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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学食堂粮食浪费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樊　 琦，刘梦芸，李　 霜

（武汉轻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２３）

摘　 要：目前我国大学食堂粮食浪费现象突出，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大学生群体作为
社会良好行为的积极塑造者和重要推动力量，其粮食浪费行为倍受社会关注。以湖北省为例，通过
问卷调查对大学食堂粮食浪费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收入、平均午饭支出与粮
食浪费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男大学生平均比女大学生粮食浪费数量多；就餐餐具是否合理、食物质
量好坏也是容易造成粮食浪费的重要因素；自助就餐方式比传统窗口打饭方式平均浪费水平低；家
庭节约意识强的大学生比家庭节约意识差的大学生粮食平均浪费少；大学食堂就餐环境好坏也对
粮食浪费产生直接影响，环境较好的食堂比差的平均浪费水平要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点预防
大学食堂粮食浪费的措施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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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加快推进和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食物在居民日常消费支出中的占比明显降
低，在食物消费过程中的节约意识也开始变得逐渐
淡薄，粮食消费环节浪费现象也日益严重，特别是目
前我国高校大学食堂粮食浪费现象十分突出，其粮
食浪费行为也倍受社会关注，据媒体报道目前我国
大学食堂人均浪费数量约二两［１］，每年倒掉了可供

养约１ ０００万人１年的食物［２］。党的十八大明确提
出了构建节约型社会的总体要求，大学生群体作为
社会规范的积极塑造和引领者，如能有效引导大学
生群体养成节约粮食的良好习惯，树立节约和爱惜
粮食的良好风气，对于引导全社会节约和减少粮食
消费将发挥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湖北是全国教
育大省，全省有超过１００所大学，在校大学生人数居
于全国前列。因此，本文将以湖北省大学食堂为例，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深入研究大学食堂粮食浪费产
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预防浪费的
政策措施及建议，研究对于减少粮食产后损失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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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调查方法与数据说明
１． １　 调查范围

据２０１５年全国高校信息查询系统显示（见表
１），湖北有１２３所高校，在校大学生人数居于全国
前列，约１００万左右。在分类时将湖北省高校划分
为四大类：湖北本科高校、专科高校、独立高校、民办
高校；按地级市统计高校数量，比如沙市区的学校统
计时包含在荆州市，丹江口市包含在十堰市，襄阳包
含在襄樊市；有些院校是专科（民办）、本科（民办）
院校的，分别计算在“专科高校”、“本科高校”类型，
比如长江职业学院属于专科（民办）算做专科、武昌
工学院本科（民办）算成“本科高校”一类；有些学校
既是本科也是独立院校的，算成“独立高校”类型，
比如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算成“独立高校”一
类。

表１　 湖北省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数量汇总表
本科高校专科高校独立高校民办高校总数

武汉 ２５ ３３ １５ ６ ７９
荆州 １ ４ ２ ７
宜昌 １ ３ １ ５
十堰 ２ ２ ２ ６
孝感 １ １ １ ３
黄冈 １ ３ １ ５
黄石 ２ １ ３
恩施 １ １ １ ３
襄樊 １ ２ １ ４
咸宁 １ １ ２
荆门 １ １
天门 １ １ ２
仙桃 １ １
潜江 １ １
随州 １ １
鄂州 １ １
总数 ３７ ５６ ２４ ８ １２３

　 　 数据来源：全国高校信息查询系统（２０１５）

１． ２　 抽样方法选择
主要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方法，主要从总体Ｎ个

单位中随机抽取ｎ个元素作为样本，任意包含ｎ个
元素的集合在总体的Ｎ个单位中抽取概率相同。
主要有放回的和无放回简单随机抽样两种。无放回
简单随机抽样能够给出更加准确的估计量。用Ｙ１，
Ｙ２，． ． ．，ＹＮ表示的变量Ｙ总体中Ｎ个元素的特征
值，用ｙ１，ｙ２，． ． ．，ｙｎ表示样本中ｎ个元素的样本量
和估计量。对总体Ｎ进行编号：１，２，． ． ．，Ｎ，通过随
机数表来产生ｎ个样本［３］。以湖北省高校大学生
总数为总体，个体为构成总体的每个学生，选择采用
简单随机抽样的无放回抽样方法来抽取，对大学食
堂粮食浪费情况进行调查，可以有效避免简单随机

抽样的放回抽样中两次抽取同样的样本和分层抽样
的复杂化程序，简化抽样的程序，又可以防止采用整
群抽样出现较大的误差。该方法具有样本量易选
择，操作简便，误差小等特点。
１． ３　 抽样调查样本量的确定

