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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提纲 

一、耕地与水资源的时空演变 

二、食物安全与农业资源持续利用 

三、食物浪费及资源环境效应 

四、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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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耕地资源总量交替增减，近30年来耕地
和粮食播种面积以减为主 

• 1949-1957年（增长期）： 14.7亿亩，至16.8亿亩 

• 1958-1995年（波动中趋于减少时）： 16.03亿亩，下降至14.25亿亩 

• 1996-2012年（减少期）.319.5亿亩，下降至18.25亿亩。 

  城镇化快速推进，轮番出现的开发区热,使建设用地以300-500万亩/年的速度增长，对优质

耕地数量产生显著影响 

一、耕地与水资源的时空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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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资源北多南少，中部多东西部少；近年来粮食播
种面积东部明显减少，东北、中部和西部均有不同程
度增加 

我国不同地区粮食播种
面积所占比重变化 
 中部和东北已成为支

撑粮食安全的主要区
域。 

我国东中西部耕地面积
所占比重变化 
北方比南方高15%左右 
中西部70%的耕地资源 

一、耕地与水资源的时空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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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地区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导致耕地资源和粮食

生产的萎缩；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向南方和东部的流动，增加了这一地

区的粮食消费需求； 

 
 
70年代中期之前的南粮北运符合自然规律；与之后
的北粮南运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我
国耕地资源时空演变的客观现实 
  
 

一、耕地与水资源的时空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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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占补平衡制度重数量平衡、轻质量平衡，导致
优质耕地资源锐减 

 全国建设用地面积为3667万公顷（54022万亩），比1996年增加了713

万公顷（9712万亩）。建设用地占用的大多是灌溉条件、基础设施等

较好的耕地，补充的耕地质量和产能普遍较差。 

◆ 开垦0.2公顷以上的耕地才能弥补占用现有耕地0.06公顷的生产能力

（李彦芳等，2014） 

◆ 耕地中有25°以上坡耕地 431.4万公顷(6471万亩)；生态用地的面积

为564.9万公顷(8474万亩) 

一、耕地与水资源的时空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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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水资源总量

28124.4亿m3，人均

水资源占有量不足

2100m3，约为世界

平均水平的1/4。 

 我国南方区拥有的

水资源量占全国的

81%，而北方区则仅

占19%。 

一、耕地与水资源的时空演变 

水资源总量多、人均少，南多北少，分布严重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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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高。根据《2011年中国水资源公报》，

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为26.3%，北方地区已超过50%，其中松花江区

42.1%、西北诸河区45.1%、辽河区50.6%、黄河片区54.7%、淮河片区

73.8%、海河片区123.9%（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2011）。 

 我国北方一些区域的水资源开发已超过合理利用的程度，致使河流断

流、湖泊湿地萎缩甚至消失、地下水水位下降、海水入侵，造成严重

后果。 

 

一、耕地与水资源的时空演变 

不同区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差异大，部分地区开
发程度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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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供给体系整体对外依存度增大，耕地资源支撑
能力不足 

◆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进口总量呈逐渐增加趋势，进口品种的结构变化较大 

◆ 谷物净进口量逐渐增加，油料净进口大幅度增加（由1469.17万吨增加为
9404.50万吨），且进口量远高于其他作物；薯类和糖进口也呈增加趋势 

二、食物安全与农业资源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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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土地资源进口量增大,整个食物供给体系的
现实耕地资源支撑能力不足 

◆ 随着我国农产品进口量的增加，进口隐含的耕地资源量也呈逐渐增
加趋势。显著特征是油料进口隐含的耕地资源量迅速增加，谷物进口隐
含的耕地资源量则减少 
 

二、食物安全与农业资源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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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减粮增矛盾突出 

中国粮食总产量与农田灌溉用水量变化（194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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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水资源公报数据，1999－2008年的10年间，我国农业用
水已从3900亿m3左右下降到3600亿m3左右，灌溉用水减少超过300亿
m3。水减粮增矛盾比较突出 

二、食物安全与农业资源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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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生产与水资源分布错位，“北粮南运”难以为继 

◆ 南方区拥有的水资源量占全国的81%，而北方区则仅占19%（水利电力
部水文局，1987）。耕地资源则相反，南方区占35.2%，而北方区占64.8%
（张基尧，2001）。水土资源分布不匹配。 

 

二、食物安全与农业资源持续利用 

 我国南方和北方区粮食调动量变化（吴普特等，2010）  “北粮南运”水资源调出量及趋势(吴普特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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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粮食需求增加，但农业生产技术投入已近极限，
种粮效益低下，粮食增产难度越来越大。 

