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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全球食物系统问题重重，转型势不容缓。

城市食物消费一方面既是造成许多棘手问题的原

因，另一方面，也是有潜力进行变革，从而为食物

系统转型提供解决方案的行动领域。 

在我国，随着居民收入提高，居民膳食不平衡

的问题日益凸显，超重肥胖人群比例不断上升，慢

性病患病率及发病风险呈上升趋势；我国居民膳食

结构西方化的趋势明显，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22）》推荐存在较大差距。基于过往的中国居民

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分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

学研究报告》指出，我国以浙江、上海、江苏等为

代表的江南地区膳食比较接近理想膳食模式，可以

作为东方健康膳食模式的代表。 

杭州市居民膳食营养健康状况监测结果表明，

专一、肉食主义、重口味、精而不细是杭州市居民

膳食的四大突出问题。与此同时，低碳城市、健康

城市和未来社区建设等工作正在杭州市如火如荼

地开展。食物消费与这些工作的关系密不可分，在

城市层面采取食物系统方法，系统性推进可持续健

康膳食转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基于以上背景，本次调研以杭州市中心城区为

范围展开。目标是细致和深入地了解杭州市居民的

食物消费与膳食健康状况，尝试了解其影响因素与

影响机制。调研成果将为利益相关方进一步探索行

动提供依据。为此，此次调研建立了如下图所示的

研究思路与框架，聚焦食物素养与食物环境这两项

影响食物消费行为的内因和外因，探讨其如何影响

食物消费行为，并导致膳食健康水平的行为结果。 

本次调研包含桌面调研、利益相关方与专家咨

询、实地调研与数据统计分析等过程。在实地调研

中，选取了 6个社区和 1个菜市场，运用问卷调查、

实地观察和访谈等多种实证研究方法开展调研。为

了获得杭州社区居民膳食结构、食物消费情况、食

物素养与饮食需求等方面的定量数据，本次调研设

计了包含食物消费频率调查表等内容的电子版问

卷，通过进社区线下填写和线上社群发放的方式共

收集 338 个有效的杭州市居民样本。 

本报告的第 1 章：简介详细地介绍了本次调研

的背景与意义、范围、内容与目标、核心概念、思

路与框架、流程与实地调研方案与方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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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2 章：杭州市居民膳食现状中，利用由食

物消费频率调查表得来的数据，对受调查人群的膳

食结构进行了简单的归类，对膳食健康水平进行了

打分评价，并分析了人口社会经济要素及其他个人

健康相关要素与膳食健康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的相

关性： 

⚫ FFQ 数据表明，膳食不合理的突出问题主要包

括肉类的摄入频率高，和大豆及豆制品、杂粮、

杂豆和坚果等植物性食物的摄入频率不足。 

⚫ 对膳食结构的简单归类表明，近六成居民每天

摄入肉类或鱼，而这其中一半居民不经常吃豆

制品，从可持续健康膳食的角度而言，这个人

群的膳食结构可能是最令人担忧的；肉类或鱼

的摄入频率适度，同时每天吃或经常吃豆制品

的样本分别仅占不足一成。 

⚫ 在基于不同食物种类摄入频率合理与否而进

行的的膳食健康水平打分（满分为 10 分）中，

全样本的平均分为 5.2，17%的居民得分仅为

1-3 分，得分 8-10 分的居民仅占 9%。 

⚫ 相较膳食健康水平最佳人群而言，最差人群的

男性比例更高，年龄更低，受教育年限更长，

年收入更高，杭州在地年限更短，与家人或伴

侣一起居住的比例更低。由 FFQ 得来的膳食健

康水平与居民自评膳食健康水平高度正相关，

这表明居民对自身的膳食健康水平了解较清

晰，也能说明客观测量的膳食健康水平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膳食健康水平得分与进行休闲体

力劳动的频率亦呈正相关趋势。对膳食健康水

平与患慢性患病率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年

龄越大，患慢性病的可能性越高。同时，随着

年龄的增长，膳食健康水平对慢性病患病率的

影响也越来越大。 

第 3 章：居民食物消费行为与膳食健康水平考

察了受调查人群的食物消费行为，并分析了其与膳

食健康水平的相关性： 

⚫ 居民一日三餐中，家里自行烹饪仍是主流方式，

尤其对于已组建家庭的群体；工作日午餐选择

外食的比例过半。年轻、受教育水平更高、在

杭州居住 6 个月以上、10 年以下的“新杭州人”

