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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我国农村居民食用植物油消费的影响因素!利用 #)%!*!"!"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

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农村居民收入%城市化水平等宏观经济数据!构建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分

析多种因素对我国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并就消费量的四段异常波

动进行成因分析& 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与农村居民收入%城市化水平%

消费习惯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模型中城市化水平的弹性系数为 "B."!农村居民收入的弹性系

数为 "B##!消费习惯的弹性系数在 "B&" 以上#误差修正模型中只有消费习惯通过!检验!其弹性系

数在 #B# 以上#突发事件是造成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短期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但这又

会随着经济社会的稳定和消费习惯的黏性而逐渐回归正常& 长期来看!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居民消

费习惯的改善和收入的提高对其食用植物油消费具有明显促进作用#短期来看!消费量的变动主要

受消费习惯影响!而与城市化水平和农村居民收入的相关性不强& 基于上述结论!就当前农村地区

食用油摄入过量问题!提出注重城市化建设质量%加快乡村振兴实施步伐%引导农村居民形成健康

消费习惯的建议&

关键词!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协整模型#误差修正模型#消费习惯

中图分类号!L0!!KB#%-.!.MMM文献标识码!NMM 文章编号!#"". $&)A)&!"!!'#! $"""% $"%

9'&4;*+*.3+'340)'1+'( 3&12.-*.3)/+54)G)()2&54).+41.'*08,2+.'+'-0-&4$%+'&

14O=8>=8

#

$ /NPQ7D98;

!

$LVNPL87;

!

$OX3W=;?987;?

#

$2TNP1/7;?

#

"#B3D99=?=D<4CD;D68CY7;Z Q7;7?=6=;S$ '=8G8;?-D[=YS[:X;8\=[Y8S:$ '=8G8;?#"""%.$3W8;7!

!B0S7S=NC7Z=6:D<-D[=YS[:7;Z 1[7YY97;Z NZ68;8YS[7S8D;$'=8G8;?#"!A""$3W8;7#

95*2-&12&V; D[Z=[SDYSRZ:SW=8;<9R=;C8;?<7CSD[YD<[R[79[=Y8Z=;SYj=Z8̂9=\=?=S7̂9=D89CD;YR6_S8D; 8;

