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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乡残疾人生活水平基础指标对比分析 

汤潇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 

[摘 要] 依据 2006年上海市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以及 2011年度上海市新一轮全国残疾人状况监测的

部分结果，以城乡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残疾人家庭人均消费、残疾人家庭恩格尔系数、以及残疾人家庭人均住房

面积为基本指标，对 2006 – 2011 年间上海残疾人的生活水平进行考察分析和基本判断，并以此作为后续研究的

比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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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依照通常的解释，生活水平是指在某一社会生产发展阶段中，居民用以满足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社会产品和劳务的消费

程度。因此，生活水平是一个比较概念，有不同地区的比较，不同人群的比较，以及不同时间段的比较等等。自 1953 年开始，

联合国对生活水平的国际比较采用了指标体系进行测定，包含了一系列满足居民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内容。其中，

最基本的衡量指标除了人均寿命指标外，其余多为经济指标，如：人均国民收入指标、实际收入水平指标、实际消费水平指标、

恩格尔系数等。 

同理，衡量残疾人的生活水平也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比较，才能客观反映出残疾人群体的生活状况。近年来，上海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也使上海残疾人获得了实质性的利惠，残疾人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普遍改善，这一结论可以从历次上海残疾人抽

样调查、状况监测、评估总结的结果得到验证。然而，残疾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总体的生活状况、发展水平与全社会平均水

平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广大残疾人要求进一步改善现状、与全市人民一道向着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迈进的愿望也日益迫切，

促进上海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建设、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依然任重而道远。 

本文考虑到统计数据的完整及统计口径的一致，主要依据 2006 年上海市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以及 2011 年度上海

市新一轮全国残疾人状况监测的部分结果，选取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残疾人家庭人均消费、残疾人家庭恩格尔系数、以及残

疾人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为基本指标，对 2006 一 2011 年间上海残疾人的生活水平进行考察分析，并以此得出上海残疾人生活状

况的基本判断。 

一、上海城乡残疾人家庭收入状况（2006 - 2011 年间） 

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是反映残疾人生活水平的最重要和最直观的指标。由于上海对残疾人生活状况系统、持续的监测统计

在最近几年才开始建立完善，故本文重点分析了上海残疾人家庭近期的收入状况，包括家庭人均收入增长情况、与全国平均水

平的对比、与上海普通家庭的对比、城乡对比、收入来源结构等等。 

（一）上海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年增长率超过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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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反映残疾人家庭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改善的基础和核心指标。由于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物价

上涨的因素，使得相同的货币所能购买到的生活消费品和社会服务的数量与基期相比相应减少，造成货币的购买力下降，货币

贬值。因此，计算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时，必须要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在目前国家统计部门所编制的各种价格指数当

中，最能反映物价对人民生活影响程度的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因此，在计算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时，通常都是扣除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 

根据上海市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2006 年上海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为 8670 元；根据新一轮全国残疾人状况监测，

2011 年全市残疾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9654 元。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2006 - 2011 年，全市残疾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际年增长率约为 9.6 % ，而且城镇与农村的增长速度基本同步。这反映出五年来上海残疾人家庭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残疾

人的生活质量稳步改善。 

 

（二）上海残疾人家庭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增速较低 

众所周知，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以来一直位于全国领先地位，上海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准也一直远高于国内大部分

地区，因此上海残疾人的收入水平自然也不例外。根据表 2 , 2006 年上海城镇及农村残疾人家庭的人均收入都超过了全国残疾

人家庭平均水平的 2 倍以上；到了 2011 年，上海依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8 – 1.9 倍；但是，五年来扣除物价因素的收入实

际增长率上海为 9.6 % ，明显低于全国 10 ％以上的增速。这说明，尽管上海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

是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却明显快于上海，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上海的残疾人事业的发展面临着被兄弟省市赶超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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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残疾人家庭收入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但增速略高 

与上海普通居民家庭相比，上海残疾人家庭的收入水平仍有较大差距。由表 3 , 2011 年上海城市和农村一般居民家庭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了 3.62 万元和 1.56 万元，而同年上海城市和农村残疾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 2.22 万元和 1.08 万

元，分别是一般居民家庭的 60 ％和 70 ％。令人欣慰的是，与 2006 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数据相比，五年来残疾人

家庭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高于普通家庭平均水平约 2 个百分点。 

这说明，有无残疾人口对家庭的经济收入影响极大。尽管上海残疾人家庭的收入增长略高于普通家庭，但是城乡残疾人的

生活状况普遍不容乐观，相当一部分残疾人家庭仍然处于相对的贫困或困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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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海残疾人家庭收入存在城乡差距，且未有改善 

