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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可能的膳食消费水平与粮食需求量 
——基于中国台湾的历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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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台湾居民的食物消费演变对中国大陆具有较好的借鉴价值。根据中国台湾的发展情况，中国大陆居民的膳食消费

总量可能会在 2026 年左右达到峰值状态，水果、肉类、蛋类、水产品、乳类、油脂等高附加值食品的消费量也相应达到峰值，

人均膳食消费总量与粮食消费量可分别达到 563 kg 与 456 kg；到 2035 年膳食消费结构达到基本稳定状态，人均膳食消费总

量与粮食消费量可分别达到 499 kg 与 412 kg。由此可知，中国大陆居民的膳食消费还有较大的提升潜力，对中国有限的水

土资源还将产生较长时间的持续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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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 consumption of main food in Taiwan of China has been stable. It is most likely that Chinese Mainland will follow the 
progressive path of food consumption in Taiwan of China. The total dietary consumption of Chinese Mainland residents will reach the 
summit around 2026, so will the consumption of food with high added values, such as fruit, meat, egg, aquatic products, dairy prod-
ucts, and oil. Total dietary consumption will be 563 kg per capita, and grain consumption will be 456 kg per capita. The structure of 
dietary consumption will reach a table state by 2035, and total dietary consumption and grain consumption will be 499 kg per capita 
and 412 kg per capita, respectively. Dietary consumption of Chinese Mainland residents has great potentials for promotion, which will 
exert long and continuous pressure on China’s limited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Keywords: Taiwan of China; Chinese Mainland; dietary consumption; grain demand

一、前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快

速发展，1978—2015 年年均 GDP 增速超过 9%，

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2017 年 
中国人均 GDP 超 8 800 美元，2030 年可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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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612 美元（2012 年不变价）[1]。伴随着经济的

快速发展，人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

改善和提高。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居

民膳食结构的演变及其导致的粮食安全问题引起了

世界范围内学者们的关注 [2~4]。
学者们对中国大陆食物消费的研究结论基本一

致：中国的食物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以谷

物为主的传统饮食模式正在向现代饮食模式转变，

谷物消费减少，而动物性食物消费增加 [5]。尽管

对居民饮食的消费趋向判断基本一致，但对中国大

陆居民粮食需求量的研究结果却差别很大 [1,6,7]。
准确判断中国大陆居民食物消费可能的演变态

势，可为农业生产、进出口贸易、粮食安全政策

提供重要依据。判断中国大陆居民可能的食物消

费特征，发达国家或地区经历的过程是重要的参

照系。相较日本、韩国等亚洲发达地区，中国台

湾对预测中国大陆居民的食物消费演变更具有借

鉴意义。原因有四点：一是中国台湾地区自 20 世

纪 60 年代经济开始发展，相应的，其食物消费水

平也快速提升，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进入 21 世

纪初，中国台湾居民的食物消费量已经处于基本

稳定状态，且结构较为合理，膳食营养较为均衡。

中国大陆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经济经过了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两者的经济背景相一致；二是

中国台湾地区保持典型的中华民族饮食习惯 [8]； 
三是在发展过程中，两者均受到了西方饮食文化

的冲击，传统饮食观念与行为发生了明显改变；

四是两者居民食物消费发展变化的驱动因素基本

一致 [9]。
因此，本文在分析中国台湾居民饮食演变特征

的基础上，判断中国大陆居民可能出现的食物消费

量，并将动物性食物通过转化系数折算回粮食，计

算人均粮食需求量，以期能够为中国大陆农业政策、

粮食安全政策、国际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二、中国台湾经济与食物消费演变特征

中国台湾经济真正快速发展是从 20 世纪 70 年

代初开始的，1976 年，中国台湾的人均 GDP 突破

1 000 美元大关，达到 1 156 美元；1980 年，又突破

2 000 美元关口，为 2 389 美元；1990 年人均 GDP
达到 8 216 美元，正式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20 世

纪 70 年代中国台湾经济的年均增长速率为 18.8%， 
20 世纪 80 年代年均增长速率为 15.0%。之后随着

经济总量的增加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加之受到国

际环境的负面影响，增长速率有所放缓、有所波

动，但整体上仍然处于上升态势，2016 年中国台

湾人均 GDP 达到 22 561 美元。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台湾地区居民的膳食消

