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
发布2024年上半年四川民生经济数据。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7776元，同比名义增长5.5%，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全省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11492元，同比名义增长5.7%，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0%。

上半年，全省居民收支呈现哪些特
点，物价走势又如何？国家统计局四川
调查总队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看收支
居民收入平稳增长
居民消费持续回暖

数据显示，按收入来源分，上半年，
全省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9224元，同比
名义增长5.8%；人均经营净收入3397
元，同比名义增长7.6%；人均财产净收入
1050元，同比名义增长5.7%；人均转移
净收入4104元，同比名义增长3.2%。

总体来看，四川居民收入呈现4个特
征：工资性收入发挥支撑作用、经营净收
入增速较快、财产净收入稳步增长、转移
净收入保持增长。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
总队相关负责人分析，上半年，工资性收
入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和增收
贡献率分别为51.9%和54.4%，对居民增
收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各项民营经
济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加之文旅市场持
续火爆，服务业恢复向好，带动经营净收

入较快增长。其中，受乡村旅游持续升
温带动，农村居民人均第三产业经营净
收入同比增长12.7%，对农村居民收入增
长拉动明显。

再看消费。上半年，随着各项促消
费政策的落实落地，居民消费需求进一
步恢复，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等八大
类消费均保持增长。

其中，交通通信消费增长迅速。各
地出台各项汽车消费利好政策，居民汽
车消费潜力得到较大激发，同时，居民旅
游出行需求增长带动交通消费上涨，上
半年，全省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
1625元，同比增长10.6%。

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涨幅较大。今年
以来，四川文旅市场持续向好，居民旅游
出行、观演观展等文化娱乐需求不断释
放。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
乐消费支出883元，同比增长9.5%。其
中，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同比增长
13.1%。

居民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等生活消
费均保持增长。特别是居民在外饮食意
愿较强，带动居民人均饮食服务消费同
比增长13.4%。

此外，从商品性消费和服务性消费
的维度观察，服务性消费保持较快增
长。随着各地积极创新消费场景，打造
新消费增长点，居民的旅游、餐饮、交通
运输、文化娱乐等服务性消费意愿不断
增强。上半年，全省居民服务性消费支

出4955元，同比增长8.6%，增速高于去
年同期2.8个百分点。

看物价
CPI同比逐步企稳
猪肉价格反弹明显

数据显示，上半年四川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比去年同期下降0.3%，降幅较
一季度收窄0.1个百分点，说明四川CPI同
比逐步企稳，四川消费需求逐步改善。

“上半年四川CPI小幅下降主要与3
个方面因素有关。”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
总队相关负责人分析，一是食品供应有
保障，鲜菜、鲜果价格走低，肉禽蛋价格
下降。数据显示，上半年，鲜菜、鲜果价
格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4.0%和3.6%，牛
肉、羊肉、鸡、鸭、鸡蛋价格比去年同期分
别下降11.8%、7.9%、4.0%、3.4%、6.0%。

二是工业品供应充足，行业竞争激
烈，厂商以价换量。如上半年燃油小汽
车、新能源小汽车价格比去年同期分别
下降7.1%和6.4%，合计拉低CPI总指数
约0.2个百分点。

三是房地产市场调整转型，家具、家
电、装修价格不同程度下降。其中上半
年家具、住房装潢材料价格比去年同期
分别下降1.0%和1.1%，洗衣机、电冰箱、
空调、电视机价格同比分别下降3.1%、
2.4%、1.1%、1.3%，合计拉低CPI总指数
约0.1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上半年四川服务价格涨

多跌少，食品和工业品价格跌多涨少。”
该负责人表示，服务价格强于消费品，反
映了消费需求服务好于实物，以及消费
品供应总体充足。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生猪市场供需
矛盾有所缓解。上半年，四川生猪出栏
3049.9万头，同比下降5.8%；猪肉产量
236.4万吨，同比下降1.5%。随着生猪产
能适度调整，加之部分养殖主体惜售心
理趋强，二次育肥增多，四川生猪价格在
历经长达近16个月的低谷后，自今年5月
起呈现出相对明确的反弹迹象。上半
年，四川生猪出栏均价15.8元/公斤，较上
年同期上涨3.9%。具体来看，1月上旬至
5月中旬，猪价在每公斤15.2元到每公斤
15.7元之间震荡徘徊，5月下旬起快速上
涨，至6月下旬已涨至每公斤17.7元，较
上年同期上涨26.4%，较1月上旬上涨
14.2%，反弹趋势较为明显。

上半年，四川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指数（PPI）同比下降1.5%，降幅比2023
年全年收窄0.9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同
比下降1.8%，二季度同比下降1.3%。工
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IPI）同比下降
2.9%，降幅与2023年持平，其中一季度
同比下降3.5%，二季度同比下降2.3%。

该负责人分析，2024年上半年，随着
国内工业品市场回升向好，全省生产资
料与生活资料出厂价格降幅均缩小，各
月同比价格缓慢收窄，PPI行业下降面缩
小。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史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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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700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4900亿元
年度投资完成率达64.4%