3W8;7$ _=[C7_8S7CD;YR6_S8D; D<=Z8̂9=\=?=S7̂9=D89D<[R[79[=Y8Z=;SY$ [R[79[=Y8Z=;SYj8;CD6=$

R[̂7;8I7S8D; 9=\=97;Z DSW=[67C[D=CD;D68CZ7S7<[D6#)%! SD!"!" 8; 3W8;7>=[=RY=Z SD̂ R89SSW=CD$

8;S=?[7S8D; 6DZ=97;Z =[[D[CD[[=CS8D; 6DZ=9SD7;79:I=SW=9D;?$S=[67;Z YWD[S$S=[6=<<=CSYD<SW=

\7[8DRY<7CSD[YD; _=[C7_8S7CD;YR6_S8D; D<=Z8̂9=\=?=S7̂9=D89D<[R[79[=Y8Z=;SY8; 3W8;7BV; 7ZZ8S8D;$

SW=C7RY=YD<<DR[7̂;D[679<9RCSR7S8D;Y8; CD;YR6_S8D; >=[=7;79:I=ZBLW=[=YR9SYYWD>=Z SW7SSW=[=>7Y7

CD$8;S=?[7S8D; [=97S8D;YW8_ ^=S>==; _=[C7_8S7CD;YR6_S8D; D<=Z8̂9=\=?=S7̂9=D89D<[R[79[=Y8Z=;SY7;Z

[R[79[=Y8Z=;SYj8;CD6=$ R[̂7;8I7S8D; 9=\=9$ CD;YR6_S8D; W7̂8SYBV; SW=CD$8;S=?[7S8D; 6DZ=9$ SW=

=97YS8C8S:CD=<<8C8=;SD<R[̂7;8I7S8D; 9=\=9>7Y"B."$ SW==97YS8C8S:CD=<<8C8=;SD<[R[79[=Y8Z=;SYj8;CD6=>7Y

"B##$ 7;Z SW==97YS8C8S:CD=<<8C8=;SD<CD;YR6_S8D; W7̂8SY>7Y7̂D\="B&"BV; SW==[[D[CD[[=CS8D; 6DZ=9$

D;9:CD;YR6_S8D; W7̂8SY_7YY=Z SW=!$S=YS$ 7;Z 8SY

=97YS8C8S:CD=<<8C8=;S>7Y7̂D\=#B#BV; 7ZZ8S8D;$

SW=7;79:Y8YD<C7RY=Y8;Z8C7S=Z SW7S=6=[?=;C8=Y

>=[=SW=678; [=7YD; <D[SW=YWD[S$S=[6Z[7YS8C

<9RCSR7S8D;Y8; _=[C7_8S7CD;YR6_S8D; D<=Z8̂9=

\=?=S7̂9=D89D<[R[79[=Y8Z=;SY$ >W8CW >DR9Z

?[7ZR799:[=SR[; SD;D[679>8SW SW=YS7̂898S:D<

=CD;D68CYDC8=S:7;Z SW=YS8CH8;=YYD<CD;YR6_S8D;

W7̂8SYBV; SW=9D;?[R;$ SW=86_[D\=6=;SD<

%

3TVPN V̀U0 NPb-NL0MMMMMMMMMMMMMM!"!! aD9gJ& PDg#!



CD;YR6_S8D; W7̂8SY7;Z 8;CD6=D<[R[79[=Y8Z=;SY8; SW=_[DC=YYD<R[̂7;8I7S8D; CDR9Z Y8?;8<8C7;S9:_[D6DS=

SW=8[CD;YR6_S8D; D<=Z8̂9=\=?=S7̂9=D89BV; SW=YWD[SS=[6$ SW=CW7;?=D<CD;YR6_S8D; >7Y678;9:

8;<9R=;C=Z ^:CD;YR6_S8D; W7̂8SY$ ^RS;DSYS[D;?9:CD[[=97S=Z >8SW R[̂7;8I7S8D; 9=\=97;Z [R[79[=Y8Z=;SYj

8;CD6=B'7Y=Z D; SW=7̂D\=CD;C9RY8D;Y$ 8; \8=>D<SW=_[D̂9=6D<=cC=YY8\==Z8̂9=D898;S7H=8; [R[79

7[=7Y$ YR??=YS8D;Y>=[=_RS<D[>7[Z SD_7:7SS=;S8D; SDSW=ER798S:D<R[̂7;8I7S8D; CD;YS[RCS8D;$ 7CC=9=[7S=

SW=86_9=6=;S7S8D; D<[R[79[=\8S798I7S8D;$ 7;Z ?R8Z=[R[79[=Y8Z=;SYSD<D[6W=79SW:CD;YR6_S8D; W7̂8SYB

:); <.-/*&_=[C7_8S7CD;YR6_S8D; D<=Z8̂9=\=?=S7̂9=D89D<[R[79[=Y8Z=;SY! CD$8;S=?[7S8D; 6DZ=9!

=[[D[CD[[=CS8D; 6DZ=9! CD;YR6_S8D; W7̂8SY

MM食用植物油是我国居民日常膳食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并在国家食物安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消费水平更是衡量国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标

