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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居民收入情况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733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5.4%，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3%。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561 元，

增长（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同比名义增长）4.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272 元，增长 6.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 6.6%。 

  

  按收入来源分，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11950 元，增长 5.8%，

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57.6%；人均经营净收入 3235 元，增长 6.4%，占可支配

收入的比重为 15.6%；人均财产净收入 1780 元，增长 2.1%，占可支配收入的比

重为 8.6%；人均转移净收入 3768 元，增长 5.0%，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18.2%。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17358 元，增长 5.9%。其中，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24403 元，增长 4.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中位数 9539 元，增长 6.9%。 

  

图 1 2024 年上半年全国及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增速 

  



 

  

  二、居民消费支出情况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3601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6.8%，扣

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 6.7%。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6780 元，

增长 6.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0%；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9197 元，增

长 7.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7.4%。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 4214 元，增长 7.8%，占人均消费

支出的比重为 31.0%；人均衣着消费支出 826 元，增长 8.1%，占人均消费支出的

比重为 6.1%；人均居住消费支出 3004 元，增长 1.9%，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

22.1%；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 738 元，增长 2.2%，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

重为 5.4%；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 1819 元，增长 11.6%，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

重为 13.4%；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1340 元，增长 11.2%，占人均消费支出

的比重为 9.9%；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 1271 元，增长 4.2%，占人均消费支出的

比重为 9.3%；人均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 389 元，增长 13.8%，占人均消费支

出的比重为 2.9%。 



  

图 2 2024 年上半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 

  

 

  

表 1 2024 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收支主要数据 

  

指标 绝对量（元） 
同比增长（%） 

（括号内为实际增速） 

（一）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733 5.4（5.3） 

按常住地分：   

   城镇居民 27561 4.6（4.5） 

   农村居民 11272 6.8（6.6） 

按收入来源分：   

   工资性收入 11950 5.8 

   经营净收入 3235 6.4 

   财产净收入 1780 2.1 

   转移净收入 3768 5.0 

（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中位数 
17358 5.9 

按常住地分：   

   城镇居民 24403 4.7 

   农村居民 9539 6.9 

（三）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3601 6.8（6.7） 

按常住地分：   

   城镇居民 16780 6.1（6.0） 

   农村居民 9197 7.6（7.4） 

按消费类别分：   



   食品烟酒 4214 7.8 

   衣着 826 8.1 

   居住 3004 1.9 

   生活用品及服务 738 2.2 

   交通通信 1819 11.6 

   教育文化娱乐 1340 11.2 

   医疗保健 1271 4.2 

   其他用品及服务 389 13.8 

注: 

①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比重+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口比重。 

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报告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期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10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报告期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基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报告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00-1）

*100%。 

③全国居民人均收支数据是根据全国十六万户抽样调查基础数据，依据每个样

本户所代表的户数加权汇总而成。由于受城镇化和人口迁移等因素影响，各时

期的分城乡、分地区人口构成发生变化，有时会导致全国居民的部分收支项目

增速超出分城乡居民相应收支项目增速区间的现象发生。主要是在城镇化过程

中，一部分在农村收入较高的人口进入城镇地区，但在城镇属于较低收入人

群，他们的迁移对城乡居民部分收支均有拉低作用；但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

其增长效应都会体现在全体居民的收支增长中。 

④比上年增长栏中，括号中数据为实际增速，其他为名义增速。 

⑤收入平均数和中位数都是反映居民收入集中趋势的统计量。平均数既能直观

反映总体情况，又能反映总体结构，便于不同群体收入水平的比较，但容易受

极端数据影响；中位数反映中间位置对象情况，较为稳健，能够避免极端数据

影响，但不能反映结构情况。 

  

  点击下载：相关数据表 

  

表 2 2024 年上半年城乡居民收支主要数据 

  

指标 
绝对量 

（元） 

同比名义增长 

（%） 

（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27561 4.6 

按收入来源分：   

   工资性收入 16720 4.9 

   经营净收入 3317 6.4 

   财产净收入 2824 1.2 

   转移净收入 4700 4.1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7/P020240715318731861405.xls


（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6780 6.1 

按消费类别分：   

   食品烟酒 5086 7.3 

   衣着 1033 7.3 

   居住 3884 1.4 

   生活用品及服务 900 0.0 

   交通通信 2216 11.4 

   教育文化娱乐 1669 11.0 

   医疗保健 1469 3.4 

   其他用品及服务 523 12.9 

（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11272 6.8 

按收入来源分：   

   工资性收入 5339 7.3 

   经营净收入 3123 6.3 

   财产净收入 334 6.2 

   转移净收入 2476 6.6 

（四）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9197 7.6 

按消费类别分：   

   食品烟酒 3005 8.4 

   衣着 539 9.1 

   居住 1786 2.3 

   生活用品及服务 514 6.9 

   交通通信 1270 11.3 

   教育文化娱乐 884 11.0 

   医疗保健 996 5.4 

   其他用品及服务 203 15.4 

  

  附注 

  

  1.指标解释 

  

  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

自由支配的收入，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配

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居民消费支出是指居民用于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全部支出，既包括

现金消费支出，也包括实物消费支出。消费支出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

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用品及服务八大类。 

  

  人均收入中位数是指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从低到高顺序排列，处于

最中间位置的调查户的人均收入。 

  

  季度收支数据中未包括居民自产自用部分的收入和消费，年度收支数据包括。 

  

  2.调查方法 

  

  全国及分城乡居民收支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组织实施的住户收支与生活

状况调查，按季度发布。 

  

  国家统计局采用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在

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近 2000 个县（市、区）随机抽选 16 万个居民家庭作

为调查户。 

  

  国家统计局派驻各地的直属调查队按照统一的制度方法，组织调查户记账采

集居民收入、支出、家庭经营和生产投资状况等数据；同时按照统一的调查问卷，

收集住户成员及劳动力从业情况、住房与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居民基本社会公

共服务享有情况等其他调查内容。数据采集完成后，市县级调查队使用统一的方

法和数据处理程序，对原始调查资料进行编码、审核、录入，然后将分户基础数

据直接传输至国家统计局进行统一汇总计算。 

  

  3.其他说明 

  

  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