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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城乡居民收支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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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烟台城乡居民收支账单出炉

城城里里人人住住房房支支出出增增加加，，人人均均11888888元元

农村人收入增幅高于城市

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烟台城
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791元，同
比增长8 . 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6656元，同比增长11 . 4%。农村居民
收入增幅高出城市居民2 . 8个百分
点。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去年同期
的2 . 20：1缩小到2 . 15：1，城乡居民收

入仍存在一定差距，但呈现逐渐缩
小的趋势。

在介绍各项收入之前，咱先了
解一下专业知识。在统计学中常用
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四部分构
成，分别是工资性收入(工资等)、转
移性收入(养老金等)、经营性收入

(商业买卖收入等)和财产性收入。
其中，工资性收入仍是最主要

的收入来源。城市居民人均工资性
收入25144元，占城市居民人均总收
入的66 . 1%；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
收入7755元，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的46 . 6%。

城里人“理财”观念更强了

值得一提的是，财产性收入增
幅最大。城市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
1318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9 . 8%，占
总收入的3 . 7%；农村居民人均财产
性收入 3 5 9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 . 3%，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
2 . 2%。

财产性收入主要是家庭拥有

的动产和不动产所获得的收入。其
中，储蓄、股票、债券、保险、理财产
品等金融产品成为财产性收入的
主要来源。财产性收入增幅的扩
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更多的家庭
学会理财，通过资本运作方式赚
钱。尽管财产性收入在人均可支配
收入中占比不大，但对国民经济的

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另外，经营性收入是拉动收入

增长的重要因素。城市居民人均经
营性收入5203元，农村居民人均经
营性收入7594元。转移性收入大幅
提高。城市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
6387元，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
948元。

房租上涨，城里人住房支出增幅最大

2014年，烟台城市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23529元，同比增长6 . 9%；农
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588元，
同比增长16 . 9%。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幅高出
城市居民10 . 0个百分点。城市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生

活消费支出之比由去年同期的
3 . 00：1缩小到2 . 74：1，城乡居民消费
支出差距进一步缩小。

从各项支出看，城市居民吃饭
穿衣占大头。人均食品支出7961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6 . 9%，占消费支出
的33 . 8%；人均衣着支出3762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2 . 9%，占消费支出的
16 . 0%。住房支出增幅最大，人均居
住支出1 8 8 8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1 . 9%，看样子房租涨了不少。另
外，城市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和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下降，比去年
同期分别减少7 . 9%、10 . 9%。

农村人在娱乐上更舍得花钱了

相对城市居民八大类消费有
升有降的态势，农村居民八大类消
费全部呈现增长。对农村市民而
言，吃饭和居住支出占大头，人均
食品支出3 2 1 7元，人均居住支出

1314元。人均交通和通信支出1119

元，位居八大类消费支出的第三
位，比去年同期增长16 . 3%，占消费
支出的13 . 0%。

相对之前，农村人在文化娱乐

上更舍得花钱了。2014年，烟台农村
人均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
出707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 . 7%，增
幅最大。在一定程度说明，烟台农
村人在娱乐上，更舍得花钱了。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曲一哲

27日，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对外发布2014年烟台城乡居民收支
情况，在过去的一年，烟台人挣得多了，但花得也不少。2014年，烟台城
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791元，平均下来每月是2982 . 6元，人均消费
支出2352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6656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588
元。你达到平均标准了吗？

22001144年年烟烟台台CCPPII同同比比上上涨涨11 .. 99%%
本报1月27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王莹) 27日，国家统计
局烟台调查队发布数据，2014年，烟
台市CPI同比上涨1 . 9%，比全国平
均水平低0 . 1个百分点，与全省平均
水平持平。食品类价格是拉动CPI

上涨的首要因素。
八大分类指数呈现“七升一

降”的特征。2014年，八大类中只有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价格指数
同比下降0 . 3%，而食品类、烟酒类、
衣着类、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
类、交通和通信类、娱乐教育文化
用品及服务类、居住类价格指数同
比分别上涨2 . 2%、1 . 2%、3 . 4%、1 . 0%、
0 . 1%、1 . 5%和3 . 1%，其中食品、衣着
和居住类对总指数拉动作用居前。

食品类价格是拉动CPI上涨的
首要因素。2014年，烟台市食品类价
格指数同比上涨2 . 2%，涨幅比上年
同期回落了1 . 4个百分点，拉动价格
总水平提高0 . 67个百分点，成为影

响CPI运行的首要因素。
在食品类价格中，蛋类价格涨

幅最高，同比上涨16 . 6%，拉动食品
类提高0 . 54个百分点，影响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提高0 . 17个百分点。
2 0 1 4年，鸡蛋平均价格为每公斤
10 . 01元，比去年平均价格上涨1 . 54

元，上涨18 . 2%。在全年中8月份鸡蛋
价格最高，为每公斤12元。

2014年，烟台市居住类价格指
数同比上涨3 . 1%，涨幅比上年同期
提高0 . 5个百分点，拉动价格总水平
提高了0 . 58个百分点，成为影响CPI

上涨的第二要素。
衣着类价格上涨助推CPI价格

上行。2014年，烟台衣着类价格指数
同比上涨3 . 4%，拉动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提高0 . 37个百分点，拉动幅度
居八大类第三位。

对于2015年CPI走势，国家统
计局烟台调查队工作人员分析，
从食品价格走势看，受消费不振
的影响，2 0 1 4年烟台生猪养殖亏
损严重，养殖户生产积极性受到
一定影响，部分养殖户大量淘汰
能繁育母猪，加之2 0 1 4年猪肉价
格的基数较低，预计2 0 1 5年猪肉
价格涨幅将高于2 0 1 4年，一定程
度拉高CPI涨幅。综合其他各方面
因素分析，2015年烟台市CPI总水
平将会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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