志+# $!,

% 因而$关于居民食用植物油消费影响因素

的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学者们从营养认知+. $A,

'消费

偏好+J$&,

'消费者个体特征+%,

'收入水平+) $##,

'物价

水平+#!,

'城镇化+#.,

'膳食结构变化与消费结构升

级+#J $#K,

'贸易自由化+#A,等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详

细解读% 然而$上述研究多是从单个影响因素出发$

着重于总体粮油安全分析$对农村居民食用植物油

消费情况的具体研究较少% 当前$我国其他主要农

产品基本实现自给自足$唯有食用植物油自给率持

续走低甚至处于跌破 ."e的边缘+#&,

$国产食用植

物油的供给在短期内很难有较高提升$在农村居民

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连续两年超过城镇居民的系列

背景下$从宏观需求角度研究不同因素对我国农村

居民食用植物油消费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

本文利用宏观经济学的消费理论$将研究聚焦

到农村居民食用植物油消费上$通过构建协整模型

和误差修正模型$深入探究多种因素对农村人均食

用植物油消费量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并对农村居民

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剧烈波动进行解释$从而为准确

掌握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油消费趋势'促进农村居民

合理摄入油脂'提升食用油自给率和维护国家粮油

安全提供理论参考及数据支持%

=>食用植物油消费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B#M居民收入

无论是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还是弗里德曼的

持久收入理论$都肯定了收入对消费的决定性作用$

农村居民收入是其物质生活的基础$代表居民的购

买力$影响着农村居民各种类型商品的消费量% 从

收入弹性角度出发$居民收入对非必需品消费量的

影响最大$对生活必需品消费量的影响次之$食用植

物油作为居民生活必需品$收入对其消费量的影响

效力如何则需要进一步判断% 居民收入对于消费的

影响效力会随着收入层次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低

收入层次时$其边际消费倾向是最高的$即增加部分

的收入被用于消费的比例往往是最大的$随着收入

层次增加$边际消费倾向逐渐减少% 消费者行为理

论也表明$原消费水平的高低会影响收入对于消费

的影响效力$低水平消费时收入的增加对消费有促

进作用$当消费水平转高时$收入增加反而对消费起

抑制作用% 在食用植物油的消费上$这一理论仍然

适用$当消费水平足够高时$收入增加会抑制食用植

物油的消费量+#",

% 而当前农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

水平具体处于哪个层次$还需要进行实证分析判断%

#B!M城市化

城市化又叫城镇化$是指第二'三产业在城市发

展$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不断增加城市

数量$扩大城市规模$同时城市生活和生产方式不断

辐射农村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其衡量指标为

城市化率%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虽

然做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政策调

整$但城市化质量仍旧参差不齐+#%,

!为实现城市化

高质量转变$注重城乡融合可持续发展$!"#! 年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

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城市化发展更加均衡$城市化在

扩大内需'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保障居民饮食健康

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

% 城市化进程中非农就

业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降低收入风险+!",

$进

而为提高农村居民食用植物油消费水平+!# $!!,

'改变

惯用食用油种类+#",创造了条件%

#B.M消费习惯

根据消费习惯理论$消费习惯包含两部分&一是

外部习惯$又称(示范效应)$是指消费者在消费时

会互相影响$并且存在互相攀比的趋势!二是内部习

惯$又称(棘轮效应)$是指消费者的当前消费不仅

受当期收入的影响$还受过去消费水平和过去收入

的影响+!.,

% 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家庭的食品消费有

显著的内部习惯形成效应$且其消费习惯在食品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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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决策中的作用要高于预防性动机+!J,

$当农村居民

的收入增速波动幅度越大且波动越频繁时$其各项

消费对收入的依赖性越强$而当农村居民收入增速

较高且稳定性越强时$其消费水平的变动越依赖于

消费的惯性+!K,

% 同时$随着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农

村居民的消费会受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即外部消

费习惯的影响会增强+!A,

%

以上相关性理论分析表明$农村居民食用植物

油消费量与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消费习惯息息相

关% 在当前国际贸易形势复杂'国内供给短期不能

大幅提升的严峻形势下$深入探究三种因素对农村

居民人均年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的长期和短期影响以

及三者的作用机制$对准确掌握农村居民人均食用

植物油消费趋势'促进农村居民合理摄入油脂和维

护国家粮油安全意义重大%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B#M数据来源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村居民

收入名义数据来自.中国住户调查年鉴/$为消除价

格变动的影响$对农村居民收入名义数据用农村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简单的预处理$农村居民收入

数据均以 #)%J 年为基期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进行折算!城市化水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消费习惯用消费惯性数据来表示$即用我国农村居

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上一期数据来表示% 基于

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

取的时间跨度为 #)%!-!"!" 年%

!B!M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本研究尝试建立两组模型$第一组为农村居民

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与城市化水平指标和消费习

惯指标的时间函数关系模型$第二组为农村居民人

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与农村居民收入指标和消费习

惯指标的时间函数关系模型% 由于变量数据都是非

平稳时间序列数据$为减少数据信息损失量$对其建

立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农村居民收入'城

市化水平以及消费习惯对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

消费量的长'短期影响% 消费习惯用农村居民人均

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的 # 阶滞后项表示$也可以消

除模型自相关的影响% 同时$为了减少数据波动

对异方差的影响$对所有变量做对数处理$这样得

到的回归系数就可以直接作为边际弹性系数进行

分析% 根据学者们对不同区域内食用植物油需求

收入弹性""#的测算$基本可将食用植物油需求收

入弹性分为 . 类&" k"k#$表明该研究范围内的食

用植物油属于生活必需品!"l#$表明该研究范围

内的食用植物油属于奢侈品!"k"$表明该研究范

围内的食用植物油属于低档品+!&,

% 因此$构建计

量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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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为年份!#为我国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

物油消费量!$为城市化水平!%为农村居民收入!

