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成就的 重要表现

——八年来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改革成就 的重

要表现之一，就是人民生活 有显著改善。八年

来，党和政府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采取了一

系列的政策和措施，逐 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

化生活 水平，十亿人口 的 温 饱 问 题已基本解

决，一部分人的生活 已达到 小康水平。

居民收入迅速增加  收入结构发生变化

1979—1986年的八年间，农民家庭每人每

年纯收 入，由134元 增 加 到 424元 ，增 长2.16
倍，平均每年提高15.5%；城镇居民家庭每人

每年可用于生活 费的收 入由316元 增 加 到 828

元，增长1.62倍，平均每年提高12.8%。这样

快的增长速度是历 史上没有过的。
八年 来，居民收 入增 长快 的主要原 因：

在农村，一方面 由于贯彻 落实党的农村政
策，推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开展多种经

营，实现了增产增收。1986年同1978年相比 ，

农民人均纯收 入中，来自 农业生产的收 入增长

1.46倍，来自 农村工 业、建筑 业、运输业、商

业等方面 的收 入增长9.19倍，来自其他 非生产

性收 入增长3.58倍。农业以 外的生产 经 营和非

生产性收 入在农民人均纯收 入中所占比 重，由

1978年的15%提 高到1986年的34 .2%。在 乡镇

企业发达地区，非 农业收 入已超过了农业的收

入。另一方 面，由 于国 家提 高部分农副产品 收

购价格，相应地增加了 农民收 入。如同1978年

收 购价比 较，1 986年按 全国社会农副产品 收 购

总额计算 农民由于 农副产品 的提价而增加的收

入即达860亿 元左右。

在城镇，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增加生产、

改善居民生活 的政策和措施。一是广 开就业门

路，不 但妥善安置了 十年动乱 中遗留下来的 大

批待业人员，同时对新成长的劳动 力，也 积极

安排就 业。八年中，全国职 工人数净增3 310万

人，个体劳动者增加468 万 人。由于就 业面扩

大，平均每个就 业者赡养的人口（包括本人），
由1978年的2.06人，下降到1986年 的 1.8人。
这不仅减轻 了职 工 家庭经济负担，增加了职 工

收 入，而且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团结。二 是调整

了职 工 工 资，实行奖金制度，增加了副食品 价

格补贴等。1986年职 工 平 均工资 1 329元，比

1978年的614元增长1.16倍。个体劳 动 者和其

他职 业者的收 入增加更多。三是提高劳动保护

福利待遇，相应增加了居民收 入。全民所有制

单位职 工 劳保福利费总额由1978年的67亿 元，
增加到1986年的335亿 元。由于城 镇 居民收 入

来源增多和就 业结构趋 向 多 样 化，职 工 工 资

（包括 奖金）以 外的收 入，在城镇居民货币收

入总额 中的比 重，由1978年的25%提 高到1986

年的36 %。
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全面提高

收 入的增加，带来了消费的提高。近八年

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按 可 比 价 格计算）提 高

86% ，平均每年提 高8.1% ，而 过 去二 十六 年

每年只提 高2.2%。再 从 实 物 消 费量 和质量

看，消费水平的提高更引人注目。

（1）食品消费逐渐讲究营养。我国人民过 去

受 农业生产和收 入水平的限制，在吃的方面 偏

重主食，副食比 较 简单。近几年来有了很 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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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主食比重下降，副食比重上升，膳食构成

中动物性蛋白增加。1986年吃的商品 消费总额

3 373.7亿 元（含农民自给性消费），比1978年

增长 2 倍，剔除食品价格上升因素，实际增长

87%。1986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的猪 肉 14.41
公斤，比 1978年增长87.9%；家禽1.72公斤，
增长2.9倍；鲜蛋5.27公斤，增长1.7倍；水产

品 5.4公斤，增长54.3%。
（2）衣着消费转向舒适、时兴、 款式 多样化。

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 高，人 民 开 始 注 重 衣 着

打扮。1986年穿的商品 消费 总 额773亿 元，比

1978年增长1.8倍。一些 中 高档优质服装和面

料的消费量激增。1986年人均购 买的呢 绒、绸

缎分别比 1978年增 长2.8倍和2.3倍，化纤、毛

料和丝绸服装增长1.2倍，而 棉 布人均零售量

只增长7.7% ，布制服装还下降 73.7%。
（3）耐用消费品拥有量迅速增长。1986年末城

乡居民平均每百人的耐用消费品 拥有量同1978

年末比 较，缝 纫机 由3.5架增加到10.3架，手

表由 8.5 只增加到39只，自行车由 7.7 辆增加

到 24.3 辆。家用 电 器 基 本上从无到有发展起

来，到1986年底每百人拥有洗衣机 4.1 台，电

冰箱 0.7台，电 视 机8.7架，录音机4.9架。录

象机、钢琴、高档照相机等，也 开始 进入 高收

入的居民家庭。
（4）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1986年末全国

城乡储蓄存款余额达2 238亿元，比 1978年末的

211 亿 元，增长 9.6 倍。每人平均存款余额 由

1978年的21.9元，增加到1986年的 211.7 元。
不 少住户还参加了 家庭财产保险，1986年投保

的财产额 达 957亿 元。这从另一方 面证明人民

生活 正 在 走 上 日益富裕的道路。
（5）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有较大的 改 善。八年

