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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mand for agri-food is the basic demand of resident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quantity, quality and volume of food demand of residents are also changing. Using the ex-
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model EL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demand income elasticity and basic demand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in 2017 shows 
that urban residents have a strong preference for food, vegetables, dried fruits, meat, and aquatic 
products. The growth of urban residents’ demand for food consumption is less than the growth of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which is not sensitive to changes in income. The focus of urban res-
idents’ food consumption is mainly on food, cooking oil and vegetables. Urban resident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balanced diet and the food consumption structure needs to be further 
optim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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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食品需求是居民的基本性需求，经济社会发展中，居民对食品需求的数量、质量、体量也在发生变

化。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对2017年中国城市居民食品的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

基本需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对粮食、蔬菜、干鲜瓜果类、肉类、水产品具有较强的偏

好；城市居民对食品消费需求的增长小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这类需求对收入的变化不敏感；城市

居民食品消费的重心主要集中于粮食、食用油和蔬菜上，城市居民应当更加注重饮食均衡，食品消费结

构需要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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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目前的居民消费正处在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由传统型消费向新

型消费转变的上升期，而食品消费支出一直是居民消费支出中比重最大的部分，食品消费是衡量人民生

活水平的重要计量尺度，在整个消费结构中具有基础性作用。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我国居民的食品消

费总量逐年增长，食品消费结构升级，更加注重食品的质量和安全，但现今国内的食品企业并不能生产

出真正使顾客满意的产品，因而出现了在大量产品过剩情况下的相对“需求不足”现象。剖析居民在食

品消费上的需求，消费各种食品占收入的比重，边际消费倾向，以及需求收入弹性等，对把握居民食品

消费变化趋势，分析居民食品消费存在的问题，促进食品消费与生产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人民生活水

平更上一个台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选择城镇居民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
并借助于 Eviews 统计软件对 2017 年中国城市居民食品的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基本需求进行

了实证分析。 

2. 文献综述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我们可以将食品种类分为粮食、食用油、蔬菜及食用菌、肉类、禽

类、水产品、蛋类、奶类、干鲜瓜果类、食糖等十大类。城市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可以由各食品消费支

出比例来反映。国外学者较早的研究了对居民收入对食品消费结构的影响，恩斯特·恩格尔(Ernst Engel)
提出了著名的恩格尔定律，即食品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一个家庭或国家越

富裕，那么食物支出的收入弹性就越小。R. Stone [1]在 1954 年提出了一个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模型 
(LES)，但是由于总预算无法外生给定，导致该模型难以估计而无法具体应用。Lluch [2]提出以收入代替

预算解决了难以估计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了扩展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模型(ELES)。在 1980 年 Angus 
Deaton 和 John Muellbaue [3]通过运用斯通价格指数线性化需求函数模型(AIDS)，后来 AIDS 模型被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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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运用。我国从食品消费结构角度进行的研究颇多，朱高林[4]研究指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

镇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开始失去平衡，且正在偏离以谷物为主的东方饮食模式，由此而引发的营养过剩问

题也日益显著。王德章等[5]围绕食品消费结构升级构建了分析模型，并就收入增长对食品支出增加、食

品消费升级做了相关的定量分析，提出在解决温饱后检验富裕程度的指标是在食品支出中的绿色、有机

食品所占比重。王震[6]等利用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对我国福建省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有关方面进行仔细研究，

结果表明当人均收入增加时，肉禽等高营养食品消费持续增长。邓隽[7]基于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ELES)
模型，研究发现，武汉市民的外出就餐支出呈逐年增加趋势，在食物支出中奶制品和干鲜瓜果类所占比

重变化不大，在食品的边际消费倾向中肉禽蛋水产品类和蔬菜类比较高。朱海玲[8]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

统模型对湖南省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食品消费仍是湖南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

的主要内容之一，其在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中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但是随着居民收入和生活质量的提

高，食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已大幅下降，从而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恩格尔定律的假说。孙赫、任金政[9]运
用 ELES 模型，考察了 2012 年我国 31 个省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食品消费支出数据。研究

表明在外用餐、水产品、肉禽及制品的食品消费边际倾向是最高的；水产品、糕点类、在外用餐类的收

入增长率要低于需求增长率；在价格弹性中较高的是水产品、糕点类、外出用餐，较低的是蔬菜、粮食、

肉禽及制品。 
总的来说，通过这些国内外学者对居民收入对食品消费结构影响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主要是认

