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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餐消费逐年增加、快餐业规模逐年扩张  

研究背景 

    中国的快餐业以1987年4
月肯德基快餐连锁店进入北京
市场为契机，揭开了中国现代
快餐快速发展的序幕。经过多
年的发展，中国快餐业快速增
长，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已占
据餐饮市场45%份额。  

2006年快餐份额 

45% 

《2010-2015年中国快餐行业市场调查与投资咨询研究报告》 

其他 

餐饮 

企业 



能量 
蛋白质 
脂肪 
      -偏高！ 

•脂肪 

     -偏高！ 

•碳水化合物 

     -偏低！ 

•三大营养素 

产热比 

        -不合
理！ 

半数以上 
84% 

  吴佩芬，金捷，刘红等。中、西式快餐营养成分调查。上海预防医

学杂志，2002，14（9）：409-413 

研究背景 

50% 

快餐消费与健康的关系备受关注 



研究背景 

• 对快餐的认知？ 

• 对快餐的食物搭配了解的程度？ 

• 消费快餐时的行为和心理特点？ 

• 消费者的快餐与健康关系的观点？ 

快餐，为什么会受到众多消费者的青睐？ 



研究目的 

引导消费者正确处理快餐
与日常正餐的关系 

快餐消费的心理和行为 

促进膳食平衡 增进健康 

随机抽样 

访问式 

现场调查 

中西式快餐 
各3个品牌 
每个品牌选 
择4家分店 



1 

4 

1. 调查方法 
    - 调查对象的选择 
     - 调查时间及调查项目 

2. 质量控制  
    - 培训与预调查 
     - 录入与核查 

3. 快餐营养素计算  
    - 西式—食物成分表 
     - 中式--化学分析法 

2 

3 

4. 快餐消费者体重调查  
    - 便携式体重秤测量 
     - BMI划分标准(中国肥胖工作组) 

研究方法 



调查对象 

• 调查对象：进店的快餐消费者(儿童、
青少年和成人)。 

•中式:Z、Y和L快餐 

  西式:K、M和B快餐 

如K快餐若干家，由计算机形成随机数字，
分成四份，列入“十”字线，然后将对
角线上的数字混合，再进行四分法，直
至剩余4个随机数字，即为抽取的4家分
店。 

随
机
抽
样 

每种品牌抽取4家分店 
(共24家) 

6   19  … 

18  12  … 

    3   9  … 

14  11  … 

10  0  … 

35   29  …     

32  42  … 

  8  45  … 

  2  13  … 

    33   26  …     

15   4  …     

7   22  …     



• 面对面现场访问式调查方法 

• 时间：2010年2月-8月，每周调查1家店。 

• 每家快餐店连续调查3天，其中包括1天是
周六或周日。 

• 早、午、晚三餐均进行调查。   

调查方法及时间 



               专家咨询、焦点小组讨论及小范围的预调查，
仔细分析以往类似研究的问卷内容，结合本研究目的，确
定本研究调查项目，包括三个方面：  

• ①一般情况：包括身高、体重、性别、年龄、职业、文化
程度、月收入等。 

• ②消费行为、心理及营养认知情况：包括就餐的食物名称
和数量、每月就餐的频次、就餐的理由、对中、西式快餐
的喜好程度，对中西式合璧套餐的认可度以及对快餐店中
健康宣传语的理解等。 

• ③健康知识调查：包括是否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
对消费快餐与罹患慢性疾病的关系的理解以及对平衡膳食
的认知等。 

调查项目 



 

• 封闭式问卷。 

• 单项或多项选择。 

• 判断“是”或“否”。 

• 问题简洁明了。 

 

                                                          

选择此套餐的理由（可多选）： 
A口味喜欢; □    B广告宣传; □      
C偶尔尝试; □    D营养全面  □ 
每月选择该快餐的频率： 
A <1次;   □         B 1～2次; □       
C 2～4次; □       D 4次以上 □ 
此次就餐消费目的： 
A正常吃饭;     □   
B请朋友吃饭;   □   
C家庭聚餐、生日□ 
您认为消费快餐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如糖尿病、高血压等）有关联吗？ 
A有; □   B无；□  C 不知道□ 

