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医疗保健1015元
8.8%

教育文化娱乐1119元
9.8%

交通通信1455元
12.7%

生活用品及服务669元
5.8%

居住2649元
23.1%

其他用品及服务286元
2.5%

食品烟酒3536元
30.8%

衣着742元
6.5%

31省份上半年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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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价格
为何“跌跌不休”

今年猪肉价格持续“探底”。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年初以

来，猪肉价格连月下行，尤其是4

月份以来，猪肉价格月降幅超

20%，6月份降幅高达36.5%，创今

年以来猪肉价格最大跌幅。

业内人士分析，本轮猪肉价

格大幅下跌主要受供求影响，市

场猪肉供应充足，遇上消费季节

性回落，导致价格持续下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6月16日发

布猪粮比价过度下跌三级预警，6

月 28 日进一步发布猪粮比价过

度下跌一级预警信息，并立即会

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启动国家储

备收储工作。7 月 7 日和 7 月 14

日已完成两批中央储备收储，7月

21日还将组织第三批中央储备收

储。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

长万劲松介绍，目前看，生猪价格

过度下跌势头得到初步遏制，6月

底以来价格出现明显反弹，目前

价格较前期低点回升 15%以上，

猪粮比价短暂跌破 5:1 以后迅速

反弹，上周已回升至5.85:1，养殖

户信心有所恢复，集中出栏现象

有所缓解。

万劲松预计，未来一段时间

生猪价格可能继续呈阶段性反弹

态势。“随着中央和地方收储‘托

市’效果逐步显现，加之今年1至

2月新生仔猪量减少，经过半年左

右的育肥期，会对7至8月生猪出

栏产生影响。”

“饲料价格高企和猪肉价格

低迷，导致生猪养殖利润大幅下

滑，养殖场户亏损面有所扩大。

受此影响，预计下半年生猪存栏

量有所回落；随着四季度需求回

升，猪肉价格或将温和上涨。”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

所副研究员王立坤分析。

河南省南阳市昂达牧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江昂分析，从

中期看，前期养猪的高额利润吸

引资本进入，未来一段时间内，新

增产能会进一步释放，猪肉价格

虽会从低点有所回升，但不会出

现大幅反弹。

（新华社“新华视点”）

国家统计局近

日发布了 31 省份

2021 年 上 半 年 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和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数据，上海、北

京、浙江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位居前

三甲。居民消费支

出 保 持 恢 复 性 反

弹，上海、北京人均

消费均超2万元。

上半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榜出炉上半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榜出炉

京沪居民挣钱最多花钱也最狠京沪居民挣钱最多花钱也最狠

相关新闻
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超4万元居首

居民可支配收入，指居民

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

总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

的收入，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

括实物收入。

数据显示，上海上半年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到 了

40357 元，位居全国第一名，继

续傲视群雄。

记者注意到，上海也是上

半年仅有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过 4 万元的地区，“魔都人”赚

钱能力真不是盖的。

10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超全国水平
北京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仅次于上海，位居第二名。

北京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38138元，同比名义增长

10.3%，两年平均增长 6.1%；扣

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

9.8%，两年平均增长4.4%。

浙江位居第三位，其上半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

30998元。

北京、浙江也是两个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的

地区，属于第二梯队。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7642 元，同比名义增长

12.6%。

根据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水平相比，上海、北

京、浙江、江苏、天津、广东、福

建、山东、辽宁、重庆这10个省

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跑赢了全

国水平。

数据显示，工资性收入较

快增长，为居民增收奠定坚实

基础。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工

资 性 收 入 10104 元 ，增 长

12.1%，与 2019 年上半年相比，

两年平均增长7.2%。

国家统计局住户司司长方

晓丹分析称，随着国民经济持

续恢复，居民就业形势不断向

好，带动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

上海北京人均消费均超2万元
在疫情防控形势总体稳定

和居民收入持续恢复性增长的

基础上，居民消费支出保持恢

复性反弹，两年平均增速有所

加快。

2021 年上半年，全国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11471元，名义增

长 18.0%，扣除价格因素影响，

实际增长 17.4%。比 2019 年上

半年增长11.0%，两年平均增长

5.4%，扣除价格因素，两年平均

实际增长3.2%。

与全国水平相比，上海、北

京、浙江、天津、广东、江苏、福

建、重庆、湖北9省份人均消费

超全国平均水平。

具体来看，上海、北京人均

消费均超2万元。其中上海最

能花，人均消费23644元；北京

紧随其后，人均消费21564元。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苏剑表示，最主要原因

是京沪两地人均可支配收入远

高于其他地区。京沪作为中国

最为发达的两个城市，可供消

费的产品种类繁多，尤其是发

展较为完善的服务业，满足了

居民多样化的需求。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

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

林也指出，京沪作为一线城市，

经济发达，产业结构完善，人均

消费能力强。

食品烟酒消费人均花销最大
居民消费支出包括食品烟

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

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用品及服务

八大类。

记者梳理发现，上半年，全

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食品

烟酒消费人均花销最大，达

3536 元；占比最高，为 30.8%。

此外，居住费用也是人均消费的

一项重要支出，上半年人均居住

消费支出2649元，占人均消费

支出的比重为23.1%，人均消费

支出占比仅次于食品烟酒。

在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方

面，教育文化娱乐消费的增长

最快，增速 68.5%；遥遥领先于

其他支出类别。

下半年消费恢复态势有望增强
谈到下半年消费走势，盘

和林认为，随着疫情得到控制，

未来中国消费能够持续增长。

一是高端消费会不断升级，二

是消费将逐渐下沉。随着经济

水平的提升，广大三四线城市

消费力会进一步得到释放。

苏剑预计，下半年消费恢复

态势有望增强。国内外疫情好

转以及疫苗的普及为进一步人

口流动创造了条件，下半年国际

旅游有望逐步恢复，从而对消费

恢复起到较好地支撑作用。总

的来说，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第

一架马车，可以带动经济更好的

发展。

(综合中国新闻网、央
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