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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海淀城镇居民收入结构稳定前三季度海淀城镇居民收入结构稳定前三季度海淀城镇居民收入结构稳定前三季度海淀城镇居民收入结构稳定，，，，消费持续增长消费持续增长消费持续增长消费持续增长    

    

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2010-10-21     

  2010 年前三季度在工资和养老金增长的带动下，海淀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039.34 元，同比增长 8.68%；1-3 季度居民消费旺盛，人均消费性支出 15793.08 元，同比

增长 16.85%。 

 

     一一一一、、、、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收入结构维持稳定收入结构维持稳定收入结构维持稳定收入结构维持稳定    

    

  1-3 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8.68%；收入结构稳定。 

 

  从四大类收入来看，1-3 季度人均工资性收入 19701.60 元，同比增长 14.55%，是可支配

收入的主要来源；人均转移性收入 6926.05 元，同比增长 6.29%，其中人均养老金或离退休金

6243.80 元，同比增长 12.00%。 

 

  二二二二、、、、1111----3333 季度海淀城镇居民支出情况季度海淀城镇居民支出情况季度海淀城镇居民支出情况季度海淀城镇居民支出情况    

 

  今年以来海淀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1-3 季度人均消费性支出同比增

长 16.85%。从总体上看，食品消费依然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最高，设备用品的购买呈现上升

趋势，9 个月来保持同比 20%左右的增幅，大额购车和通讯费的增长带动交通通讯支出持续增

长。随着样本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衣着消费持续保持高位。 

 

  1.海淀城镇居民消费收入比倾向总体下降，今年回升到金融危机前水平 

 

  消费收入比是居民用于消费的金额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该比例可反映消费市场的发

展速度、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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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上看，十年来海淀城镇居民消费收入比总体趋势在下降（2010 年的数值用前三个季

度的代替）。2003 年达到最大值 0.7721，此后一直在低位徘徊且有逐年下滑的趋势，特别是

最近五年（2006 年-2010 年）消费收入比未超过 0.7，2007 年至 2010 年的消费收入比低于十

年平均值 0.68。随着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海淀城镇居民的消费收入比在 2008 年达到最

低点，此后缓慢回升，今年，消费收入比约能回升到 2007 年的情况。 

 

  2.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增长 

 

  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家电的更新换代，1-3 季度人均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 1132.64

元，同比增长 28.44%。其中人均家庭设备支出 369.22 元，同比增长 43.91%；人均家庭服务支

出 112.00 元，同比增长 47.31%。  

  

  3.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同比增长 

 

  1-3 季度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 2686.55 元，同比增长 17.44%。文化娱乐用品支出和

教育支出是主要带动点。本月人均文化娱乐用品支出 712.71 元，同比增长 21.38%；由于海淀

是教育大区，有良好的学习氛围，学生需求旺盛，教育培训机构发达，海淀居民持续加大对教

育的投入，1-3 季度人均教育费用 1154.83 元，同比增长 2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