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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国务院五部委 《关于印发国家统计局直属调查队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

案的通知》（国统字 〔２００５〕１５８号）、《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省级以下各级调查
队组建办法的通知》（国统字 〔２００６〕８９号）和 《国家统计局关于云南地区国

家统计局市县级调查队组建方案的批复》 （国统字 〔２００６〕２１４号），设立国家
统计局昆明调查队。昆明调查队是国家统计局的派出机构，２００７年４月成立，
由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管理，为正处级政府统计调查机构，依法独立行使

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职能，独立向国家统计局和上级调查队上报调

查结果。国家统计局昆明调查队是国家统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业务上均

接受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的领导，既要完成国家统计局布置的统计调查任

务，又要完成地方政府的统计调查事项。

根据国家现行的统计法规和统计调查制度规定，国家统计局昆明调查队主

要调查任务包括：粮食生产调查，畜禽监测，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

查，农村贫困监测，农民工监测，生产、流通、消费、投资、房地产等价格调

查，部分服务业调查，规模以下工业调查，企业采购经理调查，以及国家统计

局、云南调查总队、地方政府布置和社会各界委托的专项调查，如文明城市测

评、党风廉政建设调查、公众对环境满意度调查等。调查结果经国家统计局、

云南调查总队核定并为法定数据。

国家统计局昆明调查队成立以来，在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的正确领导

下，在昆明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始终以提高调查数据质量为中心，坚持

“深入实际、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科学严谨、认真细致”的苏区调查精神，积

极开展统计调查工作，优质高效地完成了国家和省布置的各项调查任务。昆明

调查队在完成国家调查任务的同时，以市委、市政府的需求为重点，做好调查、

监测、预警工作，积极开展分析研究工作，编写了一大批优秀分析材料和研究

报告，为昆明市委、市政府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统计调

查服务。

为客观、准确地反映三年来昆明市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的进步和成效，提高

昆明调查队的优质服务的水平，我们组织编辑了 《昆明调查报告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一书。

《昆明调查报告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分为城乡居民生活篇，价格研究篇，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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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篇，工业、服务业经济发展篇，专题调研篇等五个部分，主要选编了

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３年之间昆明调查队完成的优秀分析、调研报告、优秀课题，共计
５１篇，近５０万字。

我们希望该书的编辑出版，对了解和掌握昆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提供有价

值的参考，为昆明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进一步促进昆明调

查队的调查数据质量、统计分析能力的提高。感谢国家统计局昆明调查队系统

全体干部职工为获得客观、准确的调查结果而付出的辛勤努力。由于时间紧，

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足、疏漏之处，敬请读者谅解并予以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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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城镇居民生活变化 （１９５０—２０１０年）

吴　疆

中国共产党建党９０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新中国
成立以来国民经济有了较全面的发展，昆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在经历了温饱型以后，正逐

渐向相对富裕的小康方向发展。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饥寒交迫至１９５７年经济恢复时期的初
步温饱再到１９５７年以后的二十年间，生活维持在基本温饱的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昆明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城镇贫困人口逐年下降，大部分居民的生

活已是温饱有余，正向着宽裕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后，已达到了小康水平，总
体是向着富裕的方向迈进。

一、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八年，人民温饱得到初步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规模地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温饱问题得到初步解

决，从新中国成立到 “一五”期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

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经济建设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１９５６年社会
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个阶段是城市居民生活由饥寒向温饱过渡的时期，消费特点主要为：

各种商品购买数量少，主要集中购买一般生活必需品，其消费是低标准、低水平，满足基本

生存需要。当时政府为了解决城市居民的生活困难，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１９５０年全国总
工会规定工会会费２０％作为会员困难补助费；１９５２年政务院规定企业奖励基金的５％用于
劳保基金对职工救济照顾不足部分的特殊救济；１９５３年规定按工资总额２５％提取职工福利
基金，用于一切有关福利方面的经常补助。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４年间国家先后对粮、油、棉和棉
布等重要生活消费品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对若干重要生活消费品规定了全国统一出厂价

格，保证了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１９５６年４月改革工资制度。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
七年里，职工家庭生活逐步安定，有了好转。据昆明冶炼厂１９５６年调资后的调查记载：“工
改后平均工资提高１９％，工人中４２２％的晋级，在工改同时相应地进行了一些改善职工生
活的措施”。总的说来，“一五”期间昆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基本实现 “吃得饱，穿得暖”，

温饱得到初步解决。

二、有所发展而又曲折坎坷的二十年

由于１９５６年全国实行了工改，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较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随着经
济建设的全面展开，城市就业面迅速扩大，１９５８年昆明市仅新增职工就达１３５４万，为全