更喜欢外出就餐，与喜欢线上购物的人群存在

重叠。 

⚫ 大型超市、菜市场构成了居民主要的食物采购

来源，且居民普遍会去不同地点采购不同种类

食物。分析发现，对于菜市场、大型超市或小

型店铺的偏好可能与年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

等个人因素相关。尽管线下购买食材仍然是食

物消费的主流方式，但线上渠道的兴起逐渐冲

击了传统的食物消费模式，在本调研的受访居

民中，近四成通常选择线上消费食物。 

⚫ 通过食物消费行为与膳食健康水平的相关性

分析，发现偏好线上食物消费、经常外食与经

常点外卖的人群，他们的膳食健康水平更差，

这些相关性都是显著的。偏好在菜市场、流动

摊贩及中小型超市购物的人群，其膳食健康水

平表现优于不偏好在这些地点购买食材者。 

⚫ 基于每一食物种类摄入是否合理所进行的食

物消费地点分析发现，菜市场和生鲜超市可能

分别对于促进某些种类食物的合理摄入产生

积极作用，而大超市、便利店和线上渠道则可

能分别对于促进某些种类食物的合理摄入存

在消极作用。 

第 4 章：居民食物素养与膳食健康水平从食物

素养的多个层面（知识、意愿、技能和行为）对受

调查人群进行了考察，并分析了其与膳食健康水平

的相关性： 

⚫ 共性方面，杭州居民整体对于可持续健康膳食

的知识水平有待提升，特别在饮食对环境和社

会可持续的理解方面较弱。居民对于改善自己

的饮食健康的意愿较高，希望改善的点集中在

口味清淡化和食物种类丰富化。大部分居民掌

握了一定的烹饪技能。整体在选择食物时对自

身安全、健康、营养的关注及相应行为较多，

但和可持续相关的如避免使用一次性餐具、自

带购物袋等行为较少。 

⚫ 差异性方面，男性在知识层面表现更优，但在

行为、技能方面不如女性。而男性对于改善自

己的日常饮食的意愿比女性更高。年轻人在行

为、知识、技能方面都是相对最弱的，中年人

最佳。但年轻人对于改善自己的日常饮食的意

愿最高，而老年人意愿最低。 

⚫ 食物素养与居民的膳食健康水平总体呈正相

关，其中行为层面的正相关性最强，即个人在

购买和烹饪食物时更注重健康，其膳食健康水

平更可能表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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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社区食物环境及其对居民食物消费的

