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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金山区居民收支情况简析

2016 年是“十三五”发展的起步之年，金山区委、区府

坚持围绕“三个金山”战略目标，团结带领全区上下一张蓝

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抓落实，坚持共建共享，推进民生社会

事业发展，全区居民收入进一步提高，收入和消费“齐头并

进”，实现两位数增长。

一、总体情况

（一）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市，好于本区经济增长

据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6 年，金山区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 35602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1%（未扣除价格因素，

下同），较上年同期提高 1.5 个百分点，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1.2 个百分点，在 7个区中排第 3位（详见表 1）。

2016 年，金山区 GDP 增长 7.5%，与全区经济发展相比，

居民收入增长好于本区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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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6 年本市部分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指标
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元）
增长（%）

上海市 54305 8.9

嘉定区 44876 9.9

浦东新区 55776 10.0

金山区 35602 10.1

松江区 43517 10.1

青浦区 39614 9.5

奉贤区 36680 10.9

崇明区 30503 11.4

（二）预计居民收入“翻一番”目标将提前完成

党的十八大提出，确保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宏伟目标，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根

据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推算数据， 2010 年金山区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9419 元，截止到 2016 年，已完成目标

的 91.7%，预计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将提前完成。

二、居民可支配收入结构及特点

从可支配收入各构成部分指标来看，“四大块”收入呈

现“三升一降”的格局，即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

净收入实现上涨，经营净收入有所下降。工资性收入和转移

净收入作为传统的增长点，占可支配收入的 88.5%，依然是

拉动可支配收入的重要引擎（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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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6 年金山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表

单位：元、%

指标 2016 年 2015 年 增幅 比重 贡献率

人均可支配收入 35602 32336 10.1 100.0 -

工资性收入 24367 22092 10.3 68.4 69.7

经营净收入 1698 1713 -0.9 4.8 -0.5

财产净收入 2374 2186 8.6 6.7 5.8

转移净收入 7163 6345 12.9 20.1 25.0

#养老金或离退休金 8330 7454 11.8 23.4 26.8

备注：转移净收入需扣除转移性支出，但养老金或离退休金不扣除转移性支出，故养

老金或离退休金大于转移净收入。

（一）经济支撑和政策助推双重因素带动工资性收入较

快增长

2016 年，居民工资性收入为 24367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3%,对可支配收入的贡献率为 68.4%。分析原因有二：一

是 2016 年，本区 GDP 同比增长 7.5%，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好于预期。经济基本面稳定为居民工资性收入增

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二是本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和企业

工资指导线带动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

（二）养老金较快增长带动居民转移性收入增长

2016 年，本区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为 7163 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 12.9%，对可支配收入的贡献率为 25.0%。养老金

或离退休金是居民转移净收入的重要来源，2016 年，养老金

或离退休金为 8330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1.8%。分析原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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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是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继续提高。根据规定和要

求本区对 2015 年底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

基本养老金的城镇企业和机关事业退休人员，调整月基本养

老金。二是本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近年来退休人员比重

持续增加，带动养老金或离退休金的增长。三是老年人权益

保障条例实施。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老年综合津贴

制度，为年满 65 周岁以上的上海户籍老年市民发放。老年

综合津贴标准分为 5档：65-69 岁，75 元/人/月；70-79 岁，

150 元/人/月；80-89 岁，180 元/人/月；90-99 岁，350 元/

人/月；100 岁及以上，600 元/人/月。

（三）财产净收入稳步上涨

2016 年，本区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为 2374 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 8.6%，对可支配收入的贡献率为 5.8%。2016 年，

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房屋出租价格上涨，居民出租房屋收

入有所增长。

（四）经营净收入小幅下降

2016 年，本区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为 1698 元，比去年

同期下降 0.9%，小幅下降。主要是因为居民家庭二、三产经

营净收入下降所致。

三、居民消费支出特点

随着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增长较快。据

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6 年，本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24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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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8%。

（一）“吃住行”三驾马车引领八大类消费

2016 年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最大（7642 元，占

31.3%），其次是人均居住消费支出（5341 元，占 21.9%），

再次是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3719 元，占 15.2%）。“吃住

行”三大消费支出占总支出 68.4%，引领八大类消费。（详见

表 3）

表 3 2016 年金山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指 标 名 称 单位 2016 年 2015 年 增幅 占比

一、消费支出 元 24437 21858 11.8 100.0

（一）食品烟酒 元 7642 7104 7.6 31.3

（二）衣着 元 1387 1329 4.4 5.7

（三）居住 元 5341 4936 8.2 21.9

（四）生活用品及服务 元 1607 1050 53.0 6.6

（五）交通通信 元 3719 3108 19.6 15.2

（六）教育文化娱乐 元 2263 1801 25.7 9.3

（七）医疗保健 元 1942 1921 1.1 7.9

（八）其他用品和服务 元 536 609 -11.9 2.2

（二）生活更注重品质，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增幅居首

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人们更加注重生活品质，节

假日和双休日“百联”和“万达”两大购物中心人头攒动，

连停车都成了难题，购买大牌的化妆品、护肤品和有品牌的

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者逐渐增多。2016 年居民人均生活用品及

服务消费支出为160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57元，增长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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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更受重视，教育文化娱乐消费增速位居第二

越来越多的父母抱着“决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心

理，逐年加大教育投资。从幼儿园起，各种早教班、兴趣班

和辅导班，以及大学生学费、生活费，教育支出已经是家庭

最重要的一部分支出。2016 年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

出为 2263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62 元，增长 25.7%，其中，

教育消费支出为 1068 元，比上年增加 263 元，增长 32.7%。

撰稿：王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