举  例 
调查表 



• 选择具有一定知识背景和沟通能力的工作
人员做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 

• 预调查，检验调查表的设计，明确调查程
序。 

• 调查后逻辑核查和计算核查。 

• 采用Access数据库进行数据录入。 

• 录入员3名，核查员2名。 

质量控制 



• 西式快餐：参照各快餐企业公布的营养成份进行计算。 

• 中式快餐：委托北京营养源研究所，依据国标方法进行能
量和营养素的测定。 

      （由于被调查人群较多，且选择的食物品种多样，因
此，对消费频率较大的中式快餐套餐进行测定）。 

 

• 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C、维生素A、
维生素E、钙、铁、钠、钾、锌，根据三大营养素的测定
值计算能量。 

• 以午餐为比较基础，依据RNI（18-50岁），按三餐分配比
例为1/5、2/5、2/5，计算各种快餐各营养素平均值占
2/5-RNI的百分比，了解各种快餐的营养素供给情况。 

营养素计算 



• 体重：便捷式电子体重秤 

• 身高：由被调查者自行填写 

• 计算BMI。 

• 体重划分：消瘦、正常、超重、肥胖 
（根据中国肥胖工作组制定的亚太地区体型划分标准） 

体重调查 



分布频数 

评价快餐提
供的能量、
营养素与RNI
的比较结果 

- Access数据

库导出成

Excel格式 

了解快餐消费
人群饮食营养
认知现状、行
为心理现状 

计算消费者
BMI，评价
消费者体型
现状。 

 

SPSS 

13.0 

统计分析 

数据导出 分布频数 

能量营养
素评价 

体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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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一) 

• 一般情况 
身高：166.66±9.77 cm 

体重：61.34±13.64 kg 

BMI：21.91±3.72 kg/m2 
 

合格调查表共1698份， 
女58.5%，男41.5% 



一般情况 
 

 

              

各组年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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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40% 60% 80% 100%

Total（n=1698）

M（n=182）

K（n=553）

B（n=158）

L（n=158）

Y（n=178）

Z（n=469）

组
别

百分比

10岁以下

10-19岁

20-29岁

30-39岁

40-65岁

65岁以上

20-39岁消费者居多，68%； 
           其中20-29岁：46.8%； 
                   30-39岁：
21.1%； 
40岁以上占20%. 

西式：本科学历且学
生居多, 家庭月收入平
均3000元； 

中式：Z、Y快餐以学
生居多，家庭月收入
3000元者最多，L快餐
为财务金融，家庭月收
入5000元者最多。 

 



快餐消费行为心理-1 

• 选择的理由：“口味
喜欢” 

• 消费目的：“正常吃
饭” 

 

119 11 36 16

401 28 80 44

110 9 25 14

82 18 29 29

120 8 24 26

295 20 91 63

0% 20% 40% 60% 80% 100%

M（n=182）

K（n=553）

B（n=158）

L（n=158）

Y（n=178）

Z（n=469）

各组选择套餐的理由

口味喜欢

广告宣传

偶尔尝试

营养全面

研究结果(二) 

125 39 18

481 45 27

94 29 35

152 60

158 15 5

379 6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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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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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消费的目的

正常吃饭

请朋友吃饭

家庭聚餐、生日



快餐消费行为心理-1 
消费者对中西式快餐的理解：“方便快捷的食品” 

每次消费愿意优选：“优惠套餐” (48.2%) 

理由：“省事方便”。(64.3%) 

150 16 16

474 25 54

127 10 21

129 8 21

158 3 17

403 22 44

0% 20% 40% 60% 80% 100%

M（n=182）

K（n=553）

B（n=158）

L（n=158）

Y（n=178）

Z（n=469）

对中西式快餐的理解

方便快捷的食品

国外引进的食品

可代替正餐的食
品

研究结果(二) 



研究结果(二) 

快餐消费行为心理-2 

（频次分析） 

 

       每月1~2次居多。 

L快餐：每月4次以上。 

 

148 336 210 199

130 260 170 245

278 596 380 444

0% 20% 40% 60% 80% 100%

百分数

西式快餐

中式快餐

Total

每月选择套餐的频次
＜1次

1～2次

2～4次

≥4次

27 67 43 45

91 190 139 133

30 79 28 21

7 24 21 106

39 61 41 37

84 175 108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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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数

