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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农牧交错带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特征

刘业轩１ꎬ２ꎬ甄　 霖１ꎬ２ꎬ∗ꎬ胡云锋１ꎬ２

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ꎬ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北方农牧交错带是我国典型生态脆弱区之一ꎬ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基础条件制约着生产和消费的发展ꎮ 自 ２０００ 年

起ꎬ当地实施了一系列生态工程措施ꎬ引导农牧民由粗放型生产经营方式向集约型转变ꎬ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优化了农

牧业生产格局ꎬ居民食物消费结构随之改变ꎮ 由于入户跟踪调查数据较难获取ꎬ现有食物消费研究缺少长时间尺度的消费特征

变化研究ꎬ且农区和牧区的对比研究较少ꎮ 以赤峰和鄂尔多斯为例ꎬ采用基于随机抽样调查方法收集的食物消费面板数据ꎬ对
比研究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典型农牧交错区的食物消费类型、结构及其数量变化ꎮ 结果表明:生态工程实施以来ꎬ农牧居民食物消费

种类趋于多样化ꎬ但消费结构不尽合理ꎮ 赤峰趋于传统农区以谷类为主的消费结构ꎬ其谷类消费正在稳步减少ꎬ其他食物类型

的消费增加ꎻ鄂尔多斯表现为多粮肉、少果蔬的消费结构ꎬ兼具农牧区的消费特点ꎬ其谷类和畜肉消费的年际波动较大ꎬ体现出

传统牧区粗放式经营下产出不稳定的特点ꎮ 食物消费总量持续增长ꎬ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农牧居民谷类消费偏多ꎬ肉蛋类、豆类和食

用油消费较为适度ꎬ薯类和果蔬类消费不足ꎬ奶类消费涨幅虽十分突出ꎬ但仍比我国膳食标准低 ２０ 倍以上ꎬ因此减少谷类消费

和增加奶类消费是当前调整消费结构的重中之重ꎮ 研究结果可为农牧交错带居民食物消费结构调整以及农牧业结构调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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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ꎻ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ꎻ ｆａｒｍｉｎｇ￣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ｅｃｏｔｏｎｅꎻ Ｃｈｉｆｅｎｇꎻ Ｏｒｄｏｓꎻ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ꎻ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北方农牧交错带是我国农区向牧区过渡、半干旱区向干旱区过渡、季风气候向大陆性气候过渡的地带ꎬ也
是对全球变化反应尤为敏感的脆弱生态系统过渡带[１]ꎮ 该区域虽拥有广阔的草原(３０×１０４ ｋｍ２)与耕地(８×
１０４ ｋｍ２)ꎬ但植被覆盖度小于 ２０％ꎬ低于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等传统农耕区(约 ４０％) [２—３]ꎮ 相比农区的肥沃

土壤ꎬ农牧交错带内土壤贫瘠、耕作土层薄ꎬ荒漠化严重的地区土层不足 １０ ｃｍꎬ无法为居民提供充足的生态

供给和食物来源ꎮ 相比地广人稀的牧区ꎬ农牧交错带人口承载量达 ５０—７０ 人 / ｋｍ２ꎬ超过 ２５—３０ 人 / ｋｍ２的承

载阈值[４]ꎮ 人地矛盾致使土地开发利用强度不断增大ꎬ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和损失ꎬ荒漠化

出现向交错带东南部地区蔓延的态势ꎮ 受自然条件限制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ꎬ当地农牧居民的生产消费方

式较为原始和单一ꎬ表现为粗放式的养殖放牧和以畜产品为主的消费结构ꎮ ２１ 世纪初ꎬ受西部开发“生态退

耕”政策影响ꎬ农牧交错带先后启动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２０００ 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２００２ 年)、退耕

还林还草工程(２００２ 年)等生态恢复和治理工程ꎬ通过围封转移、划区轮牧休牧、牲畜舍饲圈养等措施减少人

为干扰对自然恢复的影响ꎮ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０％提高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４５％ꎬ其中赤峰和鄂尔多斯

的植被净初级生产力(ＮＰＰ)分别增加了 １３０ ｇＣ ｍ－２ ａ－１和 ５９ ｇＣ ｍ－２ ａ－１ꎮ 十八大以来ꎬ内蒙古荒漠化和沙化面

积实现连续多年双减ꎬ每年防沙治沙面积达 ８０００ ｋｍ２ꎬ占全国治理面积的 ４０％以上[５]ꎮ
生态工程为农牧交错区带来生态效益的同时ꎬ也对居民的生产和消费产生影响ꎮ 生态工程的实施改变了

土地利用方式和农牧业结构[６]ꎬ首先体现在缩减种植业比重ꎬ种植结构向饲料业方向调整ꎬ实行稻改旱等节

水农业ꎬ但造成了粮食供需矛盾加剧ꎬ尤其是小麦和水稻的供需缺口增大ꎬ需从外地调入以满足本地居民的消

费需求[７]ꎻ其次是提高畜牧业比重ꎬ引导农牧民开展集约化养殖ꎬ扩大牲畜养殖规模ꎬ改良畜种ꎬ通过以养带

种、以畜促草的精准脱贫方式发展节粮型草饲畜牧业ꎬ畜肉供给能力和消费需求大幅提升[８]ꎮ 可见ꎬ农牧交

错带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ꎬ影响着我国北疆的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ꎮ
农牧交错带的生态退化问题反映出资源相对有限和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ꎬ相关研究集中在

生产和消费两大方面ꎮ 在生产方面ꎬ生态供给研究主要基于遥感方法刻画 ＮＰＰ 变化[９]、归一化植被指数变

化[１０]、土地利用变化[１１]及其影响因素分析[１２—１３]ꎮ 土地利用方式转变推动了生产格局变化ꎬ如生态退耕政策

和土地利用管理对耕地时空分异具有正影响[１２]ꎬ近 ２０ 年农牧交错带的耕地面积增加了约 ５００ ｋｍ２ꎬ此外ꎬ生
态建设也是草地恢复的主要驱动力[１３]ꎮ 在消费方面ꎬ主要开展了食物和燃料等农牧居民家庭消费的实证研

