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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红利惠及百姓
昆明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紧紧抓住发展这条主线，认真落实党

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党中

央、国务院，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认真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主动适应 “新常态”。着力改善民生，发展以县域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建

设，坚持改革发展的成果让广大的城乡居民分享。加强政策的扶持与支持，努力促进扩大城

乡劳动力就业 （包括政府公益岗位）。同时，推进民生保障，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继续

提高养老金、低保金水平，切实提高职工工资水平，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高度重视 “三

农”工作，持续加大农村精准扶贫力度，新农村建设取得好成绩。财政惠民投入力度不断

加大，惠农富农政策落实，农业、农村、农民实实在在的稳定、增效、增收。农业生产多年

丰收，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农村土地流转效益大增速，城乡居民收入得到实实在在的提

高，改革红利惠及百姓。

一、城乡居民增收成效突出

（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迅速

党的十八大以来，昆明市社会经济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城乡居民收入创新高，

昆明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２０１２年的２５５８９元上升到２０１６年的３６７３９元，增长
４３６％，年均增长９５％。昆明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２０１２年的８０１９元上升到
２０１６年的１２５５５元，增长５６６％，年均增长１１９％，如图１所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仍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后两年由于受国内外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影

响，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总体发展情况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二）城乡居民收入完成 “排头兵和火车头”目标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５年１月到云南考察指导重要讲话精神，闯出一条跨
越式发展的路子，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出台了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当好全省跨越式发展排头兵和火车头的实施意见》，其中确定的

涉及城乡居民增收的主要任务目标，即２０１７年昆明市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２０１０
年的基础上增长一倍，完全可以实现。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
１２５５５元，增长超过一倍，提前一年实现目标。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已达到３６７３９元，２０１７年的增速只需达到２８％，就可以达到３７７５１元的目标，而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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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昆明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８３％。

图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城镇、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三）城乡居民收入分别突破３万元和１万元大关
调查资料显示：２０１４年昆明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达到 ３１２９５元，同比增长

８９％，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５６％；昆明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１０３６６元，
同比增长１２１％，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８７％，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突破
３万元和１万元大关。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成就，城乡共享改革发展的红利。

二、城乡居民收入呈现六大亮点，改革发展惠及民生

（一）居民收入在全国省会城市中位次稳定、排名靠前

近几年昆明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居第１０位左右，比合肥
市、南宁市、贵阳市靠前。以２０１４年为例，昆明市城镇常住居民收入绝对值、农村常住居
民收入增速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居前１０位，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２４５１元，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６９９６元，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居第１０位；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０９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１２个百分点，在
全国省会城市中居第７位。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和全省水平。

（二）居民收入稳居全省第一，增幅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随着昆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昆明市城乡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可支配收入绝

对值体量逐年增大。昆明市城镇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绝对值２０１６年达到３６７３９元，与２０１２
年相比增加１１１５０元。

·４· 昆明调查报告 （２０１７）



昆明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２０１６年达到１２５５５元，与２０１２年相比增加
４５３６元。

以近两年的情况为例，２０１５年昆明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高于全国
２７６０元，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７５８２元，增速高于全国０３个百分点。２０１５年，昆明市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２元，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３２０２元，增速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５个百分点。昆明市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及增幅均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绝对值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２０１５年，昆明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绝对值高于排列第二位的州 （市）４３２４元，高于排列末位的州 （市）１４９４５元，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高于排列第二位的州 （市）４６７元，高于排列末位的州
（市）６６５３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位居全省十六个州 （市）之首。

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０４
和１５个百分点。同时，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３１２３元和１９２元。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８１２８
元，比排列第二位的州 （市）高出４５６２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省平均水平
高出３５３５元，比排列第二位的州 （市）高出５８７元。昆明市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绝对值继续稳居全省十六个州 （市）之首。

（三）居民收入增速农村快于城镇，城乡收入倍差持续缩小

党的十八大以来，昆明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五年均快于城镇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６年，农村高于城镇增速分别为０２、３、３２、１９、
１５个百分点，虽然各年度有差异，但每年都是农村常住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更快。此外，
昆明市城乡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差 （以农村为１的城乡收入比）也呈逐年降低的趋势，
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城乡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差分别为３１９、３１１、３０２、２９７、
２９３，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逐年缩小，收入分配结构持续改善。

