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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镇居民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变化趋势影响着城乡居民整体食用植物油消费走向，深入研究其

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可以为我国制定科学合理的粮油供给安全战略和相关产业发展政策提供参

考。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及其影响因素数据，从宏观角度出
发，利用城市化率、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食用植物油零售价格指数、消费习惯４个主
要因素构建灰色ＧＭ（１，５）预测模型，并对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进行预
测。结果表明：构建的模型平均相对误差绝对值为４．９４％，满足模型预测要求；应用该模型进行预
测发现，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恢复到１０ｋｇ以上，且呈小幅增长态
势，叠加持续增长的城镇人口数量，我国油料油脂进口量将进一步增加。为此，提出了引导油脂消

费结构调整、加强对食用油的质量安全监督、提高食用油利用效率和杜绝浪费等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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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居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食
用植物油消费量的变化对其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以

及贸易格局产生显著影响。近年来，随着食用植物

油进口量的激增和进口依存度的提高，社会各界对

食用植物油消费的关注度愈来愈高。相关研究表

明，当前我国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处于过量阶

段［１］，城镇人口占比对油脂等高热量食物的摄入量

具有正向影响［２］，而城镇居民的食物消费模式又主

导着城乡居民食物消费模式的变化方向［３］。因此，

在我国城镇人口超过６０％并在未来还将进一步提
升的背景下，深入研究我国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

油消费量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可以为揭示我国

整体城乡食用植物油消费的演变方向，以及制定科

学合理的粮油供给安全战略和相关产业发展政策提

供数据参考和技术支持。

当前，关于城镇居民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影响因

素的研究方兴未艾，大致将主要影响因素总结如下：

①城市化水平。研究表明，城市化进程中城镇人均
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在显著增加［４－５］，但当城镇人口

占比达到一定水平时，城镇人均居民食用植物油消

费量将趋于稳定［６］，甚至出现明显下降趋势［７］。

②价格变动。研究发现，农产品价格波动会增加价
格因素在居民食品消费中的影响力［８］，对价格的敏

感程度不同造成了城镇居民对不同类型食用植物油

消费行为的分化［９］，低收入的城镇居民对粮油等生

活必需品的价格变动更为敏感［１０］。③收入水平。
吴蓓蓓等［１１］研究发现，城镇居民户均收入水平每增

加１％，油脂类消费将增加４％；王志宏等［１２］研究表

明，城乡居民的油脂消费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加，家

庭人均年收入１万元以上的城市居民，其油脂摄入量
明显高出膳食宝塔的推荐量；而韩啸等［１３］研究发现，

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食用植物油消费量

呈下降趋势。④消费习惯。柳苏芸等［１４］研究发现，

消费习惯、收入水平与贸易政策同为决定食用油消费

量的最重要的３个因素，而且我国居民的消费习惯决
定了我国食用油人均消费量远高于日韩、印度等亚洲

邻国；蒲刚伟［１５］则从微观角度对北京、上海、郑州居

民食用植物油消费行为进行了调查，发现消费习惯是

影响城市居民食用植物油选购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随着对粮油安全问题的关注，众多学

者就食用植物油产需变化趋势进行了系列预测研

究，但当前学者们将重点更多地放在生产和供给领

域［１６－１７］，而就消费领域的预测研究较少，且常将油

料油脂置于整体食物系统下研究［１８］，单独对食用植

物油消费预测研究较少，仅有的少量消费预测多是

文字表述［１９］或者简单的统计数据罗列［２０］或者遗漏

重要影响因素［２１］，缺乏精确可靠的模型量化研究。

灰色预测系列模型（ＧＭ模型）是针对“小样本、贫信
息、不确定”的系统分析、预测的高效方法之一，其

最大优势在于数据较少时仍然适用，并且预测精度

较高［２２］。最基本的ＧＭ模型为 ＧＭ（１，１）时间序列
预测模型，其只用目标序列数据建立模型即可进行

预测，该模型可以较好地预测单一变量的变化规律，

当前在油料消费领域已有一定范围的应用［２３－２４］，但

该模型忽略了其他影响因素变化对研究主体的影

响；而灰色ＧＭ（１，Ｎ）模型则可以加入目标序列的影
响因子序列，使之构成一个系统去预测，其丰富了已

知信息，可以更好地提高预测精度［２５］，因而灰色ＧＭ
（１，Ｎ）模型在农业领域供需预测方面得到了广泛
运用［２６－２８］。

本文将研究聚焦于具有代表性的城镇居民食用

植物油消费领域，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宏观数据，在
把握原始数据演变规律的基础上，将城市化水平、价