究ꎬ食物消费以肉奶制品为主要消费品ꎬ整体上向结构多元化、营养均衡化方向发展ꎻ家畜干粪作为主要燃料

其用量正逐渐减少ꎬ煤炭、天然气等便捷能源消费逐渐增多[１４—１５]ꎮ 将生产和消费相结合ꎬ可基于生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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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平衡关系对资源、环境、生态承载力进行时空变化分析ꎬ界定盈余、平衡、超载等承载状态[１６—１８]ꎮ
食物消费是人类生态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国内外研究热点包括食物消费变化[１９—２１] 及其土地需

求[２２—２４]、食物消费生态足迹[２５—２６]、居民膳食营养状况[２７—２９] 等ꎮ 研究方法最初以农牧户入户调查为主ꎬ而后

发展了生态足迹法、近似理想需求系统、二次近似理想需求系统、线性支出系统等模型方法[３０—３１]ꎮ 对比北

京[３２]、江苏[１９]、青藏高原一江两河流域[２０] 等农区和内蒙古牧区[２１] 发现ꎬ农、牧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不断趋

近ꎬ表现为粮油消费占比减少、肉蛋奶消费占比增加、水产品支出增长速度快于其他食物等特征[３０—３１]ꎮ 我国

居民食物消费支出占比持续下降ꎬ但城乡之间的食物消费差距和膳食营养水平差异明显ꎬ城镇居民脂肪摄入

量超标ꎬ农村居民摄入偏低ꎬ两者的蛋白质摄入都不足[２７]ꎬ居民膳食结构不合理和营养不均衡成为首要解决

的问题[３３]ꎮ 国外研究发现ꎬ欧洲国家的食物消费模式会增加对土地的需求ꎬ食物消费模式已取代人口增长成

为影响土地需求的首要因素[２２]ꎬ调整食物消费结构是保护土地资源和实现食物安全的重要措施[３４]ꎮ 而对非

洲人口大国尼日利亚的研究表明ꎬ人口的持续增长仍是该国食物消费和土地需求增加的主要原因ꎬ这将进一

步加剧土地短缺、食物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等问题[２４]ꎮ 总之ꎬ在不同国家和地区ꎬ生产食物所需的土地面积取

决于食物消费模式、人口规模、土地资源禀赋和农业集约化水平等因素[２３]ꎮ
现有食物消费研究多采用实地调查法ꎬ由于地广人稀的牧区难以寻找合适的农牧户进行跟踪调查ꎬ调查

时间往往局限于单年份或单季节ꎬ难以追溯多年前的食物消费情况ꎬ导致调查数据样本量少ꎬ缺少长时间序列

的实证研究ꎬ且少有农区与牧区的对比分析ꎬ因此研究农牧居民食物消费的时间变化特征具有重要意义ꎮ 鉴

于农牧交错带的重要性和特殊性ꎬ本文分别选择位于交错带东部和西部的赤峰市和鄂尔多斯市为典型区ꎬ基
于农村牧区社会经济调查队的逐年调查数据ꎬ研究生态工程实施以来农牧居民的食物消费情况ꎬ研究目标为:
(１)刻画农牧居民的食物消费类型和结构ꎻ(２)揭示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农牧居民的食物消费变化特征ꎻ(３)对比分

析农牧居民的食物消费异同ꎮ

１　 研究区概况

北方农牧交错带的主体部分位于内蒙古高原东南缘和黄土高原北部ꎬ呈东北—西南走向ꎬ涉及内蒙古、黑
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 １０ 省(自治区) [３５]ꎬ总面积约 ７２.６×１０４ ｋｍ２ꎬ农牧用地

比例为 １∶３.７(图 １)ꎮ 本文将研究范围界定为赤峰市和鄂尔多斯市的农村牧区ꎻ研究对象包括农村和牧区的

常住居民ꎬ即全年在家居住 ６ 个月以上的以从事农业、牧业或农牧业为主的农户和牧户家庭居民ꎮ
研究区自然地理条件的主要异同点:(１)地理位置:赤峰位于内蒙古东南部(４１°１７′１０″—４５°２４′１５″Ｎꎬ

１１６°２１′０７″—１２０°５８′５２″Ｅ)ꎬ地处大兴安岭南段和燕山北麓山地ꎻ鄂尔多斯位于内蒙古西南部(３７°３５′２４″—
４０°５１′４０″Ｎꎬ１０６°４２′４０″—１１１°２７′２０″Ｅ)ꎬ地处鄂尔多斯高原腹地ꎬ西北东三面被黄河环绕ꎮ (２)气候条件:研
究区自东向西受季风影响越来越小ꎬ形成了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赤峰)和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鄂
尔多斯)ꎬ年降水量在 ３００—４００ ｍｍ 之间ꎬ年蒸发量(>２０００ ｍｍ)约为年降水量的 ７ 倍(表 １)ꎮ (３)土地利用

情况: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草地ꎬ其次为耕地(旱地占 ９９％以上)ꎬ耕地和草地的面积比例分别为 １∶２.２(赤峰)
和 １∶１１.８(鄂尔多斯)ꎮ

研究区社会经济条件异同点主要包括:(１)人口:２０２０ 年农村牧区常住人口分别为 １８９.１ 万人(赤峰)和
４８.６ 万人(鄂尔多斯)(表 １)ꎮ 在相近的土地面积上(赤峰 ９００２１ ｋｍ２ꎬ鄂尔多斯 ８６８８２ ｋｍ２)ꎬ赤峰养活了高出

鄂尔多斯 ４ 倍的人口ꎬ对土地的利用强度更大ꎮ (２)民族构成:汉族人口占主体(鄂尔多斯 ８９. ３％ꎬ赤峰

７３.５％)ꎬ蒙族次之(鄂尔多斯 ９.７％ꎬ赤峰 ２２.９％)ꎮ (３)居民收入与消费:２０２０ 年鄂尔多斯农牧居民的人均可

支配收入(２１５７６ 元)和人均消费支出(１６０２６ 元)均高于赤峰农牧居民(１３７４０ 元ꎬ１１４８１ 元)ꎬ农业净收入

(７１４９ 元)和牧业净收入(３９８８ 元)也高于赤峰(３９１７ 元ꎬ１３５６ 元)ꎮ (４)特色产业:研究区矿产资源丰富ꎬ采
矿业发达ꎬ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牧居民的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ꎮ 有色金属产业已成为赤峰的支柱产业ꎻ鄂
尔多斯是我国重要的煤电基地和能源输出基地ꎬ煤炭和天然气探明储量分别占全国的 １ / ６ 和 １ /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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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及土地利用类型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表 １　 研究区自然条件及社会经济条件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指标
Ｉｎｄｅｘｅｓ

