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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昨天發佈的
2011年《社會藍皮書》指出，近年來內地的社會收
入差距一直在擴大，目前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總體
基尼系數(港稱堅尼系數)在0.5左右，大大超過了國
際公認的0.4 的警戒線水平。據稱，1984年，中國總
體基尼系數大約僅為0.26，在短短20多年時間內，
中國已經由收入分配比較平等的國家進入到收入分
配最不平等的國家行列。

據了解，基尼系數是國際上常用的一種收入差距
的測量指標，其數值在0∼1之間。數值越高，收入
分配的不均等程度越高。按照國際通常標準，基尼
系數在0.3以下為最佳的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
為正常狀態，超過0.4為警戒狀態，達到0.6則屬於危
險狀態。

藍皮書副主編、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副所長陳光
金對香港文匯報報表示，在全球近兩百個國家中，
基尼系數超過0.5的有二十多個，超過0.6的有幾個，
中國目前已達0.5的水平，說明收入分配非常不平
等，已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須防「中等收入國陷阱」
另外，中國社科

院社會學所所長李
培林認為，2010年
中國內地人均GDP
預計超過4,000美
元，已經進入中等
收入國家行列，但
從國際發展經驗來
看，有些國家從低

收入進入中等收入之後，由於收入
差距過大，造成內需增長乏力，城
市化進程緩慢，經濟結構、產業結
構轉型升級停滯，社會結構轉變嚴
重滯後，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
區間而難有發展，中國要警惕進入
這種「中等收入國家的陷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昨天發佈的2011年《社
會藍皮書》指出，2010年內地城鄉居民收入繼續增長，其中人均
純收入全年增長預期超過8％，增速有望超過城鎮居民。

據介紹，前三季度，內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4,334
元（人民幣，下同），扣除物價因素後，實際增長7.5%；農村居
民人均現金收入達到4,869元，實際增長9.7%，農民人均純收入
增速有望超城鎮居民。

藍皮書指出，近年來農村居民收入結構一直發生變化，家庭經
營收入比重持續下降，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財產性收入的
比例均不同程度得到提高。1990年農村居民家庭經營收入比重高
達75.8%，2002年降低到60%，2009年首次佔49%。家庭經營收入
在農村居民收入中的主體地位下降的同時，工資性收入已成為農
民增加收入的重要來源。2000~2008年，工資性收入比重從31.2%
上升到38.9%，2009年這一比重又上升到一個新的水平，達到
40.0%。另外，2009年轉移性收入在收入結構中的比重變化也比
較大，從2008年的6.8%上升到7.7%。

■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國務院
副總理李克強日
前在廣東清遠考
察 蔬 菜 生 產 基
地，並對保障農
民增收、確保供
應、穩定物價作
出重要指示。

新華社

專家認為，民眾對生活及政府的滿意
度低迷與金融危機導致的負面影響

及當前物價波動有關，特別是佔據人口
大多數的低收入群體對物價上
漲、貧富收入差距擴大
的 感 受 尤 為 明
顯，政府有必要
切實採取措施
避免這種趨勢
加劇，以避免
激 化 社 會 矛
盾、引發嚴重
社會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玨 北京

報道） 在2010年率先走出金融海

嘯的中國，經濟強勢反彈，前三

季度GDP錄得10.6%的高速增

幅，而普通民眾個人受益感卻與

宏觀經濟成就呈現較大反差。中

國社科院昨天發佈的2011年《社

會藍皮書》指出，內地城鄉居民

對生活各方面滿意度和政府管理

的信心度較09年普遍下降，特別

是職業、經濟、社保滿意度降至

06年來最低點。有見及此，近日

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確

定將改善民生列為今後工作的首

要任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

報道）藍皮書主編、中國社科院

社會學所所長李培林表示，2010

年中國經濟率先邁出低谷走向復

甦，對世界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經濟回暖的帶動下，城鎮化進程加

快、民生問題得到改善，居民消費快速

增長，但同時也要看到人均國民收入仍

處於世界低位，改善民生任務任重道遠。他認為，

種種跡象顯示，在即將到來的「十二五」時期，中

央的工作重心將作出進一步調整，把轉變發展方

式、改善和保障民生作為發展主題。

李培林指出，總的來說，今年初中央經濟工作會

議確定宏觀經濟政策的三大目標：保持經濟平穩較

快增長、 力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加強資產泡沫和

通脹預期管理等都順利實現。

力改善收入分配

他說，在經濟回暖的帶動下，今年內地城鄉居民

收入、消費保持繼續增長勢頭；就業形勢與08、09

年相比，總體情況有所好轉。

他表示，應該看到，中國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

同時，也面臨各種挑戰和社會問題，如收入分配、

勞動關係、物價房價問題等。而在不久前中共十七

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十二五」規劃建議中，提

出要逐步完善符合國情、比較完整、覆蓋城鄉、可

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可以預見民富國強、社

會和諧的包容性增長時代將在下一個5年逐步呈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中國人民銀行15日公佈的
今年第4季度儲戶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內地民眾對物價滿意度跌
至1999年4季度以來最低，民眾對未來物價上漲預期加劇。

今年第4季度，央行對內地50個城市的2萬戶城鎮儲戶進行調查
後稱，民眾對物價滿意度為1999年4季度以來最低，當期物價滿意
指數降至13.8%。問卷結果顯示，現時已有73.9%的居民認為物價

