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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数据，前
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398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6.3%，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5.9%；全国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 19530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9.2%，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
8.8%。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对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31个省份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数据进行了梳理，
总体来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31省份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均实
现正增长。其中，8个省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跑赢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
义增速高于全国平均线的有15个省份。
北京与上海的人均收入与支出仍然呈现
明显领先的局面。

同时，今年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中还体现出区域之间、城乡之间
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居民工资性收入增
长较快等特征。这得益于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的稳步推进，以及部分地区产业结
构转型取得成效，一方面提升了居民收
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经济运行形
势企稳向好。

京沪人均可支配收入超京沪人均可支配收入超66万元万元

2023 年前三季度，上海和北京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6 万元，分别为
63681 元和 61718 元。浙江、天津、江苏
已迈过 4 万元门槛，分别为 49821 元、
40713 元、40286 元。在 3 万元以上水平
的还有广东、福建、山东，分别为 39325
元、35439元、30567元。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前三季
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398元，
上述的8个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跑赢了
全国平均线。

所有省份中，处于2万元到3万元区
间的省份有 20 个，占比超六成，相比
2022年同期又增加了4个省份。

具体来看，山东在今年首次从 2 万
元俱乐部晋级，跨过了3万元门槛；而吉
林、黑龙江、云南、青海、西藏则是首次进
入 2 万元队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依
次为21210元、20594元、20367元、20180
元、20147元。

剩余省份中，贵州前三季度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为 19814 元，距离 2 万元
只剩一步之遥，甘肃、新疆虽排名靠
后，但今年三季度的名义增速分别为
7.6%和 6.4%，超越了全国平均增长水
平。

从增速来看，西藏、甘肃、吉林、海
南、宁夏、上海、安徽、陕西、湖北、河北、
新疆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速快于全国。其中，中西部表现较为亮
眼，西部的西藏、甘肃、宁夏、陕西、新疆
名 义 增 速 依 次 为 8.1% 、7.6% 、7.3% 、
6.5% 、6.4% ；中 部 的 湖 北 名 义 增 速 为
6.4%。

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认为，中西
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表现突出，
一方面得益于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
区域重大战略的不断推进，在区域协调
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下，中西部地区获
得了政策和投资等方面的支持，经济社
会发展提速。

另一方面，持续推动产业升级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是提高居民收入的核心途
径。目前，中西部多地均在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并加大力度培育新兴产
业。例如，湖北近年来提出“51020”产业
体系，锚定5个万亿级支柱产业、10个五
千亿级优势产业和20个千亿级特色产业
集群，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
产业体系。

从全国收入来源的构成来看，前三
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16747
元，增长 6.8%，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57.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
比去年同期回落0.3个百分点，且逐月好
转。就业形势的好转也是经济恢复向好
的重要指标之一。

除地区之间的对比外，同一个地区
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是值得关注的另一
个维度。数据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全
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428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05元，二者
之间的比值为 2.51，较 2022 年同期的
2.57 下降 0.06 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
不断缩小。

21 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在当前
阶段，全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仍然将
进一步提升城镇化率，通过农业劳动
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农民收入实现
增 长 ，从 而 实 现 居 民 整 体 收 入 的 增
长。同时，也要进一步推进实施乡村
振兴、加快深化农村改革，注重加强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让农村居民享受到更优质的公共
服务和社会保障。

1515省份人均消费支出增速超全国省份人均消费支出增速超全国

据国家统计局消息，前三季度，全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4.2 万亿元，同比
增长6.8%。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94.8%，稳稳占据拉动经
济增长的冠军位。

在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对于经济平
稳运行、复苏向好所发挥的支撑作用
更加明显。同时，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也是与居民收入高度相关的重要指
标。

数据显示，31个省份中，上海、北京、
浙江 3 个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超过 3

万元，分别为 39969 元、34783 元、31390
元，其中浙江是首次在三季度迈过 3 万
元大关；江苏、天津、广东、福建4个地区
超过 2 万元，分别为 25843 元、25719 元、
25481元、23262元。除此之外，其余省份
均在1万元到2万元区间。

上海和北京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明
显领先，一方面由于作为直辖市、经济大
市，人均收入较高；另一方面与两地的居
住支出水平较高有很大关系。北京市统
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北京人均居住支
出 17170 元，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的
40.2%。

除居住支出外，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的构成还包括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
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
保健等。一般而言，居住支出体现出地
区差异较大的特征。同时，居住成本较
高也会对其他类别的支出造成一定挤
压。

从今年前三季度首次迈过人均支出
3万元门槛的浙江来看，教育文化娱乐支
出增长最快，较上年同期增长24.7%；其
他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生活用品及服
务支出也快速增长，分别增长 19.7%、
16.7%、10.4%；而居住支出小幅增长，增
长3.7%。

从增速情况来看，31省份前三季度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均实现了正增长。其
中，吉林、上海、青海、内蒙古、陕西、广
西、海南、宁夏、天津 9 个省份名义增速
均超过10%；共有15个省份增速跑赢全
国9.2%的平均线。

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在较高的人均
消费支出总额下仍然取得了较高同比
增速，与 2022 年同期相比名义增速为
21.91%。这主要与去年同期基数较低
有关，数据显示，上海 2022 年前三季度
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出现了下滑。随着
疫情影响过去，上海消费活力已经明显
复苏。

