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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四川民生调查数据发布

全省民生经济运行总体呈回升向好态势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
队召开2023年四川民生调查数据新闻发
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2023年全省民
生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

粮食
去年总产量718.8亿斤

再创历史新高

2023年，四川夏粮和秋粮生产形势
好，全年粮食总产量达718.8亿斤，继
2021年后再创历史新高。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
队农业调查处处长张友才介绍，2023年，
四川重农抓粮政策好，生产部门抓生产
措施实、力度大，加之气候条件保障，粮
食生产形势明显好于上年，具体来看呈
现出三个亮点：

冬小麦单产创新高。数据显示，
2023年全省冬小麦单产达到300.3公斤/
亩，同比提高16.3公斤/亩，增5.7%，首次
站上300公斤台阶，为四川夏粮及全年粮
食增产奠定了良好基础。

综合单产增幅最大。2023年，四川
夏粮丰收，秋粮生产形势明显好转，粮食
作物综合单产达374.1公斤/亩，同比提
高12公斤/亩，增长3.3%，增幅在全国13
个粮食主产省中居第1位。

总产量再创历史新高。2023年，四
川粮食总产量为718.8亿斤，同比增加
16.7亿斤，增长2.4%，继2021年后再创历
史新高，增幅在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中
居第3位。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
仓”取得显著成效。

畜牧
生猪出栏保持全国第一
“肉盘子”稳定有保障

2023年全省畜牧业生产相对稳定，
其中生猪出栏6662.7万头，比上年增长
1.7%，出栏量创2017年以来新高，继续
保持全国第一。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近半个月
以来，全国生猪平均价格持续下跌。春
节临近，生猪市场进入传统消费旺季，为
何猪价旺季不旺？

“猪价旺季不旺、低位运行主要受三
方面因素影响。”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
队农村调查处处长许伦泉在发布会上介
绍，一是生猪供应充足。2023年四川生
猪出栏突破6600万头，达到6662万头，
创2017年以来新高，比2022年增加114
万头，增长1.7%。二是居民饮食结构变
化对猪肉消费减少。近年来，随着居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牛、羊、禽、水产、海
鲜、禽蛋、牛奶等进入普通居民家庭已常
态化，替代作用明显，猪肉消费相应减
少。三是人口老龄化趋势和健康饮食观
念增强，居民猪肉消费呈趋降态势。“总
的来说，猪价还是受市场供需决定，以上
三个因素反映出的就是生猪供给增加，
需求减少，即生猪产能过剩，导致猪价长
期低位运行。”他说。

如何看待2024年猪肉供需形势？许
伦泉表示，从目前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
保有量来看，2024年四川生猪供应有保
障。2023年末，四川生猪存栏3855.0万
头，同比减少7.3%，其中能繁母猪存栏
369.0万头，同比减少7.3%。虽然生猪
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均有下降，但现在
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提高，生猪的防疫
能力、仔猪存活率、能繁母猪产仔率都

有提升，生猪供应不会大幅减少，加之
目前生猪产能过剩、消费减少，生猪供
应有保证。

“具体到2024年生猪价格，则要看生
猪产能去化速度和成效，个人认为短期
内猪价没有大涨的基础。”许伦泉说。

收入
全省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32514元

2023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514元，比上年名义增长6.0%，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6.0%。

按收入来源分，居民人均工资性收
入16154元，名义增长6.0%；人均经营净
收入6433元，名义增长6.4%；人均财产
净收入2049元，名义增长3.8%；人均转
移净收入7878元，名义增长6.1%。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45227元，名义增长4.6%，实际增长
4.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978

元，名义增长7.0%，实际增长7.1%。城
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的2.32下降为2.26，
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继续缩小。

2023年，全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3550元，比上年名义增长5.6%，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5.6%。按常住地分，城
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9280元，名义增长
5.9%，实际增长5.8%；农村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17901元，名义增长4.1%，实际增
长4.2%。

CPI
核心CPI上涨0.5%

走势基本稳定

2023年，四川居民消费价格（CPI）呈
现震荡下行、前高后低走势，全年与上年
同期持平。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上涨0.5%，涨幅温和，走势基本稳定。

总结2023年CPI运行情况，主要呈
现出三个特点：一是结构性涨跌，服务价
格走势强于消费品；二是工业消费品和

食品类价格下跌是拉低CPI的主因；三是
核心CPI温和上涨。

“当前消费的恢复，服务好于实物，
体现在CPI上，服务价格走势强于食品和
工业消费品。”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
消费价格调查处副处长刘梦龙介绍，
2023年四川服务类价格上涨1.1%，推高
CPI约0.4个百分点；消费品价格下跌
0.6%，拉低CPI约0.4个百分点，二者推、
拉相抵，全年CPI基本持平。

具体看，由于旅游出行、休闲娱乐等
消费快速回暖，旅游、交通、住宿、文娱等
服务类价格涨幅居前，其中飞机票价格
2023 年 上 涨 26.3%、其 他 住 宿 上 涨
14.1%、旅行社收费上涨12.7%、电影及
演出票上涨5.8%、网络文娱服务上涨
5.5%。

消费品价格方面，工业消费品价格
由于市场供应充足而需求不及预期，从
2023年3月开始连续10个月处于下跌区
间，全年下跌1.1%，拉低CPI约0.3个百分
点；食品价格受猪肉价格同比跌幅较大
影响，从2023年7月开始持续下跌，全年
下跌0.9%，拉低CPI约0.2个百分点。主
要食品价格除猪肉价格下跌16.0%外，其
他类涨跌幅度不大。

刘梦龙表示，当前CPI低位运行，一
方面因为2023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9年
稳产增产，为稳预期、稳物价提供了重要
支撑；另一方面，生猪去产能较慢，供给
充足，阶段性过剩较为明显，压低了肉
价，再加上成品油全年10涨12跌后，价格
低于去年，“猪+油”合计拉低CPI约0.5个
百分点，对CPI影响较大。

总体来讲，2023年，市场消费与生产
恢复不同步，消费需求和消费信心仍需
提升，压低了价格，使得CPI低位运行。

结合当前消费市场的特点，2024年
如何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刘梦龙表示，
从价格的角度看，首要的是稳物价，尤其
是粮油、肉禽蛋菜等重要民生商品的保
供稳价，以稳定居民的基本消费需求；其
次，维护消费环境和秩序，对影响消费者
体验的乱涨价、乱收费现象加大处罚和
打击力度，以提升居民的消费体验；同
时，可以通过适当的促销促进消费市场
活跃，进而提振居民的消费信心。

就业
多措并举持续发力显效

全省就业形势保持基本稳定

2023年，四川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
就业优先政策，一系列稳就业措施持续
发力显效，全省就业形势总体改善，保持
基本稳定。全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
为5.5%，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2023年一季度，受春节因
素影响，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处于较高
水平，平均值为5.7%；随着一系列稳就业
政策措施落地显效，二季度、三季度城镇
调查失业率平均值分别回落至5.6%、
5.4%；四季度，就业形势持续好转，城镇
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下降至5.2%。2023
年1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

据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分析，
从下阶段来看，尽管部分群体、部分行业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问题仍会比较突出，
但随着全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发展，产
业转型升级加快，促进就业稳定的有利
条件也在不断积累增加，在稳就业各项
政策举措的持续作用下，就业空间将得
到有效拓展，四川就业形势有望继续保
持基本稳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熊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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