为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向也随之变化，呈现出饮食的健康性、营养性，

饮食的便利性和饮食的外部化、服务化，食品消费种类也呈现多种多样化。本文试图运用扩展的线性支

出系统(ELES)模型分析中国城镇居民收入与食品消费结构两者存在的关系，为在食品支出上合理分配收

入，改善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结构提供对策建议。 

3.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 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3.1. ELES 模型的构建 

3.1.1. 模型理论 
ELES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假定某一时期人们对各种商品(服务)的需求量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和各

种商品的价格，而且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超过基本需求之外的需求两部分，并且认为

基本需求与收入水平无关，居民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将剩余收入按照某种 边际消费倾向安排各种

非基本消费支出。 
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模型是英国经济学家 C·Lluch (1973)提出

的需求函数系统模型。ELES 模型考虑了消费需求和价格因素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把居民的各项消费

支出看作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行为，从而能够全面地反映居民消费结构的各项指标，具有理论依据

强、对数据依赖性小的优点。ELES 模型基本形式为： 

( )( )0 0 1, 2,i i i i i i iP X P X b Y P X i n= + − =∑                             (1) 

( )0 0 1, 2,i i i i i ia P X b P X i n= − =∑ 令                              (2) 

以 Pi 和 Xi 分别表示第 i 种食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以 PiXi 和 PiXi0 表示的是消费者对第 i 种食品的消费

支出额和基本需求支出额，消费者对第 i 种食品的边际消费倾向用 bi 表示。本文中的∑bi < 1，是由于只

选择了 9 种食品做代表，还有一部分收入用于其他支出。 
则公式 1 可变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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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i i i i iV P X a bY i n= = + =                                (3) 

可以看到公式(3)是一个一元线性方程，我们通过运用 Eviews 统计分析软件算出方程的斜率(对某种

食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截距(基本消费量)。 

( )0 0 0, 1-i i i i i i i i i ia P X b P X P X a b= − =∑ ∑ ∑ ∑ ∑ ∑ ∑ 令 可得到  

从而得到对第 i 类食品的基本需求为： 

( )0 0 1-i i i i i i i i i iP X a b P X a b a b= + = +∑ ∑ ∑                         (4) 

需求的收入弹性： 

( )*m i i iE b Y P X=                                    (5) 

3.1.2. 变量的选取与所用数据。 
本文用 2017 年我国 31 个省会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人均食品总支出和各类食品支出的

解释变量。对我国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 ELES 模型参数进行估算。文中采用的截面数据均来自《中

国统计年鉴 2018》，见附录。 

3.2. ELES 模型的参数估计 

利用计量经济软件 Eviews7.0 对 2017 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 ELES 模型参数进行估算，整理回

归结果，各项食品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基本需求、需求收入弹性计算结果见表 1。 
 
Table 1. Coefficient of 2017 ELES model and demand income elasticity calculation results 
表 1. 2017 年 ELES 模型的系数和需求收入弹性计算结果 

消费支出构成 支出额 ai bi边际消费倾向 基本需求支出 需求收入弹性 

粮食(V1) 1691.07 489.99 0.0330 487.85 0.71 

食用油(V2) 165.55 45.44 0.0033 45.23 0.73 

蔬菜及食用菌(V3) 1497.23 55.94 0.0396 53.36 0.96 

肉类(V4) 435.26 2.15 0.0119 1.37 1.00 

禽类(V5) 148.94 −62.16 0.0058 −62.54 1.42 

水产品(V6) 243.05 −302.89 0.0150 −303.86 2.25 

蛋类(V7) 154.23 −56.87 0.0058 −57.25 1.37 

奶类(V8) 272.19 −102.69 0.0103 −103.36 1.38 

干鲜瓜果类(V9) 936.94 −125.83 0.0292 −127.73 1.13 

食糖(V10) 20.14 1.94 0.0005 1.91 0.90 

 
这表示回归估计出的模型分别为： 

1 489.991889388 0.0330115808932*V Y= +                            (6) 

2 45.4420926879 0.00330330703456*V Y= +                            (7) 

3 55.9389908673 0.0395653006595*V Y= +                            (8) 

4 2.14857662085 0.0118966567111*V Y= +                            (9) 

