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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五省调查数据的我国居民食用植物油

消费认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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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深入了解居民对食用植物油的认知和消费现状，推动食用植物油科学消费，基于山东、河

南、陕西、吉林、广东五省１１０８份实地调研问卷数据，探讨了消费者对食用植物油的认知情况、购
买意愿和消费行为，影响购买意愿的因素及不同消费群体间的购买差异。结果表明：消费者对食用

植物油的营养知识和用油习惯的认知较为匮乏，其消费呈品种多样化特点；消费者对食用植物油的

消费意愿主要受品牌与知名度、价格、是否转基因这３个因素影响；消费者年龄越大，越不看重脂肪
酸构成比例、风味和食用偏好及营养功能物质含量；受教育水平越高，越不重视价格因素；身体质量

指数（ＢＭＩ）更低或家庭收入更高的消费者，更重视食用植物油的脂肪酸构成比例、营养功能物质含
量、风味和食用偏好等。基于以上结论，从政府、企业和消费者３个角度提出合理化建议，以促进植
物油产业发展和健康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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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用植物油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之一，是人
体脂肪的重要来源，食用植物油的健康消费是衡量

一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新中国成立以

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消费结构转型升级，食

用植物油供应总量稳步增加，居民食用植物油消费

量也显著增长。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食用

油消费国，但居民食用植物油消费的科学性和合理

性显著不足，消费过量、品类单一、结构性失衡、浪费

严重的问题比较突出［１］。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

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２０２０年）》显示，居民
超重肥胖问题不断凸显，慢性病患病／发病率仍呈上
升趋势［２］。我国家庭烹调用油达４３．２ｇ／ｄ，超过一
半的居民烹调用油高于３０ｇ／ｄ的膳食指南推荐值
上限［３］。研究表明，居民肥胖、“三高”、心脑血管疾

病发病率逐年增加，这些疾病与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其中包括食用油消费习惯）密切相关［４］。

当前，营养健康已经成为城乡居民追求美好生

活的重要内容，消除亚健康，减少营养相关慢性病，

追求健康长寿和品质生活，既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

同期许，也是国家政策的重要取向。在此背景下，党

中央、国务院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印发《“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从国家战略出发，对人民健康、营
养生活、健康产业发展和保障作出了规划部署，中国

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２０２２）》将“少
盐少油”作为平衡膳食八大准则之一［４］。因此，引

导居民科学选择、健康消费食用植物油，无论对改善

居民营养，还是保障油脂可持续供给均具有重要意

义。本研究基于我国山东、河南、陕西、吉林、广东五

省的食用植物油消费调研数据，探讨了消费者对食

用植物油的认知情况，系统分析居民食用植物油消

费偏好、用油习惯、影响居民食用植物油购买意愿的

因素及不同消费群体间的购买差异，并从政府、企

业、居民３个角度提出推动食用植物油科学消费的
对策建议。

１　数据来源及说明
为获得有代表性的居民调查样本，本研究于

２０２１年５—７月在山东、河南、陕西、吉林、广东五省
开展分层随机抽样调查，通过走访社区、学校、农村，

将面对面访谈式问卷调查与自填式问卷调查相结

合，采用《大营家智慧膳食管理系统》开展消费者调

查，共发放和收集问卷１４６２份，通过严格筛选获得
有效问卷１１０８份，有效率 ７５．７９％。其中来自山
东、河南、陕西、吉林、广东五省的有效样本量分别为

２０９、２４０、２３０、１８６、２４３份。样本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表１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属性 样本量（份）样本占比／％

性别
男 ５５０ ４９．６４
女 ５５８ ５０．３６

婚姻情况

已婚 ６５０ ５８．６７
未婚 ４０２ ３６．２８
丧偶 ４４ ３．９７
离异 １２ １．０８

年龄

１８岁以下 ２４６ ２２．２０
１８～４４岁 ３１２ ２８．１６
４５～５９岁 ２５８ ２３．２９
６０岁及以上 ２９２ ２６．３５

学历

小学及以下 ２０８ １８．７７
初中 ２８６ ２５．８１

高中／职专 ３１６ ２８．５２
大学 ２４１ ２１．７５

研究生及以上 ５７ ５．１４

城乡
城镇 ６３１ ５６．９５
农村 ４７７ ４３．０５

身体质量

指数（ＢＭＩ）

＜１８．５ １４１ １２．７３
１８．５～２４ ５８３ ５２．６２
．０２４～２８ ３１３ ２８．２５
＞２８ ７１ ６．４１

家庭年收入

１万以下 １５４ １３．９０
１万～５万 ３１１ ２８．０７
０５万～１０万 ４３３ ３９．０８
１０万～１５万 １２８ １１．５５
１５万～２０万 ４７ ４．２４
２０万以上 ３５ ３．１６