·３·城乡居民生活篇



部职工的４７６％，从而使家庭中就业者的负担进一步减轻。据１９５８年我市劝学巷５５户居民
家庭调查：１９５７年平均每户人口４８人，就业人口１４５人，到１９５８年就业人数平均每户已
上升到１８７人；人均生活费从１９５７年的１５０２元增加到１５３２元。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生活
消费水平落后于生产发展速度，收入增长缓慢，收入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就业人口的增加来取

得，大多数城镇居民家庭仅仅维持在温饱水平，很少有人讲究吃、穿、用，用于吃的钱占生

活费支出的比重一般都在６０％以上，消费结构简单，人们以吃粮食、蔬菜为主，荤食很少。
较好的年份 （１９６５年）年人均猪肉的消费量也仅为１１７千克，而１９８０年则达到１８１千
克。衣着不仅款式简单色泽单一，而且购买量少，１９６５年全年人均购买各类服装仅０８件，
购棉布４６米，消费水平较低。

从１９５９年起全国经历了困难时期，由于 “大跃进”和 “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

自然灾害和来自国外的政治、经济压力，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为渡过难关，国家确定十

八种生活必需品价格不动，以保证最低收入家庭能维持基本生活。１９６０年以后开始调整，
执行正确的经济方针，逐年收到明显效果。１９６３年国家进行了工资调整，期间我市对１８６１
户职工家庭进行生活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了在衣、食、住方面改善明显，人均生活费已提高

到１８７１元，由于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人口规模仍然过大，家庭人口在 ６～１１人的户占
２８４％，虽然城镇居民家庭就业人口有所增加，但就业者供养人口多，负担系数大。国家在
短缺经济和人口剧增的双重压力下，被迫实行票证定量供应制，各种票据无处不有、无处不

在，在一定方面大大地制约了消费。１９６３年每一城镇人口一年供应棉布１９３市尺，肉类１６
千克，蔬菜１６２５４千克，鲜蛋１３３个，每人吃粮水平达２２５千克；此外住房条件差，城镇
居民基本无配套房，住房以土木结构为主，有少量砖木结构的住房，也缺乏配套设施，许多

居民都住在明、清老建筑中，潮湿、漏雨。人均居住面积为２９５平方米；自行车、缝纫机、
手表、收音机开始进入普通劳动者家庭，保温瓶、皮鞋都成了贵重消费品。

１９６６年开始历经十年的 “文化大革命”不仅给国民经济建设造成很大的损失，也给人

民生活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城镇居民的供应十分困难，定量副食供应减少，定量口粮搭配

杂粮。随着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１９７７年国家调整了工资偏低的职工工资，人民生活改
善的车轮重新进入了正常的轨道。从１９６０年以后至 “文化大革命”结束，虽然一路走来曲

折坎坷，但党和政府始终把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放在首位，广开就业渠道，提高职工福利待

遇，稳定物价，使昆明城镇居民温饱得到初步解决。

三、跨越发展，显著提升的三十四年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为转移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上来。３０多年来，中国人民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坚持
改革开放，并紧紧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

水平明显提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城镇居民在吃、穿、用、住、行，消费结构、消

费方式等方面有了较大的变化。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８年８月，全国执行国家政策按比例调整了职工工资，昆明城镇居民
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改善。这一时期的消费特点是各种用品支出额增大，吃的比重有所下

降，“老四件”已基本趋于饱和，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录音机等开始进入居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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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１９７９年以后，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人们的收入增加了，各
种消费用品求新、求美、求全。在这之后国家在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３年、２００６年又进行了工资改
革。自１９８０年昆明恢复居民生活调查以来，大量的资料显示了这种变化。

（一）收入快速增长，城镇居民家庭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收入高低是决定居民生活水平的基本因素。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昆明城镇居民的收入

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收入增长速度加快，家庭经济实力迅速提升。据抽样调查 （下

同），到 ２０１０年末，昆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 １８８７５６５元，比 １９８０年的
４３５８６元增长４２３倍。尽管在此期间物价指数累计达到了５４２７％，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
后，实际增长仍达７倍，平均每年递增７２％。

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主要是靠在职职工的工资性收入，除此之外几乎再

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渠道也逐渐拓

宽，从事个体或第二职业的人员增多，从单位得到劳动报酬和各种福利，如稿费、讲课费、

学术研讨费、创造发明、自然科学奖、出差补贴、误餐补助费、过节费等非工资性收入，加

上各种家庭拥有的动产 （银行存款、有价证
!