单位
Ｕｎｉｔ

赤峰市
Ｃｈｉｆｅｎｇ

鄂尔多斯市
Ｏｒｄｏｓ

自然地理条件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 ３００—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年均气温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７.５ ６.２
年均降水量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ｍ ３８１ ３４８
年均蒸发量 Ｍｅ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ｍ ２０５０ ２５０６
耕地面积(占比)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ｋｍ２(％) ２０９３０(２３.３) ４４３１(５.１)
草地面积(占比)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ｋｍ２(％) ４５５５１(５０.６) ５２２０７(６０.１)

社会经济条件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０)
农村牧区常住人口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万人 １８９.１ ４８.６
汉蒙民族比例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ｎ ａｎｄ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 ７３.５:２２.９ ８９.３:９.７
地区生产总值 Ｇｒｏｓ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亿元 １７６３.６ ３５３３.７
农业总产值 Ｇｒｏｓｓ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亿元 ３２０.０ １３２.４
牧业总产值 Ｇｒｏｓｓ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ｏｕｔｐｕｔ 亿元 ２４３.５ ８４.８
人均可支配收入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元 １３７４０ ２１５７６
　 ＃农业净收入(占比) Ｎｅ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元(％) ３９１７(２８.５) ７１４９(３３.１)
　 ＃牧业净收入(占比) Ｎｅｔ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元(％) １３５６(９.９) ３９８８(１８.５)
人均消费支出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元 １１４８１ １６０２６
城镇化率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５３.１ ７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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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收集及处理

２.１.１　 统计数据

赤峰和鄂尔多斯农村牧区常住人口数据及食物消费数据获取自统计年鉴ꎬ包括«赤峰统计年鉴(２００１—
２０２１)»、«鄂尔多斯统计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２１)»、«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社会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内蒙古经济社会调查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和«内蒙古调查年鉴(２０１５—２０２１)»ꎮ 鄂尔多斯个别年份食物消

费数据缺失ꎬ因受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影响无法前往当地开展数据收集工作ꎬ故采用«榆林统计年鉴»中的消费数

据进行替换处理ꎮ 榆林西北部与鄂尔多斯东南部接壤ꎬ同处黄河“几”字弯内部和毛乌素沙地边缘ꎬ资源环境

条件和居民消费习惯都较为相似ꎮ
２.１.２　 农牧户入户调查数据

农牧户入户调查由国家统计局赤峰调查队和鄂尔多斯调查队开展ꎮ 调查户的抽选方法是根据历年人口

普查资料ꎬ将人口按常住地划定调查范围ꎬ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进行抽选ꎬ并在省级住户调查样本的基础上补充

抽选市(县)级住户调查样本ꎮ 赤峰历年农牧户调查样本量在 ６００—１０００ 户之间ꎬ涉及人口 ２０００—４０００ 人左

右ꎻ鄂尔多斯每年抽选农牧户约 ３００—４００ 户ꎬ涉及人口 １０００ 人左右(表 ２)ꎮ 在 ９５％的置信度下ꎬ该调查规模

可将调查数据抽样误差控制在 １％以内ꎮ
食物消费数据来源于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ꎬ数据收集方式包括调查户记账和调查队入户访问两种方

式:(１)调查户按照国家统计局统一制定的日记账本和记账要求记录每日消费的食物数量ꎬ包括家庭日常购

买的和自产自用的粮、油、菜、肉、蛋、奶等食品ꎮ 调查队按月度收集数据ꎬ对记账情况进行检查询问ꎮ (２)调
查户成员、劳动力从业情况、家庭经营和生产投资等情况由调查队按季度进行入户访问ꎬ采用问卷调查方式采

集数据ꎮ 各地调查队采用统一方法对调查户信息、记账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编码、录入和审核ꎬ而后上报

统计部门ꎬ各地统计部门再使用统一的处理程序进行数据加权汇总ꎮ

表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农牧户入户调查样本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ｈｅｒｄｓｍｅ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份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调查户数 /户 赤峰市 ９６０ ９００ ９１５ ９０５ ９０５ ９１０ ９１０ ９１０ — — ９１０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鄂尔多斯市 ２９５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７５

调查人数 /人 赤峰市 ３９５５ ３６２４ ３６９０ ３５７２ ３５６２ ３４８４ ３３６９ ３３５２ — — ３２５６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鄂尔多斯市 １１６１ １１８６ １１９１ １１０２ １０９７ １０７８ １０５５ １０２６ １０３５ ９７２ ８７２

年份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调查户数 /户 赤峰市 — — — ６２５ ６２３ ６２３ ６２３ ６４０ ６４０ ６４０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鄂尔多斯市 ４２０ ４２０ ３８２ ３８１ ３８１ — — — — —

调查人数 /人 赤峰市 — — — １９８８ １９５６ １９８１ １９２５ １９０１ １８６２ １８５０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鄂尔多斯市 １１８０ １１８６ １０６６ １０６７ １１０５ — — — — —
　 　 暂未公布的调查样本量用“—”表示

２.１.３　 空间数据

土地利用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的 ２０２０ 年中国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ｄａｔａ.ａｓｐｘ? ＤＡＴＡＩＤ＝ ３３５)ꎬ该数据基于美国陆地卫星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影像ꎬ经人工目视解

译生成ꎮ 土地利用类型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 ６ 个一级类型ꎬ其中耕地分为水田

和旱地 ２ 个二级类型ꎬ草地分为高覆盖度草地、中覆盖度草地和低覆盖度草地 ３ 个二级类型ꎮ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食物消费类型及等级划分

本文参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２０２２)»膳食标准ꎬ将食物消费类型划分为谷类、薯类、蔬菜类、瓜果类、肉

１２１６　 １５ 期 　 　 　 刘业轩　 等:北方农牧交错带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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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类、奶类、豆类、食用油和副食类 ９ 大类型(表 ３)ꎮ 由于农牧居民对高粱、青稞、大麦、荞麦、莜麦、黍子、糜子

