度（年均减

少率 分 别 为１．７６％、３．９８％）远 大 于 人 口 增 长 速 度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０．４３％、０．４５％），使得这两阶段

食物碳消费总量与人均食物碳消费都呈逐年下降变

化趋势。

图５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安徽省城乡居民家庭食物碳

消费总量变化趋势

Ｆｉｇ．５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ｏｏ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５ｔｏ　２００７

２．５　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合理性

随着安徽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居民对食物消费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表现

在寻求营养均衡和更加合理的食物消费结构上。所

谓合理就是科学地根据人体需要，保证个人每天各

种食物的消费量处在一个合理的范围。根据文献［１１］

提供的中国居民食物营养平衡的食物消费量和食物

碳折算系数（表４），计算得各类食物碳消费的合理范

围（表４）。结合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安徽省城乡居民各类

食物的人均年碳消费量（表５），可以看出：
城市居民人 均 粮 食 碳 消 费 基 本 处 于 合 理 范 围，

农村则超过合理范围上限；城市居民人均蔬菜碳消

费处于合理范围的下限附近，而农村居民人均蔬菜

碳消费接近但尚未达到合理范围，城乡居民人均蔬

菜碳消费均需增加；城市居民人均水果碳消费虽然

呈上升变化趋势，但仍未达到合理范围，水果消费仍

需继续增加，而农村由于缺少此类统计数据，暂不作

评价；城乡居民人均肉类碳消费均欠合理但又有差

别，城市居民人均肉类碳消费超过合理范围上限，农

村居民人均肉类碳消费低于合理范围下限；城乡居

民人均水产品碳消费均未达到合理范围下限，且农

村比城市的差距更严重；城市居民人均蛋类碳消费

在１９９１年之后相对较合理，农村居民人均蛋类碳消

费远未达到合理范围；城乡居民人均植物油碳消费

都不甚合理，但城市比农村的消费更接近合理消费

量；城市奶类人均碳消费量与合理消费量相差甚大，
还有较大的消费提升空间。

上述分析表明了研究期内安徽省城乡居民的各

类食物碳消费中，除城市居民粮食人均碳消费比较

合理之外，其他食物的碳消费均欠合理，农村比城市

的情况更加严重。城乡居民食物消费模式仍处于转

变和调整过程中，但还没有达到合理的消费模式。

３　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的影响因素

根据城乡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量变化的４个阶

段，分 别 就 各 阶 段 的 恩 格 尔 系 数、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ＧＤＰ指数、人均可支配（城市）／（农村）纯收入等

因素对人均食物碳消费量的影响进行分析，计算各

影响因素与人均食物碳消费量之间的Ｐｅａｒｓｏｎ乘积

相关系数（表６）。可 以 看 出，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 影 响 城

市居民人 均 食 物 碳 消 费 的 主 要 因 素 是 恩 格 尔 系 数

（ｐｒ＝０．８３）和人均可支配 收 入（ｐｒ＝－０．８４），而 影

响农村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均

纯收入（ｐｒ＝－０．８５），人 均 收 入 无 论 对 城 市 还 是 农

村都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这说明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居民收入增加，生活消费方式和食物消费结

构也相应发生变化，居民越来越重视精神、文化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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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中国居民合理的食物碳消费量（ｋｇ／（ｃａｐ·ａ））

Ｔａｂ．４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Ｆｏｏｄ－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ｋｇ／（ｃａｐ·ａ））

年份 粮食类 蔬菜类 水果类 畜禽肉类 水产品 蛋类 植物油 奶类

食物碳消费量 ２９．８～４７．７　 ３．０～５．０　 ３．６～７．３　 ４．６～７．０　 ２．６～５．２　 １．４～２．８　 ８．４　 ６．９

表５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安徽省城乡居民各类食物的人均碳消费量（ｋｇ／（ｃａｐ·ａ））

Ｔａｂ．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ｏｄ－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５ｔｏ　２００７