）与不动产 （房屋、土地）等买卖收入已成

为居民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的收入已由过去的单一型发展到目前的多渠道、多层

次，工资以外的各种收入比重逐渐加大。２０１０年昆明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比重为５５２％，比１９８０年的９２２％下降了３７个百分点。

在当时，由于人们收入水平低，生活处于温饱水平，收入主要用于日常开支，虽说手里

有点余钱，但也很难称得上是金融资产。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在安排好日常的生活开支以

外还有部分节余，因而金融资产的积累也逐渐增多，家庭经济实力显著增强。１９８０年，居
民平均每户金融资产仅有２３１７８元，按当时的物价计算还不够买２辆自行车。到２０１０年，
平均每户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已达２７３７１４２元，比１９８０年增长了１１７倍。

（二）消费水平较快增长，恩格尔系数降至历史最低点

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为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也使居民消费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不仅显示在消费金额的增加方面，也体现在消费构成的变化上，必需型

消费在不断提高质量的基础上，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而享受发展型消费所占比重却出现上

升势头，表明了人们消费观念的更新。２０１０年昆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已达１３２４３５３
元，比１９８０年的３８７６８元增长３３２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实际增长５３倍，平均每
年递增６３％。１９８０年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中，仅食品支出就占了６２２％，衣着支出
占１３４％，日用品支出占８８％，再加上房租、水电、医疗保健等开支，其他消费已是寥寥
无几。如今居民的消费真可谓是丰富多彩，仅从消费构成的变化就可以看出，生活实实在在

地改善了。三十年来昆明城镇居民消费中吃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已降到历史最低点，２０１０
年这一数据为３９６％，而改革开放前数十年间均在６０％左右徘徊。１９８０年的恩格尔系数为
６２２％，２０１０年与之相比下降了２２６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食品消费以外的支出比重却在上
升。交通通讯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１６８％，衣着消费的比重为１１１％，教育文化娱乐
服务支出的比重为１０２％，家庭设备用品及居住和医疗支出的比重为１９７％。显然，吃饱、
穿暖已不再是居民生活的主要问题。由于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收入大幅度提高，市场商品

供应充足，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从各种媒体上吸收了世界各地的现代生活方式，在满足

温饱以后，更加注重追求吃喝营养，穿戴漂亮，用品高档，住宅宽敞的享受型生活方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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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不仅买商品，花钱还要买服务。从温饱阶段走出来的人们，正朝着小康、向着富裕迈进。

（三）人口出生率明显降低，家庭规模日趋缩小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得到了广大育龄夫妇的响应，并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成为

新时期生活改善的基本条件。２０１０年昆明城镇居民家庭人口已由１９８０年的平均每户４２６人
下降到每户２８４人，平均每户减少１４２人。在此期间，国家广开就业门路，大力发展第三
产业，采取计划安排就业、自谋职业、组织起来就业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就业方针，为广大

市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城镇居民家庭中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已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９４
人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１６６人，下降了０３人。与此同时，房地产业迅速发展，昆明各级政府
为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投入了大量资金，新建了大量的居民住宅区，多数居民都已乔迁新

居，许多新婚夫妇自立门户，居民家庭人口进一步减少。在改革开放的３０多年里，居民家
庭的就业人员的相对增加，负担人数逐年降低及家庭规模小型化已成为现代家庭构成的基本

特征。这是加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的重要条件。

（四）昆明城镇居民物质生活变化巨大

１食品消费质量提高
改革开放初期，居民在国营商店购买粮食、猪肉、菜油、鸡蛋、鲜菜等主要食品时，虽

不像过去购买时一样排长队，但凭票供应的历史尚未结束。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及经济体制

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先后多次提高了粮食、油料、生猪、鲜蛋等十八种主要农产品的价

格，实行国家指导的议购议销，下放管理权限，进而实现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的经济体制，这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农副产品由短缺逐步走向充裕。９０
年代初期，昆明城镇居民彻底向票证告别，并让伴随多年的粮本 “退休”。

在居民的餐桌上，粮食曾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然而以粮食、蔬菜等碳水化合物为主的

温饱型消费模式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粮食消费量逐年下降，质量却不断提高，居民吃了几十