等谷类的消费量较小ꎬ合称为其他谷类ꎻ同理ꎬ将薯蓣、紫薯、木薯、芋等薯类合称为其他薯类ꎮ 再根据中国居

民平衡膳食宝塔(２０２２)划定低、合理、高 ３ 个食物消费等级ꎬ作为分析消费结构的依据ꎮ

表 ３　 农牧居民食物消费分类和分级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食物消费类型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消费等级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ｓ / (ｋｇ 人－１ ａ－１)
具体种类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谷类 Ｇｒａｉｎｓ 低:<７３.００ꎬ合理:７３.００—１０９.５０ꎬ高:>１０９.５０ 小麦、稻谷、玉米、谷子、其他谷类

薯类 Ｔｕｂｅｒｓ 低:<１８.２５ꎬ合理:１８.２５—３６.５０ꎬ高:>３６.５０ 红薯、马铃薯、其他薯类

蔬菜类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低:<１０９.５０ꎬ合理:１０９.５０—１８２.５０ꎬ高:>１８２.５０ 鲜菜、鲜菌、干菜、干菌、菜制品、菌制品

瓜果类 Ｍｅｌ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ｓ 低:<７３.００ꎬ合理:７３.００—１２７.７５ꎬ高:>１２７.７５ 瓜类、果类、瓜果制品

肉蛋类 Ｍｅａｔ ａｎｄ ｅｇｇｓ 低:<４３.８０ꎬ合理:４３.８０—７３.００ꎬ高:>７３.００ 畜肉:猪肉、牛肉、羊肉、畜肉制品

禽肉:鸡肉、鸭肉、鹅肉、禽肉制品

蛋类:鲜蛋、蛋制品

水产品:鱼、虾、贝、蟹、藻类

奶类 Ｄａｉｒｙ ｆｏｏｄｓ 低:<１０９.５０ꎬ合理:１０９.５０—１８２.５０ꎬ高:>１８２.５０ 鲜奶、奶制品

豆类 Ｌｅｇｕｍｅｓ 低:<９.１３ꎬ合理:９.１３—１２.７８ꎬ高:>１２.７８ 豆类、豆制品

食用油 Ｅｄｉｂｌｅ ｏｉｌ 低:<９.１３ꎬ合理:９.１３—１０.９５ꎬ高:>１０.９５ 植物油、动物油

副食类 Ｎｏｎ￣ｓｔａｐｌｅ ｆｏｏｄｓ — 酒、食糖、茶叶、烟叶

２.２.２　 食物消费量计算

农牧居民食物消费总量包括上述 ９ 大食物类型的消费量ꎬ计算公式如下:

ＴＦＣ ＝ ∑
９

ｉ ＝ １
ＦＣ

ｎ
× ＲＰＰ ｎ (１)

式中ꎬＴＦＣ 为农牧居民食物消费总量ꎬｉ 为第 ｉ 种食物类型ꎬ ＦＣｎ 为 ｎ 年份农牧居民人均食物消费量ꎬ ＲＰＰ ｎ 为 ｎ
年份农村牧区常住人口ꎮ
２.２.３　 食物消费差异分析

独立样本 ｔ 检验通过比较两组独立样本平均值来分析组间差异ꎬ本研究利用其分析农牧区食物消费差

异ꎮ 检验统计量计算公式如下:

ｔ ＝
ｘｉｃ － ｘｉｏ

　
Ｓ２
ｉｃ

Ｎｉｃ

＋
Ｓ２
ｉｏ

Ｎｉｏ

(２)

式中ꎬｔ 为检验统计量ꎬ ｘｉ 为第 ｉ 种食物类型的消费量均值ꎬｃ 和 ｏ 分别代表赤峰和鄂尔多斯ꎬ Ｓ２
ｉ 为第 ｉ 种食物

类型的消费量方差ꎬ Ｎｉ 为第 ｉ 种食物类型的样本量ꎮ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食物消费结构

生态工程实施 ２０ 年以来ꎬ农牧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不断优化ꎬ但仍与膳食宝塔差距较大ꎮ 粮食一直是农

牧居民食物消费的主体ꎬ谷薯类消费占比过半(赤峰 ５３.６８％ꎬ鄂尔多斯 ５４.４９％)ꎬ高于膳食宝塔的 ２０.０９％ꎻ奶
类消费严重不足(赤峰 １.９６％ꎬ鄂尔多斯 ２.１５％)ꎬ远低于膳食宝塔的 ２４.７３％(图 ２)ꎮ 各类食物消费占比由大

到小排序ꎬ赤峰为谷类 ５３.２６％、蔬菜类 ２４.０６％、肉蛋类 ９.７９％、瓜果类 ７.５４％、奶类 １.９６％、豆类 １.６６％、食用

油 １.３１％和薯类 ０.４２％ꎬ鄂尔多斯为谷类 ５０.２５％、蔬菜类 １６.７７％、肉蛋类 １６.６６％、瓜果类 ７.１６％、薯类 ４.２４％、
奶类 ２.１５％、豆类 １.６０％和食用油 １.１７％ꎮ ２０００ 年ꎬ农牧居民谷类消费等级为高ꎬ鄂尔多斯薯类消费等级也为

高ꎬ其他类型均未达到膳食宝塔标准ꎻ２０２０ 年ꎬ谷类消费比重仍然偏高ꎬ赤峰的蔬菜、肉蛋和豆类消费趋于合

２２１６ 　 生　 态　 学　 报　 　 　 ４３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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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食物消费结构

Ｆｉｇ.２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理ꎬ鄂尔多斯肉蛋和豆类消费超出膳食标准(表 ４)ꎮ
３.２　 食物消费变化特征

过去 ２０ 年农牧居民的食物消费量总体上呈增长趋

势ꎬ谷类和肉蛋类消费的年际间变化较大ꎮ 与总体趋势

不同的是ꎬ赤峰谷类消费量逐渐减少ꎬ由 ２０００ 年 ２２５.７３
ｋｇ 人－１ ａ－１降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９８.８９ ｋｇ 人－１ ａ－１ꎻ鄂尔多斯则