M（n=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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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158）

Y（n=178）

Z（n=469）

组
别

选择套餐的频次

＜1次

1-2次

2-4次

≥4次



总体情况：人均20~50元居多 
B快餐：人均消费≥50元 
L快餐：人均消费＜20元 

快餐消费行为心理-2 

（金额分析） 35 107 40

78 345 130

3 21 134

124 23 11

46 106 26

63 311 95

0% 20% 40% 60% 80% 100%

M（n=182）

K（n=553）

B（n=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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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469）

不同消费金额的频次

＜20元

20-50元

≥50元

研究结果(二) 

116 473 304

233 440 132

349 913 436

0% 20% 40% 60% 80% 100%

百分数

西式快餐

中式快餐

Total

不同消费金额的频次
＜20元

20～50元

≥50元



对快餐的营养认知 

• 中西式快餐融合的食物
品种：赞同 

• 理由：“中西合璧，取
长补短” 

• 优选：“西式快餐店的
中式食品” 

• 理由：“口味喜欢” 

80 58 11 34

263 158 58 79

87 43 12 17

81 53 15 11

85 44 16 33

232 146 37 60

0% 20% 40% 60% 80% 100%

百分数

M（n=182）

K（n=553）

B（n=158）

L（n=158）

Y（n=178）

Z（n=469）

对中西式快餐融合的态度如何
赞同，中西合璧取长补短
赞同，可随意选择

不赞同，不伦不类
无所谓

研究结果(三) 

93 35 28 45 25

322 93 74 145 71

99 25 28 62 24

81 27 21 44 26

110 28 40 49 23

226 98 113 123 51

0% 20% 40% 60% 80% 100%

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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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553）

B（n=158）

L（n=158）

Y（n=178）

Z（n=469）

中西合璧选择食品的理由
口味喜欢
广告宣传，偶尔尝试
认为营养搭配全面
干净卫生
标准化



对快餐的营养认知情况 

59 99 24

161 308 84

34 96 28

49 82 27

50 99 29

136 265 68

0% 20% 40% 60% 80% 100%

百分数

M（n=182）

K（n=553）

B（n=158）

L（n=158）

Y（n=178）

Z（n=469）

对快餐宣传语的态度
从未注意
偶尔看看
非常注意

•大多数快餐消费者对店内的健
康宣传语： “偶尔看看” 。 

 

254 503 136

235 446 124

489 949 260

0% 20% 40% 60% 80% 100%

西式快餐

中式快餐

Total

对快餐宣传语的态度

从未注意

偶尔看看

非常注意



对快餐的营养 

认知情况 

109 73

360 193

115 43

105 53

108 70

292 177

0% 50% 100%

M（n=182）

K（n=553）

B（n=158）

L（n=158）

Y（n=178）

Z（n=469）

是否认为快餐宣传语起到了警示和营养宣教目的
是

否

•多数消费者
认为快餐店内
的宣传语确实
起到了“警示
和营养宣教的
作用”。 

 

584 309

505 300

1089 609

0% 20% 40% 60% 80% 100%

西式快餐

中式快餐

Total

是否认为快餐消费宣传语起到了警示和营养宣教的目的 是

否



对快餐的营养认知情况 

• 总体来看，40.52%消费

者认为媒体对快餐的报

道影响他们对快餐消费。 

• 在中式快餐消费者中，

43.85%的消费者认为对

中式快餐的报道影响其

消费。 

• 在西式快餐消费者中，

37.51%的消费者认为快

餐的报道影响他们对快

餐消费。 

 

 75 76 31

211 250 92

49 75 34

82 57 19

79 70 29

208 192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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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对快餐的报道是否影响对快餐的消费
是

否

不知道

335 401 157

353 335 117

688 736 274

0% 20% 40% 60% 80% 100%

西式快餐

中式快餐

Total

媒体对快餐的报道是否影响对快餐的消费
是
否
不知道



消费者的健康知识 

• 72.4%的无疾病； 

• 18.0%的不知道； 

• 5.4%患有慢性病
（糖尿病、高血压、
冠心病）； 

• 罹患高血压者居多，
占3.5%。 

西式快餐（n=893）

72%

1%

3%

1%

3%

20%
28%

无疾病

糖尿病

高血压

冠心病

其他

不知道

研究结果(四) 

