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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 55 年以来江苏连云港市城乡居民生活变化回顾

55 年，在人类发展历史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在中国 5000 多年的文明史中，也不过是短短的一段。但是，新中国诞生 55 年

来，她所迸发出的生产力超过以往几千年的

总和；她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世世代代的积淀和积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55 周年，我局组织力量，分别从经济建设、人民

生活、社会发展等方面，对祖国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作一简要的分析和回顾，本文仅从城乡居民生活方面对连云港市 55 年来的发

展情况进行回顾，以供连云港市各级领导及有关部门研究参考。

建国 55 年来，伴随着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连云港市广大城乡居民生活状况与饥寒交迫、极度贫困的建国前相比，确实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连云港市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不仅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前近 30

年提高的总和，也可以说超过了连云港市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一、伟大的变革，扎实的提高

从总体上看，由于建国初期不利的国际环境，以及急于求成而发生的“大跃进”的失误，特别是整整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

影响，连云港市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的同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综观 55 年来连云港市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

变化轨迹，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大阶段：一是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即自解放一直到 1957 年，是城乡居民摆脱极度贫困到

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阶段；二是“大跃进”和“文化革命”时期。即从 1958 年到 1978 年，是城乡居民生活有所改善，但起伏

徘徊的阶段。三是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时期。即从 1978 年底到现在，是加快改革开放，大步走近小康的阶段。根据连云港市半

个多世纪城乡居民生活变化轨迹，具体可大概细分为以下 8个时期：

1、建国之前：即 1949 年 10 月以前的困苦时期。

连云港地区是 1948 年 11 月 7 日解放的。解放前，在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下，加之战乱影响，连云港市城乡经济萧条，物

价暴涨，民不聊生，广大城乡居民普遍过着“衣不遮体、食不裹腹、住不避雨”的悲惨生活，相当一部分居民被迫流离失所，

挣扎在死亡线上。“脚踩盐碱头顶霜，逃荒要饭卖儿郎”，“处处都有破衣人，满眼皆是茅草房”，“跑上海、闯关东，扛大

活、当长工”是当时连云港市广大城乡居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直到 1949 年初，由于灾荒依旧严重，尽管已经翻身的人民群众生

活仍是极端贫困，度日艰难，当时人民政府本着“不饿死一人”最基本要求，大力组织生产自救，同时多方筹集救济粮款，带

领全市人民渡过了解放后的第一个灾荒年，使广大城乡居民群众亲身体会到：还是新社会好，还是共产党好。

2、解放初期：即建国之后到 1952 年的恢复时期。

建国之后，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及时组织广大翻身群众恢复发展地方工商业，在广大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

同时相继开展土地改革，进一步巩固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顺利渡过了由于连续水灾造成的粮食紧缺危机，初步体现了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当时，广大城乡群众是翻身做主，进厂矿，分田地，人人是兴高采烈，劳动热情高。据初步统计，到 1952 年，

连云港市城镇职工人均工资达到 356 元，较 1949 年提高 47.1%；而广大农民则普遍是有田种、有住处、能吃饱、能穿暖。据了

解，解放初期，连云港市广大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是基本能满足温暖，普通百姓最向往的生活是：不缺吃，不少穿，当家作主，

扬眉吐气。

3、五十年代：即从 1953 年开始到五十年代末的过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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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53 年起，在国家统一部署下，连云港市开展了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在开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

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城乡全面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并开始对城区和盐区居民实行粮油定量供应，以确保广大普

通群众的基本生活，从而开启了我国长达近 40 年的“计划供应”序幕。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和“大跃进”形势的影响下，

连云港市城乡经济发展较快，广大当家作主的城乡百姓获得了充分劳动和就业机会，广大劳动群众“战天斗地”，大搞粮食、

蔬菜、生猪等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当时市场供应紧张状况，普通百姓生活有了根本保障。据统

