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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

人口结构

基尼系数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26955元

农村居民人均
纯收入8896元

7 . 0%增长

9.3%增长

大陆总人口为136072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668万人

53 . 73%

城镇人口占
总人口比重

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的
劳动年龄人口91954万人

60周岁及以上人口20243万人

67.6%

14 . 9%

注：基尼系数数值介于0～1之间，基尼
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
入分配越不平均。通常把0 . 4作为贫富差距的
警戒线。

2009年
0 . 490

2010年
0 . 481

2011年
0 . 477

2 0 1 2年
0 . 474

2013年
0 . 473

基尼系数比去年略低，城乡差距缩小呈向好之势

城城镇镇居居民民收收入入没没跑跑赢赢GGDDPP
本报见习记者 徐瀚云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3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
总收入29547元，其中，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
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7 . 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8896元，实际增长9 . 3%。城
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略低于
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董长瑞认为，国民收入
分配当中，居民收入分配的
比重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从
城乡结构来看，农村居民收
入增长速度快于城镇居民收
入增长速度。随着城镇化的
发展，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的
改革，城乡差距缩小有一个
向好的趋势。

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
数为0.473，而2012年公布的数

据为0 . 474。有专家认为该数
据偏低，国家统计局对此做出
回应称，基尼系数0 . 473也不
是很低，符合中国实际，国家
统计局40万户住户的样本数
量“基础比较扎实，来源比较
明确，持续性很强”。

董长瑞介绍，因为数据
来源、统计口径、调查样本不
同，得出的基尼系数也可能
不同。有的专家团队研究认
为，我国的基尼系数甚至超

过0 . 5，到底哪个数据更合
理也不明确。

不过，董长瑞认为，基尼
系数只是一个参考，不是唯
一的指标，居民收入差距背
后还有很多影响因素。从目前
的数据来看，基尼系数远高于
0 . 4的警戒线，这说明居民收
入差距较大，有很大的改进空
间，下一步还得继续加大收入
分配改革力度，提高中低收入
阶层收入。

根据统计，2013年全年
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2 . 6%，其中，城市上涨2 . 6%，
农村上涨2 . 8%，八大类别
中，食品价格比去年上涨
4 . 7%居首位，除交通和通信
下降0 . 4%外，其余七类均不
同程度上涨。

山东省农科院可持
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袁
奎明介绍，农产品成本上
涨是导致食品价格上涨
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影
响农产品价格的几项因
素，如农资成本、劳动力
成本、土地价格、农用机
械成本、灌溉用水价格等
都在不断上涨，其中劳动
力成本上涨最快。

国家倡导优质优价的
价格导向在逐渐形成，市场
中无公害、绿色和有机的产

品越来越多，农产品的质量
不断提升，价格自然会随之
增长。目前，经过认证的无
公害蔬菜在市场中占30%

左右，畜禽产品占 5 0 %到
60%，优质的农产品在使用
化肥和农药方面要求较为
严格，产量相对较低，而价
格比较高，并反映在居民消
费价格的上涨上。

袁奎明认为，食品价格
本身占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的权重比较大，在多重因素
的影响下，其涨幅还在正常
范围之内。“农产品的价格
本身还是比较低的，很多农
民的收入只能依靠农产品，
而仅靠出售粮食、蔬菜的收
入，在面临教育、医疗等问
题时，显得较为无力。”袁奎
明说。

本报见习记者 徐瀚云

专家分析

CPI上扬，菜价上涨是主因今年房价大涨几无可能

国家统计局20日公布数
据显示，2013年全国房地产
开发投资86013亿元，比上年
名义增长19 . 8%，其中住宅投
资增长19 . 4%。全国商品房销
售面积130551万平方米，比
上年增长17 . 3%，其中住宅销
售面积增长17 . 5%。

山东大学房地产研究
中心主任李铁岗就此认为，
2 0 1 4年全国房价大幅上涨
力量不足，但下降的理由也
不充分。从历史来看，在经
济基本面没有严重恶化的
情况下，比如2008年金融危
机时，“房价是有自然上涨
的趋势的”。李铁岗据此做
出的趋势性预测是，“房价
涨幅回落，并低于国民经济
增长幅度。”

在具体分析数据时，李
铁岗说，2013年在房地产投

资和土地购置方面有略微上
涨的趋势，“这说明投资方和
开发企业对未来房地产市场
是继续看好的。”而商品房销
售和待售面积有下降的趋
势，前者表明“买方对市场的
未来预期是不看好的”，后者
则表明未来一段时间“市场
可供应面积有所减少”。

李铁岗说，数据显示，
2013年开发资金到位的情况
不理想，这说明“投资方、金
融机构对未来市场的预期并
不看好”，“也说明了资金有
从房地产业流出的可能”，
这预示着2 0 1 4年房地产业
开发整体资金状况比较紧
张，由于金融机构对房地产
开发将延续审慎的态度，“缺
钱将是房地产开发市场的常
态”。

本报记者 张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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