 

（根据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FAO数据整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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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需求2010年：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1亿公顷 
粮食作物产量：5.5亿吨 
化肥：5562万吨 
灌溉水：3707亿立方米 
农业用电：966亿千瓦 
农膜：140万吨 
农药：125万吨 
农业机械总动力：9.3亿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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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物生产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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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全球每年制造食物
的三分之一（相当于13亿吨）被浪费和损失
掉，其中发达国家每年大约为6.7亿吨食物，
发展中国家为6.3亿吨，总量不相上下。 
 

资源环境代价: 全球23%-30%耕地面积 , 
23%的肥料消费以及33亿t GHG. 
经济代价:每年高达7500亿美元. 
     
 

食物浪费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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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田间到餐桌我
国每年粮食损失
约达1350亿斤，

损失数量约占粮
食总产量的11%。
相当于1255万公
顷耕地白白投入。 

数据来源：2014年国家粮食局公布数据 

我国供应链上的损失和浪费数量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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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会城市餐饮业食物浪费数量（左）以及人均浪费数量（右）  
注：省会城市餐饮业食物浪费数量根据新闻报道整理；人均食物浪费数量=省会城市餐饮业食物浪费数量/

省会城市人口（北京、西藏等旅游城市加入旅游人口）  

（成升魁等，2012） 

食物浪费成为中国餐饮业中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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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食物安全问题，食物浪费还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浪费
（生产资源投入）与严重的环境问题（浪费处理） 

食物 
浪费 

(Jun Tai et al., 2011) 

食物残余物是MSW的主要组成成分

地区 食物残余物% 其他
%

北京 66.2 33.8 
上海 71.1 28.9 
广州 52.0 48.0 
深圳 51.1 48.9 
杭州 53.0 47.0 
南京 70.6 29.4 
厦门 74.6 25.4 
桂林 61.3 38.7 

城市固体垃圾（MSW） 

减少食物浪费意味着可以节省大量的资源
投入，产生巨大的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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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区域 

2013年：北京，拉萨 
2015年：北京，拉萨，上海，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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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和2015年组织实施了2次大规模调研，共计历时100余天，先

后共有300余人次参与，在北京/上海/成都/拉萨共调研餐馆366家
，餐桌样本6983个，共完成餐馆经理和厨师访谈750余人次，消

费者调查问卷7482份，称量3.2万余道菜品，累计称重10万余次

。 

2次大规模调研 

时间 地点 调研天数 志愿者 餐馆数量 餐桌数量 

2013 
北京 30 50 124 2564 
拉萨 12 32 47 862 
合计 42 82 171 3426 

2015 

北京 18 35 63 1258 
上海 18 32 51 826 
成都 18 39 54 1001 
拉萨 12 35 27 472 
合计 66 141 195 3557 
总计 108 223 366 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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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市人均食物浪费量 

城市人均食物浪费量 

北京/上海/成都/拉萨--调研数据分析： 

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量为92.74克/人/餐，浪费率为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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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餐饮机构食物浪费量差异显著；人均浪费量整体上

随规模上升而不断加大；大型餐馆浪费量远居前列，快餐浪

费量最低。 

各类型餐馆人均浪费量对比 
（3013年数据为北京拉萨平均，2015年为四个城市平均） 

各类型餐馆人均浪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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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点餐量 人均消费量 人均浪费量（生） 

大型餐馆

中点餐多，

浪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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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浪费组成（2015年） 

蔬菜(29%)，主食(24%)，肉类(18%)，水产品(11%)，累计占

总量的82%；其中，肉类主要剩余为猪肉(8%)和禽肉(6%) 。 

2015年食物浪费组成 
（单位：克/人） 

蔬菜 
29% 

主食 
24% 

肉类 
18% 

水产品 
11% 

豆制品 
8% 

其它 
6% 

菌类 
2% 

蛋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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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餐饮人均食物浪费量比较 

基于2013年北京市餐饮业食物浪费调研数据发现： 中学生校园

就餐的人均食物浪费量高于餐饮业平均水平，达到 89.94g/人。 

  中小学生食物浪费应

高度关注！！ 

不同就餐场所人均食物浪费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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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浪费量为129.5克/人·餐，浪费率22%，远高于其他城市人

均量；主食和蔬菜为主要剩余，占浪费总量的85%。 

 

 

 

 

