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守儿童、随迁儿童的饮食规
律和荤素搭配更差吗？ 

——来自青、陕、豫的证据 

 

范焱红；樊林峰；林文声；王志刚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一、引言 

 一直以来，农村留守儿童是多学科研究的
热点问题。 

 已有研究较少关注饮食规律和荤素搭配问
题。 

 少数文献，仅涉及营养知识和态度、每周
吃早中晚三餐以及摄取不同食物类型的频
率等方面。 

 两分法：农村青少年儿童=留守儿童+非留
守儿童，忽视了随迁儿童逐渐形成规模 

 

 



 青少年儿童时期的饮食习惯及其质量对其身体
发育、甚至是一生的健康生活方式都产生直接
影响。 

 充分考虑青少年儿童的异质性，并探讨其饮食
规律和荤素搭配状况的差异性，能够为政府决
策及其干预工作提供理论和政策参考。 

 鉴于此，本文将农村青少年儿童分为传统儿童、
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三种类型， 

 采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样本自我选择所
产生的估计偏误， 

 并利用2015年青海、陕西和河南三省1104名
学生的调查数据对其饮食规律和荤素搭配状况
进行比较分析。 



二、分析方法：GPSM 

 （一）选取GPSM的原因 

 简单采用描述统计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
Probit模型以及OLS都不能解决样本自我选
择所导致的估计偏误问题。 

 倾向得分匹配法只适用于处理变量是二值
变量的情形 

 GPSM：采用多分类logit模型估计多值处理
变量的各个倾向值，并将其倒数作为抽样
权重对样本选择问题进行修正。 



 （二）GPSM的估计步骤 

 以农村传统儿童作为对照组，构建多分类
logit模型 。 

 预测倾向值，并将其倒数值作为抽样权重。 

 以农村传统儿童作为参照组，是不是随迁
儿童、留守儿童两个虚拟变量。 

 加权最小二乘回归（WLS）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 

 2015年9月-12月在青海省、河南省和陕西
省， 1104名农村学生 

 问卷调查包括个体特征、家庭情况、社区
环境、一日三餐的饮食习惯以及零食消费
习惯等五个方面。 



 （二）变量选择 

 结果变量。农村青少年儿童的饮食规律和荤素
搭配，本文分别采用“早、中、晚餐饮食规律”

和“早、中、晚餐荤素搭配”对其进行测度。 

 处理变量。将农村青少年儿童分为传统儿童、
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三种类型。 

 其中，农村传统儿童指“跟父母一直居住在农
村”；随迁儿童指“跟随父亲、母亲或父母亲
从农村搬到县城居住”；留守儿童指“父亲外
出母亲未外出、母亲外出父亲未外出或父母双
方均外出”。 



 协变量包括父亲和母亲的文化程度、家庭
经济状况以及地区变量，并分别采用“您
父亲、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与同班同
学相比，您家经济状况”以及“调查地点”
对其进行测度。 

 



 



四、估计结果与相关检验 
 （一）家庭结构选择的概率预测 

 不同家庭结构类型的青少年儿童样本占比
的分布情况较为均匀。 

 



 估计不同家庭结构选择的多分类logit模型。 

 



 （二）饮食规律和荤素搭配的比较分析 

 



 （1）随迁儿童的饮食规律和荤素搭配较差，
但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 

 （2）留守儿童的三餐饮食规律较好，但荤
素搭配较差。 

 （3）留守儿童的荤素搭配比随迁儿童更糟
糕。 

 （4）农村青少年儿童的饮食规律和荤素搭
配与父亲受教育程度无关，但母亲受教育
程度对其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5）家庭经济水平越高，则青少年儿童的
荤素搭配水平越高。 



五、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1）与传统儿童相比，随迁儿童的饮食规
律和荤素搭配都较差；而留守儿童的三餐
饮食规律则较好，但其荤素搭配同样较差。
同时，留守儿童的荤素搭配比随迁儿童更
差。 

 （2）农村青少年儿童的饮食规律和荤素搭
配与父亲受教育程度无关，但母亲受教育
程度越高会对其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3）家庭经济水平越高，则农村青少年儿
童的荤素搭配越好。 

 



 （二）研究启示 

 首先，开通农村留守儿童视频与电话专线，
缩短其与父母的心理距离。 

 其次，改善学校食堂的饭菜质量，提升农
村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的饮食荤素搭配水
平。 

 再次，举办针对女性的健康与营养的节目
和培训，提高母亲在育儿方面的知识水平。 

 最后，免费为家庭困难的学生提供营养餐，
保障其营养和健康。 



请批评斧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