与总体增长趋势一致ꎬ２００４ 年最低为 １１２. ５８ ｋｇ 人－１

ａ－１ꎬ２０１９ 年最高为 ２２２.６０ ｋｇ 人－１ ａ－１(图 ３)ꎮ 鄂尔多斯

谷类消费量在后十年逐渐超过赤峰ꎬ但其耕地面积仅占

５.１％ꎬ本地谷物生产能力不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消

费需求ꎮ 随着农牧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ꎬ以及伊利和蒙

牛两大乳品龙头企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ꎬ奶类消费量大

幅提高ꎬ ２０ 年间分别增长了 ４１３５. ９０％ ( 赤峰) 和

１９３３.３３％(鄂尔多斯)ꎻ然而ꎬ至 ２０２０ 年两者的消费量

１６.５２ ｋｇ 人－１ ａ－１和 １８.３０ ｋｇ 人－１ ａ－１与膳食宝塔之间还

有约 １２０ ｋｇ 人－１ ａ－１的消费差距ꎬ提高奶类消费量是调

整农牧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重要一环ꎮ

表 ４　 农牧居民食物消费及其等级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４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食物消费类型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赤峰市 鄂尔多斯市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消费量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０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
(ｋｇ 人－１ ａ－１)

消费等级变化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消费量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０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
(ｋｇ 人－１ ａ－１)

消费等级变化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谷类 Ｇｒａｉｎｓ ２２５.７３→１９８.８９ 高→高 １７０.１６→２０５.３０ 高→高
薯类 Ｔｕｂｅｒｓ １.４８→２.８２ 低→低 ４６.７７→９.５０ 高→低
蔬菜类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８８.５８→１０９.２５ 低→合理 ４０.２５→６８.１１ 低→低
瓜果类 Ｍｅｌ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ｓ １４.９３→５６.８２ 低→低 ８.３０→２９.１８ 低→低
肉蛋类 Ｍｅａｔ ａｎｄ ｅｇｇｓ ２３.１７→５８.４４ 低→合理 ３６.４１→８２.４０ 低→高
奶类 Ｄａｉｒｙ ｆｏｏｄｓ ０.３９→１６.５２ 低→低 ０.９０→１８.３０ 低→低
豆类 Ｌｅｇｕｍｅｓ ３.６８→１１.５８ 低→合理 １.００→１４.４０ 低→高
食用油 Ｅｄｉｂｌｅ ｏｉｌ ３.００→７.２６ 低→低 １.４８→４.３４ 低→低

图 ３　 农牧居民九大类型食物消费逐年变化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ｎｉｎ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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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类中ꎬ小麦和稻谷消费量持续增加ꎬ２０ 年间赤峰和鄂尔多斯的小麦消费量分别增长了 ９.４４ ｋｇ /人
(１３.９４％)和 １９.３９ ｋｇ /人(３８.０６％)ꎬ稻谷分别增长了 ４８.３５ ｋｇ /人(１３２.３２％)和 １９.３５ ｋｇ /人(８３.３７％)ꎻ玉米消

费量减少且年际波动较大ꎬ分别减少了 ５.５２ ｋｇ /人(１７.６５％)和 ９３.７２ ｋｇ /人(５４.４０％)(图 ４)ꎮ 玉米、谷子以及

其他谷类消费量下降导致赤峰谷类消费减少ꎬ自开展生态工程以来ꎬ赤峰大力调整种植业结构ꎬ玉米和谷子等

播种面积减少ꎬ本地供应量和居民消费量随之下降ꎮ 肉蛋类消费量呈增长趋势ꎬ禽肉(赤峰 １１０３.１７％ꎬ鄂尔多

斯 １１６２.５０％)和蛋类(赤峰 ２６９.００％ꎬ鄂尔多斯 ２４５０.００％)的涨幅较大ꎻ畜肉消费量大且年际变化不稳定ꎬ以
鄂尔多斯消费量较高的猪肉和羊肉为例ꎬ波动范围分别在 １０.５２—３９.００ ｋｇ 人－１ ａ－１和 １.７１—２３.５５ ｋｇ 人－１ ａ－１

之间ꎬ变幅达 ２７０.７２％和 １２７７.１９％ꎮ 副食类中ꎬ酒类消费量显著增长ꎬ后十年涨幅(赤峰 ５９.３４％ꎬ鄂尔多斯

１５９.４１％)大于前十年(赤峰 ３３.７２％ꎬ鄂尔多斯 ４５.１７％)ꎮ

图 ４　 农牧居民谷薯类、肉蛋类和副食类消费的逐年变化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ｔｕｂｅｒｓꎬ ｍｅａｔ ａｎｄ ｅｇｇｓꎬ ａｎｄ ｎｏｎ—ｓｔａｐｌｅ ｆｏｏｄ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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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食物消费异同性分析

农牧居民食物消费总量分别为 ８４.１９×１０４ ｔ / ａ(赤峰)和 １９.６６×１０４ ｔ / ａ(鄂尔多斯)(表 ５)ꎮ 由于赤峰农村

牧区人口一直保持在鄂尔多斯的 ３—４ 倍ꎬ各类食物消费量都高于鄂尔多斯ꎬ除马铃薯和羊肉等鄂尔多斯特色

农牧产品外ꎮ

表 ５　 农牧居民不同类型食物消费差异性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食物消费类型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ｓ

人均消费量±标准差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Ｄ /

(ｋｇ 人－１ ａ－１)

消费总量
Ｔｏｔａｌ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

( ｔ / ａ)
赤峰市 鄂尔多斯市 赤峰市 鄂尔多斯市

ｔ ｄｆ Ｐ

谷类 Ｇｒａｉｎｓ １９０.２９±２０.８８ １５６.２５±３１.６８ ４２６５９５.８４ ９６１８６.２０ ４.１１２ ３４.６１２ ０.０００∗∗

　 ＃小麦 Ｗｈｅａｔ ６４.１９±６.９５ ５４.４４±６.５６ １４３２６２.８３ ３６６７３.３９ ４.１５７ ３３.０００ ０.０００∗∗

　 稻谷 Ｒｉｃｅ ６１.４７±１４.２７ ４０.５７±１０.９５ １３６３３５.３８ ２６７６１.０３ ４.６３８ ３３.０００ ０.０００∗∗

　 玉米 Ｍａｉｚｅ ２２.０４±１２.９０ ３６.５８±２７.９０ ４９８１６.３０ ２５２００.１７ －１.８２４ １６.７４８ ０.０８６
　 谷子 Ｍｉｌｌｅｔ ３２.２８±７.２８ １.３５±１.０９ ７１９３５.１３ ８３６.１０ １３.９２５ １０.４９２ ０.０００∗∗