根据吴明隆（２０１０）抽样调查样本确定方法，对
于有限总体，Ｎ为总体的样本数，α为显著性水平，κ
为正态分布的分位数，Ｐ通常设为０． ５时可以得出
最可信的样本大小［４］。样本抽样的大小，如式（１）、
式（２）：

ｎ Ｎ

( )ακ
２ Ｎ － １
Ｐ Ｐ( )－ １ ＋ １

（１）

若是抽样总体相当大或者无限大，样本的大小
公式如下：

ｎ( )ακ
２

Ｐ １ －( )Ｐ （２）
在多元回归分析中，显著水平一般设定为０． ０５

（α ＝ ０． ０５），当统计量的显著性Ｐ值小于或等于α
时，则拒绝零假设，接受对立假设，变量显著相关或
组别平均数间的差异十分显著；当统计量的显著性
Ｐ值大于α时，则拒绝对立假设，接受零假设，变量
没有显著相关或组别平均数间的差异不显著，表示
无法运用该研究来进行相关分析。

以湖北省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已知湖北大学生
总数约１００万人，则在随机抽样时至少要抽取的样
本数为：已知Ｎ为１００万，是有限总体，显著水平α
设为０． ０５，此时的κ ＝ １． ９６，Ｐ ＝ ０． ５，选取的最少样
本数为３８４名大学生。本文选取了４０２名，如式
（３），样本容量大于３８４，符合要求。

ｎ≥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５( )１． ９６

２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０． ５（０． ５ － １）＋ １

＝ １ 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６０４． ０７９ ５≈

３８４ （３）
１． ４　 调查变量说明

问卷调查主要包括了８个解释变量，１个被解
释变量。解释变量中存在２个定量变量，６个虚拟
变量。要对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必须对虚拟变量进
行赋值，运用统计分析软件ＳＰＳＳ１６． ０进行多元回
归分析。定量变量分别是学生收入和平均午饭支
出，虚拟变量为性别、采用的餐具是否便于节粮、就
餐方式、对食物质量是否满意、家庭节约意识、就餐
环境等６个二分定性变量。由于虚拟变量通常是
（κ个水平）转换成κ － １个二分变量，一般赋值为０
或１。将问卷第二部分的６个虚拟变量赋值成０或
１（见表２），赋值过程中肯定的取１，否定的取０。变
量的标准化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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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１、Ｘ７、Ｙ：学生收入、平均午饭支出、浪费数量。
为定量变量，直接输入即可。

Ｄ２ ｉ：被调查学生的性别，有男生和女生。Ｄ１—１
（男大学生），Ｄ１—０（女大学生）；

Ｄ３ ｉ：被调查者使用的餐具是否便于节粮。Ｄ４—
１（便于），Ｄ４—０（不方便）；

Ｄ４ ｉ：被调查者采用的就餐方式。Ｄ５—１（自助
餐），Ｄ５—０（固定窗口）；

Ｄ５ ｉ：对本校食堂提供的食物质量是否满意。
Ｄ６—１（满意），Ｄ６—０（不满意）；

Ｄ６ ｉ：被调查者家庭节约意识如何。Ｄ８—１
（强），Ｄ８—０（弱）；

Ｄ８ ｉ：就餐食堂的就餐环境如何。Ｄ９—１（舒
适），Ｄ９—０（脏乱）。

表２　 虚拟变量的属性与赋值
虚拟变量 选项１ 选项２
学生性别 男 女
就餐方式 自助餐 固定窗口取食

食物质量满意与否满意 不满意
家庭节约意识 强 弱
就餐环境 舒适 脏乱
赋值 １ ０

２　 实证模型与数据说明
２． １　 回归模型

为了对大学食堂粮食浪费数量与学生收入、性
别、采用的餐具是否便于节粮、就餐方式、对食物质
量是否满意、平均午饭支出、家庭节约意识、就餐环
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为此，建立了
以下多元回归模型：

Ｙ ＝ Ｃ０ ＋ Ｃ１Ｘ１ ＋ Ｃ２Ｄ２ ｉ ＋ Ｃ３Ｄ３ ｉ ＋ Ｃ４Ｄ４ ｉ ＋ Ｃ５Ｄ５ ｉ
＋ Ｃ６Ｄ６ ｉ ＋ Ｃ７ＬｎＸ７ ＋ Ｃ８Ｄ８ ｉ ＋ Ｕｉ （４）
上式（４），Ｘ１ 表示学生收入（主要是指一个月

