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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收支两位数增长背后透露什么

信息？ 
 

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31省份2021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数据，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42元，

同比名义增长12.6%；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471元，同比

名义增长18%。31省份中，上海、北京、浙江人均收支均为

全国前三，是生产消费的风向标。表面上，统计数据显示工

资性收入增长拉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实际上，除去地域

差异，行业和职业的分化不容忽视。其次，人均消费支出增

长超过人均收入增长，“花的比赚的快”导致人们普遍感觉

“钱不够用”。另外，消费观念的转变，再加上消费供给水

平不断提升，人们更加感觉“钱不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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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收支两位数增长背后透露什么信息？ 

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31省份2021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7642元，同比名义增长12.6%；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471元，同比名义增长18%。31

省份中，上海、北京、浙江人均收支均为全国前三，是生产消费的风向标。表面上，统计数据显示

工资性收入增长拉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实际上，除去地域差异，行业和职业的分化不容忽视。

其次，人均消费支出增长超过人均收入增长，“花的比赚的快”导致人们普遍感觉“钱不够用”。

另外，消费观念的转变，再加上消费供给水平不断提升，人们更加感觉“钱不够用”。 

一、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均实现双位数增长 

与去年同期相比，2021年上半年生产消费有所好转，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共同富裕”更

进一步。受2020年上半年低基数影响，2021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均实

现双位数增长。分城乡来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125元，同比名义增长11.4%，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9248元，同比名义增长14.6%，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61，比上年同期缩小0.07。 

与去年同期相比，2021年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稳定，各省人均消费排名变化较大，区

域结构分化受消费供给影响。分区来看，上海依旧最能“赚”，也最能“花”，北京紧随其后。湖

北生产消费恢复快，经济韧性好、活力强。重庆是中西部地区唯一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

均高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符合全国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之一的功能定位，具备从工业生产转

向消费服务驱动经济增长的基础。 

2021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42元,同比名义增长12.6%，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

际增长12%。其中，10省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高到低：上海、北京、浙江、江苏、

天津、广东、福建、山东、辽宁、重庆），11省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

高到低：湖北、浙江、安徽、广东、江苏、重庆、广西、贵州、西藏、福建、云南）。 

在疫情防控形势总体稳定和居民收入持续恢复性增长的基础上，居民消费支出呈现恢复性反

弹。2021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471元，同比名义增长18%，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

增长17.4%。其中，9省人均消费支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从高到低：上海、北京、浙江、天津、广

东、江苏、福建、重庆、湖北），13省人均消费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高到低：湖北、黑龙江、

贵州、内蒙古、河南、宁夏、天津、江苏、吉林、安徽、陕西、新疆、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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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021年上半年 31省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图表 2：2021年上半年 31省人均消费支出情况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二、三方面原因解释市场认知偏离统计结果 

统计数据显示，工资性收入增长拉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除去地域差异，行业和职业的分

化不容忽视。简而言之，特殊值影响均值，使得市场认知偏离统计结果。表面上，2021年上半年

工资性收入增长较快是受去年同期低基数影响。实际上，工资性收入是根据行业和职业而定的，本

质是产业部门之间产能与需求的差异，劳动者个人因素只是加剧行业收入差距的推手。供需平衡一

般只是短期现象，当现有产能无法赶上需求时,那就需要各方面的投入,尤其是技术投入,技术型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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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这种特殊商品价格自然“水涨船高”，互联网是典型。当产能缺口逐渐收窄时，也就是“去产

能”阶段，自由竞争变成寡头定价，“高薪资”往往与平台垄断有关。另外，某些行业“待遇好”

本质原因是少数人可以撬动市场杠杆，当少数人管理多数资金，人均利润自然高，典型如金融。 

人均消费支出增长超过人均收入增长，“花的比赚的快”导致人们普遍感觉“钱不够用”。

2021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42元,同比名义增长12.6%，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

长12%。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1471元，同比名义增长18%，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17.4%。

按常住地来分，2021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125元，名义增长11.4%，实际增长10.7%；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566元，名义增长16.7%，实际增长16%。同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248元，名义增长14.6%，实际增长14.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7464元，名义增长20.2%，实际

增长19.7%。 

图表 3：2021年上半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支情况 

 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

（名义增长/实际增长） 

人均消费支出绝对值 

（名义增长/实际增长） 

城镇居民 24125（11.4%/10.7%） 14566（16.7%/16%） 

农村居民 9248（14.6%/14.1%） 7464（20.2%/19.7%）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消费升级本质是消费观念的转变，再加上消费供给水平不断提升，人们自然感觉“钱不够用”。

“由俭入奢”容易，反之很难，这是驱动消费升级的心理因素。经济学上，棘轮效应指的是人的消

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消费取决于相对收入，即相对于自

己过去的高峰收入。消费易于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反之不然。短期效应强，产生正截距的短期消

费函数。 

三、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看经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看工资 

2021年上半年，按收入来源，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例最高，经营净收入增长最

快；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例最高，且增长最快。显然，经营净收入对拉动城镇居民

收入增长的潜力较大，提高工资待遇仍然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任务。工资性收入增长取决于

行业周期、企业效益增长和组织管理，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比较可行。至于提高经营性

收入，深受宏观经济稳定性影响，离不开政府打造有利于小微创业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包括消除创

业壁垒，放宽工商登记注册限制、审批程序等，实现自由、低门槛地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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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按收入来源，2021 年上半年城乡居民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名义增长）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名义增长） 

工资性收入 14550（10%） 4348（19%） 

经营净收入 2842（23.2%） 2635（10.5%） 

财产净收入 2599（14%） 266（15%） 

转移净收入 4134（7.8%） 2000（11.2%）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2021年上半年，按消费类别，食品烟酒和居住仍然是居民消费支出的最大两类，教育文化娱乐

支出增长最快。而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同比名义增长68.3%，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

化娱乐消费支出名义增长66.8%。在实物性商品消费得到基本满足以后，更多地向服务性消费转变。

教育文娱产业链延展性强，业态多样，倘若趋势延续，教育文娱将是服务消费最大的增长点。 

图表 5：按消费类别，2021年上半年城乡居民支出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名义增长）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名义增长） 

食品烟酒 4378（12.2%） 2446（18%） 

衣着 960（19.2%） 461（26.1%） 

居住 3503（6.1%） 1543（10.2%） 

生活用品及服务 850（12.5%） 436（20.8%） 

交通通信 1802（16.7%） 1006（18.4%） 

教育文化娱乐 1463（68.3%） 674（66.8%） 

医疗保健 1220（20.6%） 749（17.1%） 

其他用品及服务 391（33%） 150（30.5%） 
 

来源：国家统计局，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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