　 其他谷类 Ｏｔｈｅｒ ｇｒａｉｎｓ １５.６６±５.６６ １５.７１±８.２９ ３４５８８.０８ １０３４４.２０ －０.０２１ ２９.０００ ０.９８３
薯类 Ｔｕｂｅｒｓ １.５０±０.８４ １３.２０±９.２３ ３３５７.１９ ８７２６.６０ －５.７８６ ２０.３３２ ０.０００∗∗

　 ＃红薯 Ｓｗｅｅｔ ｐｏｔａｔｏ ０.１５±０.１１ ０.１４±０.２４ ３３０.２５ ９６.２４ ０.１２４ ２７.０００ ０.９０２
　 马铃薯 Ｐｏｔａｔｏ ０.８３±０.５２ ９.９９±４.７３ １８０５.８５ ６４７９.１８ －６.３９１ １０.１４８ ０.０００∗∗

　 其他薯类 Ｏｔｈｅｒ ｔｕｂｅｒｓ ０.３０±０.０８ ０.６０±０.７６ ６６７.３２ ３９９.１０ －１.３０６ １０.１３５ ０.２２１
蔬菜类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８５.９５±８.６７ ５２.１５±１７.９４ １９１８４１.０６ ３２３２７.２５ ７.２９６ ２３.６８０ ０.０００∗∗

瓜果类 Ｍｅｌ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ｓ ２６.９５±１４.９５ ２２.２５±１２.４５ ５９２１６.１５ １２９９０.１５ １.１０８ ４０.０００ ０.２７４
肉蛋类 Ｍｅａｔ ａｎｄ ｅｇｇｓ ３４.９７±１０.３６ ５１.８１±１７.８１ ７７３１４.２２ ３１０２２.８３ －３.７４６ ３２.１３８ ０.００１∗∗

　 ＃猪肉 Ｐｏｒｋ １７.８４±２.５０ ２５.７６±７.１４ ３９７２９.９６ １５７３５.７８ －４.７９５ ２４.８３８ ０.０００∗∗

　 牛肉 Ｂｅｅｆ １.２５±０.６９ ３.４８±２.００ ２７３２.１２ ２０３６.８８ －４.８４８ ２４.６７８ ０.０００∗∗

　 羊肉 Ｍｕｔｔｏｎ １.６３±１.０７ １３.４５±６.０９ ３５６５.０５ ８１２８.６９ －８.７６３ ２１.２３９ ０.０００∗∗

　 禽肉 Ｐｏｕｌｔｒｙ ２.８２±１.８２ ３.５９±２.４６ ６１５３.８９ ２０３３.９４ －１.１５２ ４０.０００ ０.２５６
　 蛋类 Ｅｇｇｓ ６.８５±２.９８ ３.１７±２.５６ １５０８０.３６ １７８２.４５ ４.２９４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水产品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ｆｏｏｄｓ ２.９８±１.２９ １.１３±０.８３ ６５６１.１３ ６３７.８８ ５.５２０ ３４.１７１ ０.０００∗∗

奶类 Ｄａｉｒｙ ｆｏｏｄｓ ６.９９±４.６６ ６.６９±４.７１ １５２３７.６８ ３７５５.６０ ０.２０９ ４０.０００ ０.８３６
豆类 Ｌｅｇｕｍｅｓ ５.９４±３.２０ ４.９６±４.１９ １３１８３.１３ ２８７８.８０ ０.８２７ ３７.０００ ０.４１３
食用油 Ｅｄｉｂｌｅ ｏｉｌ ４.６７±１.５４ ３.６４±２.２９ １０３４６.０３ ２３２５.５０ １.６０８ ２８.９９１ ０.１１９
　 ＃植物油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ｏｉｌ ４.１９±１.７７ ２.０５±１.５８ ９１８０.６０ １３０６.３９ ３.３８２ ２８.０００ ０.００２∗∗

　 动物油 Ａｎｉｍａｌ ｏｉｌ ０.６９±０.３８ １.０４±１.０５ １５３１.３７ ６８９.７７ －１.１０４ １２.９５５ ０.２８９
副食类 Ｎｏｎ￣ｓｔａｐｌｅ ｆｏｏｄｓ ２０.１７±４.９０ １０.７３±４.０３ ４５７８６.３２ ６４００.６１ ６.８１４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酒 Ａｌｃｏｈｏｌ １８.７３±４.７６ ９.５９±４.７７ ４１５８１.４２ ５７０４.０４ ５.９７３ ３７.０００ ０.０００∗∗

　 食糖 Ｓｕｇａｒ ０.９３±０.２６ １.０１±０.５１ ２０５４.８１ ７１７.８４ －０.５７０ １５.８５６ ０.５７６
　 茶叶 Ｔｅａ ０.３１±０.１０ ０.２６±０.１０ ６９１.０８ １７７.２５ １.５３２ ３３.０００ ０.１３５
　 烟叶 Ｔｏｂａｃｃｏ ０.２３±０.０８ ０.１４±０.１５ ５１１.２４ ７７.９４ ２.２２７ ２３.９９８ ０.０３６∗

　 　 ∗ Ｐ <０.０５ꎬ∗∗ Ｐ <０.０１

谷类中ꎬ小麦消费量最高且年际变化较稳定ꎬ接近正态分布ꎻ稻谷和玉米的年际变化不稳定ꎬ消费量分布

较分散(图 ５)ꎮ 谷子消费差异最为显著( ｔ ＝ １３.９２５ꎬＰ ＝ ０.０００∗∗)ꎬ赤峰消费量(３２.２８ ｋｇ 人－１ ａ－１)是鄂尔多斯

(１.３５ ｋｇ 人－１ ａ－１)的 ２４ 倍(表 ５)ꎮ 这种差异与两地的种植结构和人口规模有关ꎬ赤峰素有种植谷子的农业传

统ꎬ虽近年播种面积有所下降ꎬ但当地通过发展地膜覆盖等旱地农业种植技术提高单产ꎬ仍是内蒙古谷子总产

量最高的地级市ꎮ 此外ꎬ谷子的种植和收割都需要大量劳动力ꎬ鄂尔多斯牧区人口稀少ꎬ农牧民偏向于种植玉

米和小麦等可机械化生产的高产作物ꎮ
薯类消费差异由马铃薯主导( ｔ＝ －６.３９１ꎬＰ＝ ０.０００∗∗)ꎬ鄂尔多斯消费量(９.９９ ｋｇ 人－１ ａ－１)是赤峰(０.８３ ｋｇ

