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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 , 认真贯彻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方针政策，城乡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收入分配秩

序不断规范，分配状况逐步改善 , 收入差距不断缩小；消费水平和质量持续提高，消费结构升级换代趋势明

显；生活环境明显改善，公共服务再上台阶，为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转移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占比提高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牢牢坚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

前进”，紧紧围绕“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城乡

居民收入增长，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为实现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5 居民收入较快增长
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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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速。2016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821 元，比 2012 年名义增长 44.3%，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33.3%，年均实际增长 7.4%。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速快于同期 GDP 年均增速 0.2

个百分点，快于同期人均 GDP 年均增速 0.8 个百分点。

2016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 2010 年相比实际增长 62.6%，在未来四年内 , 只要居民收入年均

实际增速在 5.3% 以上 , 到 2020 年居民收入比 2010 年翻番的目标就可实现。

转移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占比提高。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

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2012 年以来，各级政府多措并举，从增加居

民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着手，全力为居民增收注入新动力。2016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人

均转移净收入 4259 元，比 2012 年增长 [1]56.2%，年均增长 11.8%，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16.5% 提高到 2016 年的 17.9%，提高 1.4 个百分点。人均财产净收入 1889 元，比 2012 年增长 53.5%，年

均增长 11.3%，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7.5% 提高到 2016 年的 7.9%，提高 0.4 个百分点。人

均工资性收入 13455 元，比 2012 年增长 43.5%，年均增长 9.4%。人均经营净收入 4218 元，比 2012 年增长

33.0%，年均增长 7.4%。2016 年人均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比 2012 年下降

0.3 和 1.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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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基尼系数有所下降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着力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收入差距问题，从提高居民

收入水平出发，多方面缩小城乡、区域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缩小。2016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3616 元，比 2012 年名义增长 39.3%，实际增

专栏一   七大重点群体激励计划

2016 年 10 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瞄准七大重点群体，实施有针对性的激励计划，带动城乡居民实现总体增收。

七大重点群体是指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基

层干部队伍、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针对这七大重点群体，《意见》分别提出了相应的激励计划。

技能人才激励计划主要包括完善多劳多得、技高者多得的技能人才收入分配政策，引导加大人

力资本投资，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和社会地位，大力弘扬新时期工匠精神，培养高水平大国工匠

队伍，带动广大产业工人增技能、增本领、增收入。

新型职业农民激励计划主要包括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增收能力，挖掘现代农业增收潜力，拓宽新

型职业农民增收渠道。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和支持力度，加快职业化进程，带动广大农民共

享现代化成果。

科研人员激励计划主要包括深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激励机制，

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通过工资性收入、项目激励、成果转化奖励等多重激励引导

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工作，激发科技创新热情。

小微创业者激励计划主要包括进一步降低创业成本，健全创新创业成果利益分配机制，在更大

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导和支持小微创业者在“双创”中实现

创收致富。

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激励计划主要包括完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激励方式，强化民营企业家创

业激励。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进一步稳定预期、优化环境，激发企业家创业热情，

推动经济增长、就业增加、效益提升、职工增收实现良性互动。

基层干部队伍激励计划主要包括完善工资制度，健全不同地区、不同岗位差别化激励办法，建

立阳光化福利保障制度，充分调动基层干部队伍工作积极性，同步完善相关人员激励机制。

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激励计划主要包括推进产业扶贫济困，完善相关专项救助制度。鼓励引

导低保对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以及残疾人等困难群体中具备劳动能力和劳动条件者提升人力资本，

主动参加生产劳动，通过自身努力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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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28.6%，年均实际增长 6.5%。2016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363 元，比 2012 年名义增长 47.4%，实

际增长 36.3%，年均实际增长 8.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1.5 个百分点。

2016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 2.72（农村居民收入 =1）, 比 2012 年下降 0.16。

 

地区收入差距缩小。分区域看，收入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最快，中部地区次之。

2012 年以来，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为 10.3%，比中部地区高 0.4 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

高 0.9 个百分点，比东北地区高 1.8 个百分点。2016 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 1.67

（西部地区居民收入 =1），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 1.09，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居

年份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2012 年 24127 8389

2013 年 26467 9430

2014 年 28844 10489

2015 年 31195 11422

2016 年 33616 12363

2013-2016 年年均名义增速 (%) 8.7 10.2

2013-2016 年年均实际增速 (%) 6.5 8.0

表 1  2012-2016 年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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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 1.21。东部与西部、中部与西部、东北地区与西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分别

比 2012 年缩小 0.06、0.02、0.08。

高低收入省份相对差距趋于缩小。2012 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前五的省份为上海、北京、浙