中式快餐（n=805）

2%

4%

1%

5%

15%

73% 27%

无疾病

糖尿病

高血压

冠心病

其他

不知道

Total（n=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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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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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不知道



消费快餐与慢性病是否有关联？ 

  34.8%的认为有，36.2%的认为无，29.0%的不知道     

        

认识到快餐消费与慢性 

疾病有关联仍然选择快 

餐消费的主要原因： 

口味喜欢和就近选择 

 

研究结果(四) 

378 356 122 37

388 372 52 9

766 728 174 46

0% 20% 40% 60% 80% 100%

西式快餐

中式快餐

Total

认为有关联仍选择快餐消费的理由

口味喜欢

就近选择

干净卫生

时尚



• 中西式快餐对健康影响： 

      16.2%认为“任意食用” 不会影响健康   

       42.3%认为“偶尔食用” 对健康无影响 

       16.5%认为“中西式合璧”不会影响健康  

 对平衡膳食的理解： 

       67%认为是“吃的适量，种类越多越好” 

            

           

研究结果(四) 



快餐套餐的营养素 

供能比 

各种快餐三大营养素产热比（% ） 

套餐名称 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M 组 18.98  32.89  48.14  

K 组 18.45  33.55  47.64  

B 组 17.15  32.74  51.17  

L组 13.44  49.67  37.27  

Y 组 17.97  40.23  40.25  

Z组 19.06  38.12  39.98  

 

1.能量均可满足RNI。 
2.蛋白质、脂肪供能

比偏高。 
3.碳水化合物供能比

偏低。 
 

     

研究结果(五) 

18.19 33.06 48.98

16.82 42.67 39.17

17.51 37.87 44.08

0% 20% 40% 60% 80% 100%

西式快餐

中式快餐

Total

中式、西式快餐三大营养素产热比（%）

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各种快餐均提供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 

     维生素E供给充足。 

 

• 西式快餐中VA、VC、钙、锌供给不足；钾、铁供
给充足，钠供给过量。 

 

• 中式快餐的营养成分差异较大： 

•       VA含量Z快餐供给过量，其他两种快餐VA供给不足 

•         VC含量L快餐最多，其他两种快餐VC供给不足 

•         Fe含量仅有L快餐充足 

•        三种中式快餐的钾、钙、锌供给不足，钠供给过
量。 

研究结果(五) 



19岁以上消费快餐人群的体重分布情况 
• 20-39岁消费者中超重和肥胖者分别占19.5%和5.7%。 

• 40岁以上消费者中超重和肥胖者分别占37.6%和6.8%。 

13.1 61.9 19.8 5.3

15.3 59.5 19.1 6.1

14.1 60.8 19.5 5.7

0% 50% 100%

西式快餐

中式快餐

Total

20～39岁快餐消费

人群体重分布情况（% ）

低体重 

正常         

超重      

肥胖  

研究结果(六) 