中小学生食物浪费问题 

尤为突出，不容忽视！ 中小学与各城市浪费情况对比 

北京市中小学食堂浪费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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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食物浪费总量核算（2015年） 

每年城市浪费总量=城镇人口数*人均浪费量*每日餐数*在外就餐率*365 
 
其中，每日餐数按2.3顿，在外就餐频率按25%计算。 

  北京 上海 成都 拉萨 

常住人口数（万人） 2170.5 2425.68 1442.8 60 

城镇人口数（万人） 1877.7 1429.26 1210.7 30 

人均浪费量（克/人·餐） 79.2 94.89 100.52 96.24 

城市浪费总量（万吨）  31.21 28.46 25.54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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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推算:中国城市餐饮业食物浪费总量 

 算法一：基于此次调查结果,不考虑旅游消费约1400-1500

万吨/年 

 算法二：考虑旅游消费 约为1700-1800万吨/年 

 算法三: 全国省会城市厨余产生量(媒体报道)每年中国城

市餐饮业浪费掉的食物约2500万吨/年 

   目前流行说法仅城市餐桌食物浪费掉2亿人一年口粮，似有

夸大，并无严格科学依据；3000-5000万人一年食物比较可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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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与性别 

随着每桌就餐人数增加，食物浪费整体呈现先增加后略

有降低的趋势：份餐可能会减少食物浪费！ 
男性浪费量明显多于女性，但食物剩余率男性低于女性：

男性点餐、消费及剩余都较多。 

单人就餐中男女性别的人均食物浪费量 不同人数人均浪费量及频率累积 

食物浪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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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50岁以下消费者食物浪费量明显高于50岁以上消费者。食

物浪费率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随着年龄增加，对消费的

控制力增加。 
随着收入增加，食物浪费量和浪费率呈增加趋势。 

不同年龄消费者食物浪费量和剩余率 

食物浪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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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食物浪费量有所降低：高中以下

教育食物浪费较为严重。 
•资源环境意识及就餐场所的选择。高教育水平人群更多

的去大型和高档餐馆就餐，低教育的人群更多去中小型

餐馆就餐。 

不同教育水平人群在外就餐场所分布 不同教育水平人群食物浪费量和剩余率 

食物浪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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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餐目的 

朋友聚会和公务/商务消费食物浪费量和食物剩余率都

明显高于家庭聚会和工作餐。 

朋友聚会中要表示

自己的“面子”，

公务/商务消费中

要达成自己饭局背

后的目的。 

不同就餐目的人群食物浪费量和剩余率 

食物浪费原因 

0%

2%

4%

6%

8%

10%

12%

14%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公务/商务 家庭聚会 朋友聚会 工作餐 其他 

单
位
：
克
 

人均点餐量 人均消费量 人均浪费量（生） 浪费率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 )* ' '

' '

' '

, , ( , , )

.    

0 0

+ 0

MaxU X X F X D Z

s t pX qZ E
U U F

FX X
U F U
F X X

+ ≤
∂ ∂ ∂

≤ ⋅ ≥
∂∂ ∂

∂ ∂ ∂
⋅ ≥

∂ ∂ ∂

， ( ))( 'XFU∆
( )'XU∆

*X X

U

maxU

'X

X

“面子”的代价与食物浪费 

《“面子’的代价》获“周诚农业经济学
奖”，2014年北京青年农经学者论坛。 

结果：仅“面子”一项导致： 

 人均在外消费时多产生显性浪费28
克/餐，约相当于全国每年因此浪
费掉280万人一年的口粮。 

 同时，为照顾请客人的“面子”，
客人会比平时需求消费的多，造成
约80克/餐的隐性浪费（waste to 
waist)。 

 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研究“面子”文化对食物浪费的影响，把请客人“要

面子”与客人“给面子”两方面因素同时纳入分析，首次把餐桌浪费从显

性浪费拓展到隐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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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盒餐相比，自助性餐饮

更加有助于学生节约食物 

2. 食物选择种类过少，口味

风格欠佳是造成学生食物浪

费的客观原因 
食堂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不同供餐方式的对比（单位：克/人） 

北京市中小学食堂浪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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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食行为 

对粮食生产过程的了解程度 

对食物浪费严重程度的认识 

3.食物知识的匮乏、不良的饮食

行为等，加剧了学生的食物浪费

现象。 

北京市中小学食堂浪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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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内蒙古 黑龙江 
河北 
吉林 