费特征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①中国台湾居民的膳食消费总量与结构基本达到了

稳定态；转变过程表现为由植物性食物为主逐渐过

渡到植物性与动物性食物并重；②不同类食物达到

稳定态的时间有所差别。

（一）中国台湾居民的膳食消费总量与结构基本达

到了稳定态

中国台湾居民膳食的主要种类为谷类、薯类、

蔬菜类、果品类、肉类、蛋类、水产类、乳品类与

油脂类。从消费总重量上看，在经济发展初期，人

均 GDP 低于 1 000 美元时，中国台湾居民的膳食消

费量弹性很大，经济增长一点，膳食消费量明显增

加；当人均 GDP 超过 1 000 美元后，膳食消费总

量虽然仍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尤其是

人均 GDP 超过 5 000 美元后，中国台湾居民的膳

食消费总量也超过 500 kg，增长速度更为缓慢。中

国台湾居民膳食消费总量在 1993—2004 年间达到

峰值区，年平均为 547.7 kg，1999 年人均 GDP 为

13 819 美元时，膳食消费总量最高，为 581.0 kg。
经过峰值后，膳食消费总量又处于轻缓下降态势，

目前基本达到总量稳定态，2011 年，人均 GDP 超

过两万美元，2011—2016 年，人均膳食消费总量平

均为 513.4 kg。中国台湾人均膳食消费量较为稳定

的状态为 510 kg 左右（见图 1）。
在经济发展初期，中国台湾居民膳食消费以

植物性食物为主，动物性食物较少，口粮、蔬菜果

品、肉蛋奶的比例约为 55∶25∶15，随着经济的

发展，中国台湾居民膳食消费的结构逐渐向植物性

食物与动物性食物并重的趋势发展，目前，中国台

湾居民膳食消费结构已经基本稳定。2011—2016年，

口粮、蔬菜果品、肉蛋奶的比例约为 20∶45∶30。
2011—2016 年，谷类与薯类两者合计在膳食中的重

量比重约为 32.1%；蔬菜类 20.5%、果品类 24.2%，

蔬菜水果合计 44.7%；肉类 14.8%、蛋类 3.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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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类 6.3%、乳品类为 4.4%，动物性食物重量比重

为 28.9%；油脂类食物占 4.4%（见图 2）。

（二）不同类食物达到稳定态的时间有所差别

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几乎所有类别食物

的消费量均呈现增加趋势，此时的消费主要以满足

温饱为目标，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不同类别食物

的消费量均会先后达到峰值，最先达到峰值的是薯

类，1958 年薯类的人均消费量增长到 72.1 kg，之

后迅速下降，近年来又有所恢复。谷类是继薯类

之后，最先达到峰值的食物类别，1974 年人均谷

类消费量达到 167.8 kg（峰值），当时人均 GDP 为

934 美元，接近 1 000 美元关口。年人均蔬菜类的

消费量整体变化较小，1980 年人均蔬菜消费量达到

峰值时为 129.6 kg，2011—2016 年，平均消费量为

105.5 kg，两者相差约 24 kg。随着经济的发展，水

果、肉类、蛋类、水产类等高附加值的食物消费量

也都出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消费特征，峰值出现

图 1  不同经济水平下中国台湾人均膳食消费量

图 2  中国台湾膳食消费结构的演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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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也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均在 1997—2000 年期

间，人均 GDP 在 14 000 美元左右（见表 1）。与其

他食品类别不同，乳品类食品消费量一直呈增加态

势，人均消费量从 1984 年的 7.3 kg 增长到 2016 年

的 24.5 kg。
目前，中国台湾的主要食物品类消费量基本达

到了稳定状态，2011—2016 年，中国台湾人均谷类

消费量为 85.9 kg，肉类为 75.7 kg，蛋类为 17.2 kg
（见图 3）。

三、中国大陆可能的食物消费发展情景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2016 年，中国大陆

人均 GDP 为 8 123 美元，相当于中国台湾地区 1990
年的经济发展水平。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课题组对

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进行了预测，在中方案增长率情

景下，2015—2020 年，中国大陆人均 GDP 增长率为

6.15%，2020—2035 年，人均 GDP 增长率为 4.74%，

2035—2050 年，人均 GDP 增长率为 3.44%[10]。按

照此增长速度，2035 年中国大陆人均 GDP 将增长到

20 658 美元，相当于中国台湾 2011 年的水平。

假设中国大陆居民的膳食消费水平与结构随经

济发展的变化与中国台湾居民的演变特征一致，那

么 2016 年中国大陆居民消费水平对应着中国台湾

1990 年的消费水平；2026 年中国大陆人均 GDP 达

到 13 617 美元，相当于中国台湾 1999 年的经济发

展水平，中国大陆居民的膳食消费量可能在总量上

达到峰值，水果、肉类、蛋类、水产类等高附加值

的食物消费量也会相应达到峰值。2035 年中国经济

水平人均 GDP 达到 20 658 美元时 [11]，相当于中

国台湾 2011 年左右的水平，届时中国大陆居民的

膳食消费量可能会比 2026 年峰值年略有下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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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台湾不同膳食类别消费量的变化