（四）恩格尔系数下降，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逐年提高
恩格尔系数是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指标。调查显示：昆明市城镇常住居民恩格尔系

数已经由２０１２年的３７０％下降到２０１６年的２７８％，下降了９２个百分点；昆明市农村常
住居民恩格尔系数已经由２０１２年的３２８％下降到２０１６年的３２３％，下降了０５个百分点。
昆明市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改善迅速。

根据调查数据测算，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人均 ＧＤＰ中所占的
比重为４６３４％，分别比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提高４０４、３６４、３３４、２４２
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 ＧＤＰ比重的逐年提高，表明国家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正在
发挥积极作用，收入与ＧＤＰ的关系朝着利用于居民增收的方向变化，社会经济发展的红利
惠及民生，惠及老百姓。

（五）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高于昆明市平均水平

尽管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快速增长，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仍存在着相

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各级党委、政府不仅积极推动城乡低收入者的就业务工增收工程，还充

分发挥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调控作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

高。同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精准扶贫的要求，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始终把农

村脱贫攻坚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民生任务，紧扣 “脱贫攻坚高质量、增收致富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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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农村贫困居民可支配收入得到了较大的增长。

调查资料显示，昆明市农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以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６年调查数据为例，２０１５年昆明市城乡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１３０４２４６
元、２４３２２８元 （全市为３３９５５元、１１４４４元），同比分别增长１２％、２５３％，增速比全市
平均水平高３５及１４９个百分点。特别是农村低收入群体增幅远高于全市农村平均增幅，
这得益于多年来昆明市农村扶贫工作所取得的成效。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城镇居民按相对收入
五等分组数据显示：２０％中等收入组和 ２０％中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１１４％和１０１％，增幅分别比全市平均增幅高 ３２个和 １９个百分点；２０％低收入组和
２０％中低收入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同比增长２２７％和１３７％，增幅分别比
全市平均增幅高１４５个和５５个百分点，也比２０％高收入组４６％的增长要高出许多。

取得这些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经济转型中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劳动密集

型行业用工缺口显现，低端岗位工资水平提高；其次，各级政府多年致力于 “提低、扩中”

的政策逐步得到落实显现，如劳动工资和社会保障都注重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促进了中低

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此外，属于高收入的房地产等部分行业回暖有限，国有企业高管规范工

资等政策对收入 “限高”发挥了作用，个人所得税政策调整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继续发挥积

极作用。

（六）脱贫攻坚精准发力，农村贫困居民收入大幅增加

调查表明，２０１６年昆明市禄劝、寻甸、东川三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区农村居民收入
快速增长。２０１６年，禄劝县、寻甸县和东川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 １０７％、
１０６％和１０５％，分别高于全市 （全市为９７％）１０、０９和０８个百分点，分别高于云
南省 （云南省为９４％）１３、１２和１１个百分点，分别高于全国 （全国为８２％）２５、
２４和２３个百分点。

近年来，昆明市以 “两区两县”为重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２０１５年完成易地搬迁
１４００人，转移就业３０７３２人，实施２３个产业扶贫项目；发放市级到户贷款１亿元，省级扶
贫贴息贷款１５１亿元、项目贴息贷款５８５０万元；动员１０４个单位包扶１０个乡镇的１０４个
村委会，对口帮扶单位和社会力量直接投入帮扶资金３５２亿元，协调引进帮扶项目资金
３５５亿元。２０１６年，昆明市累计到位各类扶贫资金９０７２亿元，减少边缘贫困人口７５万
人，６６个贫困村和６个贫困乡达到出列标准，呈现出 “政策制定准、投入保障力、社会帮

扶实、工作力度大、脱贫成效好”的特点。

２０１６年，昆明市惠民惠农政策资金到位６１８１２７５４万元，实际支出６０６７９０９万元，惠
及昆明市１９９７万农业人口，昆明市农业人口涉农补贴平均每人达到３０３８５元。涉及项目
多为中央涉农补助，如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中央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

项目资金、中央财政基础母牛扩群项目资金、中央财政农业重大技术推广项目资金、中央农

业支持保护补贴 （耕地保护资金）、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田间工程建设项目中央基