"

为模型残差项!

!

&

"&m"'#'!'.'J'K#为系数% 式

"##'式"!#为协整回归模型$模型中解释变量的估

计参数均为长期参数$表示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

系$可反映城市化水平'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习惯

对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的长期影响%

为研究城市化水平'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习惯对

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的短期影响$在

式"##'式"!#的基础上构建误差修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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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为变量差分项!

%

为模型残差项!

'

C6#"!$##

和'

C6!"!$##

为误差修正项$分别表示回归方

程中滞后一期的回归残差$代表前一期被解释变量

对长期均衡水平的偏离!

#

.

和
#

&

为修正系数$代表

被解释变量9;#

!

对误差的调整速度$其他解释变量

前的估计参数均为短期参数$代表变量之间的短期

调整关系%

!B.M单位根检验

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实证分析中$多数经济

时间序列变量都是非平稳的$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

真实性和可靠性$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是非常必要的$这一检验称为单位根检验% 本研究

使用 b-"b8CH=:$-899=[#法'Nb-"NR?6=;S=Z b8CH=:$

-899=[# 法' hh"hW8998_Y$h=[[D; # 法和 b-$1U0

"b8CH=:$-899=[$1=;=[798I=Z U=7YS0ER7[=Y#法 J 种

方法共同检验所有变量的平稳性$以减少偶然性结

果$提高单位根检验的可靠性%

!BJM协整检验

若各变量对数序列的长期趋势均具有同阶平稳

性$但是各变量之间存在不平稳性仍不能直接进行

协整回归$还需要对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

稳定关系进行协整检验% 本文选择41两步法建立

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该方法适用于对小样本

建模% 协整检验是使用41检验法通过检验模型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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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项的平稳性来检验其是否具有协整关系$由于41

检验为左侧单边检验$所以若模型残差项是平稳的$

则统计量的值会小于检验临界值$拒绝不平稳的原

假设$说明协整关系成立%

B>模型估计

.B#M建模基础数据

#)%!-!"!"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

消费量'城市化率'农村居民收入趋势如图 # 所示%

图 =>=HF?(?@?@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城市化率$农村居民收入趋势

MM由图 #可知&我国城市化率由 #)%! 年的 !#B#e

逐年增加到 !"!" 年的 A.B)e$总体上升了 J!B% 百

分点$年均增长率约为 .B"e!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由

#)%! 年的 !&"B# 元逐年增加到 !"!" 年的 . "A!B"

元$总计增加了 ! &)#B) 元$年均增长率约为 ABAe$

增速快于城市化率!我国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

消费量总体呈现波动增长态势$#)%!-#))& 年人均

消费量由 !B# H?升至 JB& H?$增长 # 倍以上$年均增

速约 KBKe$#))%-#))) 年基本保持不变$!"""-

!""! 年人均消费量连续 . 年增加$达到 &BK H?$. 年

总体增幅高达 A.B"e$而 !"".-!""J 年连续 ! 年大

幅下降$恢复到 KB. H?$! 年总体降幅为 !)B.e$

!""K-!"#! 年保持低速波动增长$人均消费量增加

到 AB) H?$!"#. 年突增至 )B. H?$之后便保持在 ) H?

左右$!"!" 年又突增至 #"B! H?%

总体而言$城市化率'农村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

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三者的变化方向一致$都呈

正向增长$所以初步推测$城市化率和农村居民收入

对于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具有正向影

响$即在城市化率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下$农村居

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应该一直保持稳定增长%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化率和农村居民收入稳

步增长的同时$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并

没有与二者同步增长$反而出现了在 !"""-!""! 年

急速增长$又在之后 ! 年内快速下跌至 !""" 年的水

平$在 !"#. 年和 !"!" 年再次出现异常增长的剧烈

波动现象% 虽然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剧

烈波动的持续时间较短$但是却打破了为学术界所

公认的食用植物油缺乏需求弹性的经济学定义$给

粮油市场造成了较大冲击% 因此$在研究农村居民

收入和城市化水平对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

量的基础上$再引入消费习惯这一变量$建立协整模

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农村居民收入'城市化水

平'消费习惯对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的

长'短期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三者对农村居民人均食

用植物油消费量剧烈波动的调节作用%

.B!M单位根和协整检验结果分析

单位根检验(值见表 #%

表 =>单位根检验 !值

变量 b-检验 Nb-检验 hh检验 b-$1U0检验

9;#

!

