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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加大

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2010-03-03   

  随着近年来各项惠民政策的实施，怀柔区城乡居民收入保持稳步发展的趋势，1990

收入从1535.9元增加到21539.7元，年均增长14.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234元增加到

从以上数据中不难发现：1990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

差距有增无减。 

  一、怀柔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 

  （一）收入绝对差额逐年扩大 

  1990年怀柔区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535.9元，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1234元，城

264.4元；到2009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21539.7元，农村居民年人均纯

民收入绝对差加大到10527.1元。1990年-2009年，怀柔区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年均增长

 

图1：1990-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额折线图(单位：元

  （二）城乡居民收入比处于较小状态 

  尽管城乡居民收入差额逐年加大，但与北京市和全国相比，怀柔区处于较小状态。

2.23：1，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3：1。  

  二、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差距过大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的主要原因

  （一）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额逐步加大 

  工资性收入是城乡居民收入的主体，对于城镇居民来讲是相对稳定的增收渠道，而



忽不定”。据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2000年-2009年，农村居民年人均工资性收入从2535.5

民年人均工资性收入从7545元增加到19330.8元，工资性收入差额从5009.5元加大到12242.7

2009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8%左右，占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一直保

持在82%左右，两者相差24个百分点。 

 

图2：2000年-2009年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额折线图(单位：元

  （二）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过大 

  转移性收入中包括离退休金、救济金、住房公积金等国家、单位对个人的转移性支付。因此，在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