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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人均消费支出 辽宁排第八

收入支出相匹配
消费理念更新潮

今年上半年，各省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排名与去年基本相同，消费支出
金额较去年普遍上涨。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人均消费支出排名前9位的
分别是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
江苏、福建、辽宁、湖北，与去年上半
年保持一致。但9省市人均消费支出
较去年都有所增加。其中，北京人均
消费支出突破 2 万元，湖北人均消费
支出突破1万元；重庆、内蒙古人均消
费支出也突破 1 万元，使得今年上半
年人均消费支出突破1万元的地区比
去年同期增加了3个。

各地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也保
持一致，人均可支配收入高的地区消
费支出更高，收入增长快的地区消费
能力提升也较快。今年上半年，上
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广东、福
建、辽宁、山东9省市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与收入水
平相对应，这些人均收入排在前列的
省市也占据了今年上半年各地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排行榜上的第一阵营。

在消费能力靠前的地区中，新的
消费理念格外突出。

前不久，在天津生活的卢女士在
公司对面的健身房花了 1400 元办了
一张为期半年的健身卡。在她看来，
这是自己上半年消费当中最有意义

的一笔。“平时，占据消费时间最多的
还是网购、买衣服什么的。不过，现
在大家都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
康和外在形象，办健身卡也不单纯是
为了减肥，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健
康投资吧。”卢女士表示。

家住北京的“90 后”姑娘姜虹冰
表示，自己今年上半年的开支主要都
花在了文娱活动上，看演出、看话剧、
外出旅游成了她的主要消费项目。
作为金属乐爱好者，姜虹冰平均每个
月要去看两场演出，演出门票几乎成
了她每个月的固定开支。同时，话剧
和音乐剧也是她的消费大头。“仅6月
23日我就连看了两场演出。此外，今
年 3月份和 6月份我还分别去了日本
和香港旅游。”姜虹冰坦言，旅游确实
花了不少钱，但是这些消费带来的精
神享受让自己乐在其中。

东南沿海体量大
中西部消费增速快

纵览上半年“消费地图”，东南沿
海经济强省表现总体稳定，消费市场
体量庞大，同时中西部地区的消费增
长则较快。

就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来看，上半
年排名前 10 的省份中东南沿海省份
占据半壁江山，上海、浙江、广东、江
苏、福建 5 省市人均消费支出均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其
中，上海上半年全市批发和零售业实

现零售额 6079.28 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 9.0%；住宿和餐饮业实现零售
额 582.16 亿元，增长 2.9%；浙江上
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667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9.3%，比全国
平均高 0.9个百分点；广东上半年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680.41 亿
元，同比增长 7.7%，增幅比一季度
提高0.8个百分点。

中西部省份消费市场体量虽然
不及东南沿海，但增速普遍较快。
其中，四川省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增长10.5%，增速比全国
平均水平高 2.1个百分点；河南省上
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3 个百
分点；江西省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增长11.2%，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2.8个百分点。

家住河南农村的赵大爷和老伴
向来生活节俭。如今，随着生活条
件越来越好，老两口的消费水平也
一点点提了上去。以往家里舍不得
装空调，每年夏天老两口还是坚持
用电扇。今年上半年，赵大爷老两
口在子女的劝说下添置了新空调。
除了装空调，赵大爷家今年还在当
地政府帮助下改造了厕所，购买了
新的卫浴建材。“虽然花了一点钱，
但是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这钱花
得很有必要。”赵大爷说。

为了进一步巩固消费活力，沿
海省份也频出实招。例如，广东出

台 《广东省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实施方案》，针对当前制约消费突出
问题，提出九方面 29 条具体举措，
稳定改善消费预期，营造良好消费
环境，促进形成强大统一市场。其
中，专门为优化汽车消费环境提出
了逐步放宽广州、深圳市汽车摇号
和竞拍指标、扩大准购规模等举措。

消费潜力释放
新业态不断涌现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在上半年“消费地图”中，服务型
消费、发展型消费、体验型消费成
为不少地区都具有的消费特色。例
如，上半年，北京服务性消费对总
消费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0.4%，通
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升
级类消费对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达
六 成 ； 上 海 无 店 铺 零 售 额 完 成
1173.24 亿 元 ，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20.4%。

在济南工作的白领原源说，自
从工作之后经济独立了，个人开支
比以前多了不少，今年上半年网购
的频率有所增加。“除了日常买衣服
和日用品，我平时很喜欢买视频网
站会员、网络游戏礼包这些虚拟文
娱产品。”她说。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统计司司长
杜希双指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
电信普遍服务持续推进，5G 网络布

