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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保罗·弗伦奇、马修·格莱博所著的《富态(腰围改变中国)》内容简介：一个已经很紧张的社会系统
怎样才能应对那些不断增加的把自己吃成胖子，吃出疾病来的中国年轻人？

《富态(腰围改变中国)》讲述大部分中国人认为胖小孩就是健康的小孩。
我们希望父母能够明白，饮食过度会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也希望父母能够做好的榜样，训练孩子有
智慧地选择食物。

肥胖对健康的影响非常重大，我们需要改变认知，不再将饮食过量视为财富的象征。

中国已经有15％以上的人口体重超过了正常水平，就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肥胖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
发展和医疗保障的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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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保罗·弗伦奇(Paul
French)和马修·格莱博(MatthewCrabbe)是通亚咨询公司(Access
Asia)的创办人，他们对亚洲尤其是中国市场有十年以上的研究经验，撰写过多份关于中国市场和行业
的分析报告，曾长期考察中国人的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变动，收集有大量的官方资料和调查报告，对此
有较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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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中国各地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也在形成这样一种氛围，促使社会结构和个人生活方式正在发
生着根本性的变化。
　　对于中国农村、中国的农村人口以及日益郊区化的中国城市中产阶级而言，不断深入的城市化进
程正在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也在适应这种新的环境。
如同农村居民移居到城市中一样，中国的城市居民也由城市中心移居至新开发的郊区和卫星城，他们
同样都经历了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城市的持续发展意味着即使是建成很久的老城市也在迅速发生变化，以至于本地人对某些他们不常去
的地方已经认不出了，甚至由于大量操着听不懂的方言的外来人口聚集，他们对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也
不再熟悉了。
加剧肥胖的公寓　　毫无疑问，中国在增加住房总体存量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最近，全国公寓（apartment）的平均面积为40平方米，而北京和上海的公寓平均面积已经达到了80平
方米。
对于任何从昏暗的、不得不与邻居合用卫生间和厨房等设施的老式住宅搬出来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宫
殿般的感觉。
中国政府实行的住房私有化改革，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单项财富转
移。
中国的城市居民如鱼得水般抢购住宅和房屋所有权。
当然，这些公寓住宅的面积按照欧洲或北美人的标准来看普遍偏小，绝大部分公寓只有两间卧室，意
味着对于由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构成的标准家庭来说，家中就没有空余的房间了。
你可以放宽独生子女政策，但是你要把其他的孩子安置在哪里呢？
　　一些室内设计师认为，这种中国城市公寓住宅设计的典型模式进一步促进了方便食品和外出用餐
生活方式的流行。
许多公寓的面积太小，因而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在厨房”（live-in kitchen）的理念，即使是
在城市周边为新兴富人建造的别墅，其厨房面积通常也还是小得可怜。
大型家居用品超市宜家（IEKA）在中国的北京、上海、成都、大连和广州开设有五家分店（计划
到2010年时增至十家分店），他们发现，中国消费者总是在寻找能够最大化利用和节省空间的方案，
而不去购买大量的厨房用具或在家中设计开放式区域。
而且，开放式厨房对于中国人普遍采用的炒锅做菜的方式而言并不实用，较小的空间更有利于控制油
烟——富有的家庭则通常有两个厨房，一个是中式的（狭小，但使用率高），一个是西式的（开放式
，但很少使用），因而开放式厨房很难成为中国大众的标准。
　　一项关于中国几个城市白领女性的调查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上海只有不到5%的女性下班后回家
做饭，这一数字接近于北京和广州相应调查结果的一半，还有10%的被调查者坦言她们从来不做饭。
　　ISOPUBLIC调查公司为宜家所作的一项调研发现，加拿大有64%的家庭、美国有超过50%的家庭在
自己家里吃饭，而中国却只有20%的家庭在自家狭小的厨房里吃饭，另一个促使人们在外面吃饭的因
素是在外面吃饭很方便，并且用餐空间不那么狭小。
尽管宜家的产品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比较昂贵，但其顾客群正是中国遭受肥胖率升高和相关疾病折磨的
主要核心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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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富态：腰围改变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是近十多年来通亚公司在中国所承担各类研究项目——主
要是对中国消费市场尤其是食品、饮料、零售和餐饮业的长期观测——所取得成果的延伸。
和一两代人以前的发达国家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社会很多领域的发展都是和它们
相似的，但是中国的发展变化速度更快，因此也就出现了由这些社会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具有中国特
色的现象，也正是这些现象给中国带来了无尽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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