来，国家、集体和个人在城市新建住 宅11亿平

方米，许多城市新居民区成片出现，多层住 宅

鳞次 栉比。根据抽样调查资料，城镇居民人均

居住 面 积由1978年的4.2平方米增加到目前的8

平方米，几乎扩大一倍。无房户、拥挤户和不方

便 户占总住户的比 重由38.6 % 下降为11.2%。
八年来，农村共新建房屋51亿平方米，很

多地区昔日矮小 简陋的旧 屋 已 逐 渐 被新房代

替。砖木结 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面 积占住房面

积的比 重由1978年的37%提高到55.7%。人均

居住面积由8.1平方米，扩 大 到15.3平方米。
在农村经济比 较发达的地区，还出现了新颖别

致的两层或多层楼房。
（6）第三产业的发展改善了居民的 生活条件。

八年来，用于城市 公 用 事 业的投资达 409亿

元，比 前二十六年的 投 资 总 额 还 多 两 倍。
1986年城市自 来水普及率达87.2%，生活 用 气

普及率达28.5%，市内电话250.5万部，比1978

年增长1.1倍。城市 交通条件也有所改善。
农村初 步改 变了 世 世 代 代饮用 江、湖、

河、渠、塘、井水的状 况，“六五”期间用于 农

村改水的总投资为32.5亿元。农村现有自 来水

厂14.4万个，受益人口 1.2亿人。交通邮电事业

也有了较快的发展，1986年底全国已有99.7%
的乡镇通邮路，95.5% 的 乡镇通电话，每个县

都通 了 汽车。
由于商业体制改革和城乡集 市 贸 易 的发

展，1986年底，全国城乡共 有商业、饮食业、
服务业网点1 149万个，从业人员3 243万人。平

均每万人口 有网点109个，从业人员307人，比

1978年分别增长 6 倍和2.2倍，方便 了 人民生

活。
（7）文化生活日益丰富。高等教育、中等职

业技术教育以 及各级成人教育发展迅速，学龄

儿童入 学率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有所 增

强。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电影、电视 节目和艺

术表演丰富多采，报纸、图书杂志发行量大幅

度增加。

收入增长速度超过物价上涨的速度

这几年居民收 入虽 然增加了，但是不是被

物价上涨抵消了呢？这是人们关心 的问题。
近几年来，国家调整 了部分商品 的价格，

使不合理 的价格结构初 步得到改善，促进了生

产的发展和城乡市场的繁荣。国家在调整价格

的同时，为了保证绝大多数人民实际生活 不致

下降，除发给职 工 副食品 价格补贴以 外，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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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活 必需品 用低于收 购价格的零售价卖给

城镇居民，这种“贵买贱卖”的价差补贴，仅

城镇居民受 益 的 粮、油、禽、蛋、菜、水产

品、民用煤等的物价补贴，1986 年 就 达171亿

元。尽管如 此，市场物价的上升确实也增加了

职工的经济负担。1986年同1978年相比，全国

职工生活 费价格总指数上升43.6%。但同一时

期，城镇居民人均可 用于生活费收 入增长1 .62
倍，扣除价格上涨因素，还增长82.5%，平均每

年提高7.8%，居民收 入的增长仍然超过物价的

上涨。有的工人说得好：这几年票子多拿了，
物价也涨 了，掰起指 头仔细算一算，实际生活

水平还是提高了。这样的估计，是符合绝大多

数职工 实际情况的。
对于农民来说，在物价改革中是受益的。

农民既 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由于调整 了 农

副产品 的价格，1986年同1978年相比，农民出

售等量的 农副产品，可以 增加收 入77.5% ，比

同一时期 农村工 业品 零售物价指数上升14.7%
的幅度大得多。农民人均 纯 收 入 扣除物价因

素，八年 实 际 增 长 1.7 倍，平 均 每 年 增 长

13.1%。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 少数居民生

活 还比 较困 难；部分城镇居民由于物价上涨等

因素实际收 入 下降；农民支出结构不尽合理，

生活 消费增长过快，生产 性 固 定 资产支出下

降，导致 农业生产 后劲不足。解决这些问题一

是要适 当控 制消费的过快增长；二是要采取切

实有效措施，严 格控制市场物价上涨幅度；三

是要给 农民创造较好的投资环境，鼓励 农民增

加生产性投 入；四 是要逐步理 顺工资关 系，建

立合理 的分配结 构，消除互相攀比 现象。

简
讯

湖南省召开财政监察理论讨论会

最近，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财政学会在长沙市

联合召开了全省财政监察理论讨论会。会议着重讨论

了新时期加强财政监察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财政

监察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财政监察的任务、范围和方

法以及如何考核财政监察效益等问题。

与会同志认为，财政监察是财政监督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它贯穿于整个财政监督过程中，是保证国

家财政方针、政策、法规、制度正确贯彻执行，促进

财政任务顺利完成的重要手段，是财政部门同一切违

反财政政策、财经纪律的行为作斗争的有力武 器。因

此，财政监察在财政工作中占有重要位置，是财政部

门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工作。加强财政监察是实现国

家财政职能，加强财政管理，加速社会主义 “四 化”

建设的需要；是改革、开放、搞活的需要；是维护财

经纪律，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端正党风、制止和纠正

行业不正之风的需要；是促进财政部门提高 干 部 素

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通过讨论，与会代表认为，在财政监察工作中要

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一是财政监察与审计监督的关

系。审计监督与财政监察具有不可替代性，审计监督

和财政监察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二是服务与监督的关

系。监督的本质也就是一种服务。财政监察工作，要

通过典型案件的检查处理，加强财政法规制度教育，

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三是专业监督与群众监督的

关系。正 确处理好专业监督与群众监督的关系，才能

开展 财 政 监 察 活动，收到预期的效果。四是财政监

察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财政监察要积极支持经济

体制改革。

（宋秀华）

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国三十八周年

成洪章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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