"BA#J ) "B"&" ) "B!#J ) l"B#"" "

9;$

!

"B&)" J "B&JA % "B%!J " l"B#"" "

9;%

!

"BJ). J "BK!& J "B!&K % l"B#"" "

9;#

!$#

"BJ). J "B")A K "B!&K % l"B#"" "

!

9;#

!

"B""" " "B""# % "B""" " k"B"#" "

!

9;$

!

"B""% & "B"KJ K "B""K % k"B#"" "

!

9;%

!

"B""" " "B"!A A "B""" " k"B"#" "

!

9;#

!$#

"B""" " "B"". & "B""" " k"B"#" "

MM由表 # 可知$变量 9;#

!

'9;$

!

'9;%

!

和 9;#

!$#

的 J

个检验的(值均在 Ke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原

假设$即 J 个变量是非平稳的$对它们进行 # 阶差分

后得到的 J 个差分变量中$

!

9;#

!

'

!

9;%

!

'

!

9;#

!$#

的 J

个检验的 (值均在 Ke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

设$虽然变量
!

9;$

!

的Nb-检验(值大于 "B"K$b-$

1U0检验的(值未小于 "B"#$但这两个检验在 #"e

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可以拒绝原假设$并且 b-检验

和hh检验的(值均在 #e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拒

绝原假设$因此变量
!

9;$

!

也为平稳序列 V""#% 综

上$J 个未差分变量均为 # 阶单整序列V"##$符合协

整模型的前提条件$可以进行协整回归%

将两组模型变量协整回归后进行协整检验$模

型"##的41检验统计量值为 $JB))!$模型"!#的

41检验统计量值为 $KB#)%% . 个变量协整检验

41临界值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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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个变量协整检验IJ临界值

样本容量
不同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

$"B"# $"B"K $"B#"

!K $JB)! $JB#" $.B&#

K" $JBK) $.B)! $.BK%

MM由表 ! 可知$样本容量越少$相同显著性水平下

临界值越小% 模型"##和模型"!#的样本容量均为

.%$介于 !K fK" 之间$且其统计量值均小于样本容

量为 !K 时 #e水平下的 41临界值$说明可以拒绝

原假设$两个模型残差项平稳$均通过协整检验$两

个模型中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B.M长期影响分析

表 . 为两个协整模型参数估计和模型检验结

果% 由表 . 可知&模型"##和"!#的 )

!

NZG

的值均超过

"B)K$且两个模型的*检验值均为 "$说明两个模型

具有较高的拟合效果!两个模型中除常数项外其余

变量的!检验均在 Ke的水平下显著$回归系数显著

不为 "%

表 B>协整模型参数估计及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模型"!#

常数项 $"BA!""B"&K# $"B.J""B#.)#

9;X

!

F9;1

!

$"B."""B"..# $"B##""B"J##

9;#

!$#

$"B&.""B"""# $"B&%""B"""#

)

!

NZG

"B)K. AMM "B)K. #MM

*检验 "B""" "MM "B""" "MM

M注&表身括号中数据表示估计系数!检验的(值

因此$分别构建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

量与城市化水平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协整方程为&

9;#

!

m$"+A! n"+."9;$

!

n"+&.9;#

!$#

n

"

#!

"K#

9;#

!

m$"+.J n"+##9;%

!

n"+&%9;#

!$#

n

"

!!

"A#

从协整方程中可以看出$各解释变量系数在协

整方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弹性$表明各解释变量对农

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

的差异% 城市化水平对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

费量的弹性系数为 "B."$农村居民收入对农村居民

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的弹性系数为 "B##$这表明

城市化水平和农村居民收入对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

物油消费均具有正向影响$即城市化的推进和农村

居民收入的增加会提高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的

消费量% 但农村居民收入弹性系数小于城市化水平

弹性系数$从长期来看$城市化水平对于农村居民人

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农村居民

收入%

同时$从两个模型回归结果能够看出$农村居民

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的 # 阶滞后项即消费惯性的

系数相差不大$进一步说明这两个模型拟合结果具

有一致性$参数比较可靠% 消费惯性的弹性系数为

"B& 以上$远大于城市化水平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弹

性系数$说明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更受

消费习惯影响%

.BJM短期影响分析

误差修正模型参数估计及模型检验结果见

表 J%

表 C>误差修正模型参数估计及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模型"J#

常数项 $"B".""BK.A# $"B"!""BAJA#

!

