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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居民家庭食物消费行为的影响与建议

——基于安徽、浙江和江苏的调研数据

曹芳芳 李先德

本报告主要基于安徽、浙江和江苏三省的调研数据，分析新冠

疫情对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提出针对性建议。数据来源于“北

京食品安全政策与战略研究基地”《防疫期家庭食物需求调查》线上

调研项目数据，调研期间在 2020年 2月 3日-2月 9日。安徽、浙江

和江苏的数据样本分别为 101份、97份和 114份。以下分析主要基

于该调研问卷。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该研究结论的时效性仅限于 2

月上旬，样本量较小，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仅供参考。

一、防疫期间受访居民家庭食物需求变化情况

1.防疫期基本食品需求情况

（1）7-8 成受访居民认为基本所需食品能够得到满足

以安徽为例，68.32%的受访居民认为基本生活食品需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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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得到满足，28.71%认为部分食品需求能满足，而浙江和江苏

认为基本生活所需食品能够得到满足的比例则分别为76.32%和

83.51%，部分能满足的比例分别为 20.18%和 14.43%。

（2）不能满足或部分不能满足的食品主要为蔬菜、水果、肉

蛋奶等保质期较短的食品以及速食品

将食品分为蔬菜、水果、蛋、奶、米面、速食品、调味品

和其他八大类，比较短缺的食品主要集中在蔬菜（68.75%）、

肉类（62.50%）和水果（43.75%）、速食品（12.50%）上。浙

江受访居民认为无法满足或部分不能满足需求的食品主要为蔬

菜（70.37%）、肉类（59.26%）和水果（55.56%）、速食品（48.15%）。

江苏受访居民认为无法满足或部分不能满足需求的食品主要为

蔬菜（68.75%）、水果（68.75%）、肉类（56.25%）和速食品

（37.50%）。

2. 防疫期食物储备行为

（1）5-6成受访居民因为疫情增加了额外食物储备，以防

止感染、食品缺货和价格上涨

安徽大约有 57.43%的居民采取了额外食物储备，浙江和江

苏则分别达到 58.77%和 47.42%的比例。而采取了额外食物储备

行为的群体主要出于以下考虑：首先是尽量减少购买次数，避

免潜在传染（82.76%）；其次是担心食物缺货或者断货（63.79%）；

第三主要的原因为担心食物价格明显上涨（36.21%），最后则

是购物不方便，排队明显（29.31%）。浙江和江苏这四类原因

的占比分别为 97.01%、52.24%、28.36%和 25.37%；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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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5%、30.43%和 21.74%，以上八类食品的采购均有不同程度

的增加。

（2）防疫期居民平均储存食物量为 2周左右，受疫情刺激

居民储备需求增加

疫情导致了居民对于各类食品的储备需求增加，尤其是蔬

菜、水果和肉类，蔬菜水果的储存从平时的 2-3天增加到 1周，

而肉类的消费储备占比也从 1周以下的 88.18%增加到 1周以上

的 73.25%。2020年春节安徽受访居民平均储备的食物大概能够

平均吃 14.86天，而浙江和江苏的分别为 12.92天和 15.33天。

图 1 防疫期间受访居民食物储备时长

3. 防疫期食物采购行为

（1）疫情期居民食物来源主要为超市采购和春节存货，在

菜店等人流量集中地区的采购减少

防疫期间的食物来源渠道主要集中在：超市采购（43.56%）；

春节存货（23.76%）；菜店、菜车及菜点的采购（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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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家或亲戚田地（13.86%），采取该方式主要是农村居民（本

研究样本包括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样本量各是 85 和 16）；

而采取网购方式的仅 2.97%。而在平时，购买食物的主要方式

为超市采购（28.71%）；菜店、菜车及菜点的采购（52.48%）；

自家或亲戚田地（8.91%）；而采取网购方式的仅 8.91%。浙江

和江苏地区的居民食物来源分布和采购方式变化基本类似。

（2）疫情期居民食物采购频率集中在 2-3 天 1 次和 1 周 1

次

防疫期间的食物采购频率主要集中在“每 2-3天采购补充一

次”（38.61%）和“每周采购补充一次”（23.76%）。而浙江和江

苏地区也以这两种频率为主，浙江省分别为 42.98%（2-3 天 1

次）和 29.82%（1 周 1 次）；江苏省分别为 39.18%（2-3 天 1

次）和 26.80%（1周 1次）。

4. 防疫期居民食物消费评价

防疫期间，受访家庭居民认为粮油等供应较为充足，但生

鲜等菜篮子食品等存在供应不足、价格显著上涨等现象。3-4

成的认为蔬菜、水果、肉类、蛋类的供应正常，而 6-7成人认

为米面、食用油、速食品以及调味品的供应正常。3成的人认

为蔬菜、水果和蛋类在防疫期间价格存在小幅上涨的情况。1-2

成的认为蔬菜、水果、肉类以及速食品存在缺货和断货的风险。

而 1-2成的人认为其他品类均存在价格小幅上涨的情况。1-2成

的人认为蔬菜、水果、肉类和蛋类存在价格显著上涨的情况。

江苏和浙江的情况基本类似。



5

图 2 防疫期间受访家庭对食品的评价（安徽地区）

二、主要结论与建议

1.畅通生鲜食品绿色流通渠道，确保农产品及时稳定供应

防疫期受访居民基本食品需求大部分能得到满足，但疫情影

响了生鲜等“菜篮子”食品的及时供应。并且有 5-6成的居民因

为疫情增加了防疫期的额外食物储备，疫情导致了居民对于各

类食品的储备需求均有所增加，尤其是蔬菜、水果和肉类等生

鲜食品。应注意居民平均储备食物时长大概为两周左右，储备

期满极易形成对食品的集中性采购，加重短期物资短缺与价格

波动。应畅通生鲜食品的绿色通道，保障后续市场的蔬菜、水

果以及肉蛋奶类的供应，防止市场供应不足。

2.注意超市、菜场等主要食物采购地点的人群密度管理

防疫期间受访居民减少了采购频率，采购频率集中在 2-3天

和 1周 1次，主要采购地点在超市及菜店等。应注意超市、菜

店的人群密度管理，提倡采用现代城市物流和电子商务配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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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触式送货方式以及不见面式提货方式等方式购买，防止人

群集中导致感染几率增大。

3.加强价格监测预警，投放政府储备和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

制

防疫期间，居民家庭认为粮油等供应较为充足，但生鲜“菜

篮子食品”等存在供应不足、价格显著上涨等现象，这主要是

由于蔬菜、肉蛋奶类的食品因保质期短，物流不畅、产销脱节

等原因导致的。应防备由于疫情期延长导致的食品供应不足以

及价格通胀问题，须加强市场基本必须食品的价格波动监测和

预警，必要时可投放政府储备，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保障

食物必需品的市场价格稳定和居民生活平稳有序。

（欢迎引用、摘编、全文刊载，请注明出处，尊重著作者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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