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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 日下午，国家统计局四川调
查总队召开 2023 年上半年四川国家调
查主要数据新闻发布会，发布了2023年
上半年四川民生经济数据。

上半年，四川夏收粮食实现丰收，畜
禽产品供应充足，居民收入增长加快，生
活消费平稳增长，物价运行总体平稳，工
业生产者价格涨幅持续回落，城镇就业
形势逐步改善，全省民生经济持续回升
向好态势明显。

农业
夏收粮食实现丰收
小麦单产创历史新高

2023年，全省夏粮播种面积1664.8
万亩，比上年增长0.4%；单产271.9公
斤/亩，比上年增长3.3%；总产452.6万
吨，比上年增长3.7%。夏收粮食呈现播
面、单产、总产“三增”良好态势，实现了
丰收。

其中，小麦播种面积879.0万亩，增
长 0.8% ；单 产 300.3 公 斤/亩 ，增 长
5.7%，单产创历史新高；产量264.0 万
吨，增长6.6%。

上半年，全省生猪出栏3237.7万头，
同比增长3.1%；牛出栏142.3万头，增长
2.0%；羊出栏845.3万只，增长1.3%；家
禽出栏32283.5万只，增长0.2%。全省
猪牛羊禽肉产量319.7万吨，同比增长
2.9%；牛奶产量31.0万吨，增长0.3%；禽
蛋产量107.6万吨，增长5.1%。

收入
同比增长5.7%

居民收入增长加快恢复

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846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5.7%，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0％，名义和实
际增速分别快于一季度0.5个和1.0个百
分点，居民收入增长加快恢复。

按收入来源分，全省居民人均工资
性收入8718元，同比增长5.7%；人均经
营净收入3157元，同比增长8.0%；人均
财产净收入994元，同比增长2.0%；人均
转移净收入3976元，同比增长4.9%。按

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237元，同比名义增长4.2%，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3.5%。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0683 元，同比名义增长
7.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城
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同期的2.24下降为
2.18，收入相对差距继续缩小。

对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原
因，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相关负责
人表示，具体来说，随着营商环境持续改
善，家庭经营逐步活跃向好，特别是批发
零售、住宿餐饮、交通运输和文化旅游等
接触型、聚集型行业加快恢复，农家乐和
乡村旅游经营状况好转，因此经营净收
入增长较快。上半年，居民人均经营净
收入为3157元，比上年同期（以下如无
特别说明，均为名义增长）增长8.0%，快
于全省居民收入增速2.3个百分点，为四
项收入中增长最快项。分城乡看，城镇
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6.6%，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长9.4%。

此外，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全省
各级各部门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就
业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居民人均工资

性收入8718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7%。
从占比来看，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居
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51.8%，仍是居
民增收的关键支撑。其中，城镇居民和
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比上年同期分
别增长4.3%和6.5%。

同时，转移净收入平稳增长。得益
于各地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相继提
高，领取养老金人员、离退休人员比重提
高，以及社会救济补助标准和覆盖面提
高，加之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出台，上半
年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3976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4.9%。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
人均转移净收入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3.4%和 6.3%。财产净收入增幅放缓。
受楼市持续疲软、土地流转金增速放缓、
银行存款利率下调多重因素影响，上半
年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994元，比上年
同期仅增长2.0%，增速较一季度回落
2.8个百分点。

此外，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10874元，同比名义增长4.4%，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7%。按常住地
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889元，
同比增长3.3%；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7968元，同比增长5.1%。

CPI
物价涨幅温和

猪肉价格逐月走低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涨0.7%，涨幅温和，运行在合理
区间内。八大类商品和服务项目“六涨
二跌”：食品烟酒类上涨2.1%，教育文化
娱乐类上涨1.9%，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上
涨0.6%，居住类上涨0.2%，医疗保健类
上涨 0.6%，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上涨
2.4%，交通通信下跌2.0%，衣着类下跌
1.1%。

受季节性因素和节假日影响，上半
年四川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6%，拉高
CPI 约 0.5 个百分点，1-6月分别上涨
5.7%、1.2%、2.6%、1.4%、1.8%、2.6%。
部分重要民生商品中，粮食上涨1.8%，
食用油上涨5.9%、鲜果上涨5.6%、猪肉
上涨1.5%、鸡上涨4.1%、鸭上涨8.9%、
鸡蛋上涨5.4%、鲜菜下降1.4%，其中鲜
果、鸡、鸭类上涨对食品类影响最大，主
要原因是受春节效应和进入夏季后成本
推动上涨。

