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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海淀区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服从核心区建设大局，以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为统领，以农

民持续增收为落脚点，夯实增长基础、转变发展方式、改变农村面貌，提高一二三产的融合性，南北地

区的协调性，资源要素投向三农的倾斜性，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据海淀区农村居民抽样调查

资料显示，2010 年 1-3 月，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 7066.8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95.4 元，增长 7.5%；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3873.3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307.5 元，增长 8.6%。 

 

     一一一一、、、、现金收入构成及增长情况现金收入构成及增长情况现金收入构成及增长情况现金收入构成及增长情况 

 

  2010 年 1-3 月，海淀区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实现全面增长，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2010 年 1-3 月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对比表 

                      单位：元 

 

 

  1. 工资性收入增长 3.3% 

 

  人均工资性收入 5269.3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68.0 元，同比增长 3.3%，对现金收入增收贡献率达

到 33.9%，拉动总收入增长 2.6 个百分点。其中，人均本乡镇地域内劳动收入 4603.0 元，同比增长 9.2%；

人均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 596.0 元，同比增长 11.4%。 

 

  2.家庭经营现金收入增长 26.1% 

 

  人均家庭经营现金收入 363.8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75.2 元，同比增长 26.1%，对现金收入增收贡献

率达到 15.2%，拉动总收入增长 1.1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现金收入 24.0 元，同比下降 55.6%；第

三产业现金收入 339.7 元，同比增长 44.9%。 

 

  3.财产性收入增长 5.2% 

 



 

  人均财产性收入 471.9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3.3 元,同比增长 5.2%，对现金收入增收贡献率达到

4.7%，拉动总收入增长 0.4 个百分点。其中，租金收入 186.5 元，同比增长 20.9%；转让承包土地经营

权收入 111.4 元，同比增长 27.4%。 

 

  4.转移性收入增长 31.2% 

 

  人均转移性收入 961.9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28.9 元，同比增长 31.2%，对现金收入增收贡献率达

到 46.2%，拉动总收入增长个 3.5 个百分点。其中，退休金、养老金收入 475.5 元，同比增长 34.7%。 

 

  从现金收入的构成来看，工资性收入仍是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主体，所占比重为 74.6%，同比下降

3.0 个百分点；随着各项惠农政策的逐步落实，转移性收入的比重比上年同期增加 2.4 个百分点，达到

13.6%；财产性收入占比 6.7%，与上年基本持平；家庭经营收入占比 5.1%，同比上升 0.7 个百分点。 

  

 

 

           图 1    2010 年 1-3 月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构成图 

 

     二二二二、、、、生活消费支出情况生活消费支出情况生活消费支出情况生活消费支出情况    

 

  据海淀区农村居民的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10 年 1-3 月，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3873.3 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307.5 元，增长 8.6%。八大类生活消费支出六升二降。除人均交通通讯支出和医疗保健

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外，其余六项类别的支出比上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见表 2）。其中，衣着、

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增幅均在三成以上。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呈现以下特点： 

  

表 2  2010 年 1-3 月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对比表   



                       单位：元 

 

  1．饮食结构更加均衡 

 

  1-3 月，农村居民人均食品支出为 1414.2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41.4 元，增长 11.1%。从食品支出

结构上看，除人均茶叶、饮料支出同比下降 4.6%外，人均粮油、蔬菜及制品、肉禽蛋奶及制品、水产品

支出和包括干鲜果品在内的其他类食品支出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均在 8%以上，农村居民饮食更加注重营

养结构的均衡。 

 

  2.形象消费更加高档 

 

  随着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使农村居民消费观念也不断更新，用于“形象”方面的消

费支出日渐增多，其中不乏上万元的高档服装和名牌鞋。1-3 月，人均衣着支出 560.4 元，同比增长 37.0%；

人均美容美发支出 15.2 元，同比增长 6.8%；人均购买首饰支出 48.1 元，同比增长 1.1 倍。 

  

  3．文化娱乐消费更加丰富 

   

  随着农村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其精神生活需求增加，这方面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农村

居民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支出上。1-3 月，人均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 384.3 元，同比增长 31.0%。

其中，人均购买文化教育娱乐用品支出 189.5 元，同比增长 76.5%；人均文化体育娱乐服务支出 107.9

元，同比增长 14.7%。 

 

  4．信息消费更加受宠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消费不仅局限在对商品使用价值的需求上，还体现在对商品时代性

的需求上，主要表现在手机、电脑等信息化产品的消费上。1-3 月，每百户家庭手机、电脑拥有量分别

为 5 部、4台，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 1 部、3台。由此，1-3 月农村居民人均通讯工具费支出 33.2 元，



同比增长 1.5 倍；人均通讯服务支出 165.7 元，同比增长 15.9%。 

 

  三三三三、、、、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比例增加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比例增加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比例增加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比例增加    

 

  新农村建设加快了农村劳动力从业结构调整步伐，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比重略有提高。据抽样调

查资料显示，2010 年 1-3 月，农村劳动力从业于非农产业的比重达到 93.4%，比去年同期提高 0.1 个百

分点。近几年相继出台的一系列农村劳动力就业政策，使农村居民受益，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比例增加，

今年 1-3 月，农村居民到本乡镇以外从业的劳动力比重为 16.2%，比去年同期的 14.4%，增长了 1.8 个百

分点。从外出就业的方向上看，农村居民更多地选择居民服务、批发零售等第三产业从业，2010 年 1-3

月，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比例达到 77.3%，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8.9 个百分点。从

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变化情况看，大专及以上的劳动力比例逐年增长，2010 年 1-3 月，农村劳动力文化程

度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为 38.0%，比去年同期的 35.0%，提高 3.0 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