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连线

本报7月19日讯 记者今天从
长沙市统计局获悉，1-6月，长沙
新登记企业和个体户6.67万户,
同比增长20.5%;新增就业6.95万
人，就业总体形势较稳,新增就业
力度不减。

据了解， 近期长沙市统计局
对110家制造业、建筑业等主要行
业企业进行了用工情况调查。被
调查企业中,近六成企业表示“不
缺工”，32.7%的企业“短期性、临
时性缺工”，仅8.2%的企业“长期
缺工”；93.9%的缺工企业用工需
求都在50人以内。 表明上半年长
沙企业用工需求趋缓， 缺工压力
较以往减弱。

用工调查表明,“蓝领” 更受
企业青睐。 具体数据来看，有
66.7%的缺工企业需要技术类员
工；37.8%的缺工企业需要服务
员、 业务员、 销售人员和快递员
等；33.3%的缺工企业需要普通工
人； 仅26.7%的企业需要管理人
员,对“白领”需求相对较少。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企业更
青睐“蓝领”，但“蓝领”似乎并不
买账。调查数据显示，技术骨干、
普通工人、 技术工人和服务员最
容易流失,分别占34.5%、34.5%、
22.7%和19.1%。

长沙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认
为， 受到经济下行压力和经济转
型升级的影响下, 部分企业销售
不畅、经营困难，需要化解产能过
剩,从而导致用工量逐步减少；另
一方面，企业经济效益下降,提供
的工资福利也难以满足应聘者的
要求，使员工流动性加大。
■见习记者吴虹漫 通讯员丁伟

湖南人花钱“速度”赶超收入增幅
上半年“账本”出炉，钱花在哪：城里人热衷旅游娱乐，农村居民爱上网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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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上半年， 从我省参与

国家调查的长沙、岳阳、常
德三个城市房价和成交
情况来，三市新建商品住
宅成交量同比大幅增长，
住宅价格涨跌不一。

1-6月， 长沙新建商
品住宅成交834.48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41.4%；岳阳
市成交70.37万平方米，同
比增长27.4%；常德市成交
64.3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47.5%。

价格方面， 三市新建
商品住宅同比价格延续
了2015年下半年以来跌幅
收窄的趋势，出现稳中趋
升的势头。长沙1月份止跌
上涨，6月同比上涨4.9%；
岳阳和常德跌幅逐月收
窄，同比价格分别由1月份

下降3.5%和2.9%收窄到6
月份下降0.7%和0.7%。

【解读】
梁己香经过分析认

为，今年以来，我省房地
产政策利好效果明显，增
强了购房者的购买意愿，
因而上半年我省的新房
成交形势向好。 其中，由
于长沙新建商品住宅的
销量不断攀升，因而可售
的新建商品住宅也在不
断减少；而岳阳和常德虽
然预售周期也有小幅缩
短，但与长沙相比，存量
房的消化不明显。预计下
半年长沙住宅销售价格
将继续平稳小幅上涨，而
岳阳和常德则会保持“量
增价平”或价格小幅下跌
的走势。

“工作有几年了，工资涨了不少，但还是感觉钱不够花。”说
起收入，在长沙某家广告公司上班的陈慧表现得很无奈。而7月
19日公布的湖南上半年收支数据似乎印证了她的话。

当天上午，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了今年上半年主
要统计调查数据。其中，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925元,同比
增长9.7%；人均消费支出7561元，增长12.6%。对比来看，我省
居民花钱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收入。

“近年来，湖南居民收入的增速一直快于消费的速度，但今
年上半年则相反，消费速度赶超收入。”湖南国调副总队长梁己
香说。 ■见习记者 吴虹漫 通讯员 陈思光

{数据}�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9925元, 同比名义增
长9.7%，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7.7%。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4825元，增长8.6%；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61元， 同比
增长9.3%。

具体来看，湖南城镇居民人均
工资性收入8181元， 同比增长
8.3%，增收贡献率为53.2%，拉动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58个
百分点；此外，农村居民人均工资
性收入2653元，增长9.7%，增收贡献
率为49.3%，拉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4.60个百分点。