的收入，包括生活费和其他兼职收入等）；Ｄ２ ｉ表示
学生性别（分为男生、女生两类）；Ｄ３ ｉ就餐餐具（食
堂的餐具是否便于把食物全部挑起来，吃干净）；
Ｄ４ ｉ：就餐方式（分为自助餐和食堂固定窗口取食两
种）；Ｄ５ ｉ：食物质量（食堂的提供的饭菜品质是否让
学生满意）；Ｄ６ ｉ：家庭节约意识（家庭节约教育的
强、弱）；ＬｎＸ７：平均午饭支出的对数值（主要考察收
入相对量变化对粮食浪费的影响）；Ｄ８ ｉ：就餐环境
（分为舒适、脏乱两类）；Ｙ：学生最近一次就餐浪费
的食物重量。Ｃ０ 为回归常系数，Ｃ１，Ｃ２，Ｃ３，． ． ．，Ｃ１０
是偏回归系数，Ｕｉ为随机误差。
２． ２　 数据说明

根据本文４０２份问卷的调查数据（见表３），４０２
名大学生的收入在３００元到２５００元之间波动，学生

一个月生活费最少是３００元，最多是２５００元，平均
生活费是１０１４． ８元（见图１）；男生占５２． ４９％，女生
占４８． ５１％；５５． ５８％的学生认为使用的餐具方面把
食物全部吃完，有５４． ５８％ 的学生认为使用的餐具
便于节粮；３５． ８２％ 学生采取自助餐就餐方式，
６４． １８％的学生还是食堂固定窗口就餐；８７． ０６％ 的
学生对食堂提供的食物质量不满意，只有１２． ９４％
的学生还比较满意；学生一次就餐的价格不等，但基
本在４元到５０元之间波动（如图２）；２９． ６０％的学
生缺乏家庭节约意识，７０． ４０％ 的学生家庭节约意
识很强；７６． ８７％ 的学生觉得就餐环境舒适，
２３． １３％的学生认为食堂就餐环境较差；学生浪费的
食物总数在０到２５０ ｇ之间（见图３），浪费最少的为
０ ｇ，浪费做多为２５０ ｇ，人均浪费数量为９１． ８２ ｇ，人
均浪费约５０ ｇ。

表３　 问卷调查结果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个数最小值最大值 和 平均数标准差

学生收入／元 ４０２ ３００ ２５００ ４０７９５０ １０１４． ８ ３４１． １５
学生性别 ４０２ ０ １ ２０７ ０． ５１ ０． ５０
就餐餐具 ４０２ ０ １ ２２４ ０． ５６ ０． ４９７
就餐方式 ４０２ ０ １ １４４ ０． ３６ ０． ４８０
食物质量 ４０２ ０ １ ３５０ ０． ６２ ０． ４８６

平均午饭支出／元４０２ ４ ５０ ３５３２ ８． ７９ ４． ２００
家庭节约意识 ４０２ ０ １ ２８３ ０． ７０ ０． ４５７
就餐环境 ４０２ ０ １ ３０９ ０． ７７ ０． ４２２

粮食浪费数量／ ｇ ４０２ ０ ２５０ ３６９１０ ９１． ８２ ５１． １４９
有效的Ｎ ４０２

图１　 学生收入变化的折线图

图２　 学生平均午饭支出变化的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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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浪费粮食数量变化的折线图
３　 湖北大学食堂粮食浪费影响因素的实证
分析
３． １　 模型稳健性检验

由于多元线性回归中模型所采用的样本数据为
截面数据，依据截面数据模型回归模型通常容易出
现异方差的特征（Ｄａｍｏｄａｒ Ｎ． Ｇｕｇａｒａｔｉ，２０１０），模型
中异方差的存在尽管使得参数估计的无偏性仍然成
立，但将导致参数估计量的方差不再是最小的和有
效的，会对模型估计的稳健性产生影响，无法正确估
计参数的标准误差，使得准确判断变量之间的关系，
因此有必要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常用的异方
差性检验方法有：残差的图形检验、Ｐａｒｋ检验、Ｇｌｅｊｓ
ｅｒ检验、Ｗｈｉｔｅ检验法［５］。由于通过观察残差的散
布图难以判断模型是否具有异方差性，采用了
Ｗｈｉｔｅ异方差检验方法来检验异方差。根据异方差