表 1  中国台湾居民人均膳食消费最大值出现时间

类别 薯类 谷类 蔬菜 水产 果品 油脂 蛋类 肉类 乳品

出现时间 / 年 1958 1974 1980 1990 1997 1997 1999 2000 2016
最大值 /kg 72.1 167.8 129.6 47.5 150.1 26.7 19.4 79.0 24.5
人均 GDP/ 美元 185 934 2 389 8 216 14 040 14 040 13 819 14 941 22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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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稳定态消费水平（见图 4）。
我们取中国台湾 1997—2000 年膳食消费的平

均值水平作为 2026 年中国大陆居民膳食消费可能

达到的峰值水平，取中国台湾 2011—2016 年膳食

消费的平均水平作为 2035 年中国大陆居民可能达

到的稳定态消费水平，并与 2016 年中国大陆居民

膳食消费的水平进行对比，判断其可能的发展空间。

在此基础上，利用料肉比或粮食转化系数 [1] 将动

物性食品转化为原粮，判断关键年份中国大陆居民

人均消费的粮食数量。

从表 2 来看，目前中国大陆居民的膳食消费水

平与峰值水平及稳定态水平都还有较大的差距，尤

其是水果、肉类、蛋类、水产品、乳类、油脂等高

附加值食品，均表现出较大的差距。

2016 年中国大陆居民原粮消费量为 132.8 kg，
距峰值水平可能还有 13.6 kg 的下降空间。蔬菜的

差距不是很大，2016 年的消费水平与峰值水平差距

为 13.3 kg。水果的差距是所有食物品种中最大的，

2016 年中国大陆人均水果消费量为 48.3 kg，仅为

峰值水平 142.6 kg 的 1/3，中国大陆居民水果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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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大陆可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与中国台湾对照

 表 2  中国大陆居民未来可能的食品消费量与粮食需求量 kg

类别 口粮 # 谷类 蔬菜 果品 肉类 # 猪肉 # 禽肉 蛋类 水产 乳品 油脂
合计消
费量 /
需求量

2016 年中国大陆 * 132.8 122.0 100.1 48.3 35.2 19.6 9.1 9.7 11.4 12.0 10.6 360
2026 年峰值 119.2 94.7 113.4 142.6 78.3 39.9 33.4 19.4 41.4 23.3 25.6 563
与峰值差距 –13.6 –27.3 13.3 94.3 43.1 20.3 24.3 9.7 30.0 11.3 15.0 203
2035 年稳定态 99.6 85.9 105.5 124.1 75.7 36.3 33.3 17.2 32.5 22.4 22.4 499
与稳定态差距 –33.2 –36.1 5.4 75.8 40.5 16.7 24.2 7.5 21.1 10.4 11.8 139
粮食转化系数 ** 1.0 1.0 — — 2.9 2.9 2.4 1.7 1.0 0.4 1.0 —

峰值年粮食需求 119.2 94.7 — — 227.0 115.7 80.2 32.9 41.4 9.3 25.6 456
稳定态粮食需求 99.6 85.9 — — 219.6 105.4 79.8 29.3 32.5 9.0 22.4 412
注释：*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自参考文献 [1]；口粮中包含的薯类按照 1:5 比例折算为原粮；肉类中包括了禽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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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还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肉类的消费差距也比较