计，到 1959 年，连云港市城镇职工人数已达到近 7.0 万人，农村劳动力人数为近 62 万人，分别为 1949 年的 2.8 倍和 1.5 倍；

城镇职工人均工资收入为 674 元，较 1949 年增长 1.8 倍；农民人均收入也达到了 54 元，基本保证了当时农民家庭较低标准的

日常生活需要。概括起来，这一时期是连云港市城乡居民由温饱难保到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阶段。广大城乡居民普遍的感受是：

吃得饱，穿得暖，生活安定，斗志昂扬。普通百姓最向往的目标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赶超英美，早日实现共产主义。

4、六十年代：即从 1960 年到 1969 年的动荡时期。

从连云港市来看，这一时期，正是“大跃进”后期到“文革”武斗的基本结束，期间又遭遇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国

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城乡居民生活出现了长期的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局面。据统计，在整个六十年代，连

云港市城镇职工人均年工资平均在 450 元上下，到 1969 年为 453 元，较最高的 1964 年低 6.8%；农民收入则在前期的低速徘徊

后呈现缓慢提高态势，其中 1961 年农民纯收入为 64 元，1963 年最低为 56 元，1968 年最高达 93 元。总之，这一期间，由于严

重的天灾人祸，连云港市工农业生产持续徘徊，市场物资供应紧张，城乡居民生活普遍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困难，部分农村家庭

甚至出现“背井离乡”。绝大多数居民家庭仅仅维持在一个温饱的生活水平，很少有人、也没有条件讲究吃穿用。一般情况下，

人们以吃杂粮、薯类、蔬菜为主，其他副食很少，最好的年份人均年消费猪肉不过 1公斤，鲜蛋不过 0.5 公斤，其中一些农村

地区过的还是“种点红薯半年粮，加上糠菜度时光”的生活。从穿着方面看，当时非常流行的“艰苦朴素”、“新三年、旧三

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这一时期人们衣着消费的最好写照。在过年过节，一般家庭如能“计划”来一点肉、一只鸡，外加一

些鱼虾、地瓜、豆腐等，就能使一家老小快活好几天。

5、七十年代：即从 1970 年到 1978 年的发展时期。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在“抓革命、促生产”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方针指引下，

社会经济秩序日趋好转，尽管这一时期仍然是“革命挂帅”，特别是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当时社会经济影响深远，但城乡

居民总体生活在依然较低收入水平下普遍有所提高。当时虽然实行的还是“定量”和“凭票”的供应体制，但百姓生活确实已

进入了“吃的饱、穿的暖”的“温饱阶段”，其中相当多的家庭已有能力讲究吃穿和追求时尚。据统计，1978 年，全市城镇职

工年均工资收入为 494 元，较 1970 年提高 17.6%；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06 元，较 1970 年增长 37.7%。这期间，从吃的方面看，

可以说是“一日三餐有保证”；从穿的方面看，已是“城乡百姓三样衣（干部装、中山装、列宁装），四种颜色（灰、绿、蓝、

白）盖满地”的一片大好形势；而从用的方面则是注重实用价值，其中以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为代表的“三转一响”，

是这一时期城乡居民家庭“富有”的标志。当时，上海产自行车、手表，以及红灯牌收音机、大前门香烟等，是广大城乡居民

最为“钟爱”但又很难得到满足的“名牌”。能穿上一身“的确凉”衣服，在当时可以说是最时髦和最有身份了。

6、八十年代：即从经济改革以来到 1989 年的改革开放前期。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稳定，党和政府的重心工作已逐步转移到抓生产建设上来。特别是伴随经济体制改革

的深入和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连云港市经济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城乡居民生活也开始呈现了“质”的变化，整体生活水平已

从初步实现“温饱”开始进入稳步“充实”阶段。这一时期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尽管还是一切都要“凭票”供应，但是由于

农村经济改革初见成效，城镇职工工资水平逐年提高，现有供应状况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了。尤其是

