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祝亮 文/图

近年来，“增加收入”已成为国民讨论最多的话

题，物价上涨等因素的凸显，很多百姓认为自己的

工资“被增长”，收入“被平均”。您对自己的收入状

况满意吗？在昨日举行的省政协常委会暨提高城

乡居民收入资政会上，省统计局公布了一份《提高

城乡居民收入统计调查分析报告》，向公众揭示安

徽百姓的真实收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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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可满意？近半城镇居民说“不”
统计报告揭示安徽百姓的真实收入状况

企业应建立工资合理增长机制
如何才能让我们的收入“跑赢”CPI？如何才能实现“十二五”收入翻番的

目标？其中，首要就是在收入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体倾

斜，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调查中，74.8%的受访者认为应“避免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从政策措施

上看，66.7%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确保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

平随经济发展、物价变动而调整。57.9%的受访者认为应建立企业离退休人员

养老金增长机制，确保其收入水平稳定增长。57.3%的受访者认为应综合考虑

经济增长、物价水平及劳动力市场状况等因素，对企业工资进行有效管理，建立

企业工资合理增长机制。

社保、救助体系须更完善
如果想让更多的居民对生活状况感到满意，这就需要完善社保、社会救助

体系。城镇居民反映，要“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提高优抚对象、城镇低保医疗救

助标准”、“规范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加快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

认同度基本上都超过了七成。农村居民则提出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逐步

建立健全养老体制等建议和要求。

调查中，当问到“对‘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未来五年城

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目标怎么看”这一问题时，表示认同的

城乡居民分别占到64.2%和74.7%，表示不认同的仅占

4.9%和3.3%，就是说，2/3居民坚信5年后钱包会翻番。

2010年，我省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达3：1，两者绝对

差距由2005年的5830元，扩大到2010年的10503元。

并且，地区间、行业间以及行业内部收入都存在着较大

差距。调查中，65.6%的受访者认为“行业收入差距过

大”，61.5%的受访者认为“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收入差

距过大”，50%的受访者认为“区域收入差距过大”。与

此同时，对“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差距

较大”、“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认同度也接近半数。

究竟是何因素在制约着我省居民增收呢？从就业

角度看，47%的城镇居民认为“就业比较困难”已成为当

前居民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在城镇，引导和帮助重

点人群，如高校毕业生及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是就

业方面关注的重点之一，调查中这一选项的认同度达

72.3%；“完善和落实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各类群体自

主创业”，以及“加大财政扶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

高劳动技能”，这两项问题的认同度也较高。

统计数据表明，“十一五”时期，全省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3.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年均增长 14.9%，增幅比“十五”时期分别提高3.4个

和 8.5 个百分点。调查数据表明，2010 年全省 90.1%

的城镇居民、85.1%的农村居民收入与上年相比持平

或增长。

调查显示，近年来国家和省多项政策措施对居民增

收起到了积极作用。从城镇看，53.3%的受访者认为“提

高社会最低工资标准”对居民增收最有帮助，其次是“提

高低收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实施民生工程”，认

同度分别为49.7%和49%；再次是“提高离退休人员养老

金标准”和“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标准”。

多数居民家庭收入有增长

“最低工资标准”最实用

2/3居民坚信5年后钱包会翻番

从流通和服务的角度看，农村受访者反映，由于

农资价格持续上涨，推高了农业生产成本，降低了农

业比较效益，挤压了农民增收的空间。调查显示，

69.2%的农村居民认为“农业生产成本高”是增收的主

要制约因素。与此同时，58.1%的农村居民认为“有些

支农政策没有落实到位”是当前制约收入提高的主要

因素，33.5%的农村居民认为“金融服务不完善”是当

前制约增收的主要因素。

从分配角度看，69.5%的城镇居民认为“工资增

长缓慢”是当前制约收入提高的主要因素；59.8%的

城镇居民和54.1%的农村居民认为“社会保障标准偏

低”是当前制约居民增收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还

对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标准、提高农村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和五保户供养标准、建立健全农村养

老体制、提高失地农民生活保障标准等方面，表示了

较高的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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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难”当然增收难

七成城镇居民认为工资涨得慢

农村居民抱怨生产成本高

2010 年，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578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285元，比全国平均水

平分别低3321元和634元，均居全国第18位。

从本次调查看，43.9%的城镇居民和 32.4%的

农村居民对目前的收入水平不满意或很不满

意。

调查中，16.4%的城镇居民和17.4%的农村居民

对生活状况不满意或很不满意。除了收入因素外，

影响居民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物价水平。去年，

我省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1%，今年前4个月涨幅达

5.3%，这直接影响到城乡居民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

生活水平。

近半城镇居民不满收入现状

物价，让低收入群体生活艰辛

六成居民认为“领导”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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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代表认真旁听

昨日的省政协专题常委会，首邀市民旁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