除上海外，陕西今年前三季度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增速较高。根据国家统计
局陕西调查总队发布数据，前三季度，陕
西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6310元，同比
增长13.0%。

当前，各地均在多措并举提振消
费，为四季度冲刺全年经济目标提供
支撑。

本报综合消息

前三季居民收支排行哪儿最高
11月9日，公安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严厉打击各类伪造、变造、买卖国家公文、证件、印
章违法犯罪举措成效情况。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
陈士渠介绍，伪造、变造、买卖国家公文、证件、印
章违法犯罪，通常还关联敲诈勒索、招摇撞骗等其
他犯罪，社会危害严重。近年来，此类犯罪又呈现
一些新情况新特点。

犯罪链条产业化。从事制假售假的犯罪分子
以地域或家族关系为纽带，形成区域性犯罪团伙，
实施幕后组织策划等犯罪活动；在印刷技术先进、
产业链发达、原材料齐全的地区寻找小微印刷企
业合作，形成规模化制假窝点；在各地利诱物色中
介机构代理广告和销售业务，形成跨地域的分销
网络；委托网络黑产建立假冒的国家机关网站，为
用假环节核验公文证件印章提供方便，形成了幕
后组织、制假、售假、购假、验假的一条龙犯罪链
条。

制假种类多元化。目前各地公安机关缴获的
假章假证假公文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假章涉及教
育、财政、人社、民政等 30 多个国家机关；假证有
200多个种类，包括身份证、护照、学生证等身份证
件，营业执照、建筑施工、特殊工种、机械操作等行
业许可证件，学位证、医师证、教师证、驾驶证等从
业资格证件。这些假章假证一旦被人利用，将严
重扰乱行业监管秩序，严重影响社会公平公正，并
埋下诸多安全生产隐患。

销售渠道网络化。犯罪团伙利用社交平台等
渠道发布广告寻找买家并确定制假需求，按需制
假；通过线上交易平台发布假证广告引流，甚至设
立网店直接售卖；通过快递公司快递邮寄完成交
易。这些新情况新特点，让制假售假用假行为更
加隐蔽，不易被发现，给公安机关侦查打击工作带
来难度和挑战。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贾俊强表示，下一步，全国
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对伪造、变造、买卖国家公
文、证件、印章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出重拳、
下重手、斩链条、破案件，全力维护行政管理和社
会经济秩序，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同
时，不断完善相关服务管理举措，深入推进行业整
治，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记者黄
垚）进入11月，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动
频繁，全国多地气温波动较大。受冷
空气影响，9日至13日，中东部地区将
自北向南先后出现大风降温天气。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本轮过程大
部地区累计降温幅度将有6℃至10℃，
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河南、湖北、湖
南、贵州和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降温可
达12℃以上，南方地区强降温主要出

现在10日至13日。13日前后，最低气
温0℃线将位于山东中南部至河南北
部一线，江淮地区最低气温5℃左右。

气象专家提醒，9日晨中央气象台
虽已解除暴雪蓝色预警，但新疆西部、
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大部、吉林中东
部、辽宁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小
到中雪或雨夹雪。其中，黑龙江东部、
吉林东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等地部
分地区有大雪，局地暴雪。受影响地

区需防范道路湿滑、结冰等对交通出
行的不利影响。未来两天，东北地区
降雪基本结束。

预计未来10天，冷空气仍将频频
到访，新疆北部及西北地区北部和东
部、华北、黄淮、江淮、江汉、江南中西
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气温将由偏高
转为偏低。专家提醒公众需关注气温
变化，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换季高发疾
病。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记者胡璐）森林资源
是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林
草局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森林食物年产量超过2亿
吨。

国家林草局林业和草原改革发展司二级巡视
员高均凯9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有34亿多
亩森林、8000多种木本植物，蕴藏着丰富的食物资
源。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重点林业生态工程和经
济林生产基地建设，森林食物生产能力不断提高。

目前经济林面积约为 7 亿亩，经济林产量为 2
亿吨左右、产值约为2.2万亿元，是森林食物生产的
主力军；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达到6亿亩，产值突
破 1 万亿元。“森林食物产业已经成为林草主导产
业。”高均凯表示，考虑到当前一些木本粮油单产不
高、干鲜果品供需存在结构性矛盾等因素，森林食
物产业未来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他说，将通过优化发展布局、保障发展用地、加
大资金支持等举措，进一步推动经济林产业转型升
级、提质增效。具体包括：统筹资源、政策等要素，
加强规划指导；强化技术指导和科技成果转化，科
学推进树种结构调整、品种改良和基地建设，做优
做强特色果品、木本粮油、林源饲料等产业；整合低
产低效茶园、低产人工商品林地等非耕地国土资
源，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财政奖补政策支持力度，
用好国家储备林等开发性、政策性金融信贷政策，
支持扩大油茶等高产高效经济林种植和改造提升
等。

森林食物是指森林或林地生产的食物，包括可
食用的果实、花、叶、枝、皮、根、脂液以及寄生物、附
生物等非木质林产品，分为经济林、林下经济产品、
可以作为牲畜饲料的间接性食品三大类。

伪造变造买卖国家公文证件印章
违法犯罪呈现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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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空气活动频繁 中东部迎大风降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