八十年代中后期，城乡家庭“万元户”不断涌现，加之普通百姓收入整体提高，居民消费也呈明显的平面扩张状态，当时社会

上电视热、冰箱热、洗衣机热，以及建房热、装修热等已是“风起云涌”，市场上“抢购风”更是一浪高过一浪。确实，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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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连云港市居民消费需求结构正经历着急剧变动，居民消费从“满足生理性需求占统治地位阶段”迅速转向以追求消费质

量、档次、功能等为目标的“质量充实阶段”。其明显的特征就是，以城市居民为主体的耐用消费品的排浪式消费热潮构成了

当时需求的主潮流。据统计，连云港市城市居民消费从开放前期的“二电二机”很快就转入到“一彩三双”即彩电、双门冰箱、

双卡收录机和双缸洗衣机。到八十年代后期，大屏幕平面直角遥控彩电、大容积冰箱、全自动洗衣机、高级音响等又成为潮流

商品。而农村居民耐用品消费也开始呈现“升级”的态势。到 1989 年，连云港市每百户城市居民拥有彩电从 1984 年的 3台提

高到 40 台，洗衣机从 12 台提高到 97 台，电冰箱从 1台提高到 60 台，收录机从 27 台提高到 70 台。而农村居民主要耐用品普

及程度也很快，其中每百户电视机从 1984 年的 5台提高到 36 台，收录机从 2台提高到 11 台。总之，这一时期，可谓市场需求

膨胀时期，连云港市城乡居民消费热点转移频繁，档次不断升级更新，令人目不暇接。

7、九十年代：即从 1990 年开始以来生活质量提高时期。

进入九十年代，连云港市城乡经济和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可以说是“蒸蒸日上”。尽管由于城乡居民消费热点在

连续较短时期内多次变换、更迭，造成消费品市场频繁的阶段性震荡，形成了产业结构新的严重失衡。在九十年代初期曾出现

“收入放缓”、“需求疲软”，但总体上看，特别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后，连云港市国民经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城乡

居民生活质量也相应开始了大幅度的改善和提高。这一时期，连云港市城乡居民消费档次不断升级，整体生活仍然可以说是“年

年跨上新台阶”。其中城市居民可以说是 10 年迈出五大步，而农村居民则是连续跨上三个台阶。

据统计，自 1990 年以来，连云港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不足 2000 元提高到 1993 年的 2623 元，1994 年一跃又突破

3000 元达到 3881 元，1995 年再次突破 4000 元达到 4504 元，1997 年越过 5000 元实现 5296 元，到 1999 年完成 5981 元，较 1990

年翻了近两番。从农民收入看，1990 年为 696 元，1994 年达到 1375 元，1995 年实现 2011 元，到 1999 年则第一次跨上 3000 元

台阶达到 3051 元，相当于 1990 年的 4.4 倍。总之，在整个九十年代，连云港市城乡居民生活在连续有“新的突破”的同时，

确实较明显地呈现向“高级化”变动的趋势。具体可归纳为以下四个突出特点：（1）第一个特点是，消费水平由“温饱型”向

“宽裕型”转变；（2）第二个特点是，消费档次由“普通型”向“高级型”转变；（3）第三个特点是，消费结构由“生存型”

向“发展型”转变；（4）第四个特点是，消费领域由“狭窄型”向“宽广型”转变。据初步测算，根据九十年代初国家统计局

制定的《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基本标准》，到 1998 年底，连云港市市区城市居民已实现小康初始水平的 95.4%，赣榆县为 98%，

东海县为 97.4%，灌云县为 97.3%，灌南县为 86.1%。到 2000 年，连云港市市区及各县则全部基本达到了当时较低水平的小康生

活标准，也就是说，连云港市城乡居民在总体生活方面已基本实现小康。当然，目前这种小康生活只是低水平和低层次的，距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标准尚有相当大的距离，有待今后继续加倍努力。