工作情况

已参加工作 ３８７ ３４．９３
失业／待业 １７６ １５．８８
退休 １９０ １７．１５
学生 ３５５ ３２．０４

２　调查结果
２．１　食用植物油认知情况

在对营养功能物质含量的考虑方面，超过一半

（５５８６％）的被调查者认为食用植物油的营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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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含量一般重要甚至不重要，只有２３．９２％的被
调查者认为比较重要，２０．２２％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常
重要，可见消费者对食用植物油的营养方面重视程

度不够，且对其不够了解。

在植物油食用知识方面，对于炒菜、煎炸、凉拌

等不同烹饪方式，仅有３９．４４％的被调查者选择分
别使用不同的植物油，说明消费者在烹饪选油时仍

然存有困惑。

在食用油烟点认知方面，４５．０４％的被调查者对
食用油的烟点基本不了解，２５．３６％的被调查者从未
关注过，可以看出消费者对食用油烟点的认知程度

不高。烟点是指油脂在加热的过程中，开始冒烟的

温度，一旦发现冒烟情况，就说明脂肪酸已经受到破

坏，容易产生有害物质。不同植物油的烟点可能存

在差别，了解植物油的烟点范围有助于居民根据烹

饪温度合理选择食用油品种，以获得最佳的烹饪效

果，达到健康饮食的目的。

在食用油用量认知方面，６５．０７％的被调查者在
烹饪时是根据平时经验确认食用油用量的，仅有

７３１％的被调查者用有刻度的油壶添加油，其余
２７．６２％的被调查者用勺子辅助添加油或者是没有
在意食用油用量，以上说明消费者平时对食用油用

量总体上具有随意性，这对平衡膳食宝塔推荐的食

用油摄入量的普及和应用造成困难。

在对摄油过量原因分析中，“家庭烹饪中为了

炒菜好吃多放油”“油炸食品等油脂含量较高的食

物消费增加”“在外就餐频次增加”是导致居民摄油

过量的主要原因，上述原因占比分别为 ５１．４４％、
２３．９２％和２３．３８％，可以看出家庭烹饪的用油习惯
对居民摄油过量影响最大。基于膳食调查数据表

明，目前我国居民食用油摄入量已超过膳食指南的

推荐量。

２．２　食用植物油购买意愿和消费行为
在购买规格方面，我国消费者对５Ｌ食用植物

油选择比例最多，达５４．８７％，另外还有３０．１５％的
消费者选择了较小规格，以及１４．９８％消费者选择
较大规格。

在消费品种方面，在１１０８个受访者中，经常吃
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芝麻油的人数最多，分别占

３３．４８％、２７．１７％、３７．００％、２８．０７％。然而，高端小
众的橄榄油、亚麻籽油、米糠油、山茶油、牡丹籽油、

核桃油的消费人数很少，表示没有吃过以上植物油

的人数占比平均高达７０．７６％。
在更换食用植物油种类方面，６７．４２％的被调查

者基本上只吃１种油，３２．５８％的被调查者一年吃２

种或２种以上的食用植物油。《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２０２２）》指出，烹调油要多样化，应经常更换种类，
以满足人体对各种脂肪酸的需要。

在购买渠道方面，调查发现，消费者购买食用植

物油主要是通过超市和农贸市场，其中从超市购买

的人数最多，为７４７人，占总调查人数的６７．４２％，
其次是农贸市场，占总调查人数的１４．８０％，可见在
购买食用植物油的渠道方面，绝大部分消费者倾向

于在超市购买，这一方面与超市提供的良好的购买

环境、对食用植物油明码标价、食品安全有保证有

关，另一方面，大多数超市都会进行一些促销策略，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消费者的消费。此外，从电商平

台购买食用植物油的消费者占总调查人数的

４６０％，这与电商平台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年生鲜电
商平台的快速发展有很大关系，电商的发展改变了

