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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支出继续保持平稳增长，且结构不断优化。从收入看，农

村居民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略快于人均 GDP增长，工资、经营、

财产三项收入继续稳步增长，显示居民收入来源更趋多样化；从消费支出看，主要表现为农



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继续快于城镇，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趋势明显，

与个人发展和享受相关的支出增长迅猛。 

  居民收入的增加、结构的优化，对消费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为经济平稳发展提供了良

好条件，同时居民收支稳步增长也使得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结构优化更有可持续性。收入稳步

增长打开了消费的空间。收入差距的缩小、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会促使区域和城乡结构差

异进一步缩小。而随着中低收入阶层迈入小康社会，生活必需品消费比重下降，中高端消费

和服务支出将会增多，消费需求也将从基本需求型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 

  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国家更加重视居民收入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居民收入仍

有增长潜力，消费支出结构将更趋合理。而从趋势看，未来居民收支结构仍具有较大的优化

升级空间。针对这种情况，有关方面要加快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加速推进收入分配改

革，大力增收减负，把握公平主线，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拓宽投资渠道，提高居民财产性

收入比重。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 

  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 16万城乡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2016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23821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3%，与前三季度持平。城

乡居民收入在增长中趋于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民 

  由于国家一系列惠农政策产生效应，农村居民收入增幅已连续几年超过城市居民。据国

家统计局统计，2016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616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7.8%，实际

增长 5.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363 元，名义增长 8.2%，实际增长 6.2%。农村居民

人均收入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别高于城镇居民 0.4 和 0.6 个百分点。 

  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 

  从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看，2016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同期的 2.73下降为 2016

年的 2.72，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继续缩小。 

  从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看，2003 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是 0.479，2004 年是 0.473，

2005 年是 0.485，2006 年为 0.487，2007 年 0.484，2008 年达到最高为 0.491。此后逐步回

落。2014 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0.469，是 2003 年以来的最低值。 

  2016 年为 0.465，比 2015 年略高 0.003，主要是城市一部分低收入者养老金的收入增速

略有放缓，农村一部分只靠粮食生产收入为主的农民因为粮价下跌收入略有减少。但基尼系

数总体下降的趋势没有改变，居民收入差距保持逐步缩小的趋势可以预期。 

  3.人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略快于人均 GDP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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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即 GDP 实际增速为 6.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5.86％。，扣

除人口总量自然增长因素后的人均 GDP 实际增速为 6.1%。尽管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

际增速略低于 GDP 总量增速，但从可比角度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高于

人均 GDP 实际增速 0.2 个百分点。 

  4.工资、经营、财产三项收入稳步增长 

  2016 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13455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8.0%。其中，城镇居民

人均工资性收入 20665 元，名义增长 6.9%。主要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金融、房地产、

科教文卫等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增长较快，对冲了采矿、制造、建筑、批发零售、住宿

餐饮等行业工资增长放缓乃至下降对工资性收入的负面影响。 

  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5022 元，名义增长 9.2%。主要是农民工返乡和就近务工增加

使本地农民工数量增长 3.4%，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增长 6.6%，两项因素叠加带动农村居民

工资性收入仍然增长较快。 

  全国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4218元，名义增长6.6%，其中人均三产经营净收入增长10.6%。

全国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 1889 元，名义增长 8.6%，其中出租房屋财产性收入增长 9.9%，转

让承包土地经营权租金净收入增长 12.4%。 

  5.转移收入加快增长 

  2016 年，全国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4259 元，名义增长 11.7%，增速比前三季度提高 1.4

个百分点。主要是各地全面落实中央关于改善民生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求，综合扶贫力度

空前加大，低保、医疗标准陆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继续上调，惠农补贴陆续发

放到位。 

  调查显示，全国居民人均社会救济扶贫和补助补贴收入增长 13.7%，其中农村居民人均

获得的直接到户扶贫款增长 187.0%；人均从政府得到的实物产品和服务收入增长 30.4%；人

均报销医疗费增长 14.4%，人均离退休、养老金收入增长 12.9%。 

  不过，也要清醒地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农民增收

遇到了新的挑战。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产品价格走弱对农民收入

的影响逐步显现，农民工就业不稳定性增加导致农民工资性收入增幅持续回落，财政收入增

长减缓使得农业补贴难以再大幅增长，农民收入增速已呈现明显放缓趋势。综合判断，促进

农民收入增长的传统动能逐渐减弱，新动能培育还需要一个过程，农民增收已经进入爬坡过

坎的关键时期。 

  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改善 

  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 16万城乡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2016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http://jingzhi.funds.hexun.com/160628.shtml
http://stockdata.stock.hexun.com/000061.shtml


17111 元，名义增长 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8%，比前三季度提高 0.4 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进一步改善，支出结构出现一定变化，主要表现在： 

