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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大幅减缓 价格上涨感受加剧  

http://www.crifs.org.cn  2006年9月12日  徐连仲 

[提要] 央行最近调查显示，城镇居民对物价上涨的反应继续走高，其中“物价过高”判断所占

比例升至24.4%。然而，统计显示，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仅上涨1.3%。对价格实际感受与价格涨

幅产生较大反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减缓，致使居民对价格上涨的实际感受相

对增强。  

《瞭望》文章：居民涨价感受缘何加剧 

价格总水平涨幅与居民对涨价的实际感受上的差异，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央行的最近调查显示，城镇居民对物价上涨的反应继续走高，其中对“物价过高”判断所占比

例升至24.4%，较上季提高2.3个百分点，物价满意指数降至-12.1%，比上季下降3个百分点。 

然而，统计却显示，上半年在GDP增长10.9%的情况下，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仅上涨了

1.3%，涨幅比上年同期减小1个百分点。  

在2000年～2005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3%，但CPI涨幅仅为1.2%。尽管CPI的涨幅相当平和，但

是，老百姓对当前价格变化的感受却是如此强烈：大到住房、水电、钢材、贵金属、成品油、教

育、医疗、交通，小到蔬菜、水果、鸡蛋、矿泉水，满眼都是价格看涨。 

价格总水平涨幅与经济增长的现状、价格总水平涨幅与居民的实际感受确实存在一定的反差。 

生活必需品价格涨幅远高于价格总水平 

近几年价格变化的结构性特点突出，各类商品价格升降变化差异很大，而价格总水平变化不

大，但居民对价格上涨幅度高的商品感受强烈。 

其实，这种情况在2004年、2005年已有所表现。比如，2004年价格总水平上涨3.9%，按一般的

传统观点，这一涨幅是在经济和社会运行可以容忍的范围内。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其对价格上

涨的感受却要比价格总水平上涨幅度所描绘的程度大得多，因为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幅度远

远大于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幅度，如食品、燃料价格的平均涨幅分别为9.9%和12.4%，分别比价格总水

平涨幅高6个和8.5个百分点。 

2005年价格总水平上涨1.8%，涨幅虽比上年降了2.1个百分点，但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幅

度仍明显大于价格总水平涨幅。食品、居民必需的生活用燃料等价格不但仍在高位运行，且上涨的

幅度仍明显大于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幅度，使老百姓对价格上涨的感受进一步加强。此外，2005年服



务价格上涨3.3%，比价格总水平涨幅高1.5个百分点，其中由于居民生活必需的水、电、燃气等价格

上涨，使居住类服务价格上涨5.4%，比价格总水平涨幅高3.6个百分点。 

在今年上半年，价格总水平涨幅虽较前两年继续减小，但鲜菜、鲜果、燃料、居住价格等居民

生活必需的食品及服务价格却继续大幅度上涨，其中鲜菜、鲜果、燃料、居住价格分别上涨17.2%、

32.2%、14.3%、4.7%，比价格总水平涨幅分别高15.9、30.9、13和3.4个百分点。在前两年大幅度上

涨的粮食、主要副食品、燃料价格继续保持高位运行的情况下，新增加的居民生活所必需的服务价

格的上涨，以及新出现的鲜果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进一步加剧了居民的生活必需品的支出负担，使

中低收入居民对价格上涨的感受进一步加强。 

CPI统计构成不足以准确反映居民消费支出比例 

目前，CPI的构成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

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等八大类。而CPI统计标准基本上还是20多年前制定

的。20多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特别是居民的消费结构与收入结构已发生了巨变，CPI中的权重虽经

过一些基本的调整，但与当前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的变化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医

疗、教育、住房改革之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构成中八大类价格权重与居民的实际支出比重的差距

明显扩大。 

例如，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所公布的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的数据显示，2005

年居民的居住消费为808元，仅占居民人均消费比重的10.2%；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1097.5元，

仅占居民人均消费比重的13.8%；医疗保健600.9元，仅占居民人均消费比重的7.6%。而现实生活中

许多人在这三个方面的消费支出比重都要远远大于统计的数据。也就是说，统计数据与居民的实际

消费支出水平的差距相差很大，而这种差距几乎是大多数人都可以认识到的。 

调查表明，目前人们花钱最多的三方面依次是住房、教育和医疗。与此同时，公众感觉这些年

上涨最快的也正是这三方面。来自卫生部的统计显示，上世纪80年代，全国一年的总体医疗费用为

143.2亿元，到2003年上升到6623.3亿元，20多年增长了40多倍；而其中需个人支付的比例，也由

21.2%上升到55.5%。这种变化，在居民消费价格的权重结构中也没有充分反映。 

这就是为什么在统计数据显示物价低迷的时候，很多人感觉的是价格的高涨和生活负担的沉

重——因为有几类大宗且必须消费的商品的价格有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如教育、医疗、住房