9;$

!

F

!

9;%

!

$"B&J""BK)"# $"B#K""BA)A#

!

9;#

!$#

$#B#.""B""K# $#B#K""B""A#

'

C6"!$##

$#B!!""B""A# $#B!!""B""&#

)

!

NZG

"B#A! &MM "B#.% .MM

*检验 "B".# !MM "B"J% !MM

UQ检验 "BA&# &MM "BA!% AMM

怀特检验 "BKJA !MM "B))& KMM

M注&表身括号中数据表示估计系数!检验的(值

由表 J 可知&两个模型 UQ检验的 (值均在

#"e的水平下不拒绝原假设$说明两个模型均不存

在自相关性!两个模型怀特检验的 (值均在 #"e的

水平下不拒绝原假设$说明两个模型不具有异方差!

模型".#和"J#的)

!

NZG

都比较小$可能由于模型中缺

乏其他重要的影响因素或者受随机性因素影响$但

并不影响模型回归% 两个模型的*检验值均在 Ke

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两个模型回归关系均成立$同

时$误差修正项'

C6"!$##

和
!

9;#

!$#

变量的!检验均在

Ke的水平下显著$!检验通过$回归系数显著不为

"% 另外$两个误差修正模型的 aV-检验结果见表

K% 由表 K 可知$两个误差修正模型的aV-值均小于

#"$说明两个模型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 D>误差修正模型K#L检验

变量 模型".# 模型"J#

!

9;$

!

F

!

9;%

!

#B"# #B"!

!

9;#

!$#

KB)) AB.A

'

C6"!$##

AB"" AB.!

模型平均值 JB.J JBK&

MM因此$分别构建剔除不显著变量后的农村居民

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与城市化水平和农村居民收

入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

9;#

!

m#+#.

!

9;#

!$#

$#+!!'

C6#"!$##

n

$

#!

"&#

!

9;#

!

m#+#K

!

9;#

!$#

$#+!!'

C6!"!$##

n

$

!!

"%#

两个模型中误差修正项 '

C6"!$##

的系数均为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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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符合反向修正的原理$并且两个模型的值相同$

表明两个模型各变量短期与长期均衡趋势的偏离趋

势具有相似性% 在短期影响效应中$检验结果显示

变量
!

9;$

!

和变量
!

9;%

!

的系数均没有通过!检验$

说明城市化水平和农村居民收入对于农村居民人均

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在短期内没有影响$两者的影响

作用主要体现在长期效应% 相较于农村居民收入和

城市化水平而言$消费习惯在短期的影响效应非常

显著$其系数在 #B# 以上$说明在短期内农村居民人

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主要受消费惯性的影响$消费

的(棘轮效应)表现较为明显% 短期内农村居民人

均植物油消费量较为稳定$相比于之前不会发生较

大偏差%

C>讨>论

JB#M关于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异常波

动现象

针对前文中提到的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

费量异常波动现象$查阅相关资料和前人研究$可以

大致作出如下解释&

"##关于 !"""-!""! 年消费量急速增长的解

释&在 !" 世纪 )" 年代末期$由于阶段性'区域性'结

构性的粮食过剩$农业部提出了(稳粮压棉扩油)的

举措+!%,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年

豆类种植面积大幅增长$!""" 年油料面积增加到

# KJ" 万 W6

!

$达到峰值$同比增长 #"B&Je$同时期

我国食用植物油大幅增加+!),

%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

供给的增加$释放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农村地区

食用植物油需求快速增加+.",

% 除此之外$!""! 年

我国暴发(非典)疫情$居家时间的增加和物价的上

升$增加了居民对粮油生活必需品的采购$同时群众

的恐慌心理加剧了对粮油的哄抢+.#,

$导致农村居民

家庭储油量增加$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

也随之大幅增加%

"!#关于 !"".-!""J 年消费量快速下跌至

!""" 年消费水平的解释&随着(非典)疫情得到控

制$社会经济发展回到正轨$食用植物油这种需求弹

性较小的必需品$前期的储备过量必然会降低后期

的采购+.#,

%

".#关于 !"#. 年消费量剧烈波动并持续保持

在较高水平的解释&!"## 年国家统计局制定了城乡

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总体方案$并于 !"#! 年第四季

度实施$重新规范了城乡划分范围$统一了抽样方法

和调查过程$改进了调查手段+.!,

$这对农村居民食

用植物油消费量的统计工作造成了影响$优化了统

计数据$!"#! 年后的消费量更接近于实际值$所以

!"#. 年消费量的异常增加大概率是统计口径发生

变化导致的%

"J#关于 !"!" 年消费量剧烈增加的解释&!"!"