天津 

山东 

辽宁 

新疆 

研究表明：2013年，北京市餐饮

业食物浪费的土地代价为29.47万

nhm2，约等于北京耕地面积的

1.32倍。 北京市餐饮食物浪费所消耗的生物生产性土地地理构成 

张丹，等，2016a 

44.84% 

42.98% 

北京市餐饮食物浪费的土地代价 

利用成分法生态足迹模型，根据北京市食物来源地现状，

重新核算均衡因子等模型的关键参数，“自下而上”地评

估北京市餐饮业食物浪费的土地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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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浪费资源效应-还原法 

北京市每年餐饮业餐桌食物浪费约75.34万吨粮食，相当于北

京市粮食总产量的78.40%，粮食总消耗量的12.94%。这相

当于北京16.35万公顷耕地的生产量，占北京市耕地总面积的

74.02%。 

耕地 

（万公顷） 

粮食 

（万吨） 

农业机械总动
力 

(万千瓦) 

农村用电量 
(万千瓦小时) 

化肥施用量 
(万吨) 

食物浪费代价 16.35 75.34 153.74 359233.86 9.47 

北京餐饮业食物浪费农业资源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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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足迹理论和碳足迹评估模型，建立食物浪费的氮足迹

和磷足迹评价模型；利用多足迹评价方法，评估食物浪费造成

的环境压力 

北京市餐饮食物浪费过程引起的环境排放 

北京市餐饮食物浪费的环境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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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浪费1kg食物，相当于5.22kgCO2 eq 

从食物种类看： 

  肉（60%）,蔬菜（25%）,粮食(10%） 肉类 

蔬菜 

粮食 
水产

品 

豆及豆制

品 蛋奶类 

食物浪费的碳足迹核算 

 从供应链看: 

农业生产阶段 (47.64%) 

消费阶段(38%)  

餐厨垃圾处理阶段(14%) 
 

北京市餐饮食物浪费的碳足迹构成 

北京市餐饮食物浪费过程的碳排放 
张丹，等，2016b 

北京市餐饮食物浪费的环境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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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餐饮食物浪费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of catering food waste in Beijing 

单位浪费食物的碳足迹核算 

 羊肉最大，为32.52 
kgCO2 eq/kg， 

 蔬菜的最小，仅为3.04 

kgCO2 eq/kg 

 

前者是后者的10.70倍 

 

北京市餐饮业食物浪
费总的碳足迹：208
万吨co2eq 

北京市餐饮食物浪费的环境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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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浪费1kg食物，有220g的N排放到

环境中。 

从N流动过程看： 农业生产过程

最大（85%），其次是餐厨垃圾处

理（8%） 

从环境排放对象看：每浪费1kg

食物，向水体、大气和土壤中排放

110 g N、100gN和20gN. 

食物浪费的氮足迹核算 

北京市餐饮食物浪费的环境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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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浪费1kg食物，会有40.56 g 磷排放到环境中。 

 从P流动过程看：农业生产过程最大(85%)，其次化肥生产过程(7%) 

从环境排放对象看：浪费1kg食物，向水体排放31.29 gP，土壤积累9.27 
gP 

 

 

食物浪费的磷足迹核算 

不同角度分析北京市餐饮食物浪费各环节磷排放情况 

北京市餐饮食物浪费的环境影响评估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2016AOC



根据推算，北京市每年校园

午餐的浪费量约为7780吨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6亿元 

 生产这些浪费掉的食物占

用土地面积约为27649 hm2 

 消耗虚拟水1160×104m3 
 

中小学生食堂浪费资源环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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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餐饮业继续增长，人
口持续增加，食物需求和消费将持续增加。 

(中国统计年鉴, 2011-2014; 2010中国餐饮业调查报告, 2010-2014)  (方创琳等, 2009；国家统计局, 2011） 

餐饮业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城
镇
化
比
例
% 

城市化将继续快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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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收入 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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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中国农业资源环境和生态硬约束将越来
越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瓶颈。 

污染 退化 

四、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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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三：中国食物安全体系将进一步拓展。 

四、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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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3年以前粮食需求按照人口400kg计算，2030年粮食需求参考布朗的研究结果. 

展望四：全社会共识：遏制食物浪费将成为 
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 

四、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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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5年我国餐饮业收入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烹饪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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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后政策对我国餐饮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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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五：中央政策效果明显，有望继续强化。 

四、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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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六：食物浪费量将继续增加，浪费及浪费产
生的问题将得到持续关注，全社会倡导“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有益健康”的绿色消费模式。 

四、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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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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