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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袋子”这半年发生的变化
与你息息相关

国家统计局等多部门数据显示，面临外部环境
不确定性增多、国内结构调整正处攻关期，今年上
半年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平稳、稳中向好。 这半年来，
从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到国家
财政支出保持较高强度、减税降费接连发力，与老
百姓账本息息相关的诸多领域都发生了不少变化。
马上了解一下“钱袋子”最新动态，对您的持家理财
或许有帮助。

收 入 �农村人均增速比城镇快
先看看荷包的变化。 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14063 元 ，同比名义增长 8.7%，扣除价格因素实
际增长 6.6%。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770 元，
增长 （以下如无特别说明 ，均为同比名义增长 ）7.9% ，扣
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5.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142 元，增长 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8%。城乡
居民人均收入倍差 2.77，比上年同期缩小 0.02。

从收入来源来看， 上半年， 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8091 元，增长 8.8%，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57.5%；人均经
营净收入 2265 元 ， 增长 7.0%， 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16.1%；人均财产净收入 1166 元，增长 10.5%，占可支配收入
的比重为 8.3%；人均转移净收入 2541 元，增长 9.3%，占可
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18.1%。

减 税 降 费 �落实政策密集出台
今年上半年减税降费接

连发力，政策密集出台：
在减税方面， 一是深化增

值税改革。 降低增值税税率水
平，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标准， 对部分先进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和电网企业在一定

时期内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

予以一次性退还。二是降低创
业创新成本。三是降低企业成
本。 减征页岩气资源税，对物流

企业承租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

用地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对挂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四
是支持对外开放。降低抗癌药品
进口、 国内生产销售环节增值
税，对境外投资者以利润直接投
资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实施企
业境外所得综合抵免政策等。

在降费方面，一是清理规
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停征
挥发性有机物排污费，对“十

三五”期间证监会执收的证券
期货行业机构监管费暂免征

收，停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
工本费，降低部分无线电频率
占用费征收标准，停征专利登
记费等收费，延长专利年费减
缴期限。二是降低部分政府性
基金征收标准。进一步降低重
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标

准，降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
收标准上限。 （据新华网）

�社 保 � 首张全国统一的电子社保卡签发
社保卡是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服务社会、服务群众非
常重要的载体，也是服务的有
效凭证。今年人社部加快推进
社保卡的技术创新，积极探索
社保卡线上应用，并签发了全
国第一张的电子社保卡。这意
味着国家电子社保卡建设工

作正式启动。

电子社保卡是社保卡线

上运用的有效电子凭证，是以
实体社保卡为基础，同时还具
有身份凭证、信息记录、医保
结算、待遇领取、金融支付等
功能，而且电子社保卡与实体
社保卡是一一对应的，全国统
一、全国通用，由全国社保卡
平台统一签发、统一管理。

人社部方面表示，下一步
重点是继续推进电子社保卡的

技术研究， 加快出台电子社保
卡全国统一技术标准， 完善社
保卡平台服务的支撑能力，做
好与政府其他部门的应用对

接，在全国一卡通的基础上，实
现线上线下一卡通和民生一卡

通，为群众带来更大的便利。

� 存 贷 款 �6 月新增信贷显著增长
从中国人民银行传来的

消息显示，今年上半年人民币
存款增加 9 万亿元。 其中，住
户存款增加 4.26 万亿元 ，非
金融企业存款增加 2970 亿
元， 财政性存款增加 3878 亿
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
加 2.21 万亿元。 6 月份，人民
币存款增加 2.1 万亿元，同比
少增 5482 亿元。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9.03 万亿元 ， 同比多增 1.06
万亿元。 分部门看，住户部门
贷款增加 3.6 万亿元， 其中，
短期贷款增加 1.1 万亿元，中
长期贷款增加 2.5 万亿元；非
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

加 5.17 万亿元，其中，短期贷
款增加 8731 亿元， 中长期贷
款增加 3.72 万亿元， 票据融

资增加 3869 亿元； 非银行业
金融机构贷款增加 2334 亿
元。 6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
1.84 万亿元， 同比多增 3054
亿元。

从存量看， 今年 6 月末，
本外币贷款余额 134.81 万亿
元 ，同比增长 12.1%；本外币
存款余额 178.34 万亿元 ，同
比增长 8.1%。

� 财 政 支 出 �民生领域投入力度持续加大
另据财政部消息 ， 今年

1-6 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111592 亿元， 同比增
长 7.8% ， 为 年 初 预 算 的

53.2%， 在上年同期进度已经
较快的基础上又加快 0.1 个
百分点，有力支持了国家重大
发展战略实施、重点领域改革
顺利推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
生水平。

从支出项目看，1-6月，全

国专项扶贫支出 1760亿元，同
比增长 39.7%， 着力全面改善
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 推进
深度贫困地区精准脱贫。

全国节能环保支出 2627
亿元，同比增长 16.3%。 其中，
污染防治支出 846 亿元，同比
增长 19.5%。

全国教育支出 16400 亿
元，同比增长 6.9%。 其中，普
通教育、职业教育支出分别为

13247 亿元、1237 亿元， 同比
增长 7.2%、6.7%。

全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 1648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1.3%。

全国医疗卫生与计划生

育支出 9472 亿元， 同比增长
9.8%。 其中，财政对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的补助、医疗救助支
出分别为 4362 亿元 、208 亿
元，同比增长 1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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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费 �人均支出同比环比均增长
从整体看，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78.5%。 而

从个体看，2018 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9609 元，
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7%。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2745 元，增长 6.8%，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 4.7%；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5806 元，增
长 12.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0.1%。

再看看各项支出：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
支出 2814 元，在各类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最大，达到
29.3%；而在全国居民人均各类消费支出中，食品烟酒消费、
衣着消费、居住消费、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的增速分别
为 5.1%、6.3%、12.4%和 11.8%。

物 价 �市场供给充裕 CPI 温和上涨
自古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物价是百姓在生活

中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0%，涨幅比一季度回落 0.1 个百分点。分类别看，食品烟酒
价格同比上涨 1.4%，衣着上涨 1.1%，居住上涨 2.3%，生活
用品及服务上涨 1.6%，交通和通信上涨 1.2%，教育文化和
娱乐上涨 2.1%，医疗保健上涨 5.5%，其他用品和服务上涨
1.1%。 6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9%，涨幅比上
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0.1%。

� 养 老 金 �多省份落实“十四连增”
今年，人社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 2018 年调整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明确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为
2017 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总体
调整水平为 2017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 5%左右。

此次调整是我国自 2005 年以来连续第 14 年调整企业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也是继 2016 年以来连续第 3 年同步
安排适当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
预计将有 1.14 亿名退休人员受益。

截至 6 月底，北京、上海、青海、河北等多个省市已陆续
公布养老金调整方案及发放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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