8、新的世纪：也就是进入 2000 年以来到现在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

进入 21 世纪，连云港市经济发展进入全面提速阶段，城乡居民生活也从上个世纪末低水平的小康开始大踏步的向高水平的

全面小康迈进。近 5年来，全市人民团结奋斗，进一步树立强烈的连云港意识，紧紧围绕开放兴市、科教兴市、以港兴市三大

主战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决贯彻实施“富民强市、快速崛起”和加快实现“两个率先”的总目标，全市经济建设和社

会事业切实得到健康稳定发展，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据统计，到 2003 年，连云港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7782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 3139 元，较 2000 年分别增长 20.5%和 20.9%；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 184.63 亿元，与 1999

年比，净增 77.16 亿元，也就是说，仅在不到 5年的时间里所新增加的居民储蓄，相当于建国至 1996 年近 47 年的储蓄累计。

其中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用品升温、升级、“换档”及更新频率加速明显，而住房、交通、通讯、教育、旅游等方面的开支更是

大幅度增加，并已成为连云港市城乡百姓新的消费重点、热点和亮点。总之，从收入、财产、存款等方面看，近几年，连云港

市整体经济状况是建国 55 年来最为富有的时期。

二、历史的转折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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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 55 年来，尤其改革开放 25 年来，连云港市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城乡居民生活变化巨大。特

别是 1992 年以来，连云港市改革、开放、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大，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迅速而全方位的得到提高。

这一时期，城乡居民物质消费突出的特点已是由“量”的满足开始转向“质”的提高，部分物质消费已呈现明显的“超前”趋

势。

归纳起来，近年来，连云港市城乡居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主要表现有以下八大方面：

变化之一：从满足吃饱到讲究营养。

民以食为天。“吃的饱”，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民最基本的、也是最大的期望。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到解放前，

“吃糠咽菜”、“吃了上顿没下顿”一直是我国普通百姓真实的生活写照。解放后，“吃饭”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着力解决的

大问题，但直到改革初期，这个“大问题”才初步得以解决。目前，连云港市城乡居民不但“吃的饱”，而且吃的“相当好”，

也就是说“吃饭”问题已彻底得到解决。其主要表现在以下 3点：一是食品消费讲求精。据统计，到 2003 年，连云港市城市居

民副食消费占食品消费的比重已达到 90%，较 1984 年提高 34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副食消费比重也超过 70%，较 1984 年提高 20

多个百分点。副食消费水平的上升表明了连云港市城乡居民的营养状况在得到基本保证的同时又有明显的改善。确实，在食品

消费方面，鸡、鱼、蛋、肉乃至山珍海味等早已成为目前普通百姓的“家常便饭”，老百姓为“吃”而发愁的时代已成为历史。

二是外出用餐讲方便。近几年，居民消费观念已由传统的饮食家庭化开始向省时、方便、丰富、新鲜的社会化方向转变，其既

反映出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又说明了市场供应的丰富多彩。据统计，2003 年，连云港市城市居民在外用餐占全部食品消

费比重已达 12.0%，较 1984 年大幅提高。近几年，不少农村居民走出家庭宴客待友，也早已不足为奇。三是“恩格尔系数”降

下来。其是指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全部生活消费支出比重，其系数越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越好。据调

查，多年来，连云港市城市居民花在“食”上的钱一直占总消费的一半以上，其中 1984 年达 56.8%。进入 90 年代后，这一比重

不断下降，2003 年达到 36%，较 1984 年低 17.8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 47.7%，较 1984 年降低 15.5 个百分点。

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变化，其标志着连云港市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已确实发生了“质”的飞跃。

变化之二：从一衣多季到一季多衣。

改革开放以来，服装这一与人类生活最为密切和广泛的要素，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变的绚丽多彩。