5 62.1620240128 0.00581005307968*V Y=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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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02.8893769 0.0150493349465*V Y= − +                         (11) 

7 56.8711486507 0.00580911497442*V Y= − +                        (12) 

8 102.689139594 0.0102603749607*V Y= − +                        (13) 

9 125.832534561 0.0292465261979*V Y= − +                        (14) 

10 1.94293180573 0.000521255765667*V Y= +                       (15) 

3.3. ELES 模型检验 

1) 经济意义检验。对于设定模型的参数来说，参数的估计值的经济含义是当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1
元时，城市居民对食品的消费支出将增加的量。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普遍经济意义来看，无论是食品整

体还是粮食、肉禽及其制品、蛋类、水产品、奶及奶制品和其它食品，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都会带动

居民对它们的需求，从而提高对它们的消费支出，故对于文中所研究的对象来说，回归模型中都有参数

bi > 0。 
从表 1 的估计结果来看，bi 的估计值均大于 0，可见模型的设定符合经济意义。 
2) 统计学检验。从回归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到，在 α = 0.05 的显著水平下，各类消费的回归方程军通

过 F 检验，解释变量也均通过了 t 检验，这表明模型的整体解释效果较好，2017 年我国城市居民的人均

可支配收入对食品中粮食、食用油、蔬菜及食用菌、肉类、禽类、水产品、蛋类、奶类、干鲜瓜果类、

食糖的消费支出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说明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对各项消费支出高度相关，消费支出

方程的斜率均在 0~1 之间，符合模型中关于 0 < bi < 1 的要求。 
3) 计量经济学检验。本文采用的是 2017 年全国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和可支配收

入的截面数据，一方面由于各城市之间贫富差距较大，可支配收入各不相同，因此，对各种食品的消费

支出会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使得模型很容易产生异方差性，从而影响模型的估计和应用；另一方面由于

Y 的各收入阶层居民占比各有不同，有的是按 10%，有的是按 20%，而由统计学可知，一个组包括的样

本量越大，该组的平均值变异越小，使用这种数据建立模型时数据本身的生成过程就体现了异方差。为

此必须对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进行检验。经检验模型存在异方差性，因此进行了异方差的修正。 
修正后本研究使用 ELES 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进行分析是可行的。根据各年各项目的

参数值，可以估算出 2017 年各项目的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和基本需求支出，结果见表 1。 

4. 中国城市居民食品消费实证分析 

4.1. 边际消费倾向分析 

边际消费倾向指居民新增加的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费支出的比例，反映了居民各类消费需求的顺

序和新增购买力的投向，体现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表 1 显示，城镇居民各类商品的边际消费

倾向均为正值，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城镇居民用于各类商品的消费支出均在增加，反映了居民生活消

费水平的整体提高。城镇居民食品消费边际消费倾向占前三位的分别是蔬菜(0.0396)、粮食(0.0330)、干

鲜瓜果类( 0.0292)。其中蔬菜投入的消费支出增加最多，收入增加 1 元，就会增加 0.0396 元的蔬菜消费

支出。另一方面，水产品及肉类两类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快，是当前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反映了城

市居民在食品消费时对肉禽及其制品、水产品的强偏好态度，可见城市居民对营养充足的重视，也是其

平均生活水平较高的体现。城镇居民对禽类(0.0058)、奶类(0.0103)、蛋类(0.0058)食品的边际消费倾向较

低，城市居民应当更加注重饮食均衡，食品消费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城镇居民对食糖类的边际消费倾

向最低，仅为 0.0005，说明城镇居民对糖类食品的偏好低，消费支出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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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需求收入弹性分析 

需求收入弹性是反映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对于消费者收入变动的敏感程度的量，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前提下，收入变动 1%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比。需求收入弹性大于 1 时，表示消费者收入增

加时，对这种商品需求量的增加率高于收入的增加率，这种商品的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也增加；等于

1，表示这种商品的需求量和收入增加的幅度一致；小于 1 时，表示消费者的收入增加会增加对此类商品

的需求量，但需求量增加的速度没有收入增加的速度快，这种商品的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在下降。 
表 1 显示，各类食品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均大于 0，说明随着收入的提高，我国城镇居民对各类食品

的需求量均会随之增加。城镇居民粮食、食用油、蔬菜及食用菌、肉类、食糖的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小于