人－１ ａ－１)的 １２ 倍(表 ５ꎬ图 ５)ꎮ 鄂尔多斯具备适宜马铃薯生长的种植条件ꎬ昼夜温差可达 ２０℃以上ꎬ且有疏松

的沙质土壤ꎬ适合种植淀粉含量高、块茎膨大的马铃薯ꎮ 库布齐沙漠引黄灌溉工程的实施进一步扩大了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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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农牧居民不同类型食物消费量分布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箱体代表 ２５％—７５％的数值ꎬ箱体上下两端的须线代表 １.５ 倍四分位距内的范围

多斯马铃薯种植产业ꎬ农牧民自产自用导致消费量较高ꎮ
肉蛋类消费差异显著( ｔ＝ －３.７４６ꎬＰ＝ ０.００１∗∗)ꎬ赤峰蛋类( ｔ ＝ ４.２９４ꎬＰ ＝ ０.０００∗∗)和水产品( ｔ ＝ ５.５２０ꎬＰ ＝

０.０００∗∗)等农渔产品消费量高于鄂尔多斯ꎬꎻ鄂尔多斯猪肉( ｔ ＝ －４.７９５ꎬＰ ＝ ０.０００∗∗)、牛肉( ｔ ＝ －４.８４８ꎬＰ ＝

０.０００∗∗)和羊肉( ｔ＝ －８.７６３ꎬＰ＝ ０.０００∗∗)等畜产品消费量高于赤峰ꎬ尤其羊肉消费量是赤峰的 ８ 倍(表 ５ꎬ图
５)ꎮ 赤峰居民以消费猪肉、蛋类等农产品为主ꎬ辅之以牛羊肉等牧产品ꎻ鄂尔多斯居民则对猪肉、羊肉等农牧

产品的消费并举ꎮ 鄂尔多斯草地面积大(６０.１％)ꎬ牲畜养殖数量和自产畜肉多ꎬ羊肉消费量仅次于猪肉ꎮ 猪

肉消费量为肉类中最高ꎬ原因在于我国的养殖传统和饮食传统ꎮ 猪适合集约化农业生产模式ꎬ相对于牛羊等

牲畜ꎬ猪的养殖效率和出肉率高ꎬ且猪肉营养含量高ꎬ制作方法多样ꎬ因此猪肉长期位列农牧居民乃至全国居

民肉类消费量第一位ꎮ
副食类中ꎬ农牧居民尤其喜好饮酒ꎬ农牧交错带冬季寒冷漫长ꎬ饮酒具有暖身御寒的作用ꎮ 赤峰酒类消费

量比鄂尔多斯多一倍( ｔ＝ ５.９７３ꎬＰ ＝ ０.０００∗∗)ꎬ且呈双峰分布(表 ５ꎬ图 ５)ꎮ 赤峰蒙族人口比例为内蒙古最高

(２２.９％)ꎬ且赤峰地处内蒙古、辽宁、河北三省交汇之处ꎬ在多元文化碰撞中逐渐将东北的酒文化融入本土ꎬ形
成喜好饮酒的饮食传统ꎮ

４　 讨论

４.１　 与我国农区和牧区食物消费特征的对比

　 　 通过分析农牧居民的食物消费特征ꎬ我们发现农牧交错带内部也存在消费差异ꎬ即赤峰和鄂尔多斯分别

趋向于农区和牧区的消费特征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赤峰谷类消费量及占比不断降低ꎬ由 ２０００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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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７３ ｋｇ 人－１ ａ－１(６２.０１％)降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９８.８９ ｋｇ 人－１ ａ－１(４３.０９％)ꎻ肉蛋类消费持续增长ꎬ由 ２３.１７ ｋｇ
人－１ ａ－１(６.３６％)增至 ５８.４４ ｋｇ 人－１ ａ－１(１２.３１％)ꎬ这与地处我国华北平原粮食主产区的河北[３６]、山东[３７]、江
苏[１９]等农业大省的消费趋势大体一致ꎮ 河北省农村居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谷类消费及占比由 ２１３.７５ ｋｇ 人－１ ａ－１

(７２.３１％)降至 １４４.７４ ｋｇ 人－１ ａ－１(５２.５８％)ꎬ肉蛋类消费由 １５.０８ ｋｇ 人－１ ａ－１增至 ３８.０５ ｋｇ 人－１ ａ－１ [３６]ꎮ 赤峰紧

邻河北省ꎬ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相似ꎬ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也较为相似ꎬ未来消费结构调整空间较大ꎮ ２０１７ 年

山东省和 ２０１８ 年江苏省农村入户调查结果显示ꎬ谷类消费分别占 ２８.４％和 ２４.２８％ [１９ꎬ３７]ꎬ接近膳食宝塔

２０.０９％的合理消费结构ꎮ ２０１０ 年ꎬ鄂尔多斯、内蒙古、全国农村居民的牛羊肉消费量分别为 ２６.２７ ｋｇ 人－１ ａ－１、
４.５７ ｋｇ 人－１ ａ－１和 １.４３ ｋｇ 人－１ ａ－１ꎬ其中鄂尔多斯仅羊肉消费量就达到 ２１.４２ ｋｇ 人－１ ａ－１ [８]ꎬ远高于内蒙古和全

国消费水平ꎬ表现出典型牧区的消费特征ꎮ 同年ꎬ该市已有 ６７％的农牧民从事如羊绒加工业、采矿业、旅游业

等二三产业ꎬ增加经济收入的同时促进了食物获取途径多样化ꎬ食物消费不完全依赖于自给自足[３８]ꎮ
２０１５ 年«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ꎬ我国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ꎬ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ꎮ ５ 年间ꎬ赤峰与鄂尔多斯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增长了 ５０％和 ５６％ꎬ食物消费支出表现出随收入增长而增长的趋势[２８]ꎬ农村恩格尔系数低于 ３０％ꎬ根据联合