格变动、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４个重要影响因素纳
入灰色ＧＭ（１，Ｎ）预测模型之中，以期得到更科学、
更精确的预测结论。

１　变量选取
在对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的影响因

素选择中，为了将影响因素量化，本研究选取城市化

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代表城市化水平，用城

镇食用植物油零售价格指数代表价格变动，用城镇

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收入水平，以上一年

度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代表消费习惯。需要指出的

是，本文测算的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仅

为城镇居民购买食用植物油的居家消费，不包含外

出消费食用植物油摄入量和摄入工业食物制品所含

植物油量。所用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为

研究近期城镇居民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的相关影响因

素和趋势走向，本文截取的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相关数据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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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及其相关影响因素

年份
食用植物油

消费量／ｋｇ
城市化率／％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

可支配收入／元
城镇食用植物油

零售价格指数

上一年度食用植物油

消费量／ｋｇ

２０００ ８．２ ３６．２ ６２５５．７ １００．００ ７．８

２００１ ８．１ ３７．７ ６８２４．０ ８８．９０ ８．２

２００２ ８．５ ３９．１ ７６５２．４ ８９．２６ ８．１

２００３ ９．２ ４０．５ ８４０５．５ ９９．６１ ８．５

２００４ ９．３ ４１．８ ９３３４．８ １１４．５５ ９．２

２００５ ９．３ ４３．０ １０３８２．３ １０８．３６ ９．３

２００６ ９．４ ４４．３ １１６１９．７ １０７．２８ ９．３

２００７ ９．６ ４５．９ １３６０２．５ １３４．３２ ９．４

２００８ １０．３ ４７．０ １５５４９．４ １６７．４９ ９．６

２００９ ９．７ ４８．３ １６９００．５ １３７．３４ １０．３

２０１０ ８．８ ５０．０ １８７７９．１ １４２．０１ ９．７

２０１１ ９．３ ５１．８ ２１４２６．９ １６１．０４ ８．８

２０１２ ９．１ ５３．１ ２４１２６．７ １７０．０６ ９．３

２０１３ １０．８ ５４．５ ２６４６７．０ １７０．５７ ９．１

２０１４ １０．６ ５５．８ ２８８４３．９ １６１．８７ １０．８

２０１５ １０．７ ５７．３ ３１１９４．８ １５６．５３ １０．６

２０１６ １０．６ ５８．８ ３３６１６．２ １５８．１０ １０．７

２０１７ １０．３ ６０．２ ３６３９６．２ １５８．７３ １０．６

２０１８ ８．９ ６１．５ ３９２５０．８ １５８．２５ １０．３

２０１９ ８．７ ６２．７ ４２３５８．８ １５９．６８ ８．９

２０２０ ９．５ ６３．９ ４３８３３．８ １６５．２７ ８．７

２　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影响因素分析
２．１　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灰色关联模型可以通过分析系统中的母序列，

也就是被影响因素序列与子序列———影响因素序列

之间的相关程度，实现灰色相关性的量化，并对影响

因素进行重要性排名。该模型对样本数量的多少和

有无明显规律要求较低，相比传统多因素统计方法

具有实用性强、计算量更小的优点，其计算步骤

如下。

第一步：确定分析数列。

本研究设母序列 Ｘ１为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

油消费量，子序列 ＸＮ（Ｎ＝２，３，４，５）为城镇居民人
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的影响因素，其中Ｘ２为城市化

率，Ｘ３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Ｘ４为城镇
食用植物油零售价格指数，Ｘ５为消费习惯。