局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
应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
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特别是随
着移动支付更加普及，智慧物流、
社交电商迅速发展，网络消费继续
保持快速增长。

中国贸易促进会研究院研究员
赵萍表示，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提
高，消费规模不断扩大、消费水平
不断提高、消费结构继续优化，消
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更加凸
显。这既是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
大、活力旺的表现，也将进一步提
升中国经济抗风险能力，为高质量
发展增添更多后劲。

“一方面，城市经济体量大，经
济发展已经进入高水平阶段，消费
市场的发展也由追求速度向追求质
量转变，消费增速相对放缓，消费
增长开始凸显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
之间、商品消费结构内部的优化，
这也是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表现。另
一方面，广大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较城市有较大差距，农村居民收
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很多农村居
民扩大消费的意愿十分强烈。因
此，未来中国各地消费将存在‘提
质’和‘扩量’同时存在的情况，
各省之间、城乡之间将会更加多样
化的消费格局，从而为中国经济平
稳健康增长贡献更多拉动力。”赵萍
说。

据《人民日报》

医养结合：“中国式养老”温暖“夕阳红”
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中国政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不
断扩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
形成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
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老
年宜居环境建设持续推进，敬老养老助
老的社会氛围日益浓厚。越来越多的中
国老人，感受暖暖“夕阳红”。

嵌入式社区养老护理：
让老人不再“看病难”

“早上8点就有专人来门口接我去街
道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做康复训练，到晚
上5点半再送我回家，服务非常周到。”家
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岩泉街道84岁的
赵秉佑老人说。老人有20多年糖尿病
史，这两年右腿病情恶化，需要拄拐杖行
走，家人帮她联系了街道养老服务照料
中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老人
身心状况得到改善。“除了帮助老人做康
复，这里还解决社区老年人的一些生活
问题，包括提供中餐、晚餐、洗澡等服
务。”护理师李红燕介绍。

近年来，丽水加强适老宜老的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及基本公共服务，为老年
人营造安全、便利、舒适宜居的生活环
境。“我们积极推进嵌入式养老护理机构
建设，尽力满足老年人‘离家不离社区’
的养老健康需要。”丽水市副市长卢彩柳
介绍。目前，全市已建成1842个覆盖城
乡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统一
引进9家专业养老照护机构，提升服务专
业化水平。

在四川省攀枝花市，则以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为支撑，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为平台，根据老年人健康状况和服务需
求，分层分类设计签约服务包，为老年人
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80多岁的蔡大爷家住攀枝花市仁和

区，患慢性疾病高血压和糖尿病多年，因
“脑梗塞”导致肢体活动受限，去医院看
病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与医疗机构
签约“家庭医生慢病管理”服务后，蔡大
爷在家就可使用便携式智能设备测量血
压和血糖，数据实时上传至慢病管理平
台，由专业的团队进行处理。老人可通
过线上挂号、复诊以及免费的药物配送，
在家门口就能拿到调整后的药品。

“医养结合”：让老人
病有人医、老有人养

医疗机构不能养老，养老机构不能
看病，医养“两张皮”长期以来制约着老
年健康事业的发展。对此，各地进行“医
养结合”模式的探索。

在攀枝花市攀西医养结合（康复）示
范中心，78岁的曹洪友老人每天都要起
身行走一会儿。此前他因病已经5年多
无法下床了，女儿觉得不可思议，更感到
惊喜。

攀西医养结合（康复）示范中心是一
家“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有专业护理
人员，也有全科医生团队。2018年1月8
日，患有2型糖尿病、脑梗塞、风湿性关节
炎、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的曹洪友老人入
住中心。当时，老人意识模糊、言语迟
钝、四肢无力；由于长期卧床，全身多处
压疮，腹部及四肢布满水泡，感染严重。

中心立即请各科专家对其进行联合
会诊，制定治疗方案，通过积极治疗原发
疾病、营养膳食、细心调养，老人的病情
迅速好转。中心主任杨晓丽说，医院办
养老，实现了医疗、护理、养老、康复、养
生的无缝连接，入住的老人可以享受到
医疗、护理和康复的“一站式”服务。

江苏省常州市则坚持养老与医护相
融合、多种优惠吸引社会资本，建成了7
个特色康养产业发展板块。

金东方颐养中心是常州成立较早的
一家社区养老机构，建有1789户老年住
宅和500张床位规模的医院、500张床位
规模的护理院，收住着近3000名健康老
人、介助老人和介护老人，其中百岁以上
老人4名。83岁的余美玲在金东方颐养
中心住了1年多，她说：“这1年来身体状
况比原来好多了，和其他老人一起生活，
热闹了，心情舒畅。”

