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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2006年，我市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支出1960.78元，同比支出增长0.1%，占消费性支出

的37.3%，恩格尔系数在上年下降的基础上继续下降1个百分点，说明人们用于基本生活方面

的开支在继续下降，生活水平在继续提高。在恩格尔系数下降，食品支出增加的同时，食品

结构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人们更加讲究便捷和关注健康。一是居民外出就餐次数越来越多

，2006年人们在外饮食服务人均支出已达393.88元；二是肉禽蛋水产类和烟酒类支出减少，蔬

菜类支出增加。人均肉禽蛋水产品类支出301.45元，同比减少1.0%，烟酒饮料类支出251.05元

，同比减少4.9%；蔬菜类支出215元，同比增长18.8%。中国城镇居民食品消费经历了一个从

生存型到数量型、再到质量型的过程，食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大大提高，食品消费的社会化

程度不断增强，居民营养水平逐步得到满足。然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城镇居民

食物消费正在偏离以谷物为主的东方饮食模式，谷物消费量迅速减少，肉类食品消费量大量

增加。居民膳食结构开始失衡，由此引起的营养过剩问题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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