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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份昌平区农村居民现金收入消费支出情况简析 

  

  

  据统计，今年以来，昌平区农村居民现金收入继续保持平稳增长，人均收入 11706 元，比

去年同期增加 1144 元，同比增长 10.8%；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8274 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1322

元，同比增长 19%。 

 

        一一一一、、、、农村居民现金收入渠道各具特点农村居民现金收入渠道各具特点农村居民现金收入渠道各具特点农村居民现金收入渠道各具特点 

 

  截止到 9 月底，昌平区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 11706 元，同比增长 10.8%，继续保持平稳

增长态势，四大类收入结构合理，但增减幅度不一，所占比重不同，具体如下图： 

 

  

  

  （（（（一一一一））））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    比重最大比重最大比重最大比重最大     

 

  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现金收入的 56.0%。1~9 月份，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收入 6557 元，同

比增长 10.9%。其中，在本乡地域内劳动得到的收入 3450 元，同比增长 15.0%；外出务工收入

人均 2649 元，同比增长 16.4%。 

 

  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继续实施，农村居民参与工作的积极性提高。昌平区委、区政府《关

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意见》、《鼓励用人单位招用农村劳动力岗位补贴办法》、《关

于提高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规定》等多项增收措施的实施从根本上提高了昌平区农村居民的工资

收入水平。  

 



 

  （（（（二二二二））））家庭经营收入一二产业下降家庭经营收入一二产业下降家庭经营收入一二产业下降家庭经营收入一二产业下降、、、、三产上升三产上升三产上升三产上升     

 

  调查数据显示，今年 1~9 月，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人均 1595 元，同比下降 2.0%。其中，

第一产业现金收入人均 251 元，同比下降 4.0%，其中农业人均收入 195 元，同比增长 29.1%。

牧业收入仍是制约第一产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人均收入 49 元，同比下降 50.0%，其主要

原因是今年 3 月份闹的鸡瘟，使养鸡专业户遭受重大损失，1~9 月出售肉鸡实现现金收入 4.6

万元，仅是去年同期的一半；第二产业现金收入人均 873 元，同比下降 5.6%。其中工业现金

收入人均 765 元，同比下降 2.9%。二产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今年工业生产资料价

格的持续上涨使经营成本增大；二是由于控制建设规模使建材销量下降；三是今年从事工业生

产的户数减少，仅为去年的三分之二。第三产业现金收入人均 471 元，同比增长 6.6%。其中，

交通运输业人均收入 241 元，同比上涨 16.5%，批零饮食业人均收入 152 元，同比上涨 1.7%，

社会服务业人均收入 47元，同比下降 37.5%。  

 

  （（（（三三三三））））非生产性收入快速增长非生产性收入快速增长非生产性收入快速增长非生产性收入快速增长     

 

  1.1.1.1.财产性收入人均财产性收入人均财产性收入人均财产性收入人均 1997199719971997 元元元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17.0%17.0%17.0%17.0%。其中，集体分配股息和红利人均收入 391

元，同比增长 72.9%，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人均收入 519 元，同比增长 72.4%；土地征用补偿

人均收入 463 元，同比增长 32.6%。近年来昌平农村地区实行土地、林产确权确利，加上政府

对新农村建设投入的不断深入等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实施，从根本上增加了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

入。 

 

  2.2.2.2.转移性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人均 1557155715571557 元元元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18.4%18.4%18.4%18.4%。一方面，随着离退休金收入的提高和农村

养老金的发放等政策的陆续完善，全区离退休金、养老金收入人均实现920元，同比增长16.9%。

另一方面，从 2010 年起，昌平区实施凡 80岁以上老人和残疾人可享受每人每月 100 元养老（助

残）券也是促使转移性收入增加的一个因素。  

 

        二二二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三大特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三大特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三大特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三大特点     

 

  据调查，今年前 9 个月，昌平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人均 8274 元，同比增长 19%，其

特点如下：  

 

  （（（（一一一一））））交通和通信类消费快交通和通信类消费快交通和通信类消费快交通和通信类消费快速增长速增长速增长速增长。。。。截止到 9月底，交通和通信类人均消费 1094 元，同

比增长 61.0%。交通和通信行业的快速发展，为居民的出行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也方便了百姓

的沟通与联系，居民用于交通和通信方面的支出大幅增长。1~9 月份，部分调查户购置家用汽

车，使交通工具人均消费同比增长 2.7 倍。  

 

     （（（（二二二二））））食品消费支出比重最高食品消费支出比重最高食品消费支出比重最高食品消费支出比重最高。。。。今年以来，随着食品等消费品价格的不断上涨，昌平区农

村居民食品类消费支出人均 2425 元，同比增长 5.4%。其中在外饮食人均 516 元，同比增长

17.4%。  

 

  （（（（三三三三））））居住类消费比重仅次于食品消费居住类消费比重仅次于食品消费居住类消费比重仅次于食品消费居住类消费比重仅次于食品消费。依照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思想，昌平区六环以南正

面临大面积的旧村改造，被征地农民获得拆迁补偿费之后更加注重改善居住条件，这部分农村



住户由于拆迁得到大量补偿款，纷纷建房、买房。1~9 月，居住方面的人均消费高达 1927 元，

同比增长 30.6%，占消费支出比重 23.3%，仅次于食品消费。  

 

  三三三三、、、、劳动力就业情况劳动力就业情况劳动力就业情况劳动力就业情况     

 

  据调查，今年以来，昌平农村地区期末劳动力人数 719 人，同比减少 16人，就业劳动力

人数 519 人，同比减少 26人，下降 4.8%。  

 

  （（（（一一一一））））政策性因素使从业劳动力人数下降政策性因素使从业劳动力人数下降政策性因素使从业劳动力人数下降政策性因素使从业劳动力人数下降     

 

  从年龄段看，46~50 年龄段的从业劳动力减少 10 人，主要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健

全，使部分年龄较大的劳动力生活有保障,从此退居二线, 不再从业,安享晚年。  

 

  （（（（二二二二））））劳动力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劳动力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劳动力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劳动力文化素质不断提高     

 

  从劳动力文化程度看，大专及以上的从业劳动力 90人，同比增长 4.7%，说明昌平区从业

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  

 

  （（（（三三三三））））外出从业人数不变外出从业人数不变外出从业人数不变外出从业人数不变，，，，收入提高收入提高收入提高收入提高     

 

  数据显示，1~9 月份，昌平地区外出就业劳动力人数 155 人，同比增加 1人。外出务工时

间达 1289 个月，增长 3.2%；在外务工总收入 243 万，同比增长 8.2%，寄回带回现金 231 万元，

同比增长 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