江、天津和江苏，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38550 元、36817 元、27020 元、24030 元和 22432 元；排名后五

的省份为青海、云南、贵州、甘肃和西藏，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11470 元、11233 元、9850 元、9768 元

和 8568 元。2016 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前五的省份为上海、北京、浙江、天津和江苏，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为 54305 元、52530 元、38529 元、34074 元和 32070 元；排名后五的省份为青海、云南、贵州、

甘肃和西藏，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17302 元、16720 元、15121 元、14670 元和 13639 元。2016 年全体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省份居民收入之比为 4.0（最低省份居民收入=1），相对差距比 2012年缩小 0.5。

基尼系数有所下降。2016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 0.465，比 2012 年的 0.474 下降 0.009，

居民收入差距总体在缩小。

年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2012 年 21407 13717 12436 16107

2013 年 23658 15264 13919 17893

2014 年 25954 16868 15376 19604

2015 年 28223 18442 16868 21008

2016 年 30655 20006 18407 22352

表 2  2012-2016 年全国居民按东、中、西及东北地区

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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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费水平持续提高，服务消费快速增长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持续完善消费市场的软硬件设施，着力构

建良好的市场氛围，营造便利、安心、放心的消费环境，有效增强了居民消费信心，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

居民消费支出快速增长，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消费形态已经从模仿型排浪式基本消费逐步转变为个性化、

多样化的高品质消费。

消费水平持续提高。2016 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7111 元，比 2012 年增长 33.1%，年均增长 7.4%。

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3079 元，比 2012 年增长 26.2%，年均增长 6.0%；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 10130 元，比 2012 年增长 43.4%，年均增长 9.4%。

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5151元，比2012年增长21.2%，年均增长4.9%。

食品烟酒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从2012年的33.0%下降至2016年的30.1%，下降2.9个百分点。

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 6762 元，比 2012 年增长 17.6%，年均增长 4.1%。城镇居民恩格尔

系数从 2012 年的 31.4% 下降至 2016 年的 29.3%，下降 2.1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 3266 元，

比 2012 年增长 23.3%，年均增长 5.4%。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从 2012 年的 37.5% 下降至 2016 年的 32.2%，

专栏二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间收入差距的综合指标。社会中每个人的收入都一样、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时，

基尼系数是 0；全社会的收入都集中于 1个人、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时，基尼系数是 1。现实生活中，

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发生。每个人的收入有多有少，差距大时，基尼系数就高，差距小时，基尼系数就低。

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基尼系数标准，但有不少人认为基尼系数小于 0.2时，居民收入过于平均，

0.2-0.3之间时较为平均，0.3-0.4之间时比较合理，0.4-0.5之间时差距过大，大于0.5时差距悬殊。

通常而言，与面积或人口较小的国家相比，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和自然环境差异较大国家的基尼系

数会高一些。经济处于起步阶段或工业化前期的国家，基尼系数要大一些，而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实

施高福利政策国家的基尼系数要小一些。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

较全面客观地反映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能预报、预警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

基尼系数需要使用分户或分组的居民收入数据来计算。使用不同来源、不同口径的收入基础数

据会得到不同的基尼系数。比如，收入指标是否规范、用总收入指标还是可支配收入指标、收入中

是否包括政府的实物福利、是否扣除年度物价因素、是否扣除地区差价等等，都对基尼系数及其变

化趋势有影响。

国家统计局使用全国住户调查数据作为计算基尼系数的基础。自2008年以来，基尼系数实现“七

连降”。2016 年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 0.465，比 2008 年下降了 0.026，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得到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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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5.3 个百分点。居民恩格尔系数的持续下降，标志着居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服务消费保持快速增长。2016 年全国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 2338 元，比 2012 年增长 55.7%，年均增

长 11.7%，快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速 4.3 个百分点，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11.7%

提高到 2016 年的 13.7%。2016 年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1915 元，比 2012 年增长 41.7%，年均增

长 9.1%，快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速 1.7 个百分点，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10.5%

提高到 2016 年的 11.2%。2016 年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1307 元，比 2012 年增长 60.6%，年均增长

12.6%，快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速 5.2 个百分点，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由 2012 年的 6.3% 提高

到 2016 年的 7.6%。

四、消费质量不断提高，升级换代步伐加快

食品消费更趋营养型高品质。从城镇看，2016 年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 10.6 公斤，比 2012 年