1，说明这五类食品的需求增长率高于收入增长率，其他各类食品的需求增长率大于收入增长率，说明我

国城镇居民随生活水平的提升对禽类、水产品、蛋类、奶类、干鲜瓜果类等食品的需求偏好程度不断增

加。 

4.3. 基本需求支出分析 

基本消费支出结构，指某类商品的基本消费支出占基本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反映该类商品对居民基

本生活的重要程度。基本消费支出比重，是指某类商品的基本消费占实际消费的比重，主要反映居民生

存型、享受型及发展型需求的满足情况，反映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 
 
Table 2. The proportion of basic needs of various types of food consumption of urban residents 
表 2. 城市居民各类食品消费基本需求比重 

项目 粮食 食用油 蔬菜及

食用菌 肉类 禽类 水产品 蛋类 奶类 干鲜瓜

果类 食糖 

基本需求 487.85 45.23 53.36 1.37 62.54 303.86 57.25 103.36 127.73 1.91 

比重 39.20% 3.63% 4.29% 0.11% 5.03% 24.42% 4.60% 8.31% 10.26% 0.15% 

 
2017 年我国城市居民在各类食品上的基本需求支出均远远小于人均可支配收入，这表明城市居民的

基本食品需要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表2显示，2017年我国城镇居民基本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粮食(39.2%)、
水产品(24.42%)、干鲜瓜果(10.26%)三类，合计占基本食品消费支出的 73.88%。而在十类食品中，粮食

在城市居民的食品基本需求支出中占据了最大的比例，达到了 39.2%；这表示我国城市居民在消费这十

类基础食品时，往往把重心放粮食上，需注重饮食均衡。在模型估计中的常数项可以用来判断随着收入

水平的上升，该类商品的支出所占比重的变动趋势。若常数项小于 0，则随着收入的增加，该类商品的

支出比重将上升；反之，若常数项大于 0，则随着收入的增加，该类商品的支出比重将下降。从表 1 数

据可以看到，粮食、食用油、蔬菜及食用菌、肉类、食糖的常数项均大于 0，这表示随着城市居民收入

的上涨，上述五类食品的消费支出所占比重会逐渐下降，禽类、水产品、蛋类、奶类、干鲜瓜果类常数

项均小于 0，这表示随着城市居民收入的上涨，上述五类食品的消费支出所占比重会逐渐上升，这也是

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表现。 

5. 结论 

本文借助于 ELES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理论对 2017 年中国各收入阶层城市居民在食品整体和具

体各类食品上的消费情况进行建模，使问题更加清晰，易于解释。在通过前述分析后，不难发现中国城

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并不低，食品消费结构却不够合理，从边际消费倾向上来看，城市居民对粮食、蔬菜、

干鲜瓜果类、肉类、水产品具有较强的偏好；从需求收入弹性上来看，城市居民对食品消费需求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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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这类需求对收入的变化不敏感，它们的消费支出在城市居民收入中所占的

比重在不断下降；从基本需求支出上来看，城市居民食品消费的重心主要放在粮食、食用油和蔬菜上，

城市居民应当更加注重饮食均衡，食品消费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目前仍然以食品为主，食品消费依然是影

响其他消费的最重要环节。对于城镇居民消费这样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而言，怎么样建立合理的居民消费

结构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建立合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保障居民的食

品消费是引导城镇居民建立合理消费结构的第一步。 
建立了社会保障体制之后，居民将会有着更多的生活保障，能够更加放心地将支出用于消费。更多

的消费需要合理的引导，这种引导需要观念的支撑。建立正确的消费理念，是培养居民正确消费方式的

重要步骤。只有在正确消费观念的支撑下，消费者才能够变得成熟和理性。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教育消

费，鼓励和引导消费者对教育进行支出。这种支出从长期来看，是对自身的投资。它不单单可以帮助消

费者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消费观，而且可以让消费者收获知识和技能，从而在未来带来更多的收人，进

一步促进消费支出，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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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2017 年中国分地区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消费指标 