居民的消费方式。

２．３　影响食用植物油购买意愿的因素
问卷将消费者购买食用植物油意愿的影响因素

即植物油属性（价格、品牌与知名度、脂肪酸构成比

例、营养功能物质含量、风味和食用偏好、加工方式、

是否转基因）重要程度的评价分为５级，５表示非常
重要，４表示比较重要，３表示一般重要，２表示不重
要，小于或等于１表示很不重要。图１为影响消费
者购买食用植物油意愿的因素评价结果。

图１　影响消费者购买食用植物油意愿的因素评价结果

　　由图１可看出，品牌与知名度是居民在选购食
用油第一关注的因素。品牌是安全食品的一个重要

信息载体，对标签和品牌的宣传是传递信息的重要

途径，也是克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有效途径

之一［５］，品牌与知名度形象对消费者选购食用植物

油的影响很大，一旦品牌形象树立起来，消费者就能

感知并评价该食用植物油，形成消费习惯后，不仅自

身会回购，还会口口相传，形成更大的消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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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植物油的价格是五省被调查者选购食用油

第二看重的因素。收入影响居民的消费水平，而价

格是居民选购食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消费者对价

格的感知是影响食用植物油购买强有力的变量，价

格是价值的反映，我们在普及食用植物油的营养价

值的同时，也应该在监督基础上引导企业合理定价，

使得居民能够买得起，吃得上。

是否转基因在所有的调查因素中排第三。消

费者对转基因农产品介意的原因可能是消费者对

转基因问题的认识非常有限，易受错误信息的影

响［６］。另外，我国转基因食品标签仍不够完善，转

基因食品标识制度还不能满足消费者知情需

求［７］。因此，一方面要完善食用植物油的标签信

息，另一方面要让消费者更加全面认识转基因植

物油，从而使其能够科学对待转基因植物油并做

出更理性的消费选择。

风味和食用偏好是消费者购买食用植物油意愿

的第四影响因素。消费者对食用植物油的风味仍具

有一定的偏好，反映出现在居民不仅要吃得饱，还要

吃得好的饮食需求，风味与健康成为居民购买食用

植物油的新追求和新向往。

２．４　样本的组间差异分析
对不同消费者购买食用植物油的影响因素进行

组间差异分析，结果见表２。
表２　不同消费者购买食用植物油影响因素组间差异比较

植物油属性 性别 婚姻情况 年龄 学历 城乡 ＢＭＩ 家庭年收入

价格 ０．０９６ ０．９７８ ０．０７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１６５ －０．００６

品牌与知名度 ０．２６７ ０．１１９ ０．５２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４２１ ０．０４６

脂肪酸构成比例 ０．９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营养功能物质含量 ０．７９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风味和食用偏好 ０．２４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加工方式 ０．１０２ ０．３６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２２８ ０．２２６
是否转基因 ０．８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６８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５９８ ０．００２

　注 ：、分别代表ｐ在 １％、５％水平上显著；城乡差异中负值表示乡村消费者更关注

　　由表２可以看出，不同消费者对食用植物油需
求有所差异。性别的组间差异在５％的显著性水平
上不显著，说明食用植物油作为日常消费品，消费者

对其属性的重视程度不存在性别差异。对于不同年

龄段的消费者，在脂肪酸构成比例、营养功能物质含

量、风味和食用偏好、加工方式的重视程度存在显著

负相关关系，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上述属性的重视

程度降低。不同婚姻情况的消费者对脂肪酸构成比

例、营养功能物质含量、风味和食用偏好和是否转基

因这４个因素的重视程度有显著性差异。受教育程
度不同的消费者，对于食用植物油属性的重视程度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消费者会降低对价格的关注度，而提高对食用植物

油其他属性的关注度，尤其是脂肪酸构成比例、风味

和食用偏好。

城乡消费者之间同样存在显著性差异，相较于

城市消费者，乡村消费者更注重食用植物油的价格，

而对于其他属性，则是城市消费者关注度更高。

ＢＭＩ是衡量人体胖瘦及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对于
不同ＢＭＩ的消费者，在食用植物油中脂肪酸构成比
例、营养功能物质含量、风味和食用偏好方面存在显

著性差异，且 ＢＭＩ越高，对这３个因素的关注度越
低。家庭年收入对食用植物油的消费量至关重要，

食用植物油的加工方式在不同收入的消费者之间不

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余属性均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消费者家庭年收入越高，对食用植物油价格属性的