等。 

收入增长缓慢减弱对价格上涨的承受力 

对价格实际感受与价格涨幅产生较大反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减缓，致使

居民对价格上涨的实际感受相对增强。  

从1997年到2005年，我国连续9年出现居民人均收入增速明显低于GDP增速的现象。这9年，我国

GDP年均实际增长9.2%，名义GDP年均增长11%，而同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年均分别只增长9%和6%。比较可知，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不但大大慢于GDP的名义增长速度，也慢

于GDP的实际增长速度，其中农民收入的增速远远低于GDP增速。但在1991年～1996年，我国GDP年均

实际增长12%，GDP名义增速为26.7%，而同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



别增长23.3%和22.1%，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略慢于GDP的名义增长速度，但大大高于GDP的实际

增长速度。 

正是这种收入增长速度的大幅减慢，削弱了居民对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因而居民对哪怕是较

低的价格涨幅也反应敏感。 

收入差距拉大加剧价格上涨感受 

居民对价格上涨的感受，不仅因为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更重要的是因为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慢

不均，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速度较快，而低收入阶层居民收入增长慢，部分低收入阶层居民的绝对

收入甚至是相对下降的。而这些低收入阶层的居民，对价格上涨的感受尤为强烈。 

目前，普通的劳动者收入不高，劳动所得的收入增长速度放缓：据全国总工会2005年对10个省

份中的20个市(区)1000个各种所有制企业以及1万名职工的问卷调查，2002年至2004年三年中，职工

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81.8%，比上一个三年(1998年～2001年)增加了28个百分点；只

有当地社会平均工资一半的占34.2%，比上一个三年增加了14.6个百分点。更有甚者，还有12.7%的

职工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而企业经营者的收入却远高于企业普通职工。国资委的调查显示，中央企业2002年两者的差距

为12倍，2003年就扩大到13.6倍；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对1883家各类企业调查，企业总经

理与普通职工年平均收入相差3～15倍的占61.2%，相差15～25倍的占14%，相差25～50倍的占7.4%，

相差50倍以上的占6.4%。 

从城乡收入差别来看，2005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了3.22:1，而1990年只有2.2:1。 

从行业差距来看，2004年人均收入最高的证券业是最低的林业的7.52倍。此外，电力、电信、

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再加

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从不同阶层居民所拥有的财富来看，财政部科研所2004年的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

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

财产总额的53.6%。同时，城市居民金融资产也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 

从基尼系数明显上升看，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也突出。2004年财政部科研所发布的一份研

究表明，我国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从

1991年的0.282升至2004年的0.47。 

在平均居民收入增速下降、而国民收入分配两极化倾向加剧的情况下，加剧了低收入居民对价

格上涨感受的强度。 

居民承担的公共负担明显增加 

由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及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加之原有的社会和企业承担的社会福

利和保障体制被打破，新建立的社会保障体制功能不健全，使中低收入居民对这些增加的负担难以



承受，这也是居民对价格上涨感受强烈的重要原因。 

特别是医疗、教育、住房体制的改革，短期内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居民的支出负担。 

例如，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教育总投资的比例事实上呈下降趋势，而老百姓承担

教育费用的比例却在上升。据统计，全国高校的人均学费从改革前的免费教育到1985年前的200元，

再到1995年的800元，一直上升到2005年的5000元，近20年间上涨了25倍，大大高于群众的收入增长

幅度。若再加上大学期间的住宿费和生活费，平均每个大学生4年花费需4万多元。而2005年全国农

村人均收入只有2936元，也就是说，一名农民辛辛苦苦13年的收入，才能供得起一名大学生。 

可见，价格总水平涨幅与居民的实际感受的反差不仅源自价格运行本身的原因，其中包含着居

民消费价格结构构成比重不合理、居民消费升级所导致的价格结构性变化的特点、国民经济运行中

存在的各种结构性不协调等多重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及时地加以解决，则CPI的变化将更加难以

准确地描述居民消费结构及支出的变化，也难以准确反映国民经济的综合运行情况。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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