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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省在岗职工
月平均工资5013元

本报 7月 18日讯 近
日，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省统计局联合
下文， 发布了2016年度湖
南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
平。2016年湖南省在岗职
工年平均工资60160元，月
平均工资5013元， 比上年
增长11.6%。该数据不包括
城镇私营单位。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是在岗员工社保缴纳基数
基准值的重要参考， 也是
退休人员基础社保待遇发
放的计算标准。 近3年全省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
48525元（2014年）；53889
元 （2015 年 ）；60160 元
（2016年）。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高冰捷 尹霜

[数据]�上半年全省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0812元， 同比增
长8.9%。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6055元， 同比增长
8.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018元，同比增长8.2%。

记者注意到，工资性收入和
转移性收入增长仍然是城镇居
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
数据显示，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
工资性收入8905元，人均转移净
收入3435元，两者同比增速均达
8.5%以上。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
收入2840元，增长7.1%，也是农
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有4个
原因：多数行业随着经济增长向
好，盈利增加，工资增长情况好
转；各类新增创业主体带动城乡
就业，拉动城镇居民经营性收入
增长；民生保障政策助力离退休
与低收入人群增收；楼市回升带
动城镇居民房屋出租收入上
涨。”梁己香说。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则与外
出务工人数增加和月收入水平
提升、扶贫力度加大和农村社保
医保提标扩面推动有关。 此外，
农业产业化发展、种植业产品价
格上涨，也带动了农村居民经营
净收入增长。

上半年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快于收入增长 商品房库存趋紧居住成本上升

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破万

PPI
同比上涨6.2%

受黑色金属、 有色金
属、煤炭、成品油等主要生
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
上半年湖南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
6.2%，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
格上涨7.7%。

“预计下半年PPI涨幅
继续收窄的可能性较大。”
梁己香说， 影响走势的主
要有，下半年，受国家宏观
调控政策影响， 房地产等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会有所
放缓； 工业企业补库存动
力逐渐减弱， 工业制造业
生产回暖势头有所放缓。
此外， 稳健中性货币政策
和金融监管去杠杆释放流
动性有限， 抑制了工业产
品价格的抬升；PPI翘尾因
素继续逐月下降。

农村外出就业
同比增加31.1万人

上半年末， 湖南农村
外出就业人数1295.2万人，
同比增加31.1万人， 增长
2.5%。收入方面，湖南外出
就业劳动力月均收入为
3755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
206元，增长5.8%。尽管收入
继续增长，但增速放缓，增
幅同比下降4.7个百分点。

7月18日，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上半年全
省居民收入、消费和物价等有关数据。数据显示，全省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半年突破万元，达10812元，
同比增长8.9%。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副总队长梁己香介绍，
上半年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继续增长， 市场物价
基本稳定，民生福祉进一步改善。

■记者 吴虹漫

[数据]�我省参与国家房价调
查的有长沙、 岳阳和常德三个城
市。据国家统计局反馈， 1至5月，
长沙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各月涨幅
均保持18%以上， 二手住宅价格
涨幅逐月提高； 岳阳和常德商品
住宅价格稳步上涨。

记者注意到，新房成交量出
现了明显的分化：受调控政策影
响，长沙上半年新建商品住宅成
交量同比减少40.9%。 但岳阳和
常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大幅
增长，分别增长73.2%和54.4%。

到6月末，长沙新建商品住宅
可售面积385.96万平方米， 同比
减少63.4%， 按1至6月平均销量
计算，待售周期仅4.7个月；岳阳、
常德新建商品住宅可售面积也都
有所减少，待售周期分别为6.8个

月和6个月。
与此同时， 二手住宅十分受

宠，价格持续上涨。从同比价格来
看，1-5月， 长沙分别上涨13.1%、
14.3%、16.0%、19.9%和20.7%，从
4月开始，长沙二手住宅价格涨幅
超过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从环比
价格来看，长沙3-4月加速上涨，
5月份涨幅明显回落，岳阳、常德
价格呈加快上涨态势。

梁己香介绍，上半年，省会长
沙出台了“限价、限购、限贷、限
售”的“四限”调控措施，房价上涨
势头得到了一定遏制， 虽然库存
趋紧，但在强力调控措施下，预计
销量会进一步下降，价格会将逐步
趋稳或小幅下跌。三四线城市岳阳
和常德在去库存的大背景下，受长
沙调控政策挤出及地方激励政策
影响，房价涨幅有扩大趋势。

[数据]�上半年，湖南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即CPI） 上涨
1.5%，呈温和上涨态势。八大类
价格“七涨一跌”，除了食品烟酒
类价格下跌1.1%之外，其余七类
商品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
涨， 其中， 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6.2%，居住类价格上涨3.5%。

梁己香介绍，上半年，我省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同比有所
降低。 相比过去9年（2008年
-2016年），今年上半年湖南居
民消费价格的同期涨幅，仅高

于2009年和2015年，较2008年
以来同期平均值低1.1个百分
点，涨幅为近十年以来较低水
平。

尽管如此，上半年湖南涨幅
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在
全国31个省市中居第13位，在中
部六省中，居第3位。下半年，受
食品类价格、 房租价格趋稳，服
务价格持续上涨，大宗商品价格
走势偏弱等影响，预计下半年湖
南居民消费价格仍保持在相对
低位运行，全年价格调控目标可
保实现。

[数据]�上半年全省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8248元， 同比增长
9.1%。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11383元，增长8.7%；农村居
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5381元，增
长8.4%。

从支出来看，上半年城镇居
民的医疗消费快速增加，人均医
疗保健消费达 865元 ， 增长
23.1%，在各类消费中增长最快；
城镇居民的教育消费明显增长，
人均文教娱乐支出1565元，增长
19.1%。

农村方面，随着农村医保体
系的不断完善，农村居民用于医
疗保健的支出明显增加，上半年
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611
元，增长17.6%，增速居八大类消

费支出首位。与此同时，农村居
民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快速增
长势头不减，上半年农村居民人
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702元，同
比增长15.7%。

“过去增长比较快的是教育
文化娱乐支出， 但今年上半年，
医疗保健消费取代了这一位置，
增幅也比较大，这主要受到医疗
体制改革不断完善，二胎政策进
一步落实，人口加速老龄化等影
响。”梁己香解释，此外，居民在
教育文化娱乐等精神方面需求
日益旺盛，也带动了教育文化娱
乐支出的增长。“教育文化娱乐
这一块的范围比较广， 包括旅
游、健身等方面，从上半年情况
来看，旅游消费最受农村居民的
青睐。”

连线

【房价高了】
库存趋紧，二手房价格持续上涨

【钱包鼓了】
人均可支配收入10812元

【出手阔了】
人均支出8248元，医疗保健消费增幅较大

【物价平稳】
CPI上涨1.5%，涨幅处于较低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