建资金等。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包括企业个人投入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为６０亿元，昆明市农业
人口平均每人达到３００４５１元，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撰稿人：王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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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昆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从昆明城乡居民消费情况看人民生活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始终把提

高人民群众收入和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出台落实各种城乡居民增收政策措

施，在保障居民收入全面增长的同时，居民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有

力地促进了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为 ２３４３０元和 １０４８１元，比
２０１２年分别增长３８８％和５０１％，年均增速分别达到８５％和１０７％。

一、居民生活消费从生存向发展的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昆明市城乡居民生存消费的降低和发展享受型消费的不断增长形成对

比，昆明居民消费重心正由生存消费逐渐向发展享受型消费倾斜。

（一）吃穿两项最基本的生存消费占比明显降低

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城镇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６５２０元，人均衣着消费１４９３元，占全部消
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２７８％和６４％，比２０１２年分别降低９２和７１个百分点；农村居民
人均食品烟酒消费２９５３元，人均衣着消费４９７元，占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重分别为
２８２％和４７％，比２０１２年分别降低８２和２３个百分点。

（二）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比重提高

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城镇和农村居民在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以及
医疗保健几个方面人均消费金额分别达 ７４４１元和 ３７５５元，分别比 ２０１２年增长 ２３６％
和７１４％。

二、居民生活消费从数量向质量的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昆明市城乡居民消费标准由 “衣食无忧，能用够住”变为注重 “吃

得要好、穿得要美、使用方便、居住舒适”，昆明市城乡居民在消费数量早已得到满足的前

提下，消费质量在不断提高。

（一）食品营养不断改善，饮食结构更趋健康

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肉禽蛋奶水产品类食品２００２元和９５０元，比
２０１２年分别增长４５３％和４８８％，营养结构有所改善；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城镇和农村居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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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消费蔬菜菌类食品７９８元和２７０元，比２０１２年分别增长１５％和２４６％，蔬菜等绿色食
品消费的增长说明居民食品消费更趋健康化。

（二）交通通信工具质量提高，出行和生活更加方便

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城镇和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分别为 ５３８辆和 ３４７辆，比
２０１２年分别增加１４２辆和１５４辆；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城镇和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手机数量
分别为２３３４部和２７１０部，比２０１２年分别增长２３％和１４１％，其中城镇居民每百户接入
互联网的手机为１１８９部，比２０１２年增长８８７％，农村居民每百户接入互联网的手机为
６１５部，是２０１２年的３７５倍；同时，２０１６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通过互联网购买的商品
和服务额分别达到１７５元和１６８８元，相比２０１２年的６８元和１１６元有了成倍的增长。

（三）住房条件改善明显，面积越来越大

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达到４３７６和４８１８平方米，而
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住房面积在３０平方米以下的分别仅占１２％和０１％。昆明市城镇居民
居住方式以三居室单元房最为广泛，占到 ４１４％；农村居民则以单栋楼房最多，占到
５９９％。从建筑材料方面看，城镇居民住房以钢筋混凝土和砖混材料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占到
９６％以上，而农村居民住房这一比例也达到５０％以上。

三、居民生活消费从物质向精神的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物质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昆明市居民越来越重视自己的精

神生活。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城镇和农村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３２０３
元和１１１５元，比２０１２年分别增长５１７％和７１９％。

（一）教育投入显著加大

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城镇和农村居民在教育方面人均消费分别为１２５１元和８０４元，比２０１２
年分别增长８８５％和１９２４％。随着居民教育观念的不断加强，除了给子女报各种培训班之
外，部分居民自己也会通过继续教育来提高自己。

（二）旅游消费有所增加

近年来，旅游市场一直保持着供需两旺的势头，旅游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越来越多的居民通过旅游来实现放松心情的目的。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城镇居民人均团体旅游消
费达到１３２８元，比２０１２年增长６８４％，而农村居民人均团体旅游消费也达到１３１元。

（三）文化娱乐消费持续增长

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城镇和农村居民在文化娱乐方面人均消费分别为１９５２１７元和３１０２３
元，比２０１２年分别增长３４８％和４８７％。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在抓好经济工作的同时，十分重视文化建设，昆明市积极开展了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为丰富城乡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做出多方面的努力。政府加大对文化