5.1 48.7 40.0 6.2

2.8 55.2 34.5 7.6

4.1 51.5 37.6 6.8

0% 20% 40% 60% 80% 100%

西式快餐

中式快餐

Total

40岁以上快餐消费

人群体重分布情况（% ）

低体重 

正常         

超重      

肥胖  



• 信度：测量工具的稳定性，代表反复测量结果的接近程度。 

调查表的信度分析 

信度指标
选择快餐的理

由
每月选择该
套餐的频次

对快餐的理
解

选优惠
套餐的
理由

对中西式快
餐融合的态

度
α系数 0.72 0.78 0.85 0.65 0.68

信度指标
对西式快餐宣
传语的态度

对媒体负面
报道的态度

消费快餐与
慢性疾病的
关联度

对平衡
膳食的
理解

a系数 0.71 0.76 0.67 0.82

各项目的内容一致性信度（C ro m b a c h  a系数）

注：α≥0.8 极好     0.6~0.8 较好    ＜0.6 较差 



• 效度：问卷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它所测量的理论性概念。 

调查表的效度分析 

1.选择快餐理由、频率及目的 了解快餐消费者的心理需求

2.对中、西式快餐的理解 了解快餐知识与消费需求的相关性

3.对快餐中西合璧、宣传语及媒体

对快餐负面报道的理解

了解快餐消费的行为特征与消费的相关

性

4.对快餐与慢性非传染疾病关系的

认知程度
饮食与健康的行为及心理特征

5.对平衡膳食的理解 了解快餐消费者的饮食知识特征

公因子名称及含义

注：以主成分分析法提取5个公因子，各公因子相互独立，总方差
≥60%，最大正交旋转后各因子载荷均＞0.5，说明结构效度好。 



小  结 
• 共调查1722人，合格问卷1698份，合格率98.6%。 

• 问卷接受率100%，平均完成时间5.3±1.1分钟。 

• 调查时间为2010年的2-8月，涵盖了冬春和夏秋
交界 。 

• 快餐店采用随机抽样方法确定。 

• 基本涵盖了各年龄段及各行业人群。 

• 进行了信度和效度分析。 



 

1. 10岁以下少年儿童仅占消费人群的2%。 

2. 10-19岁的青少年占10%左右。 

3. 20-39岁青壮年是中西快餐的主要消费者，占
68%左右。 

4. 40岁以上的消费者占20%左右。 

 
    

快餐的主要消费人群 

小 结 



1. 大多数消费者因为“口味喜欢”所以选择。 

2. 选择快餐是“正常吃饭”。 

3. 方便快捷、省事。 

4. 快餐的消费频率多数是每月就餐1-2次。 

5. 每次快餐消费金额人均20-50元。 

6. 消费者对每日三餐选择何种快餐的规律性不明显。 

小  结 

快餐消费行为和心理 



1. 消费者更喜欢中西式快餐融合的食物， “西式快餐店
的中式食品”，因为“口味”好。 

2. 对中西式快餐店中的健康宣传语，关注的消费者占2/3
不关注的占1/3。 

3. 多数认为健康宣传语确实起到了“警示和营养宣教的作
用”。 

4. 40.5%消费者认为媒体对快餐的报道影响他们对快餐消
费。 

5. 多数消费者具有一定的健康营养常识，但对如何处理快
餐与正常餐间的关系知之甚少。 

 

小  结 

对快餐的营养认知 



 

• 34.8%的认为快餐消费和慢性病相关，36.2%的

认为无，29.0%不知道。 

• 部分消费者(18%)不确定自己是否患有疾病。 

 对平衡膳食的理解是“吃的适量，种类越多越
好” 

 

小  结 

快餐消费者的健康知识 



                无论是中式还是西式快餐，提供的

能量均可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1. 无论是中式还是西式快餐，蛋白质和脂肪供给量

均偏高，碳水化合物供给量偏低。 

2. 无论是中式还是西式快餐，微量营养素的不足或

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 

小   结 

快餐的营养成分不平衡 



小  结 

        从总体调查人群和各个快餐的消费人群

来看，体重超重和肥胖者多分布于40岁以上，

但是快餐的主要消费人群是20-39岁。 

快餐消费者的体重 



结   论 

1. 快餐的主要消费人群是20-39岁青壮年；超重和肥胖者

多在40岁以上。 

2. 消费者选择快餐的理由是讲究“口味”、方便快捷。 

3. 快餐消费者关注健康宣传语，健康宣传语有警示作用。 

4. 媒体影响消费者的快餐消费。 

5. 快餐消费者还需要更加关注健康问题和平衡饮食知识。 

6. 中西式快餐有待改进产品的营养素不平衡问题，开发新

快餐产品或推荐与快餐合理搭配的膳食建议。 



 

 

建议(1)-对快餐企业 

1. 开发中西合璧、满足“口味”且营养素平衡的新快

餐产品，可能更受欢迎。 

2. 完善和做好健康宣传语，发挥其警示作用。 

3. 尽力做好快餐的营养素平衡，如果做不到应该给予

必要的提示。 

4. 积极主动地和媒体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 
 



1. 发布正确的、有证据的关于饮食与健康的信息。 

2. 更大力度的宣传健康、平衡膳食及其相关知识。 

建议(3)-对快餐消费者 

1. 关注和关爱自己的健康，提高健康意识。 

2. 学习和掌握健康的知识。 

3. 进一步认识和熟悉平衡膳食。 

建议(2)-对媒体 



谢谢 
Thank You!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