第二步：无量纲化处理。

为消除不同数据绝对值的量级差异影响，保证

分析的精准性，需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此处

采用均值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第三步：计算灰色关联系数。

灰色关联系数计算见公式（１）。

ξｉ（ｋ）＝
ｍｉｎ
ｉ
ｍｉｎ
ｋ
Ｘ１（ｋ）－Ｘｉ（ｋ） ＋ρ·ｍａｘｉｍａｘｋ Ｘ１（ｋ）－Ｘｉ（ｋ）

Ｘ１（ｋ）－Ｘｉ（ｋ） ＋ρ·ｍａｘｉｍａｘｋ Ｘ１（ｋ）－Ｘｉ（ｋ）
（１）

式中：ξｉ（ｋ）（ｉ＝２，３，４，５）为关联系数；Ｘ１（ｋ）和
Ｘｉ（ｋ）分别表示母序列中第 ｋ个数据和 ｉ组子序列
中 第 ｋ个 数 据；ｍｉｎ

ｉ
ｍｉｎ
ｋ

Ｘ１（ｋ）－Ｘｉ（ｋ） 和

ｍａｘ
ｉ
ｍａｘ
ｋ
Ｘ１（ｋ）－Ｘｉ（ｋ） 分别表示两级最小差和两

级最大差；ρ为分辨系数，ρ∈［０，１］，通常取值０．５。
第四步：计算关联度排名。

计算母序列与子序列的密切程度，比较各个影

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形成关联度排名。关联度计算

见公式（２）。

ｒｉ＝
１
ｎ∑

ｎ

ｋ＝１
ξｉ（ｋ）；ｉ＝２，３，４，５ （２）

式中：ｒｉ表示第 ｉ个影响因素的关联度；ｎ为序
列中的样本数，在本研究中ｎ＝２１。ｒｉ在０～０．３５之
间为弱相关，在０．３５～０．７０之间为中相关，在０．７０～
１．００之间为强相关。
２．２　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按２．１方法计算城市化率、城镇居民家庭人均
可支配收入、城镇食用植物油零售价格指数、消费习

３２０２３年第４８卷第１１期　　　　　　　　　　　　　中　国　油　脂



惯４个因素与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之间 的灰色关联系数，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４个因素与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的灰色关联系数

　　从图１可以看出：消费习惯、城市化率和城镇食
用植物油零售价格指数与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

消费量关联性较高，灰色关联系数均超过０．６０，且
整体较稳定，未出现大幅度变动；而城镇居民家庭人

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的

灰色关联系数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Ｕ”形变化趋
势，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处于上升趋势，在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处于下降趋势，说明近年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对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的影响

力在逐渐变小。

按２．１方法根据４个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系数
计算关联度并进行排序，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关联度排名

影响因素 关联度 排名

城市化率 ０．８２５ ２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０．５８１ ４

城镇食用植物油零售价格指数 ０．７９８ ３

消费习惯 ０．９２３ １

由表２可看出，不同因素对城镇居民人均食用
植物油消费量的影响具有一定差异。其中：消费

习惯的关联度最高（０．９２３），为强相关，说明在近

期内居民食用植物油消费行为多受消费习惯的影

响，因此在考虑作用于居民食用植物油消费侧的

相关举措时，可以重点从消费习惯切入，通过引导

居民的消费习惯改善其食用植物油消费水平；其

次是城市化率和城镇食用植物油零售价格指数，

关联度分别为０．８２５和０．７９８，也为强相关，说明
二者对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的影响较

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关联度最低，

为０．５８１，属于中相关，可能是由于食用植物油作
为生活必需品，收入的变化对食用植物油需求量

的影响程度较低所致，但整体上仍可将其视为重

要影响因素。

３　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预测分析
３．１　灰色ＧＭ（１，Ｎ）预测模型设定

灰色ＧＭ（１，Ｎ）模型通过消除基础数据之间的
随机性和波动性，形成一次累加的含趋势新序列，并

根据新序列的趋势建立灰色模型从而得出预测值。

基于本研究实例，该模型计算过程以及模型精度检

验方式如下。

３．１．１　灰色ＧＭ（１，Ｎ）模型计算过程
第一步，计算出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

量及其影响因素的１－ＡＧＯ序列，如表 ３所示。

表３　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及其影响因素的１－ＡＧＯ序列

消费量（Ｘ（１）１ ） 城市化率（Ｘ（１）２ ）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Ｘ（１）３ ） 城镇食用植物油零售价格指数（Ｘ（１）４ ） 消费习惯（Ｘ（１）５ ）