年份
城市

粮食 蔬菜 水果 肉类 水产品 蛋类 植物油 奶类

农村

粮食 蔬菜 水果 肉类 水产品 蛋类 植物油 奶类

１９８５　 ４３．７　 ３．１　 １．８　 ６．０　 ０．９　 １．１　 ５．５　 ０．１　 ９０．４　 ２．８ － ２．５　 ０．２　 ０．２　 ２．３ －
１９８６　 ４５．７　 ３．３　 １．８　 ６．８　 １．１　 １．１　 ５．７　 ０．１　 ９１．１　 ２．９ － ２．８　 ０．２　 ０．３０　 ２．４ －
１９８７　 ４５．３　 ３．１　 １．８　 ６．７　 １．１　 １．０　 ５．７　 ０．１　 ９２．８　 ２．９ － ２．７　 ０．２　 ０．３　 ３．０ －
１９８８　 ４６．８　 ３．１　 ２　 ６．５　 ０．９　 １．０　 ５．５　 ０．１　 ９４．２　 ２．７ － ２．５　 ０．２　 ０．３　 ２．７ －
１９８９　 ４７．５　 ３．２　 １．８　 ６．８　 １．１　 １．０　 ５．５　 ０．１　 ９５．７　 ２．９ － ２．６　 ０．２　 ０．３　 ２．８ －
１９９０　 ４６．３　 ３．３　 ２．０　 ６．９　 １．２　 １．１　 ５．８　 ０．１　 ９５．７　 ２．８ － ２．５　 ０．２　 ０．３　 ２．９ －
１９９１　 ４５．７　 ３．０　 １．７　 ７．４　 １．２　 １．４　 ５．５　 ０．１　 ８６．３　 ２．３ － ２．３　 ０．３　 ０．３　 ３．１ －
１９９２　 ３７．９　 ３．２　 ２．３　 ７．８　 １．２　 １．８　 ５．９　 ０．１　 ８６．２　 ２．５ － ２．３　 ０．２　 ０．３　 ３．２ －
１９９３　 ３８．３　 ３．１　 ２．２　 ８．０　 １．２　 １．７　 ６．３　 ０．１　 ８９．３　 ２．５ － ２．６　 ０．３　 ０．４　 ３．３ －
１９９４　 ３８．０　 ３．１　 ２．２　 ７．５　 １．３　 １．９　 ６．６　 ０．１　 ８６．６　 ２．２ － ２．５　 ０．３　 ０．５　 ３．３ －
１９９５　 ３６．２　 ２．９　 ２．４　 ７．５　 １．４　 １．８　 ６．５　 ０．１　 ８３．８　 ２．２ － ２．７　 ０．４　 ０．５　 ３．４ －
１９９６　 ３５．８　 ３．３　 ２．２　 ７．７　 １．５　 １．９　 ６．５　 ０．１　 ８３．３　 ２．２ － ２．８　 ０．５　 ０．５　 ３．９ －
１９９７　 ３４．３　 ３．２　 ２．７　 ７．９　 １．７　 ２．４　 ７．５　 ０．１　 ８１．８　 ２．２ － ２．６　 ０．５　 ０．６　 ４．３ －
１９９８　 ３４．４　 ３．２　 ２．７　 ８．１　 １．８　 ２．１　 ７．６　 ０．１　 ８０．１　 ２．２ － ２．７　 ０．５　 ０．６　 ４．１ －
１９９９　 ３２．５　 ３．３　 ２．８　 ８．２　 １．９　 ２．０　 ７．７　 ０．２　 ８２．１　 ２．２ － ２．９　 ０．５　 ０．６　 ４．０ －
２０００　 ３０．５　 ３．２　 ２．８　 ８．４　 １．９　 ２．１　 ７．８　 ０．３　 ８８．３　 ２．２ － ３．３　 ０．５　 ０．８　 ５．９ －
２００１　 ３０．０　 ３．５　 ３．６　 ８．１　 ２．０　 ２．０　 ７．９　 ０．４　 ８４．０　 ２．３ － ３．７　 ０．６　 ０．８　 ５．９ －
２００２　 ２７．４　 ３．１　 ２．４　 ９．０　 １．８　 ２．１　 ７．１　 ０．５　 ７８．９　 ２．２ － ３．４　 ０．６　 ０．７　 ６．０ －
２００３　 ２８．９　 ３．１　 ２．８　 ８．９　 １．９　 ２．３　 ７．５　 ０．６　 ７５．０　 ２．２ － ３．４　 ０．８　 ０．８　 ５．３ －
２００４　 ２７．７　 ３．３　 ３．２　 ８．４　 １．６　 ２．２　 ７．５　 ０．７　 ６８．５　 ２．２ － ３．１　 ０．７　 ０．７　 ３．４ －
２００５　 ２７．８　 ３．３　 ３．２　 ９．３　 １．７　 ２．２　 ７．６　 ０．７　 ７０．２　 ２．２ － ３．９　 ０．７　 ０．７　 ４．８ －
２００６　 ２８．１　 ３．４　 ３．７　 ９．２　 １．９　 ２．３　 ８．０　 ０．８　 ６８．８　 ２．１ － ３．８　 ０．７　 ０．８　 ４．８ －
２００７　 ２３．２　 ３．１　 ３．２　 ７．４　 １．６　 ２．０　 ８．１　 ０．７　 ６３．９　 ２．１ － ３．５　 ０．８　 ０．７　 ４．９ －