上半年猪肉价格同比上涨1.5%，
主要是去年同期低基数影响。从分月
环比看，受生猪供应充足和国家猪肉收
储共同作用，整体呈现价格逐渐走低，
降幅收窄的走势，1-6月环比分别
为-12.3%、-15%、-4.1%、-4.3%、-2.1%、
-1.1%。

此外，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较去年同期下降2.3%，购进价格下降
1.4%。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下降
2.9%，生活资料下降0.6%，调查的39个
行业大类“15涨1平23降”，下降面约为
59.0%；购进价格中，九大类原材料“2涨
7降”，大部分原材料成本压力有所缓
解。6月当月,出厂价格同比下降3.9%，
环比下降 0.9%；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5.1%，环比下降1.1%。

上半年，四川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
为5.7%，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一季度，
受春节返乡和节后找工作人数增多等季
节性因素影响，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7%；二季度，主要群体就业持续改善，
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下降，为5.6%。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宁

四川上半年民生数据出炉

居民收入增长加快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7 月 17 日，成都海关公布了四川上
半年外贸数据。2023年上半年，四川货
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29亿元，其中出口
3000.5 亿元，增长 5.4%；进口 1628.5 亿
元，下降15.2%。

发展趋势逐步向好
区域发展更趋平衡

具体来看，二季度以来，随着稳外贸
政策红利逐步释放，四川民营企业持续
发挥“稳大盘”作用，各市州优势产业竞
相发力，四川外贸发展势头逐步趋好。

上半年，四川民营企业发挥“稳大
盘”作用，进出口2213.6亿元，规模在历
史同期首次突破2000亿元，创历史同期
新高，增长43.5%，占47.8%，比重较去
年同期提升15.5个百分点，主体地位进
一步凸显。

从区域来看，上半年，成都进出口
3634.5 亿元，占同期全省外贸总额的

78.5%。同期，四川18个市（州）均保持
增长，17个市（州）增幅达两位数及以
上。宜宾在锂电材料、汽车等商品推动
下，进出口201.6亿元，增长42%，占全
省外贸比重提升至4.4%。遂宁、南充、
内江、广元分别进出口61.2亿元、49.8
亿元、35.9亿元和5亿元，均实现成倍
增长。

综保区彰显稳外贸实力
物流通道作用发挥明显

上半年，成都海关建立区内重点企
业沟通和问题呼应机制，随时响应企业
急货急料调配需求，切实解决企业进出
口环节的实际困难。大力推行“数智综
保”建设，先后推出“同企跨片”“一般纳
税人”“空箱识别”“数字卡口”“掌上园
区”等数字化应用场景和创新业务应用，
切实为驻区企业提供更多“智慧”保障。
上半年，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实现

1873.9亿元，在全国149个有实绩的综
合保税区中重返第一。

同时，“两场一体”高效协同运行。3
月26日，国际客运航班顺利转场至天府
国际机场以来，四川国际客运航线快速
恢复，货运航班持续稳定运行，上半年，
成都海关累计在双机场验放进出境人员
92.3万人次、进出境飞机8903架次，同
比分别增加517.2%、51.1%。

中欧班列、中老铁路物流通道优势
持续发挥。成都海关全面开展“车边直
提”“抵港直装”等业务改革，在全国率先
在中老铁路应用“铁路快通”业务模式，
节约货物通关时长24小时以上。上半
年，中欧班列（成都）开行累计1436趟
次，增加68.9%。

外贸新业态彰显新活力
出口“新三样”释放新动能

上半年，四川以市场采购出口155.1

亿元，增长56.9%。此外，对外承包工程
出口19.8亿元，增长37.9%。同期，四川
一般贸易占比进一步提升。以一般贸易
方式进出口1971亿元，增长28%，占同
期四川进出口总值的（下同）42.6%，较
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得益于新兴产业加快布
局，四川外贸发展新动能不断涌现。上
半年，锂矿石、氢氧化锂等锂电上游材
料进出口372.3亿元，增长161%，净增
加229.6亿元，锂矿石进口、碳酸锂出口
均列全国第一。此外，电动载人汽车、
太阳能电池、锂离子蓄电池等“新三样”
产品出口83.5亿元，增长72.4%，净增加
35.1亿元。

此外，在锂矿石等产品的推动下，澳
大利亚超越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成为
四川第五大贸易伙伴，进出口305.1亿
元，增长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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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四川外贸出口超3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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