由表 4 可以看出，2006 年上海城镇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为 9895 元，农村为 4848 元，二者之比为 2.04 : 1 ；到了 2011 年，

城镇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为 22222 元，农村为 19654 元，二者之比为 2.06 : 1 ，与 2006 年相比几乎没有改变，差距依然非

常明显。这说明在“十一五”期间，上海残疾人家庭的城乡差别并未得到改善，农村残疾人家庭脱贫增收的任务依然艰巨。 

 

（五）城镇残疾人家庭：转移性收入成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城乡差距还表现在残疾人家庭收入的来源构成上。对上海城镇残疾人家庭来说，转移性收入
1
是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其

次是工薪收入
2
 。根据表 5 , 2011 年上海城镇残疾人家庭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的 65 % ，工薪收入占 32 % ，而其他收入来源

很少。由此可见，转移性收入已成为拉动上海城镇残疾人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进一步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上海城镇残疾人的老龄化程度非常高，他们的收入主要依赖于养老金和退休金；二

是近年来我市增长比例较多的精神类、智力类残疾人，其依靠最低生活保障金、重残无业补助、家庭成员供养等转移性收入的

比重较大；三是全市城镇残疾人的就业率不高，其中更少有从事高端高薪行业，因此残疾人群体的工薪收入相对较少；四是城

镇残疾人家庭从事个体经营活动不多，家庭财产积累少，故经营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也较低。 

                                                        

1 转移性收入包括养老金、离退休金、辞退金、社会救济、赔偿金、失业及其他保险金、赡养费、捐赠、亲友搭伙费、提取住

房公积金收入等。 

2 工薪收入包括工资、奖金、补贴、福利及其他劳动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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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农村残疾人家庭：工薪收入占全部收入的五成以上 

和城镇残疾人家庭不同的是，2011年上海农村残疾人家庭以工薪收入为主，占 53 % ；其次才是转移性收入，占 31 % ；另

外农业经营收入占到 15 % （表 5 ）。这反映出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发展导致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平衡，

上海农村残疾人享有的养老金、重残补助以及救济金等保障措施不及城镇残疾人，因而其转移性收入明显低于城镇残疾人；二

是上海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大批传统制造业向远郊地区搬迁转移，为农村残疾人就业提供了较多的生产加工岗位，提高了他

们工薪收入的比重；三是农业生产的特点，使一部分残疾人家庭可以通过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业服务业获得一定的农业经营收

入。因此，针对郊区农村残疾人家庭的增收举措，应当采取多种手段，多管齐下。 

二、上海城乡残疾人家庭的消费状况（2006 - 2011 年间） 

（一）上海残疾人家庭以消费性支出为主，食品医疗超七成 

2011年的新一轮残疾人状况监测结果显示，上海城镇残疾人家庭人均年总支出为 1.32 万元，农村残疾人家庭为 0.76 万元。

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消费性支出都占据残疾人家庭总支出的 80 ％以上，成为最主要的支出构成。这中间，城镇残疾人家庭的

人均支出总额几乎是农村残疾人家庭的 2 倍（见表 6 ）。 

在消费支出中，位于城镇残疾人家庭前三位的是食品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和居住支出，分别为 56.9 ％、14.2 ％和 9 % ；

位于农村残疾人家庭前三位的是食品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和设备用品支出，分别为 57.2 ％、14.1％和 7.4 ％。可见，残疾人

家庭的消费支出具有突出的特点，比如对医疗保健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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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消费支出中，城镇残疾人家庭主要是转移性支出
3
和社会保障支出，分别是 55.7 ％和 36.6 % ；农村残疾人家庭主要

是转移性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经营支出，分别是 44.4％、28.4 ％ 和 22.4 ％。 

相比较上海普通居民家庭的支出情况，残疾人家庭的经济水平明显落后。近年来，上海居民家庭以投资型、保障型为主的

非消费性支出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比如购房与建房支出、转移性支出（包括捐赠、赡养以及交纳的各种税金等）、财产性支

出（包括买房买车的贷款利息、各种税费和房屋维修基金等），以及社会保障支出等等。而由表 6 ，上海残疾人家庭的这类非

消费性支出仍处于较低水平。 

 

                                                        

3 转移性支出指赠送亲友、赡养费、利息税、罚款赔偿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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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残疾人家庭人均消费不足上海社会平均水平的一半 

前面提到，上海残疾人家庭的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全市社会平均水平（表 3 ) ，与其对应的是，上海残疾人家庭的消费水平

