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 11538 9.7 19079 13.0 7823 11.3
2013年 13106 13.6 21139 10.8 8809 12.6
2014年 14733 12.4 23141 9.5 9831 11.6
2015年 16278 10.5 25140 8.6 10777 9.6
2016年 17421 7.0 26898 7.0 11701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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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至2016年，南阳居民收入累计增长51.0%——

“钱袋子”鼓起来，美美日子过起来
□本报记者 于晓霞 通讯员 王兰芝

你算过自己在衣、食、住、行上要花多少钱么？近日，市统计局发布了一份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支出
的大数据。记者了解到，这几年，咱老百姓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更舍得花钱，衣讲

“舒服美观”、食讲“营养健康”、住讲“宽敞舒适”、行讲“快捷便利”。与此同时，老百姓的消费观念也从储
蓄型逐步向享受型转变。

【 】

我市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老百
姓的“钱袋子”也越来越鼓。统计数据
显示，2016年南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 17421元。从收入累计增长看，
2012至2016年累计增长51.0%，年均
增长10.6%。

“钱袋子”慢慢鼓起来，跟GDP相
比到底谁更快呢？据悉，十八大以来，
南阳人均GDP年均增长9.3%；同期全
体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年 均 增 长
10.6%，高于人均GDP年均增速1.3个

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
均增长分别为 9.8%和 10.7%，均不低
于人均GDP年均增速，基本实现了居
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同步发展。

不同地区、城乡、不同收入群体之
间，收入差距也在逐渐缩小。12个县
市中，2016年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绝
对值最高的是宛城区，最低的是社旗
县。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2012年的
2.52∶1下降到2.30∶1。城乡居民收入
相对差距呈现逐年缩小态势。

收入：跑赢GDP 南阳人越来越有钱

钱包鼓起来了，南
阳老百姓在吃穿住用行
等方面也更舍得花钱。
2016年南阳居民人均生
活消费支出 12761元，
比 2012年增长 40.2%，
年均增长8.8%。这些钱
都花在哪儿了呢？

饮食更健康，去年
人均花 4272在吃上，比
2012年增长 33.9%，年
均增长 7.6%。其中，人

均消费肉禽蛋类 47.14
公斤，比2012年增加7.5
公斤；人均消费干鲜瓜
果 64.96公 斤 ，比 2012
年增加 20.1公斤；人均
消费粮食 115.71公斤，
比2012年减少39公斤。

穿衣更舒服，买衣
服花费最多。2016年人
均衣着支出 1288.6元，
比2012年增长16.6%

居住最宽敞，2016

年 居 民 人 均 居 住 支 出
2031元。城镇居民人均
住房建筑面积 43.79平
方米，比 2012年增加 1
平方米。

出行更便捷，百户家
庭汽车拥有量比2012年
增长 128%。2016年居
民人均交通支出793元，
城镇居民家用汽车每百
户拥有量25辆，比2012
年增加15辆。

支出：百姓更舍得花，也更会花钱

随 着 口 袋 里 钱 变
多，老百姓生活消费观念
也在改变，从储蓄型逐步
向享受型转变，平时也更
加注重保健养生。比如
看病方面，多数老百姓愿
意花费支出定期健康体

检，做到“小病及时治，大
病提前预防”。各类保健
器材和滋补保健品等消
费支出不断提升，带动医
疗保健消费快速增长。

统 计 数 字 显 示 ，
2016年居民人均医疗保

健支出1591元，比2012
年增长94.0%。其中，城
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
出 2029元 ，年 均 增 长
13.6%；农村居民人均医
疗保健支出 678元，年
均增长20.7%。

医疗：愿意花钱定期体检的多了

近年来，我市居民
用 于 文 化 娱 乐 方 面 的
支 出 增 长 较 为 明 显 。
2016年，居民人均教育
文 化 娱 乐 服 务 1559

元 ，比 2012年 增 长 3
倍。

在 双 休 日 及 节 假
日，休闲娱乐方式也在
增多，日常健身、娱乐、

旅游成为大家度假的重
要方式，各大体育馆、游
泳 馆 、健 身 房 、SPA会
所、茶社逐渐成为人们
热衷的场所。③1

文娱：文化娱乐方式也在增多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越来越重视生
活的品质。如今，家政
服务行业的发展备受居
民青睐，特别是老龄化

社会提前到来、“二胎”
时代如期进入，城乡居
民家庭对保姆、钟点工、
厨师、保洁等家政服务
的需求增加，家政等享

受 型 消 费 支 出 快 速 增
长。2016年，居民人均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
出 1112元 ，比 2012年
增加45.4%。

服务：对家政服务的需求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