打通农村老人
“医养结合”最后1公里

任淑连今年85岁，是一位老党员，在
江西新余市分宜县钤山镇下田村的“颐
养之家”负责日常管理工作。老人介绍，
入“家”的老人们不仅解决了一日三餐，
更得到了精神慰藉，日子过得很有滋味。

2016年以来，为破解农村留守、独居
和困难老人养老问题，江西省新余市探
索“党建+颐养之家”农村居家养老新路，
明确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或村小组长作
为“颐养之家”责任人。截至目前，新余
全市 414 个行政村建成 736 个“颐养之
家”，入“家”老人9215名，实现了所有行
政村和有需求老人全覆盖。

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魏岗镇的医
养服务中心，记者看到，老人们有的在看
电视聊天，有的卧床休息。中心内窗明
几净、设施齐备，区域划分明晰。

“过去政府每个月也给发钱，但我下
不了床，也没人照顾，有钱也没法花。”81
岁的老人朱纪青说。老人下肢活动不
便，常年卧床，背上长满褥疮。去年1月，
他被接到魏岗镇医养服务中心。朱纪青
说：“这里一日三餐两顿荤，天天有人照
看，还有医生来查房，身上的褥疮也痊愈
了，平时还跟大家唠嗑解解闷，没想到老
了还有这样的福气。”

据新华社

房地产贷款增速继续平稳回落
楼市热度出现降温迹象

日前，央行公布了2019年二
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
告。值得关注的是，报告显示，
房地产贷款增速继续平稳回落。

《证 券 日 报》记 者 查 阅 了
2018 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
报告及 2019 年一季度金融机构
贷款投向统计报告发现，两份报
告对此表述分别为“房地产贷款
增速平稳回落”“房地产贷款增
速回落”。

从数据来看，2018 年末，人
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 38.7 万亿
元，同比增长 20%，增速比上年
末低 0.9 个百分点；2019 年一季
度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
40.5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7%，
增速比上年末低 1.3 个百分点；
2019年二季度末，人民币房地产
贷款余额 41.91 万亿元，同比增
长17.1%，增速比上季末低1.6个
百分点。

对此，川财证券研报中指
出，数据表明二季度我国房地产
贷款增速出现了平稳回落的态
势，房地产市场热度出现了一定
的降温迹象。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今
年是房地产政策最密集年份。
而在房地产政策内容里，过去很
少 提 及 的 房 地 产 金 融 风 险 在
2019 年来被密集提及。据不完
全统计，各部委2019年来累计已
经发布过 15 次讲话或政策，关
于要求注意防范房地产金融风
险。特别是 7 月份来，连续 2 次
针对房地产信托及美元债，均单
独针对房地产发布政策。

因此，市场上有声音传出：
房地产融资的“水龙头”正越拧

越紧。
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

张大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并不认同，“这些政
策都是为了收紧违规，并不是拧
紧融资的‘水龙头’”。

张大伟认为，房地产市场必
须稳定，而稳定房地产最主要的
是防止金融风险。所以，在最近
几个月，针对房地产融资的各方
面政策都在规范与收紧。但整
体看，政策不是“一刀切”，而是
为了加强监管，对正常的房地产
融资没有影响，但对大额度融资
将会有明显收紧。

海通研报认为，在经历了年
初地产融资的“小阳春”后，5 月
份至今，随着一些针对房企融资
政策的出台，房企融资环境又有
收紧的迹象。上半年得益于融
资环境的好转，缓解了部分房企
资金链紧张的问题，但强者恒强
的格局依旧没变，行业融资集中
度提升。5月份以来房地产融资
环境边际趋紧，一方面监管层的
态度不是一棍子打死，还是允许
房企借新还旧的，但另一方面，
行业马太效应会愈加明显。

张大伟表示，在近期政策的
影响下，大量房企大额度融资将
减少，房企抢地现象也将明显减
少，特别是对于融资渠道较少的
企业来说，压力将较大。但目前
看，信托与海外融资，都是规范
而不是全面暂停，对于中小房
企、高负债率房企来说，未来预
计融资难度将较大，但是对于大
型企业来说，影响相对有限。

据《证券日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10330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7.5%。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9.5万亿
元，同比增长8.4%。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1%，拉动经济增长3.8个百分点。消费依然是引领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近期，随着各省
市上半年经济数据的发布，一幅更为细致的“消费地图”呈现在人们面前：上半年不同区域居民消费有何特点？哪些地方居民“花钱”最多？哪个省份消
费增长最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