也同样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由表 7 , 2011 年，上海城镇残疾人家庭的人均消费支出仅为一般城镇家庭的 45 % ，农村残疾人

家庭的消费支出仅为一般农村家庭的 49 ％。按消费需求来看，由于残疾人存在医疗保健支出较高、出行交通成本较大、家政服

务需求较多等原因，残疾人家庭的基本生活开支应当大于普通家庭。因此，残疾人家庭实际低下的消费水平，说明了他们的生

活质量远低于一般居民家庭。 

 

（三）上海残疾人家庭的人均消费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前面提到，和全国残疾人家庭相比，上海残疾人家庭的收入水平是较高的，城乡残疾人家庭人均收入均在全国的 2倍以上。

与此对应的是，上海残疾人家庭的消费支出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 8 ）。这一方面是由于上海的生活成本和物价指数高

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日常花销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与全国相比，上海残疾人家庭的收入水平较高、消费能力较强，生活质

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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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城乡残疾人家庭的恩格尔系数（2006 - 2011年间） 

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消费支出占个人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国际上通常将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

水平的重要指标
4
 。恩格尔系数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对相关并互补的指标，分别从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两个方面反映居民的

生活状况。一般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呈下降的趋势。 

根据上海官方媒体从上海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获得的信息报道，“2011 年，上海城市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

为 35.5 % ，居民消费己经从基本生存型消费逐渐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过渡，消费结构已发生历史性变革。
5
 ”早在 1999 年，

上海城市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就己经跨过 50 ％的门槛，进入了小康阶段；2001 年，又快速跨过 40 ％的门槛，进入了富裕

阶段。 

而根据新一轮上海残疾人状况监测数据推算，2011年上海城镇残疾人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56.9 % ，农村残疾人家庭为57.2 % 

（表 9 ) ，均高出全市一般居民家庭 20 多个百分点。通常认为，食品价格上涨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人群，而大部分残疾人家

庭恰恰属于低收入群体，因此，近年来国内 CPI持续高攀、食品价格不断上涨，直接导致了残疾人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 

对恩格尔系数的统计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当上海普通居民家庭已经走向富裕的时候，多数残疾人家庭还停留在温饱阶段，

正在向小康阶段努力，但是距离富裕阶段还有相当长的路程。上海残疾人家庭的生活水平仍然远落后于社会平均水平，残疾人

群体没有能够充分地、及时地分享到上海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4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 59 ％以上为贫困，50 - 59 ％为温饱，40 - 50 ％为小康（总体小康）, 30 

- 40 ％为富裕（全面小康），低于 30 ％为最富裕（现代化）。 

5 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2012 年 11 月 7 日，看看新闻网 http：//shanghai.kankanews.com /shenghuo/2012-11-07 

/17776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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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海残疾人家庭的居住状况（2006 - 2011 年间） 

（一）上海残疾人家庭人均居住面积明显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2011 年的调查显示，上海残疾人家庭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为 25.81 平方米，比 2006 年的 24.2 平方米提高了 1.6 平米。但

与全市常住人口普通家庭相比，少了 7.6 平米，二者差距明显。这说明上海残疾人家庭的居住状况虽然在改善之中，但和社会

平均水平的差距未能有效缩小。 

 

（二）上海残疾人家庭居住面积高于全国残疾人家庭平均水平 

尽管上海是一个人口聚集度非常高的特大型都市，但将上海残疾人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和全国残疾人家庭做比较，上海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约 5 平方米，和北京市基本相等，反映出上海残疾人家庭的居住状况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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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分析以上统计数据，可以得出 2006 –2011年间上海残疾人生活状况的基本判断。其一：2006 –2011年间上海残疾人的总

体生活水平经年持续提升；其二：2006 –2011年间上海残疾人的生活水平领先于全国残疾人的平均水平；其三：根据恩格尔系

数，2006 –2011 年间上海残疾人家庭整体上尚处于温饱阶段；其四：2006 –2011年间上海农村残疾人家庭的生活水平低于城

市残疾人；其五：2006 –2011年间上海残疾人家庭的生活水平明显落后于上海社会平均水平。 

令人期待的是，根据《 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 ，近年来上海残疾人事业发展迅速，有关残疾人平等参

与、权益保障和同步小康的各项社会政策也陆续出台并逐步落实，全社会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的氛围已然形成，有数据表明至

“十二五”期末，上海残疾人生活水平的基础性指标已经得到了显著提升，几十万残疾人将有更多机会参与并分享上海改革发

展的实践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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