  1.城乡居民消费平稳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6 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3079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7.9%，

实际增长 5.7%；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0130 元，名义增长 9.8%，实际增长 7.8%。农村居

民人均消费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别高于城镇居民 1.9和 2.1个百分点。 

  2.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快于城镇 

  多年来，城乡消费品市场的发展格局一直是城市快于农村，特别是 2013 年达到峰值，

城镇零售额增速快于农村 5.2 个百分点。从 2013 年开始，农村消费市场零售额增幅与城镇

相比，差距在逐步缩小。2013-2015 年，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 11.7%，乡村消费品零

售额年均增长 13.9%，农村快于城镇 2.2 个百分点，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中所占比重由 2012 年的 13.2%提高到 2015 年的 13.9%。 

  2016 年，乡村消费增长继续快于城镇，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到 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9%，高于城镇增速 0.5个百分点，保持自 2013 年以来快于城镇的态势。随着国家对农村

地区政策倾斜力度的加大，“万村千乡”工程推动农村消费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特别是在收

入增长和农村消费环境不断改善的共同作用下，消费水平逐步提高，农村消费将呈现快速增

长态势。 

  3.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趋势明显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6 年全国居民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为 27.7 辆，比上年增长

21.9%；每百户助力车拥有量为 53.2 辆，比上年增长 11.6%；每百户空调拥有量为 90.9 台，

比上年增长 11.5%；每百户电冰箱拥有量为 93.5 台，比上年增长 5.0%；每百户抽油烟机拥

有量为 48.6 台，比上年增长 6.3%；每百户热水器拥有量为 76.2 台，比上年增长 7.0%。其中，

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趋势更加明显，部分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上升速度较快，每百户

家用汽车、空调、热水器、抽油烟机拥有量分别比上年增长 31.3%、22.7%、13.6%和 19.9%。 

  4.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 

  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据一般规律，收入水平越低者

用于食品消费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反之则越小。通过比较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可

以看出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都呈下降趋势，说明农村和城镇居民在收入

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生活质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2016 年，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增长 7.0%，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30.1%，比

上年回落 0.5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食品烟酒消费支出比重分别为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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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2.2%，分别比上年下降 0.4 和 0.8 个百分点；全国居民人均衣着支出增长 3.3%，在消费

支出中的比重为 7.0%，比上年下降 0.4个百分点。 

  5.与个人发展和享受相关的消费支出增长迅猛 

  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刺激消费政策，如关于购买小排量汽车购置税免税等优惠政策，

加速了我国汽车消费市场的发展；信息产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居民对信息化服务的需

求明显增加，促使居民用于交通通信类消费的支出占比大幅上升。随着我国城镇居民物质生

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文化需求。 

  2016 年，居民人均居住、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支出分别增长 9.6%、9.7%、

12.3%和 12.0%，增速比上年提高 2.8、2.8、0.8 和 0.4 个百分点，人均文化教育支出也保持

了 11.2%的较快增长。更进一步看，体育健身活动支出增长 13.7%，购买化妆品等个人用品

的支出增长 16.8%，美容美发洗浴支出增长 12.2%，购买汽车等交通工具支出增长 19.8%。

居民也更加乐于购买社会化服务，居民人均用于家政服务的支出增长 24.7%，居民人均用于

旅馆住宿的支出增长 11.7%。 

  6.居住条件和环境不断改善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6 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 36.6 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2.2%，农

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 45.8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4.2%。2016 年全国居民中有管道供水入户的

户比重为 87.1%，比上年提高 2.6 个百分点；有安全饮用水的户比重为 90.3%，比上年提高

1.5个百分点；有卫生厕所的户比重为 70.7%，比上年提高 2.5个百分点；有洗澡设施的户比

重为 78.9%，比上年提高 3.7 个百分点；获取饮用水无困难的户比重为 94.3%，比上年提高

0.9个百分点；居住竹草土坯房的户比重为 1.2%，比上年下降 0.3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收支仍有较大优化升级空间 

  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国家更加重视居民收入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居民收入仍

有增长潜力，消费支出结构将更趋合理，将出现明显梯度追赶型特征。从趋势上判断，未来

居民收支结构仍具有较大的优化升级空间。 

  1.国家政策对农民增收形成有力支撑 

  多年来，国家十分重视农民增收问题，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和

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重要尺度，加大力度使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并研究出台完善农民收入

增长支持政策体系的指导意见，为增强正向激励、营造良好氛围，引导各方面支持和参与农

业农村发展、建立带动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维护农民权益和增加农民收入，提供了强有力

的政策保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



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今后国家将加快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提质增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多予少取放活，完善

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这些都将提升农村居民的购买力。 

  2.城乡融合加快将增加农民收入 

  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城乡差距愈拉愈大的最主要原因。长期以来巨大的城乡公共服务差