８．２ ３６．２ ６２５５．７ １００．００ ７．８０

１６．２ ７３．９ １３０７９．７ １８８．９０ １５．９６

２４．８ １１３．０ ２０７３２．１ ２７８．１６ ２４．０４

３４．０ １５３．５ ２９１３７．６ ３７７．７７ ３２．５６

４３．３ １９５．３ ３８４７２．４ ４９２．３２ ４１．７６

５２．５ ２３８．３ ４８８５４．７ ６００．６８ ５１．０５

６１．９ ２８２．６ ６０４７４．４ ７０７．９６ ６０．３０

７１．５ ３２８．５ ７４０７６．９ ８４２．２８ ６９．６８

８１．８ ３７５．５ ８９６２６．３ １００９．７７ ７９．３１

４ ＣＨＩＮＡＯＩＬＳＡＮＤＦＡＴＳ　　　　　　　　　　　　　　２０２３Ｖｏｌ．４８Ｎｏ．１１



续表３

消费量（Ｘ（１）１ ） 城市化率（Ｘ（１）２ ） 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Ｘ（１）３ ） 食用植物油零售价格指数（Ｘ（１）４ ） 消费习惯（Ｘ（１）５ ）

９１．５ ４２３．８ １０６５２６．８ １１４７．１１ ８９．５８
１００．３ ４７３．８ １２５３０５．９ １２８９．１２ ９９．２５
１０９．６ ５２５．６ １４６７３２．８ １４５０．１６ １０８．０９
１１８．７ ５７８．７ １７０８５９．５ １６２０．２２ １１７．３５
１２９．５ ６３３．２ １９７３２６．５ １７９０．７９ １２６．４９
１４０．１ ６８９．０ ２２６１７０．４ １９５２．６６ １３７．２９
１５０．８ ７４６．３ ２５７３６５．２ ２１０９．１９ １４７．８９
１６１．４ ８０５．１ ２９０９８１．４ ２２６７．２９ １５８．５９
１７１．７ ８６５．４ ３２７３７７．６ ２４２６．０２ １６９．１９
１８０．６ ９２６．９ ３６６６２８．４ ２５８４．２７ １７９．４９
１８９．３ ９８９．６ ４０８９８７．２ ２７４３．９５ １８８．３９
１９８．８ １０５３．５ ４５２８２１．０ ２９０９．２２ １９７．０９

　　第二步，计算矩阵 Ｂ。首先生成 Ｘ（１）１ 的紧邻均
值生成序列：

Ｚ（１）１ ＝（ｚ
（１）
１ （２），ｚ

（１）
１ （３），ｚ

（１）
１ （４），ｚ

（１）
１ （５），

ｚ（１）１ （６），…，ｚ
（１）
１ （２１））＝（１２．２，２０．５，２９．３６，

３８．６０８，４７．８７５，…，１９４．０４）

其中，ｚ（１）１ （ｋ）＝
１
２（ｘ

（１）
１ （ｋ）＋ｘ

（１）
１ （ｋ－１）），ｋ＝

２，３，…，２１。
其次，根据目标序列的紧邻均值生成序列和影

响因素的１－ＡＧＯ序列构建矩阵Ｂ：

Ｂ＝

－ｚ（１）１ （２） ｘ（１）１ （２）

－ｚ（１）１ （３） ｘ（１）１ （３）

… ｘ（１）５ （２）

… ｘ（１）５ （３）

 

－ｚ（１）１ （２１） ｘ（１）１ （２１）
 

… ｘ（１）５ （２１













）

＝

０－１２．２　０００７３．９　０１３０７９．７　０１８８．９００１５．９６
０－２０．５ ００１１３．０ ０２０７３２．１ ０２７８．１６０２４．０４
　　 　　 　　 　　 　
－１９４．０４１０５３．５ ４５２８２１．０ ２９０９．２２１９７．











０９

第三步，通过最小二乘法求得参数β
＾
。

ｘ（０）１ （ｋ）＋ａｚ
（１）
１ （ｋ）＝∑

Ｎ

ｉ＝２
ｂｉｘ

（１）
ｉ （ｋ）为 ＧＭ（１，Ｎ）

模型，需要求解模型未知参数，参数 β
＾＝（ａ，ｂ２，

ｂ３，…，ｂＮ）
Ｔ可以通过最小二乘法来求解，即 β

＾＝
（ＢＴＢ）－１ＢＴＹ。其中：

Ｙ＝

ｘ（０）１ （２）

ｘ（０）１ （３）



ｘ（０）１ （２１













）

最后求得β
＾＝（ＢＴＢ）－１ＢＴＹ＝（１．７８２６，０．１５７７，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９，１．２２６５）Ｔ。