（上接02版）
“老伴有残疾，以前日子过得不容

易。后来我们不仅脱了贫，政府还帮老
伴代缴了6年基本养老保险费。现在我
俩的养老金，加上她的残疾人生活补贴
以及三亩地流转收益，每年有6000多元
固定收入，看病也有政府补助的医保，日
子越来越好了。”熊贵全说。

社会保障关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人民群众不分城乡、
地域、性别、职业，在年老及面对疾病、失
业、工伤、残疾、贫困等风险时都应有相
应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
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会议等会议多次研究审议改革
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总体方案、深
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意见等，推动我国
社保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紧盯制

约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硬骨头，不断推
进改革”。

2014年，我国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将农村居民和城镇非就
业居民纳入相同保障体系。2017年，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三部门出台意见，明确
地方政府为贫困人员等困难群体代缴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给6098万贫困
人员的老年生活增添了一份可靠保障。

应对人口老龄化给养老保险制度带
来的新挑战，“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
保险体系”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成为

“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保制度改革的重点
任务和主攻方向。

一项项改革举措相继出台，一波波
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到2023年末，我国
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失业保险参
保人数分别达到10.7亿人、13.3亿人、3.0
亿人、2.4亿人，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社
会保障体系。

医保、工伤保险以前无法跨地区报
销，让一些人深感不便。现在，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为百姓带来更多获得感。
72岁的黑龙江居民崔向振已连续十

几年在海南过冬。“现在可以异地就医结
算，像我们这样的‘候鸟人群’看病更方便，
再也不用为报销奔波发愁。”崔向振说。

崔向振记得，12年前在海南看病不能
报销，只能自费；后来可以拿看病的票据回
老家报销，但只限于住院，报销比例也不
高；现在不管普通门诊、住院治疗，还是慢性
病门诊、特殊病购药，都能直接结算报销。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约5128万人
次，减少参保群众垫付421.67亿元，较
2023年同期分别增长162.35%、41.91%。

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强，职工工伤异
地就医结算的需求不断上升。

今年4月1日起，全国各省份试点开展
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伤保
险全国“一张网”、就医“一卡通”搭建完成。

当日下午，来自天津的陆女士来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住院治疗，
持社保卡直接挂号就诊住院，免缴押金，

出院即结算。这是北京市首例享受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的外省市工伤职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试点地区将按照循序渐进
原则，先纳入住院费用，先期以异地长期
居住（工作）和异地转诊转院人员起步，优
先联通异地就医集中地区。目前全国共
确定试点城市131个，开通上线工伤医疗、
工伤康复、辅助器具配置协议机构399家。

补短板、促公平，兜底线、织密网……
一项项民生改革有力保障人民参与改革
发展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
地位和首创精神，坚持人民有所呼、改革
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
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正在举行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作出战略部署，必将在高质量发展
中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让现代化建设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史晓露）1-6月，700个省重点项目完
成投资4903.1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达
64.4%、超时序进度14.4个百分点。这是

记者7月15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的。
从行业领域看，269个基础设施项目

完成投资2240.9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62.5%；348个产业项目完成投资2345.8
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65.9%；58个民生
工程及社会事业项目完成投资193.3亿
元，年度投资完成率66.1%；25个生态建
设及环境保护项目完成投资123.1亿元，
年度投资完成率68.5%。

为推动项目加快落地建设，今年以
来全省加强调度协调和要素保障，建立

“周通报、月调度、季盘点”工作机制，每
两月召开一次全省项目投资工作专题
会，采取“面对面办公”工作方式，着力解

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常态化
开展市场化融资对接服务，梳理形成
1295个省市县三级重点项目融资需求清
单，及时推送至在川金融机构并协调做
好对接服务。截至目前，今年700个省重
点项目获金融机构授信总额1.6万亿元、
发放贷款563.5亿元、贷款余额3940.5亿
元。

下一步，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
方面，持续筹划并储备一批重大项目，指
导各地各部门加速前期筹备，提升项目
成熟度，确保尽早开工，形成更多实物工
作量，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增添后劲。

上半年四川民生经济数据发布，居民收支和物价走势特点鲜明

服务业恢复向好 带动经营净收入较快增长

♦269个基础设施项目年度投资完成率62.5%

♦348个产业项目年度投资完成率65.9%

♦58个民生工程及社会事业项目年度
投资完成率66.1%

♦25个生态建设及环境保护项目年度
投资完成率68.5%

四川省最大水光互补
光伏项目获批

7月16日，金沙江上游川藏段国家水
风光一体化示范基地350万千瓦水光互
补光伏项目完成备案，成为四川省一次
性配置规模最大的新能源项目，项目建
成后将成为四川省装机规模最大的水光
互补光伏项目。

本次备案的350万千瓦光伏项目是
金上一体化基地的配套新能源，主要包
含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达伊柯
160万千瓦、德格县拉绒70万千瓦、巴塘
县中咱120万千瓦光伏项目。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