{解读}�从数据看，我省城乡居
民的工资性收入对居民增收贡献

率已达“半壁江山”，是湖南居民收
入的主要来源。

“政策性调资、 劳动力价格上
涨和政策性提高养老金标准，是城
镇居民工资增长的主要原因。”梁
己香说道，此外，随着我国人口结
构的变化， 劳动力呈现结构性短
缺，供求不平衡推动劳动力价格上
行，对居民工资收入增加也产生了
明显作用。

梁己香认为，农民外出务工人
数和收入实现增长、农产品价格上
涨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原
因。此外，农产品价格的较快上涨
也带动了农村居民相关经营净收
入的增长。

【“钱袋子”变鼓了】
全省居民人均收入增9.7%，工资上涨成增收关键

{数据}今年上半年，湖南城镇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0477元，
增长12.6%；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
费支出4964元，增长10.8%。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湖南
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支出209元，增
长79.7%； 人均用于观看电影、电
视、戏剧等影视娱乐支出62元，增
长17.2%。两项消费支出合计占文
化娱乐支出的50.0%。而农村居民
人均通过互联网购买的商品和服
务为16元，增长1.14倍。

{解读}�梁己香认为，随着收入

增加， 湖南城镇居民交通通信、教
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等发展享
受型消费占城镇比重继续上升；并
且随着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城镇
居民用于旅游和影视娱乐的支出
也在日益增加。

此外，随着电子商务的飞速发
展， 网络商品和服务以其价格低
廉、配送方便等优势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消费者，再加上国家对农村淘
宝等政策的支持，网上消费已经成
为一种时尚的消费观念，影响着居
民的消费方式。

【花钱“享受”变多了】
城里人爱上旅游和娱乐，农村居民网购增长1.14倍B

{数据}调查显示，上半年全省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
比上年同期高0.8个百分点，但比全
国平均水平低0.2个百分点，在全国
居第15位，中部六省第4位。

其中， 食品类价格上涨7.0%，
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1.47个百分
点，是拉动CPI上涨的主要因素。食
品类中， 鲜菜价格上涨17.3%，猪
肉价格上涨26.3%，分别影响价格
总水平上涨0.46个百分点和0.77
个百分点。

{解读}�对于今年下半年CPI走
势，梁己香认为，影响下半年CPI价
格变动主要有两大因素：

从影响价格下降的因素看，当

前生猪产能恢复较慢，供求偏紧的
情况依然存在，下半年价格不会出
现太大幅度的下降，但由于前期猪
肉价格一直处于高位，随着猪肉价
格上涨的翘尾因素逐渐消失，下半
年猪肉价格指数预计不会出现两
位数的上涨。

从影响价格上涨的因素看，近
期湖南发生的洪涝灾害,�将对粮食、
蔬菜等食品价格上涨产生一定影
响。此外，随着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不断推进，我省的水、电、油、气以及
公共服务收费价格也呈上涨趋势。

综合以上两方面因素，预计下
半年CPI同比涨幅低于上半年，总
体保持在温和可控区间内。

【“菜篮子”变重了】
猪肉鲜菜领涨CPI，预计下半年CPI涨幅降低C

A

下半年房价或现分化：
长沙上涨，岳阳、常德下跌

【数据】
今年上半年， 湖南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
降3.4%，降幅比上年同期扩
大0.4个百分点， 但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在全国位居第
10位，中部六省第2位。

在被调查的 37个大
类工业行业中，全省有27
个大类行业产品价格低
于去年同期水平， 占比
73%；此外，由于湖南工业
品出厂价格同比已连续
50个月下降，受其上游传

导作用的影响，今年工业
消费品价格延续了上年
的下行趋势，上半年下降
0.6%， 降幅较上年同期扩
大了0.4个百分点。

【解读】
梁己香表示，综合国

内外经济形势来看，预计
下半年工业生产者价格
仍将维持低位运行，但降
幅继续收窄。

■见习记者 吴虹漫
通讯员 陈思光

下半年PPI
仍将“低位”运行

预测
▲

▲

长沙新增就业6.95万人

“蓝领”比“白领”俏

7月15日，旅客在高铁长沙火车南站有序乘车。随着省内各大高校、中小学生开始放暑
假， 旅游出行的客流明显增多。 今年上半年， 湖南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支出209元， 增长
79.7%。 记者 李健 通讯员 张韬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