影响着重关注了食物环境的作用。在这部分，首先

利用在线数据集，以健康为导向，以街道为分析单

元对研究范围内的食物零售环境进行了多方面评

估。其次，聚焦社区食物环境，探讨了其与居民食

物消费的关系。 

街道层面的分析发现： 

⚫ 各街道的对健康有消极作用的食物零售设施

（非健康食物零售设施）占主导地位，且与对

健康有积极作用的食物零售设施（健康食物零

食设施）在数量上呈现线性关系。在对健康有

影响效应的 7 类食物零售设施中，占比最大的

是快餐店。2019-2024 年间，除社区食堂外，

其他食物零售设施数量均呈下降趋势。 

⚫ 从密度分布来看，非健康食物零售设施密度高

的街道与健康食物零食设施密度高的街道具

有重叠性，均集中在以西湖东侧为核心的城市

核心区；从人均拥有量分布来看，健康食物零

售设施人均拥有量高的街道呈 V 字形分布，非

健康食物零售设施人均拥有量最高的街道呈

分散分布；从 5 年波动情况来看，健康食物零

售设施总数增长的街道呈分散状，非健康食物

零售设施总数增长的街道分布在中心城区边

缘。 

⚫ 对各街道排序比对发现，上城区湖滨街道、拱

墅区祥符街道和钱塘区白杨街道食物零售环

境导向不健康的特征显著。 

社区层面的分析发现： 

⚫ 老旧小区的食物环境质量普遍优于商品房小

区，但居民对其可负担性的评价较低；相反，

商品房小区居民对食物可负担性的评分较高，

但周边食物零售设施总数平均比老旧小区少

189.2 个，且非健康食物零售设施比例较高，

快餐店的占比高 7.1%。 

⚫ 郊区和城区在食物环境上存在显著差异，城区

居民对食物环境的总评分均值（20.61）显著高

于郊区居民（19.14）（P<0.01）。 

⚫ 不同类型的社区对政府干预的信任度不同，拆

迁安置小区居民对社区作用的信任度较低。 

⚫ 社区食物环境显著影响居民的食物消费频率、

地点和方式，尤其是对健康品类食物如蔬菜、

水果、水产的消费频率。 

从以上调研的主要结论中，可以获得如下启示： 

⚫ 杭州市居民膳食的西化问题已非常严重，须进

行大规模的干预，以普遍提升全谷物、豆制品

和坚果的消费，并减少过量的肉类消费。同时，

基于不同健康水平人群的具体特征，对特定人

群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也非常必要，重点人群

可能包括在杭年限较短、独居或与室友（非伴

侣/家人）合住的年轻人，尤其是男性。 

⚫ 以菜市场为主，生鲜超市、便民蔬菜门店为补

充的网络体系不仅是居民食物保障的基石，也

对于居民的膳食健康水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然而，传统的线下食物零售设施日益受到线上

渠道的冲击，相关政策应以居民的健康、获取

食物的公平性及本地经济的繁荣为本，对以菜

市场为主的食物零售设施进行扶持。餐饮外卖

和线上购买生鲜食物等线上消费方式越来越

普及，其带来的健康风险也应得到充分的重视，

须采取有效的规制和引导。 

⚫ 在食物素养方面，居民对于可持续健康膳食需

要有更系统和全面的理解，并对应到自己的日

常生活场景与行为中。年轻人在可持续健康膳

食方面的知识、技能和行为都是三个人群中最

弱的，但他们对自身的饮食健康改善意愿也是

最强的，因此年轻人是十分有潜力的群体，值

得进行重点干预。结合食物素养的行为层面与

膳食健康水平之间（相较知识和技能层面更高）

的正相关性，我们建议可以从行为切入，运用

行为转变的相关理论和模型进行干预。 

⚫ 食物消费行为直接决定膳食健康水平，而其受

到食物环境的显著影响。餐饮外卖和线上购买

生鲜食物等线上消费方式越来越普及，其带来

的健康风险也应得到充分的重视，须采取有效

的规制和引导。同时必须重视，尽管传统的线

下食物零售设施日益受到线上渠道的冲击，但

是以菜市场为主，生鲜超市、便民蔬菜门店为

补充的网络体系仍是居民食物保障的基石，也

对居民实现膳食健康做出了积极贡献。相关政

策应以居民的健康、获取食物的公平性及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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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繁荣为本，对以菜市场为主的食物零售

设施进行扶持。 

⚫ 不同类型的社区在食物环境方面有着各自的

问题和需求。城郊的食物环境建设应得到更多

的关注和投入；在商品房小区，需要增加健康

食物的零售设施，减少非健康食品的占比；在

老旧小区中，应当采取合理措施调控食品价格，

确保居民能够负担。政策制定者应针对不同社

区类型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改善措施，以确保

所有居民都能享有公平且高质量的食物环境。 

最后，本报告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了若干行动

建议，以供政策制定者和行业决策者等利益相关方

参考。在第 6 章：总结和展望中，有对这些行动建

议的具体描述。 

1. 制定、落实和宣传综合性的城市食物战略 

⚫ 以可持续健康膳食为抓手，动员所有相关市政

府部门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在充分的科学证据

基础之上，制定综合性的城市食物战略 

⚫ 建立委员会、数据库、案例库等机制，逐步推

进落实城市食物战略 

 

⚫ 通过各种宣传策略持续为城市食物战略赢取

关注和支持 

2. 通过地方性的膳食指南推广有杭州特色的可持

续健康膳食 

⚫ 定义杭州的可持续健康膳食 

⚫ 制定和推广杭州的可持续健康膳食指南 

3. 提升公众食物素养 

⚫ 推广食物教育 

⚫ 提升社区食物素养 

⚫ 引领可持续健康膳食行动 

4. 优化城市食物环境 

⚫ 优化食物零售环境，保障可持续健康食物获取 

⚫ 采取措施遏制不健康食品消费 

⚫ 在团餐供应中推广可持续健康膳食 

5. 转型城市及城郊的食物生产 

⚫ 支持本地农业转型，满足可持续健康膳食需求 

⚫ 推广都市农业和社区花园 

⚫ 支持可持续健康食品的研发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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