事业的投入力度，尤其是针对农村落后地区，在实施精准扶贫，加快贫困人口脱贫步伐的同

时，还采取各项有力措施，增强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丰富生活的内容，提高农村居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质量。

撰稿人：梅　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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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昆明市场价格调控成效明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改革取得明显实效，经济发展更加

注重质量和效益。在这期间，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对民生工作高度重视，认真贯

彻执行国家的各项政策，积极采取各项 “稳物价、惠民生”的相关措施，强化组织领导，

“保供给、畅流通”，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有效缓解昆明市物价上行压力，物价调控取得

了显著成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由２０１２年的上涨３１％逐步回落到２０１６年的上涨１７％，
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昆明市居民消费价格逐年回落

（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温和上涨，涨幅逐年回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各年昆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 １０３１％、１０３９％、１０３１％、
１０２４％、１０１７％，五年累计上涨１５０％，平均每年上涨３０％。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总水平虽然有所波动，但是呈现逐年回落的态势 （见图１）。２０１６年较２０１２年
总体收窄１４个百分点。

（单位：％）
图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各年昆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累计走势 （上年同期价格＝１００）

（二）“八大类”呈全部上涨的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昆明市居民消费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呈全部上涨的态势。其中，食

品类价格涨幅最大，五年间累计上涨４２３％；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居住类、医疗
保健和个人用品类价格涨幅达两位数，分别上涨１９７％、１５４％和１４８％；烟酒类价格上
涨７８％；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３１％；衣着类价格上涨２９％；交通和通信类
价格上涨１９％ （见图２）。据测算，食品类和居住类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１６２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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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程度为８２５％，是拉动ＣＰＩ上涨的主要动力。

（单位：％）
图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昆明市居民消费八大类价格累计涨跌幅 （２０１０年＝１００）

（由于２０１６年开始居民消费价格八大类商品及服务做了新的调整，以上用的是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数据）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昆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动特点

（一）食品类价格涨幅逐步收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认真落实 “米袋子”、“菜篮子”、加

快粮食蔬菜基地建设、扶持畜牧业发展、加强重要商品储备、畅通鲜活农产品 “绿色通道”

确保市场供应、强化市场价格监管预警、建立生鲜农产品 “平价超市”等惠民措施，为平

稳物价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食品类价格呈现逐步回落的态势。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各年食品价格
分别上涨 ７７％、６８％、５６％、３８％、４５％，五年累计上涨 ３１８％，年均上涨 ６４％
（见图３），影响昆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２０个百分点，影响程度高达６６７％。由此可
以看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食品依然是影响昆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因素。

（单位：％）
图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昆明市居民消费价格与食品累计走势 （上年同期价格＝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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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粮食价格和油脂价格逐年回落
２０１２年以后由于粮食产量的稳步增加，食用油的原料成本的下降，粮食价格和油脂价

格逐年回落，粮食价格由２０１２年上涨４３％回落到２０１６年下降０５％，油脂价格由２０１２年
上涨４９％回落到２０１６年上涨３３％ （见图４）。

（单位：％）
图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昆明市粮食与油脂累计走势 （上年同期价格＝１００）

２猪肉价格周期性波动较为明显，牛羊肉价格上涨较快
党的十八大以来，昆明市猪肉价格周期性波动较为明显。随着２０１２年猪肉价格进入下

行期，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猪肉价格分别下降４６％、３４％和３８％，２０１５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
上涨周期，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分别上涨为７８％和１５２％。

牛羊肉价格上涨较快，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牛羊肉价格累计分别上涨８０７％和２０２％，平均
每年分别上涨１６１％和４０％ （见图５）。

（单位：％）
图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昆明市猪肉、牛肉、羊肉累计走势 （上年同期价格＝１００）

３禽、蛋价格相对平稳
党的十八大以来，禽类价格和蛋价格相对平稳。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禽类价格涨幅分别为

０７％、－１７％、３８％，２０１５年与上年同期持平，２０１６年上涨 ０６％，五年累计上涨
３４％，年均上涨 ０７％。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蛋类价格涨幅分别为 １８％、４９％、６７％、 －
１６％和－６０％，五年累计上涨５４％，年均上涨１１％ （见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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