「高，難以接受」，比例較上季再升逾近一成六。僅有約二成五受
訪者認為物價尚可接受。

調查稱，居民對明年情況的謹慎態度，表明其對未來預期無顯
著積極改觀，可能不利於未來消費進一步增加。

央行表示，在當前物價、利率以及收入水平下，「更多投資」
已取代「更多儲蓄」成為民眾的第一選擇。

企業家對前景謹慎樂觀
此外，央行同日發佈的今年第4季度企業家問卷調查綜述顯

示，調查當期企業家信心高位回落，景氣指數則連續第7個季度
攀升達71.3%，接近歷史高位。企業家對未來預期謹慎樂觀。

調查還顯示，4季度企業國內訂單繼續上行，出口訂單出現下
滑，原材料價格上升明顯，企業投資意願轉升為降，出現波動。

分值雖回落 保持「比較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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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年國人生活滿意度主要指標得分
(五級量表得分，分值越高滿意度和信心度越高)

2010年 指標 2009年

城鎮 農村 總體 城鎮 農村 總體

3.24 3.11 3.17 職業狀況 3.39 3.12 3.24
3.33 3.25 3.29 個人經濟狀況 3.58 3.34 3.44
3.19 2.96 3.07 個人社保狀況 3.17 3.06 3.11
3.68 3.73 3.71 國家經濟狀況評價 3.72 3.83 3.78
3.14 3.05 3.09 物價波動承受力 3.36 3.32 3.33
3.27 3.10 3.18 消費信心指數 3.26 3.23 3.24
4.10 4.08 4.09 政府管理經濟事務 4.25 4.28 4.27
4.18 4.04 4.10 政府管理國際事務 4.37 4.26 4.31
3.60 3.75 3.68 政府管理社會事務 3.84 3.85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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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暢供應穩物價

農民收入增速勢超城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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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部地區遭受寒潮侵襲，屢屢

刷新同期最低溫紀錄，貴州湖南預

測出現雨雪冰凍災害，今年會否再

出現「08年雪災」，備受各界關

注。 詳刊A9

要
聞

半個中國冷冰冰
會否成災受關注

兒童本該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但一

些卻被拐賣遺棄，本報今起獨家推

出「兒童拐棄」專題，透視中國社

會「重男輕女」觀念帶出來的悲

劇。 詳刊A11

要
專

本報「拐棄」專題
透視「中國式」悲劇

大學聯校就業資料庫9至11月數據

顯示，職位數目較去年同期增

45%，比07年的歷史高峰期還要多

出近1成，顯見畢業生就業市道已

復甦。 詳刊A16

港
聞

大學生職位增
較去年增近五成

國家教育部的科研成果獎公布，港

校今年共奪得7個一等獎，其中中

大、科大、浸大各佔2個，城大則

有1個，成績卓越。

詳刊A30

教
育

教育部科研獎
港校奪7個一等

擁有萬千「粉絲」的體壇偶像林

丹，十三日於廣州海珠區民政局與

已退役的羽球名將謝杏芳登記結

婚，結束兩人七年的愛情長跑。

詳刊A43

體
育

林丹謝杏芳
在廣州低調結婚

歐債危機重燃，扯高美匯，市場避

險而重投美元，恒指跌穿23,000點

關口，最多瀉逾550點，收報

22,975點，成交額增至728.9億

元。 詳刊B1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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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債危機重燃
港股失守2300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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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最新公佈堅尼系數為
0.5，貧富懸殊達警戒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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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皮書指出，金融危機對內地居民生活
的負面影響在2010年逐步顯現，城鄉居民
總體生活滿意度下降。2010年，城市、小
城鎮和農村居民的總體生活滿意度有所回
調，在五級量表得分中，分別為3.41分、
3.37分和3.42分。其中小城鎮居民降幅最為
明顯(2009年為3.59分)，其次是農村居民
(2009年為3.55分)。參與本次2010年中國居
民生活質量指數報告的零點集團研究人員
介紹，5級量表中分值越高滿意度越高，上
述份值同比雖有所回落，但國人對生活仍
保持在一般滿意與比較滿意的區間。

藍皮書認為，2010年城鄉居民生活滿意
度的變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是幾項關鍵指標與2009年持平或有所
下降。其中，城鎮居民的職業滿意度、社
保滿意度、業餘娛樂生活滿意度等指標下
降至2006年以來最低點；農村居民的職
業、經濟和社保滿意度均下降至2006年以
來最低點，業餘娛樂生活滿意度也處於較
低水準。

二是城鄉居民對國家經濟形勢和政府管
理的信心回落。2010年，城鄉居民對國家
經濟狀況的評價小幅下降；政府管理信心
度(包括管理經濟事務、管理國際事務和管

理社會事務)全面回落；國家國際地位感也
終止了2006~2009年間的連續上升趨勢，回
落到與2006年基本持平的水準。

三是城鄉居民對物價波動承受力比2006
年、2007年、2009年均有明顯下降；在消
費信心指數方面，城鎮居民穩中有升，但
農村居民降至2006年以來的最低水準。城
鄉居民消費率，即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
也僅為3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為
61.5%。

四是對未來生活有信心也有憂慮，城鎮
居民對於今後養老憂慮程度明顯增強；農
村居民對未來收入增長和未來生活改善的
樂觀度則有下降趨勢，且低於城鎮居民。

壓抑高樓價 居民「最大期待」
藍皮書認為，收入增長乏力、物價上

漲、房價高企、社保體系尚不健全等現實
壓力是影響居民總體生活滿意度的主要因
素。通過調查發現，當前城鄉居民對政府
的首要期望是「降低樓價」，未來一年的最
大心願是「改善住房條件」。而以前一直備
受關注的醫療難題則在新醫改方案實施後
得到緩解，42.2%的城鄉居民認為醫療負擔
有所減輕，其中農村居民感受更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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