第四步，求得目标函数一次累加序列Ｘ（１）１ 的预
测值。

ＧＭ（１，Ｎ）模型的时间响应函数式为：

ｘ^（１）１ （ｋ＋１）＝ ｘ（０）１ （１）－
１
ａ∑

Ｎ

ｉ＝２
ｂｉｘ

（１）
ｉ（ｋ＋１[ ]）ｅ－ａｋ＋

１
ａ∑

Ｎ

ｉ＝２
ｂｉｘ

（１）
ｉ （ｋ＋１）

将第三步中求得的参数 β
＾
代入 ＧＭ（１，Ｎ）模型

的时间响应函数式得到序列Ｘ（１）１ 的预测值：

Ｘ（^１）１ ＝（８．１６，１５．１９，２４．６３，３３．８７，４３．３５，
５２．８８，…，１９９．３５）

第五步，利用 ｘ^（０）１ （ｋ＋１）＝ｘ^
（１）
１ （ｋ＋１）－ｘ^

（１）
１ （ｋ）

还原得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目标序列

Ｘ（０）１ 的预测值。
３．１．２　模型精度检验

灰色ＧＭ（１，Ｎ）模型常用的精确度检验方法为
后验差检验法。后验差检验法通过后验差比（Ｃ）和
小误差概率（ｐ）两个指标判断灰色 ＧＭ（１，Ｎ）模型
精度。Ｃ值越小，表明模型精度越高；ｐ值越大，表
明预测值分布越均匀。具体的模型精度等级标准见

表４。当Ｃ和ｐ的精度等级不同时，取两者中较低
等级作为标准。

表４　模型精度等级标准

模型精度等级 Ｃ ｐ

１级（好） ≤０．３５ ≥０．９５

２级（合格） （０．３５，０．５］ ［０．８，０．９５）

３级（勉强合格） （０．５，０．６５］ ［０．７，０．８）

４级（不合格） ＞０．６５ ＜０．７

　　后验差检验法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计算目标序列的方差。

Ｓ２１＝
１
ｎ－１∑

ｎ

ｉ＝１
（ｘ（０）１ （ｉ）－ｘ

（０）
１ ）

２

５２０２３年第４８卷第１１期　　　　　　　　　　　　　中　国　油　脂



第二步，计算目标序列预测值与实际值的绝对

误差Ｅ０（ｉ），并计算绝对误差序列的方差。

Ｓ２２ ＝
１
ｎ－１∑

ｎ

ｉ＝１
（Ｅ０（ｉ）－Ｅ０）２ ＝ １

ｎ－１·

∑
ｎ

ｉ＝１ ｘ（０）１ （ｉ）－ｘ^
（０）
１ （ｉ）－

∑
ｎ

ｉ＝１
ｘ（０）１ （ｉ）－ｘ^

（０）
１ （ｉ）( )ｎ

２

第三步，计算后验差比（Ｃ）和小误差概率（ｐ）。
Ｃ＝Ｓ２／Ｓ１

ｐ＝Ｐ｛Ｅ０（ｉ）－Ｅ０ ＜０．６７４５Ｓ１｝
３．２　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预测结果

按３．１方法建立的灰色 ＧＭ（１，Ｎ）模型预测城
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同时与真实值进行