大，2016 年中国大陆居民肉类消费量为 35.2 kg，
不及峰值水平 78.3 kg 的一半，肉类中禽肉的消费

差距尤甚，2016 年中国大陆居民禽肉的消费量仅为

9.1 kg，仅为峰值水平的 27%。2016 年中国大陆居

民水产品、乳品、油脂的消费量分别为峰值水平的

28%、51% 与 41%。

从粮食需求总量来看，在食物消费峰值年中国

大陆可能需要的粮食总量为 456 kg/ 人，其中口粮

为 119.2 kg，占比为 26.1%，肉类耗粮为 227.0 kg，
占比 49.8%。稳定态水平可能需要的粮食总量为

412 kg，其中口粮为 99.6 kg，占比为 24.2%，肉类

耗粮为 219.6 kg，占比 53.3%。

四、针对中国大陆膳食快速改善的粮食安全

战略

（一）在供给侧方面，严格保护农业用地，保证国

内农业生产总量

从重量上看，2016 年中国大陆居民人均总的膳

食消费量为 360 kg，峰值年可能会达到 563 kg，尚有

203 kg 的距离，高附加值的食物短缺差距均较大，水

果甚至有 100 kg 的距离。我国人多地少，农业用地

尤其紧缺，2016 年全国耕地面积仅为 2.024×109 亩 
（1 亩≈ 666.667 m2），人均耕地面积仅为 1.5 亩，高

质量的耕地资源更为短缺。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

非农建设用地必然要挤占农业用地，而且挤占的多

为优良农地，这是硬减少；同时，随着经济发展，

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必然会在时空上收缩，在空间上

表现为人退林（草）进，在时间上表现为边际作物

的退出，复种指数下降，这是软减少。在水土资源

禀赋有限、农产品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我们应

该充分认识到自身的农业资源难以充分保障农产品

全部自给的现实，在政策导向上应长期严格保护农

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同时注重地力与综合生

产能力的提升工作。

（二）在需求侧方面，加强消费监测与引导

中国大陆居民膳食消费已经从数量需求向数

量、质量、结构、营养多种需求过渡，数量与质量

的双重提升对中国大陆的农业会产生持续的较大压

力。指导国民合理消费，是减缓供给侧压力的一个

重要途径，因此需要继续深入研究适合中国人群

的膳食平衡模式，定期发布《国家食物与营养发

展纲要》，转变国民膳食消费观念，对贫困人群、

中小学生及其他重点人群开展食物援助或营养干

预，引导国民形成营养、健康、绿色的膳食消费

习惯。

（三）在宏观调控方面，将粮食安全重点从口粮安

全向食品安全转变

根据中国台湾居民膳食消费的发展经验，中

国大陆居民的膳食消费在未来 20 年内可能会继续

发生明显变化，突出特征表现为：以谷物为主的

口粮消费量继续下降，而水果、肉蛋奶等高附加值

的食品消费量大幅提升。肉蛋奶等动物性食物消费

量的增加，直接导致中国大陆饲料用粮的增长，在 
2026 年中国大陆居民消费水平达到峰值时，其消费

的粮食数量可能会达到 456 kg/ 人，其中饲料粮消

费量为 227 kg/ 人，占比为 49.8%，占中国大陆居民

粮食需求中的最大比例，比口粮需求量 119.2 kg/ 人 
高出近 100 kg。针对这种消费走向，我们需要重新

审视目前中国大陆以保障口粮为重点的粮食安全策

略，2013 年 12 月 10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

依靠自己保口粮，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做到谷物

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但从目前中国大陆口粮

的生产态势看，口粮安全并不存在较大的问题，而

随着肉蛋奶等动物性食物消费量的强劲增长，饲料

粮的短缺有可能会从大豆扩展到玉米，在这种态势

下，饲料粮应该是粮食安全中重点的保障品种。鉴

于水果消费量的巨大潜力与水果栽培的滞后性，对

水果消费快速增长的可能性要有清醒的认识，提前

规划，区划种植适宜地域，形成总量平衡、品种丰

富、区域协调发展的生产布局。

五、结语

中国台湾居民的食物消费演变对中国大陆具

有较好的借鉴价值。根据中国台湾的发展特征，中

国大陆居民的膳食消费总量可能会在 2026 年左右

达到峰值状态，主要的膳食消费总量人均可达到

563 kg，水果、肉类、蛋类、水产品、乳类、油脂

等高附加值食品的消费量也相应达到峰值，肉类消

费量达到 78.3 kg。2026 年后，中国大陆居民的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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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消费量会呈现缓慢下降的状态，至 2035 年可达

到基本稳定状态，中国大陆居民主要的膳食消费

水平为人均 499 kg。从人均粮食消费量来看，2026
年与 2035 年中国大陆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分别为

456 kg 与 412 kg。将 2026 年与 2035 年的消费水平

与 2016 年现状进行对比可知，中国大陆居民的膳

食消费还有较大的提升潜力，对中国有限的水土资

源还将产生长时间的较大压力。为疏减此压力，在

供给侧方面，需继续严格保护农业用地，尤其是优

质的耕地资源，以保证国内农业生产；在需求侧方

面，需要引导国民逐步形成营养、健康、绿色的膳

食消费习惯；在宏观调控方面，需将粮食安全重点

从口粮安全向食品安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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