年的库存籼米，如今已无人问津。２０１０年居民月人均购买粮食６０千克，比１９８０年的１１１
千克下降４５９％。过去许多居民家庭逢年过节才能摆上餐桌的鸡、鸭、鱼、肉，如今早已
成为普通居民的家常菜肴。２０１０年居民对主要副食品的购买量月人均分别为：鲜菜１１８千
克、肉２４千克、禽０９千克、鲜蛋０７千克、水产品０９千克、鲜乳品０８千克、水果
３６千克，与１９８０年相比鲜菜下降６６％，肉增４１２％，禽增１１倍，鲜蛋增１３倍，水产
品增长２倍，鲜乳品增长６３倍，水果增长１７倍。物质的极大丰富使昆明城镇居民在满足
基本饮食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膳食结构的合理搭配，追求食品的营养性、生态性和均衡性。

２０１０年昆明城镇居民人均用于食品的消费支出为５２４０３９元，比１９８０年的２４１３４元增长
２０倍，年均增长１０８％。

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形成粮食消费量下降，副食品消费量不断上升，各种鲜活的禽类及绿

色食品，方便、快捷成品、半成品食物备受青睐，饮食消费结构更趋多样化，居民在外用餐

及到超市购买净菜、加工好的半成品已成时尚，家庭饮食已部分走向社会化。

２衣着消费追求品牌化、个性化和时尚化
改革开放的３０多年，昆明居民感受到了衣着不仅是用来御寒护体，而已成为美化形象、

彰显个性、装点生活的艺术观赏品。昆明城镇居民早已告别了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

补又三年”的历史，无论街头还是巷尾，已再也看不到身着补丁衣裤的市民，展现在人们

眼前的是长裙飘曳、短装干练、西装庄重的景象。各种时尚新潮时装点缀着人们的生活，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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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展示着昆明市民的精神风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衣着消费观更受品牌理念和流

行趋势的影响，注重名牌效应，追求款式时尚，突出个性。２０１０年昆明城镇居民人均用于
衣着的支出为１４７０５４元，比１９８０年的５１９６元增长２７３倍，年均增长１２２２％。
３耐用品消费高涨，新兴家电更新加快
随着 “三转一响”在居民家庭的地位被彩电、冰箱、洗衣机所取代，家用电器在普通

居民家庭中迅速普及，给居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捷。进入９０年代，高档次的大屏幕彩色
电视机、全自动洗衣机、组合音响、变速自行车成为居民选购的目标。据调查资料显示：

１９８０年昆明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仅拥有黑白电视机２６台，洗衣机１台，彩电、冰箱、
电脑、组合音响、健身器材都还未进入居民家庭，到了１９９０年，消费品的拥有量在大幅增
加，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７９台、黑白电视机４７台、洗衣机９１台、电冰箱６３台、组合音
响３套，但家用电脑、微波炉和健身器材还是没能进入一般的居民家庭，再到２０００年每百
户拥有彩色电视机１２７６７台、洗衣机９５台、电冰箱９２３３台、家用电脑１６６７台、微波炉
４３３３台，这一时期彩色电视机完全取代了黑白电视机。经过三十年的社会经济历变，耐用
消费品 “一次到位”的消费观念也随着家用电器更新换代周期加快发生了动摇。平板电视、

数码产品等已经纷纷进入寻常百姓家。截至２０１０年末，昆明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已拥
有彩色电视１２３０５台、洗衣机９８３３台、电冰箱 （柜）９３９１台、摄像机８４９台、照相机
５３８１台、微波炉７３１２台、健身器材４１５套，无疑家用电器的普及更增添了居民生活的乐
趣，解除了人们家务劳动的辛苦，提高了生活品质。

４交通、通信今非昔比
改革开放的３０多年里，昆明市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城区道路新建、扩建、改建，二环

快速道路的建成以及正在建设中的昆明地铁，石安、昆玉、昆曲等高等级公路的建成，南

昆、昆玉、昆大铁路的顺利通车，以及民用航空航班航线的不断增加，使昆明的交通状况大

为改观。居民外出或长途旅行时，不仅可选择公共汽车、中巴、豪华大巴、出租车、摩托

车、小轿车等，还可以乘坐飞机或火车软卧，自驾车外出旅游已成为近几年的时尚。２０１０
年昆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交通费支出为１２４９８元，比１９８４年的４８２元增长２５倍。与此同
时，居民家庭的交通工具也大为改观，１９８５年平均每百户居民拥有摩托车１辆，１９９８年家
用汽车开始进入普通百姓家，平均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０３３辆。而２０１０年末，平均每百户
居民拥有摩托车１０５３辆、家用汽车２３８１辆、助力车３１１７辆。在此时期，摩托车拥有量
先升后降，家用汽车拥有量则大幅攀升，显示家庭经济实力的增强。