的判别标准，在零假设成立下，Ｎ × Ｒ２ 有渐进服从
自由度为ｋ － １的χ２ 分布。给定显著性水平α，查
χ２分布表得临界值χ２α（ｋ － １），如果Ｎ × Ｒ２ ＞ χ２α（ｋ
－ １），则拒绝不存在异方差的原假设，表明模型
中随机误差存在异方差。根据表４中的检验结果
Ｎ × Ｒ２为１２１． ２０９ ５，在选取显著性水平为１％下，
ｋ为回归参数的个数为９，在选取５％的显著性水
平下，临界值χ２０． ０５（８）为１５． ５０７３，明显小于检验统
计量Ｎ × Ｒ２的１２１． ２０９ ５，说明模型中存在明显的
异方差。

表４　 Ｗｈｉｔｅ异方差检验法检验结果
Ｎ × Ｒ２ Ｐ值 Ｎ

Ｗｉｔｅ异方差检验统计量 １２１． ２０９ ５ ０． ０００ ０ ４０２

３． ２　 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
为消除异方差性对模型估计产生的不利影响，

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Ｌｅａｓｔｅｄ Ｓｑｕａｒｅｓ，
ＷＬＳ）估计来对模型的异方差性进行矫正，主要采取
样本残差ｅ作为总体残差μ的替代变量对模型进行
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其中１ ／ ｅ２为权数，Ｗｉｔｅ异方
差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已消除了异方差（见表５），回
归结果如下：

Ｙ ＝ ２０． １５６ ７ ＋ ０． ０３９ ６Ｘ１ ＋ １９． ０４４ ２Ｄ２ ｉ －
２０．６５４ ２Ｄ３ｉ －１３．２９６ ０Ｄ４ｉ －０．５０３ ８Ｄ５ｉ －２４９．４２７ ８Ｄ６ｉ ＋
２９． １５９ ７ＬｎＸ７ ｉ － １４． ３５５ ７Ｄ８ ｉ

表５　 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和加权最小二乘法（ＷＬＳ）估计

模型 ＯＬＳ估计 ＷＬＳ估计
回归系数 ｔ统计量 回归系数 ｔ统计量 样本数Ｎ

常数项 ２１． ３２５ ５ １． ３１６ ６ ２０． １５６ ７ ４９． ９０３ ４ ４０２
学生收入（Ｘ１ ） ０． ０４２ ８ ６． ７６６ ３ ０． ０３９ ６ ９５． １４９ ９ ４０２
学生性别（Ｄ２ ） １９． ４４１ ８ ４． ６４９ ６ １９． ０４４ ２ ８５． ８１９ ５ ４０２
就餐餐具（Ｄ３ ） － １９． ９３８ ５ － ４． ４３５ ５ － ２０． ６５４ ２ － ３８９． ４８６ ８ ４０２
就餐方式（Ｄ４ ） － １２． ９８５ ５ － ２． ９４１ ４ － １３． ２９６ ０ － １６８． ３４６ ９ ４０２
食物质量（Ｄ５ ） － ０． １５０ ９ － ０． ０３２ ２ － ０． ５０３ ８ － ５． ０３３ ６ ４０２

家庭节约意识（Ｄ６ ） － １７． ２７１ ９ － ３． ６６２ ４ － １６． ９２７ ５ － ２４９． ４２７ ８ ４０２
平均午饭支出（ＬｎＸ７ ） ２６． ３２２ ３ ３． ８５３ ５ ２９． １５９ ７ ７７． ９９６ ２ ４０２
就餐环境（Ｄ８ ） － １３． ６４２ ２ － ２． ５７１ ３ － １４． ３５５ ７ － ３７． ７１３ ９ ４０２
Ｗｉｔｅ异方差检验
Ｆ统计量 ４． １２３ ６（０． ０００ ０） １． １１６４（０． ２９８ ８） ４０２
Ｎ × Ｒ２ １２１． ２０９ ５（０． ０００ ０） ４２． ０６５４（０． ２９９ ２） ４０２

异方差检验结果 存在异方差 不存在异方差
　 　 注：表示取５％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中的为Ｐ值。

３． ３　 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对湖北省大学食堂粮食浪费影响因素的回

归结果，研究发现学生收入、性别、采用的餐具是否
便于节粮、就餐方式、对食物质量是否满意、平均午

饭支出、家庭节约意识、就餐环境等因素对于大学食
堂粮食浪费都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其中，学生收入
每增加１个单位，粮食浪费增加０． ０４ ｇ ／餐；男生比
女生平均浪费多１９． ０４ ｇ ／餐；不合理的就餐餐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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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造成粮食浪费，平均比合理的就餐餐具多
２０． ６５ ｇ ／餐；而自助餐平均比窗口打饭方式减少浪
费１３． ３０ ｇ ／餐；食堂食物质量好的比差的平均减少
浪费－ ０． ５０ ｇ ／餐；平均午饭支出增加１个单位浪费
数量上升２９． １６％；家庭节约意识强的大学生家庭
比意识差的家庭平均减少浪费１６． ９３ ｇ ／餐；大学食
堂就餐环境好比差的平均减少浪费１４． ３６ ｇ ／餐。
４　 结论与政策启示