距更是加剧了农村人力、物力、财力大量单向地流入到城镇，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显著地

落后于城镇，农民生产经营效率自然低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就越拉越大。今后国家将加

大力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公共资

源均衡配置，建立健全有利于农民增收的体制机制，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 

  此外，国家将支持农民创业创新，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农村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项目，实施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培训

五年行动计划，支持返乡创业园、返乡创业孵化园（基地）、信息服务平台、实训基地和乡

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建设。 

  可以预计，城乡分离的社会制度将被城乡融合和一体化所取代，农民在就业、上学、社

会保障等环节不断改善，农民得到的工资性收入、社会保障方面的转移性收入以及建立城乡

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将为农民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城镇居民。 

  3.进一步扩大就业，工资性收入增速将会有所加快 

  从 2015 年起，工资性收入在我国农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家庭经营收入，成为农

民收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近年来支撑农民收入增长的最大亮点。中央提出的“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对于扩大就业非常重要。 

  未来国家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深入推进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努力增加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开拓农

民增收新路径和新模式。不仅要实现就业数量的增加，还要提高质量，使就业的岗位能够更

加稳定、更加体面，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报酬和更好的社会保障。 

  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望进一步缩小 

  当前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仍然较大，今后几年国家一方面将努力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开拓农民增收新路径和新模式；另一方面提高农业生产的附加值和劳动生产率，加快土地制

度改革，让农民从土地中获得更大收益。此外，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建设，让农民分享到

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好处。与此同时，加大扶贫力度，未来几年能够实现每年脱贫 1000 万人

口的目标，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将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5.城乡居民消费将出现明显的梯度追赶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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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预见，今年几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升级会不断加快，农村基础设施会更加完善、

流通成本大幅降低、消费环境更趋优化、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城市消费示范效应扩散以

及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日益更新，将呈现明显的梯度追赶型特征，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城乡间的消费时差缩短。当前我国城乡间的消费差距约十年。换言之，城市十年前

的热销商品是农村现在的热销商品，城市现在的热销商品将是农村十年后的热销商品。然而，

随着农村电商及其相关物流体系的完善，未来城市日趋饱和的商品从进入农村开始到消费高

峰的时间间隔将越来越短。 

  二是不同区域之间的农村消费存在层次性，即农村消费基本遵循从东部沿海到中部再至

西部渐进辐射的规律。 

  三是农民消费结构的次序性发生转变，即从生产需求为主、建房需求为次、家电类耐用

消费品为辅的状况逐步转向饮食消费、品质消费以及交通通信、文化娱乐消费。 

  6.居民消费结构将不断优化 

  一是恩格尔系数将进一步下降。如果到 2020 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倍增，城市居民

恩格尔系数有望下降到 25%左右；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有望下降到 30%以下，从而进入到大

众消费时代。 

  二是服务型消费比重进一步提高。随着服务消费需求的不断释放，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

比重有望年均提高 0.5-0.6个百分点，到 2020 年达到 45%-50%，成为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大

头。 

  进一步优化城乡居民收支与消费结构 

  1.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加速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大力增收减负 

  一是继续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实际消费支出占比；在

初次分配环节，通过制定行业工资指导政策、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以

及实行工资增长与消费价格指数挂钩、与企业效益挂钩制度等，保证劳动者报酬占比维持在

相对合理的水平上，在动态变化上稳中有升，使劳动者享有应得的经济发展成果。 

  二是要着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如果城乡居民消费潜力能得到有效释放，

足够支撑未来 10 到 20 年我国经济年均 6%左右的增速，因此，要尽快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

机制，提高城乡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收入比重，为扩大消费、提高消费贡献率奠定基础。 

  三是要继续努力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对生活必需品实施低税率，减少重复征税，

降低增值税税率等，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提振居民的消费信心。 

  2.把握公平主线，努力缩小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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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挫伤不具有垄断性质行业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收入分配不公

会影响经济总体效率。为此，一是要努力创造条件，实现进入市场机会的公平、就业机会的

公平、获得资本机会的公平、要素流动条件的公平等，实现人们最终所得与付出之间的均衡

和公平；二是要对垄断行业施行管制，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3.拓宽投资渠道，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 

  一是要积极创造外部条件，激发居民创业热情，拓宽群众财富增长渠道。在硬件上，要

创造畅通的物流、信息、能源、交通条件，方便群众创业；在软件上，充分利用税收等经济

杠杆，鼓励更多人投入创业之中；积极创新金融管理体系，开发适宜普通群众的投资品种，

为居民财富增长提供多元化途径。 

  二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农村承包地、林地、草原、“四荒地”、宅基地、

农房、集体建设用地等确权登记颁证，实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并行，继

续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有序推进农村经营

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有效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

配权。 

 

文章来源：和讯网 

详见：http://opinion.hexun.com/2017-03-02/18834085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