历经了３０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昆明的电讯通信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目前昆明的程
控交换，数字移动通信网已和全国及部分国家联网，彻底改变了昆明长期通信落后，低效率

的局面，过去，居民打长途电话必须到邮电局，给居民的信息交往带来极大的不便。在当

时，普通居民家庭是不可能安装电话的，而如今电话已普及到居民家庭，２０１０年昆明城镇
居民人均用于通信的支出为 ７２６７４元，而 １９８０年仅为 ０３６元，其变化不可同日而语。
２０１０年平均每百户居民家庭已安装固定电话５６０９部，移动电话２０３７６部，其中，接入互
联网的移动电话每百户为２６５９部。正所谓进入了全球信息化的时代。
５居住条件大为改善
在经济高速发展，人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昆明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经历了这样一轮

变化轨迹：从国家分配住房到家庭购买福利住房再到家庭购买经济适用房或商品房。住房制

·７·城乡居民生活篇



度的改革及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居民楼的建设，基本解决了 “住房难”的问题，使许多

昆明城镇居民家庭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告别了几代同堂居住了几十年的简陋小屋。据调查资

料显示：２０１０年昆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居住面积达２２４４平方米，比１９８０年的５１３平方米
人均增加 １７３１平方米，增长了 ３４倍。９０３２％的居民家庭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
８５１６％的居民住上了单元式配套住宅，四居室、三居室、二居室所占比例达７９２３％。居
住条件的改善不仅表现在居住面积增加上，而且还表现在住房内在的质量提高上。２０１０年
有９９７２％的居民家庭独用自来水；９７１６％居民家庭独用卫生间，其中有８８％的居民家庭
卫生间里带有浴室功能；９１３２％的居民家庭使用管道煤气及罐装液化石油气。住房的货币
私有化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居住舒适，环境安全、优美，特别是室内装

修装饰已成为个性的完美体现，而在１９８０年昆明人基本还没有装修的概念，截至２０１０年昆
明城镇居民家庭用于日常居住人均消费为１１６４７７元，比１９９５年的１７８元增长了６倍。有
６６８１％的家庭进行了装修，住房装潢人均支出达 ３６２６７元，小区物业管理人均支出为
４９３４元，居住消费已成为近几年居民消费变化最大的一个亮点。

６精神文化活动丰富，文化生活改善
在物质生活得到改善的同时，昆明城镇居民的精神文化活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大

居民深感发展经济必须要重视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掌握现代科技，因而智力开发和知识更新

已成为居民生活的重要支出部分。许多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千方百计为子女的教育创

造条件，不惜出高价花上几千元，甚至几万元，把子女送进重点学校、“贵族”学校，为子

女的学习聘请家庭教师，送子女参加音乐、美术、舞蹈、电子计算机、体育等各种文化技能

的学习训练，培养孩子多种能力。不少居民不仅重视自己子女的学习，而且也注重自身发展

的学习，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培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和专业技术技能。到

２０１０年昆明城镇居民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人均为４４１７６元，比１９８０年的６５９元增长６６
倍，用于教育的开支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也由１９８０年的０１７％上升至２０１０年的３３％，增长
了３１３个百分点。

在由温饱向小康发展的进程中，居民对精神文化活动的需求越来越强，已成为居民生活

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活动项目，如电影、戏剧、打球等文体活动已远不能满足

人们的生活需要。在紧张的工作、学习之余，人民对闲暇时光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高品

质、高品位的精神文化活动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随之而来的是卡拉ＯＫ厅、夜总会、影视
厅、棋牌茶室、游戏娱乐厅、健身中心等。加之电视机的普及和与其配套的录像、摄影机、

家庭影院、家用电脑、互联网等进入百姓家庭，使广大居民不出家门就能饱览祖国的大好河

山及世界各国风光，了解天下大事，真可谓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近几年来多种文化活动热不

断涌现，旅游、休闲度假、驾车外出、健美、美容、保龄球、气功等等，应有尽有。无论男

女老少，各得其所。２０１０年人均文化娱乐用品支出３１７０４元，文化娱乐服务人均支出为
５９６１５元，其中外出旅游人均支出为４７３６８元，平均每户家庭出游２５２人次，这是改革开
放初期无法相比的。特别是进入９０年代后期，城镇职工实行五天工作制，规范职工休假制
度后，闲暇时间增加了，从而刺激和带动了旅游业、文化娱乐业和相关行业的发展，昆明城

镇居民的文化消费也呈多元化趋向。

７医疗技术改进，保健意识增强
５０年代建立起由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合作医疗组成的福利性医疗保障制度实施到

·８· 昆明调查报告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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