注：表中“－”表示缺少此类数据

表６　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量与各影响因素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乘积相关系数（ｐｒ）
Ｔａｂ．６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ｏｄ－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　Ｃａｐｔ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恩格尔
系数

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ＧＤＰ
指数

人均可支配
（城市）／（农
村）纯收入

城市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　 ０．８３　 ０．３６ －０．４６ －０．８４
１９８５～１９８９－０．２３　 ０．４７ －０．７７　 ０．８６
１９８９～２００２　 ０．８４　 ０．２８ －０．４７ －０．８６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０．３７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７８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１ －１ －１ －１

农村

１９８５～２００７　 ０．３７　 ０．３６ －０．３２ －０．８５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０．４６　 ０．３６ －０．９３　 ０．９７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０．２２　 ０．１０ －０．１６ －０．６９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１　 ０．５４ －０．５７　 ０．９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０．８７ －０．７０ －０．９５ －０．８５

活消费，但不同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又有所不同。
对城市而言，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主要影响因素为人

均可支配收入（ｐｒ＝０．８６），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

使居民食物的消费量增加，主要表现为粮食消费量

的增加；１９８９～２００２年主要影响因素为恩格尔系数

（ｐｒ＝０．８４）和人均可支配收入（ｐｒ＝－０．８６），恩格

尔系数减小，说明居民人均食物消费支出占消费总

支出的比例减小，虽然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但食物

消费支出并未出现同种程度的增加；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

主要影响因素为人均可支配收入（ｐｒ＝０．７８）；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年与４种影响因素都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因

时限较短，表现趋势不显著，暂不作分析。
对农 村 而 言，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 主 要 影 响 因 素 为

ＧＤＰ指数（ｐｒ＝－０．９３）和人均纯收入（ｐｒ＝０．９７）；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没有特别显著的影响因素，此阶段４
种影响 因 素 相 互 作 用，表 现 较 为 复 杂；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主要影响因素为恩格尔系数（ｐｒ＝－１）和人均纯

收入（ｐｒ＝０．９３），人均纯收入增加使得居民食物消

费更加丰富；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人均食物碳消费与ＧＤＰ
指数（ｐｒ＝－０．９５）、恩 格 尔 系 数（ｐｒ＝０．８７）、居 民

消费价格指数（ｐｒ＝－０．７）和 人 均 纯 收 入（ｐｒ＝－
０．８５）等４种因素均有较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最为

显著的是ＧＤＰ指数，表明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

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活动越来越丰富，更注重精神

生活消费。

２８１１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第１９卷　



４　结论

本文分析了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安徽 省 城 乡 居 民 食

物碳 消 费 的 变 化 趋 势 及 其 差 异，分 别 采 取ｓｐｅａｒ－
ｍａｎ秩相关分析法和Ｐｅａｒｓｏｎ乘积相关分析法探讨

了人均食物碳消费和食物碳消费量的影响因素，得

出以下几点结论：
（１）在食物碳消费结构、人均食物碳消费、户均

食物碳消费、食物碳消费总量以及影响人均食物碳

消费的经济因素等方面，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２）城市居民家庭食物碳消费结构转变较农村

显著，城市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
的比较单一的消费模式转变为以“粮食、肉类、食用

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而农村居民食

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转变为以“粮食、食
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

（３）城市居民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量均呈下降

趋势，但食物消费总量却呈上升趋势，加剧了食物碳

消费的环境影响；农村人均和户均食物碳消费和碳

消费总量呈下降趋势，但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仍高

于城市，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的压力依然较大。
（４）Ｐｅａｒｓｏｎ乘积相关分析表明，影响城市居民

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恩格尔系数和人均可

支配收入，而影响农村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

因素是农村人均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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