对比，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灰色ＧＭ（１，Ｎ）预测值及误差

年份 预测值 真实值 相对误差／％
２０００ ８．１６ ８．１６ ０
２００１ ７．０３ ８．０８ －１２．９８
２００２ ９．４４ ８．５２ １０．８２
２００３ ９．２３ ９．２０ ０．３７
２００４ ９．４９ ９．２９ ２．１３
２００５ ９．５２ ９．２５ ２．９４
２００６ ９．５２ ９．３８ １．４５
２００７ ９．６１ ９．６３ －０．２４
２００８ ９．７４ １０．２７ －５．１８
２００９ １０．２３ ９．６７ ５．７４
２０１０ ９．８４ ８．８４ １１．３６
２０１１ ９．２６ ９．２６ ０．０２
２０１２ ９．４９ ９．１４ ３．８５
２０１３ ９．３９ １０．８０ －１３．０８
２０１４ １０．５０ １０．６０ －０．９６
２０１５ １０．３６ １０．７０ －３．１９
２０１６ １０．４１ １０．６０ －１．７９
２０１７ １０．２９ １０．３０ －０．０６
２０１８ １０．０２ ８．９０ １２．６１
２０１９ ８．９７ ８．７０ ３．１４
２０２０ ８．８５ ９．５０ －６．８８

　　由表５可看出，少数几个年份灰色ＧＭ（１，Ｎ）模
型预测值与真实值的相对误差绝对值在１０％以上，
大部分年份的相对误差绝对值低于５％，说明应用
于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的灰色 ＧＭ（１，
Ｎ）模型具有较高的精度，通过计算得出该模型的平
均相对误差绝对值为４．９４％，预测值的准确度相对
较高。通过精度检验，计算得出该灰色预测模型

Ｃ＝０．５，ｐ＝０．８，比对表４的模型精度检验等级，可
知该模型精度等级已达合格水平，模型拟合效果

良好。

出于对预测值可靠性的考量，在数据信息较

少时，做中长期预测往往误差会较大，因此本文只

预测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的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
消费量，以期为后续政策意见提供短期数据支撑。

通过灰色 ＧＭ（１，Ｎ）模型的预测，可以得出２０２１—
２０２５年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预测值，
结果见表６。
表６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预测值

年份 预测值／ｋｇ
２０２１ １０．０４
２０２２ １０．０２
２０２３ １０．０７
２０２４ １０．１３
２０２５ １０．１７

由表６可知，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
食用植物油的消费水平从２０１９和２０２０连续两年低
于９ｋｇ恢复到１０ｋｇ以上，并呈小幅稳步增加趋势，
不断向《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健康食用植物油最

高摄入量（年人均１０．９５ｋｇ）逼近，如果算上外出消
费食用植物油摄入量和摄入工业食物制品所含植

物油量，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已远超

健康食用植物油最高摄入量［２９］，缓慢增长的城镇

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乘以庞大的人口基

数，会导致本就庞大的油料油脂进口规模持续扩

大［３０］，进一步增加我国食用植物油的进口风险。

因此，现阶段对城镇居民进行食用植物油消费减

量引导，对城乡整体食用植物油消费回归健康水

平、降低整体油料油脂进口规模和进口风险、建设

健康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４　建　议
基于研究结果，从如下几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供参考。

一是加强均衡饮食营养宣传，引导油脂消费结

构调整。利用电视广告、视频短片、宣传标语、社区

讲座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膳食宝塔和《中国

居民膳食指南》中健康食用油摄入量进行宣传，普

及膳食健康消费知识，引导城镇居民树立健康的食

用油消费理念；同时，对具有较高营养价值的木本油

进行宣传推广，提升木本油在食用植物油消费中的

占比，减少对草本油的消费依赖，引导居民进行多元

化油脂消费，完善食用植物油消费结构。二是加强

对食用植物油的质量安全监督。“民以食为天，食

以安为先”，食用油品质安全不容忽视。要加强源

头治理，鼓励生产企业加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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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管理技术的提升，同时强化日常监督和抽检工作，

建立不合格产品生产厂家跟踪抽检机制，并及时公

布检测结果，让“优者胜，劣者汰”的市场竞争机制

发挥作用，切实为消费者构建一个高效、稳定、健康

的食用油消费环境。三是提高食用油利用效率，杜

绝浪费。我国食用植物油的消费量在一段时间内还

将持续扩大，在供给侧抓好油料油脂质量提升、产量

提高、成本降低的同时，还要在需求侧建立长效监督

和奖惩机制，鼓励油料油脂企业对全产业链的把控，

降低食用油在运输、存储、加工过程中的损耗，同时

利用信息技术发展，推行电子营养标签，为居民个人

食用油摄取提供精准营养支撑，杜绝食用油消费中

的浪费现象，在全社会形成简约、健康、绿色的饮食

消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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