国粮农组织对生活水平的划分标准ꎬ已达到富足水平[３９—４０]ꎮ
４.２　 与我国和全球膳食标准的对比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居民收入增长ꎬ膳食营养水平得到改善ꎬ在全球各地普遍表现为对以谷

物为代表的热能食物需求降低、对肉蛋奶等保护性食物需求增加的特征[４１—４２]ꎮ 食用油和食糖消费需求增加

导致肥胖率迅速上升ꎬ这一现象已蔓延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国家人口[４３—４４]ꎮ 当前ꎬ我国居民食物消费模

式以谷物和蔬菜为主ꎬ高膳食纤维、低脂肪饮食是我国膳食模式的特点ꎬ膳食结构正朝着食物多样化和营养均

衡方向发展[４５—４６]ꎮ
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和 ＥＡＴ—柳叶刀健康饮食[４７]分别代表我国和全球的健康膳食标准(图 ６)ꎮ 本研

究中ꎬ农牧居民的食用油、肉蛋和豆类摄入基本符合膳食标准ꎬ食用油每日摄入量小于 ２０ ｇ 人－１ ｄ－１ꎬ虽低于我

国 ２５—３０ ｇ 人－１ ｄ－１和全球 ２０—９２ ｇ 人－１ ｄ－１的摄入标准ꎬ但契合了清淡少油的健康膳食理念ꎮ 随着消费水平

提高ꎬ肉蛋类也逐渐达到膳食标准ꎬ２０２０ 年赤峰摄入量为 １６０.１１ ｇ 人－１ ｄ－１ꎬ处在我国和全球标准范围内(８４—
２１１ ｇ 人－１ ｄ－１)ꎬ鄂尔多斯摄入偏多(２２５.７５ ｇ 人－１ ｄ－１)ꎮ 除了保持适度的摄入量ꎬ更应合理搭配鱼、禽、畜等红

肉白肉ꎮ ２０２０ 年赤峰豆类摄入量 ３１.７３ ｇ 人－１ ｄ－１ꎬ鄂尔多斯 ３９.４５ ｇ 人－１ ｄ－１ꎬ基本符合我国摄入标准 ２５—
３５ ｇ 人－１ ｄ－１ꎬ但低于全球标准 １００ ｇ 人－１ ｄ－１ꎮ 谷类摄入量一直高于膳食标准ꎬ２０２０ 年超标 ２ 倍左右ꎮ 未达到

标准的有薯类、蔬菜类、瓜果类和奶类ꎮ 尤其奶类摄入不及 ５０ ｇ 人－１ ｄ－１ꎬ远低于 ２５０—５００ ｇ 人－１ ｄ－１的摄入标

准ꎬ其摄入量偏低是居民收入水平、奶制品价格和消费偏好等共同影响的结果[４８]ꎮ 首先ꎬ奶类摄入量具有明

显的城乡差异ꎬ以鄂尔多斯市为例ꎬ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是 ５０３００ 元和 ２１６００ 元ꎬ农村居民奶类摄入量为

１８.３３ ｇ 人－１ ｄ－１ꎬ约为城镇居民的 １ / ３ꎮ 其次ꎬ本地奶制品品牌价格偏高ꎬ作为奶制品生产大市ꎬ本地产品多用

于外销ꎬ供应全国各地居民消费乃至出口ꎮ 此外ꎬ奶制品消费行为具有明显的家庭特征ꎬ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

消费量较高ꎬ劳动力人口消费量较低[４９]ꎮ 同时ꎬ我国人口乳糖酶缺乏症的发病率较高ꎬ饮用牛奶后可能出现

胃肠道不适症状ꎬ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牛奶的消费[５０]ꎮ 未来应逐步减少农牧居民的谷物摄入量ꎬ增加薯类、
果蔬和奶制品摄入量ꎬ维持食用肉、肉蛋类和豆类摄入量ꎮ

５　 结论

本文基于农牧户入户抽样调查得到的统计数据ꎬ系统分析了生态恢复与治理工程实施以来农牧交错带典

型区居民食物消费的特征及其变化ꎬ对比了偏农和偏牧区域的食物消费异同ꎬ主要结论如下:
(１)随着农牧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ꎬ食物消费种类趋于多元化ꎬ膳食营养状况得到改善ꎮ 消费结构表

现为高粮食、低果蔬、低奶(赤峰)和高粮肉、低果蔬、低奶(鄂尔多斯)特征ꎬ存在谷类消费比重过高ꎬ果蔬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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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农牧居民每日食物摄入量与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２０２２)、ＥＡＴ￣柳叶刀健康饮食(２０１９)的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ｆｏｏｄ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ｏｄ Ｇｕｉｄｅ Ｐａｇｏｄａ (２０２２) ａｎｄ ＥＡＴ￣Ｌａｎｃｅｔ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ｉｅｔｓ ｗ３(２０１９)

奶类消费不足等问题ꎬ还需进一步优化ꎮ
(２)农牧居民的食物消费总量呈增长趋势ꎬ２０ 年间赤峰和鄂尔多斯分别增长了 ３０.６５％和 ４４.６４％ꎬ前者

年际变化平稳ꎬ后者年际波动较大ꎮ 两者谷类消费量都超出我国膳食标准ꎬ消费变化趋势相反ꎬ前者有所减

少ꎬ后者持续增加ꎻ肉蛋类和豆类消费不断增长ꎬ逐渐达到膳食标准ꎻ奶类消费增幅可达 ４０ 倍ꎬ但仍与膳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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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差距较大ꎮ
(３)受汉族农耕传统影响ꎬ农牧居民的食物消费种类趋同ꎬ即谷类消费以小麦和稻谷为主ꎬ肉类消费以猪

肉为主ꎮ 消费差异主要体现在谷子(赤峰)、马铃薯和羊肉(鄂尔多斯)等特色农牧产品上ꎮ 赤峰以粮蔬等农

产品食物为主ꎬ偏向农区的消费特征ꎻ鄂尔多斯对粮食和畜肉等农、牧产品的消费并重ꎬ既体现出趋向农区的

消费特征ꎬ又保留了牧区的消费特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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