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全面暴发$全国范围内开始

实行居家隔离$外出务工求学人员在较长时段内滞

留在农村$农村居民食用植物油需求显著增加$再加

上部分农村地区出现哄抢粮油的现象+..,

$导致了

!"!" 年消费量的异常增加%

综上所述$除去统计口径的变化$突发性事件的

出现是造成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短期剧

烈波动的主要原因$而这种剧烈的波动又随着社会

经济的稳定和消费习惯的黏性而逐渐回归正常%

JB!M关于我国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情况

本文测算的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油消费量是农村

居民居家消费量$基于农村居民日常购买量进行统

计计算的$没有加入外出就餐用油'摄入含油工业制

品的食油量等+.J,

% 我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

表明$!"#"-!"#!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油摄入

量为 J"B% ?FZ$已经远远高于.中国膳食指南/规定

的每人每日摄入油脂不超过 ." ?的标准!!"#% 年农

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对江苏'河南'四川

三省的农村居民食用油消费情况的调研结果显示$

三省的人均年食用油消费量分别为 #&B%'#KBA'

#AB% H?$农村地区食用油消费过量现象普遍且严

重+J,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研

究员从微观调研入手$发现农村居民日常食用植物

油消费量在逐年增长$动物油消费量虽有所减少但

仍远高于城市居民动物油摄入量+.K,

% 另外$农村地

区因为交通'通信'网络的落后性$对于食用植物油

的营养知识的认知比较匮乏$对食用植物油种类营

养差异性认识不足+.A,

$食用植物油消费也存在严重

的品种单一问题+J,

% 有学者认为$由于缺少在外餐

饮和工业用油的统计$真实食用植物油消费量要高

于.国家统计年鉴/数据+.&,

$而且我国居民对草本

油消费量更高$对木本油消费量较少+.%,

%

D>结论与建议

KB#M结论

通过构建经济计量模型$利用协整分析$得出如

下结论&

"##长期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城市化水平和农

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动

态稳定的协调关系$且城市化水平对于农村居民人

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的影响力大于农村居民收入$

同时$居民消费习惯对于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的影响

非常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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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和城市化水平的

回归系数都不显著$短期内主要是消费习惯决定消

费行为%

".#突发事件是造成农村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

消费量短期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而这种剧烈波动

会随着经济社会的稳定和消费习惯的黏性而逐渐回

归正常%

KB!M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在城市化水平逐步推进$农村居

民收入持续上升的过程中$促进农村居民合理摄入

油脂'引导其建立正确食用油消费习惯$有利于减少

因长期摄入过量油脂而引发的各类疾病$提升食用

油自给率$维护我国食用油安全%

"##在稳步推进城市化进程中$要更注重城市

化的建设质量% 新兴城镇的合理消费结构以及正常

消费水平对于周边农村区域具有示范效应$这种正

确的示范效应会作为农村居民食用植物油消费的外

部习惯影响农村居民食用植物油的消费水平%

"!#加快乡村振兴实施步伐$提高农村居民收

入水平% 加快乡村振兴建设步伐$有利于完善食用

油消费市场$增加农村居民食用植物油种类消费多

样性!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有助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转型升级$实现多元化合理用油$增加对油茶籽油'

橄榄油等木本油的消费%

".#要注重对农村居民进行科学'健康的用油

引导$使农村居民形成健康的消费习惯% 加大健康

用油的摄入量宣传力度$普及用油过量带来的危害$

倡导少油烹饪技艺$通过改变农村居民消费习惯来

达到合理用油的目的%

"J#我国油脂市场需要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短

期防御能力$加快对市场突发问题的反应能力% 一

方面$在提前预知突发事件有可能会造成粮油哄抢

问题时$及时安抚民心$迅速向民众传达'强调粮油

供应充足!另一方面$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增加粮油

供给量$避免因为突发事件导致局部供应能力不足

以致过久扰乱粮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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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B. 6?FH?#$后续可通过精炼等工序进一步

脱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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