人均各项食品消费支出   

地区 粮食 V1 食用油 V2 蔬菜及食

用菌 V3 肉类 V4 禽类 V5 水产品 V6 蛋类 V7 奶类 V8 干鲜瓜果

类 V9 食糖 V10 
人均总食

品消费支

出 

人均可支

配收入 Y 

北京 1793.1 202.9 2067.0 557.1 143.2 232.0 285.5 583.2 1658.5 26.3 7548.9 62406.3 

天津 2423.3 222.3 2308.5 567.1 122.9 381.4 374.0 380.2 1837.8 29.5 8647.0 40277.5 

河北 1261.6 98.6 994.8 238.2 55.0 89.4 155.7 221.8 786.3 11.5 3912.8 30547.8 

山西 1190.6 86.2 826.8 163.6 28.7 35.8 111.0 203.6 669.3 9.3 3324.8 29131.8 

内蒙古 1834.3 125.0 1203.1 436.1 74.8 84.5 127.5 366.7 932.4 20.8 5205.3 35670.0 

辽宁 1629.8 157.7 1501.0 379.3 79.7 258.6 196.3 271.5 1112.5 19.0 5605.4 34993.4 

吉林 1465.9 141.8 1096.7 244.1 54.6 111.0 123.6 162.1 728.6 15.6 4144.1 28318.7 

黑龙江 1473.0 154.7 1049.6 258.0 60.6 115.0 129.4 159.5 787.8 21.3 4209.0 27446.0 

上海 2666.2 240.6 2660.3 761.2 358.4 728.6 292.4 600.9 1660.1 37.2 10005.9 62595.7 

江苏 1870.2 217.7 1897.0 485.9 198.7 370.1 190.5 328.2 945.8 20.7 6524.8 43621.8 

浙江 2535.4 249.0 1870.9 554.9 244.3 590.3 180.4 286.7 1208.6 30.2 7750.8 51260.7 

安徽 1643.2 146.6 1412.2 365.6 155.5 198.5 169.7 215.1 823.0 13.9 5143.4 31640.3 

福建 2205.0 193.6 1669.5 679.9 235.4 662.9 195.9 291.1 1044.9 34.6 7212.7 39001.4 

江西 1410.0 181.5 1336.3 370.6 128.2 228.4 99.5 195.6 660.9 15.0 4626.1 31198.1 

山东 1392.9 106.3 1149.2 279.3 78.2 198.7 209.5 265.9 1023.2 11.7 4715.1 36789.4 

河南 1266.2 96.8 937.6 196.0 65.2 58.5 153.6 188.6 711.4 13.1 3687.0 29557.9 

湖北 1420.4 167.9 1670.4 411.1 98.1 295.9 116.8 144.4 760.4 12.9 5098.4 31889.4 

湖南 1461.6 180.5 1397.5 458.6 146.2 220.8 110.7 124.2 884.1 19.5 5003.6 33947.9 

广东 2312.6 218.9 2264.9 863.5 467.3 622.0 180.1 236.1 1120.3 31.4 8317.0 40975.1 

广西 1270.3 110.9 1229.8 439.6 251.3 191.3 80.4 125.1 690.9 20.3 4409.9 30502.1 

海南 1576.5 163.8 1763.9 565.9 399.4 515.5 90.6 113.4 725.2 21.8 5935.9 30817.4 

重庆 1696.6 222.8 1837.0 567.0 207.4 189.6 139.3 321.8 727.5 34.5 5943.5 32193.2 

四川 1777.9 172.6 1766.1 543.9 159.6 133.5 117.4 227.1 709.1 25.2 5632.2 30726.9 

贵州 1284.8 129.2 1126.1 406.7 93.5 54.3 68.8 139.3 636.2 15.0 3954.0 29079.8 

云南 1234.6 106.2 1259.4 340.4 94.1 68.5 59.6 120.4 535.8 19.4 3838.4 30995.9 

西藏 2207.4 282.3 858.3 585.4 60.5 35.5 99.1 252.4 394.0 13.7 4788.6 30671.1 

陕西 1408.5 125.7 1112.1 184.0 42.4 48.3 110.2 246.1 835.2 11.5 4124.0 30810.3 

甘肃 1244.1 110.0 1027.2 208.2 52.7 43.7 93.0 253.7 834.2 20.1 3886.9 27763.4 

青海 1498.3 143.3 1145.7 389.6 65.3 53.2 99.8 380.0 660.3 17.3 4453.0 29168.9 

宁夏 1126.3 88.5 1012.8 200.7 70.1 45.8 81.1 219.7 934.7 16.6 3796.4 29472.3 

新疆 1401.8 146.4 1180.9 264.0 81.2 66.0 94.1 317.0 770.6 16.5 4338.5 307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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