增加 1.4 公斤，增长 15.8%；人均牛羊肉消费 4.3 公斤，比 2012 年增加 0.6 公斤，增长 15.3%；人均鲜奶消

费 16.5 公斤，比 2012 年增加 2.6 公斤，增长 18.6%。

从农村看，农村居民食品消费质量全面改善，肉、蛋、奶、水产品等较高质量的食品消费数量显著增

加。2016 年农村居民人均猪肉消费 18.7 公斤，比 2012 年增加 4.3 公斤，增长 29.8%；人均蛋及制品消费 8.5

公斤，比 2012 年增加 2.6 公斤，增长 44.6%；人均奶及制品消费 6.6 公斤，比 2012 年增加 1.3 公斤，增长

25.4%；人均水产品消费 7.5 公斤，比 2012 年增加 2.1 公斤，增长 39.7%。

耐用品消费不断升级换代。城乡居民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不断增多，农村居民升级换代趋势更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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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2016 年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为 17 辆，比 2012 年增加 11 辆，增长 164.1%，在农村居民耐

用消费品拥有量中增长速度最快；2016 年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空调拥有量为 48 台，比 2012 年增加 22 台，

增长 87.6%；平均每百户热水器拥有量为 60 台，比 2012 年增加 19 台，增长 46.3%；平均每百户电冰箱拥

有量为 90 台，比 2012 年增加 22 台，增长 33.0%；平均每百户计算机拥有量为 28 台，比 2012 年增加 6.6 台，

增长 30.8%；平均每百户洗衣机拥有量为 84 台，比 2012 年增加 17 台，增长 25.0%；平均每百户移动电话

拥有量为 241 部，比 2012 年增加 43 部，增长 21.7%。

五、生活环境明显改善，公共服务再上台阶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把加快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提升民生保障水平的重要载体，努力推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加大资金投入，公共设施覆盖率提高，各类社会服务条件稳步提升，城乡居民生活环境全

方位改善，更加趋于便利化、基本化、均等化与社会化。

居住面积和质量不断提高。2016 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 36.6 平方米，比 2012 年增长 11.1%，

年均增长 2.7%；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 45.8 平方米，比 2012 年增长 23.3%，年均增长 5.4%。2016

年农村居民居住在钢筋混凝土或砖混材料结构住房的户比重为 64.4%，比 2013 年提高 8.8 个百分点。

生活环境持续优化。为让人民拥有更优美的环境，基层政府始终将工作重心之一落在加强城乡社区建

设上，努力把优质资源延伸到社区，为群众做好服务。当前，城镇地区通公路、通电、通电话、通有线电

视已接近全覆盖，农村地区“四通”覆盖面不断扩大。2016 年农村地区有 99.7% 的户所在自然村已通公路，

比 2013 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有 99.7% 的户所在自然村已通电，比 2013 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有 99.7% 的

户所在自然村已通电话，比 2013 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有 97.1% 的户所在自然村已通有线电视，比 2013 年

提高 7.9 个百分点。2016 年城镇地区有 94.2% 的户所在社区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农村地区有 53.6%

的户所在自然村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分别比 2013 年提高 2.9 和 8.0 个百分点。2016 年城镇地区有

97.7% 的户所在社区垃圾能够做到集中处理，比 2013 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2016 年农村地区有 66.9% 的户

所在自然村垃圾能够做到集中处理，比 2013 年提高 18.2 个百分点。

医疗服务水平稳步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基本医疗卫生

资源均衡配置等问题，致力于实现到 2020 年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不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进程。”从医疗条件看，2016 年城镇地区有 83.6% 的户所在社区有卫生站，比 2013 年提高 3.9 个百分点；

农村地区有 87.4% 的户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比 2013 年提高 5.8 个百分点。

教育条件不断改善。五年来，国家继续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不断扩大投入，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从教育条件看， 2016 年城镇地区有 97.8% 的户所在社

区可以便利地上幼儿园或学前班，比 2013 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有 98.1% 的户所在社区可以便利地上小学，

比 2013 年提高 1.3 个百分点。2016 年农村地区有 81.8% 的户所在自然村可以便利地上幼儿园或学前班，比

2013 年提高 6.1 个百分点；有 84.6% 的户所在自然村可以便利地上小学，比 2013 年提高 3.8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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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八大到十九大

总之，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民生工作，

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城乡居民收入保持了较快增长，增速快于经济增速，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居民生

活水平和质量逐步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换代，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提高

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离 2020 年的时间只有三四年，在进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居民收入增长也处于爬坡过坎的重要关口，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任

务仍面临着不少的困难和挑战。“天地之大，黎元为先”。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撸起袖子加油干，继续拓宽居民增收渠道，不断挖掘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潜力，进一步提高

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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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即墨市段泊岚二村村民在“公益微花园”里赏花。（梁孝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