敏感度会降低，而对于品牌与知名度、脂肪酸构成比

例、营养功能物质含量、风味和食用偏好、是否转基

因等属性的关注度显著提高，其中对于食用植物油

中脂肪酸构成比例的组间差异最大。

３　结论和建议
３．１　结论

以山东、河南、陕西、吉林、广东五省１１０８个消
费者作为样本，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研

究分析了我国居民消费者对食用植物油的认知情

况、购买意愿和消费行为，以及影响购买行为的因

素，得出以下结论。

在认知行为方面，大部分居民消费者对食用植

物油的食用知识认知较为匮乏，对食用植物油的营

养成分和含量了解有限且不够重视，没能掌握良好

的用油习惯和烹饪方式。在消费行为方面，大部分

消费者对５Ｌ规格的食用植物油更偏好；对食用植
物油的消费呈品种多样化特点，大豆油、菜籽油、花

生油、芝麻油是我国居民日常消费最多的食用植物

油；大多数消费者只吃１种油，且大部分都是从超市
购买食用植物油，另外，生鲜电商平台的崛起拓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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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购买渠道。在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方面，

消费者对食用植物油品牌与知名度、价格、是否转基

因这３个因素的重视程度较高，品牌越大、知名度越
高、价格越低的非转基因食用植物油，越受到消费者

的青睐。对比不同群体的组间差异来看，消费者对

食用植物油属性的重视程度不存在性别差异；消费

者年龄越大，对食用植物油的脂肪酸构成比例、营养

功能物质含量、风味和食用偏好、加工方式的重视程

度越低；不同婚姻情况的消费者对食用植物油脂肪

酸构成比例、营养功能物质含量、风味和食用偏好和

是否转基因有显著性差异；消费者整体文化素质越

高，对食用植物油的风味和食用偏好及其脂肪酸构

成比例等也更加敏感；乡村消费者比城市消费者更

注重食用植物油的价格；越能够重视食用植物油营

养因素的消费者，其ＢＭＩ值越低，即健康状况越好；
消费者家庭年收入越高，对食用植物油价格敏感性

越低，对除加工方式外的其他属性关注度显著提高。

３．２　建议
３．２．１　政府倡导健康节约用油消费理念

我国居民对食用植物油的认知水平尤其是营养

认知水平较低。政府首先要提高居民消费者的认知

程度，可通过举办营养讲座，以及借助网络平台、电

视宣传平台、直播等新媒体平台进行营养宣教，着重

提高居民对食用植物油的营养价值、烟点、烹饪方式

等方面的认知，配合国家“减油减盐减糖”行动，积

极推广刻度油壶等膳食干预工具，推动形成科学消

费食用植物油的理念，促进居民更加科学、健康、合

理的消费，并最终实现“合理消费 －营养健康 －合
理消费”的良性循环。

３．２．２　企业加强产品创新和品牌打造
品牌与知名度是消费者最重视的影响选购食用

植物油的因素，企业在市场定位和产品设计中，应该

先找到自己的品牌定位，适当加大品牌的广告宣传，

打造特有的企业品牌形象。其次，企业要注重产品

的包装设计和标签信息，突出营养价值等关键信息，

让消费者能够更加方便、准确地了解到食用植物油

营养成分和加工工艺等影响购买行为的关键信息。

最后，企业应加大科技投入，研发更加营养健康的食

用植物油产品和副产物综合利用技术，提升降本增

效能力，制订更合理的价格，提升产品竞争力。同

时，提供更多品种的食用植物油，丰富市场流通中的

食用植物油种类，为消费者购买食用植物油提供

便利。

３．２．３　消费者树立绿色健康消费观念
消费者应该树立“合理选油、科学烹饪、节约用

油”的绿色健康消费观念。一是要积极参与食用植

物油营养相关的科普讲座，了解食用植物油的不饱

和脂肪酸等营养物质的组成和含量、烟点等相关知

识，提高对食用植物油的认知水平。二是学会使用

营养标签，通过读懂营养标签和产品标识，增加对拟

选购食用植物油品种的了解，选择适合的食用植物

油产品。三是培养科学的用油和烹饪习惯，定时更

换食用油品种，选择更加健康的烹饪方式，做到合理

绿色健康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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