目前我国大学食堂粮食浪费现象十分突出，造
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大学生群体作为社会良好
行为的积极塑造者和重要推动力量，其粮食浪费行
为倍受社会关注。湖北是全国教育大省，全省有超
过１００所大学，在校大学生人数居于全国前列。以
湖北省为例，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对大学食堂粮食浪
费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显示大学生收入、平均
午饭支出与粮食浪费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男大学生
平均比女大学生粮食浪费数量多；就餐餐具是否合
理、食物质量好坏也是容易造成粮食浪费的重要因
素；自助就餐方式比传统窗口打饭方式平均浪费水
平低；家庭节约意识强的大学生比家庭节约意识差
的大学生粮食平均浪费更少；大学食堂就餐环境好
坏也对粮食浪费产生直接影响，环境较好的食堂比
差的平均浪费水平要少。为此，提出了以下几点预
防大学食堂粮食浪费的措施及政策建议。

一是加大大学生爱粮节粮宣传教育力度。高校
要充分利用“全国爱粮节粮宣传周”、“世界粮食
日”、“粮食科技周”等公益活动加强大学生爱粮节
粮宣传教育，普及节粮知识和正确的节粮方法，通过
大学生节粮行为示范作用从而带动社会其他领域的
节粮减损，为树立节约粮食的社会风尚。

二是要重点增强男大学生的节粮意识。从男女
大学生粮食浪费的平均数量对比中，男生平均浪费
数量要明显多于女生。在节粮教育中要重点加强对
节约意识差的男生的爱粮意思培养。帮助他们重新
树立节约意识，自觉肩负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的社会责任。

三是改善大学食堂就餐环境。从就餐环境对比

中发现就餐环境相对好的大学食堂，由于卫生条件
状况好、环境优雅、食堂工作人员衣着整洁等，都对
降低食物浪费明显影响，脏乱的就餐环境和卫生状
况通常也都会影响大学生的就餐食欲，容易造成粮
食浪费。那么，改善大学食堂就餐环境和卫生条件，
也将有利于减少粮食浪费水平。

四是发挥价格机制引导大学生节约粮食。合理
利用价格杠杆和市场化手段促进高收入学生减少浪
费，提高粮食浪费的成本。大学食堂可采取差别化
定价方式，通过提供一部分廉价的饭菜，保证贫困大
学生的吃饭问题；另一方面，丰富饭菜品种和质量，
来满足收入水平较高家庭大学生消费需求，同时还
应该针对午饭支出上升导致浪费增加现象，进一步
提高粮食消费中的浪费成本以及处罚力度。这样既
可以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食物需求，又可以引导养
成节约粮食的意识和习惯，减少食物浪费。

五是提高大学食堂经营管理水平。根据调查显
示部分大学食堂的就餐餐具、就餐方式等不合理，导
致了大量的食物浪费。因此，科学调整改进菜单内
容，设计多套更加营养、节约、配比合理的菜单组合，
标明具体份量，并根据实用、安全、节约、便捷原则提
供合适尺寸和大小的托盘，减少就餐餐具不合理导
致的不必要浪费［６］。另外，还可以采取改进供餐方
式，多供应自助餐、小份量饭菜，方便大学生按需选
取食物，既符合营养搭配，又能够有效减少食物
浪费。　
参考文献：
［１］杨佳峰，等． 武汉高校食堂“光盘率”仅四成［Ｎ］． 武汉晨报，
２０１３ － ０３ － ０３（５）．

［２］高珊． 粮食浪费之消费环节［Ｊ］． 黑龙江粮食，２０１３（３）：１７．
［３］加尔顿著（美），武玲蔚译． 抽样调查方法简介［Ｍ］． 格致出版
社，２０１４．

［４］吴明隆． 问卷统计分析实务：ＳＰＳＳ操作与应用［Ｍ］．重庆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０．

［５］古扎拉蒂（Ｄａｍｏｄａｒ Ｎ． Ｇｕｇａｒａｔｉ）． 经济计量学精要［Ｍ］． 机械工
业出版社，２０１０．

［６］樊琦，刘梦芸． 餐饮消费环节粮食浪费治理对策［Ｊ］． 粮油食品

科技，２０１５，２３（２）：１０４ － １０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