近几年，尤其青年人的衣着色彩，已突破了颜色单调、式样单一、“满街都是一个样”的旧格调，服装讲究多样化，款式趋向

个性化，制作强调工艺化，面料趋向高档化。与此同时，儿童时装、成品服装也已成为当今城乡居民新的消费热点。

据统计，2003 年，连云港市城市居民人均用于衣着方面支出占全部生活费支出消费支出比重达 10%以上，农民人均穿着支

出比重为 6%，衣着支出消费分别较 10 年前大幅度增长。总的来看，如今连云港市的服装市场处处是一派繁华景象，服装面料、

品种、品牌有“忽如一夜春风来”的感觉，多的令人眼花缭乱。其充分反映出连云港市居民早已走出过去的穿衣“困境”，过

去的一衣多季、一衣多人、一衣多场合的情况现在已成为“笑话”和“故事”，取而代之的是一季多衣、名特优新，绚丽多彩，

时尚舒适，城乡居民衣着消费已由过去单纯为了防寒、取暖向着美化生活方面发展。

变化之三：从低级、实用到高级、享受。

改革开放以来，连云港市城乡居民生活中最突出的变化是在“用品”方面。尤其近几年来，人们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已完

成了一个由低级讲“实用”向高级讲“享受”的发展过程，家庭财产的更新频率明显加速。具体突出的变化是普及快、更新快。

1、普及快。这是近 20 多年来最明显的变化。如家用电器的概念，改革开放前在相当一些人头脑中还很淡薄，当时很多家

庭可谓“一穷二白”，能有一台象样的收音机就已相当自豪了。但到目前，家用电器已很快就“飞入平常百姓家”。如组合家



5

具的普及也只是 90 年代初的事情，经过不到 10 年的时间就已成为连云港市城乡居民家庭中最基本的生活用品。还有如金银首

饰，过去是富裕的标志，目前则相当普遍。手机、空调、电脑等三大生活享受用品的普及更是神速，现已成为当前普通家庭中

的必须品。另外，私家车在前几年是绝大数人都不敢想的事，目前则已悄悄的向我们驶来。

2、更新快。这是近几年人们普遍感觉到的特点。随着城乡居民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消费观念也是充分体现出了“与时

俱进”，主要耐用消费品的更新周期也同时在明显的加速。如洗衣机，目前已发展到全自动，电冰箱则从普通“冷冻”发展到

“绿色保鲜”，电视机从普通彩电向多功能一体机发展，淋浴器从“燃气”到“太阳能”，其他如从电风扇到空调，特别是通

讯设备的普及和不断更新，更是加快了城乡居民的消费进程。用追赶潮流百姓自己的话讲：“现在物品更新的都不敢买了，刚

看好的一件，还没等搬到家，“那边”又变化了。我真是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咋是这么快”。

据调查，到 1992 年，连云港市城乡居民家庭已普及和基本普及的除自行车、电风扇外，主要有电视机和缝纫机。到 1998

年末，则增加了电炊具、电冰箱、洗衣机等。而到 2003 年，电话、手机等又成为每个家庭的必须品，其他普及较高的主要有空

调、太阳能、家用电脑等，其中超过 5‰的家庭已拥有了自己的私家车。

变化之四：从拥挤、简陋到宽敞、高档。

常言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居住情况是最能反映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开放前，连云港市城乡居民

的住房可以概括为“一拥挤、二简陋”，在整个市区，比较象样的住宅楼房屈指可数，广大农村砖瓦房也为数不多。改革以来，

尤其开放之后，为彻底改善连云港市投资环境，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的住房质量，连云港市除大力鼓励集体单位和城乡个人建

房外，还集中资金重点加强对旧城区的改造，使许多城乡居民从原来简陋的平房乃至“茅草房”中搬进了新式住房。

“民以居为安”。据调查，近几年，连云港市城乡居民家庭的居住条件改善明显，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

房子越来越宽敞。2003 年末，连云港市城市居民人均住房总使用面积达到 23 平方米，约较 1992 年增加近 1.7 倍，；农村居民

人均住房面积达 22.5 平方米，较 1992 年增加近 30%.其中相当多的家庭已拥有二套甚至三套住房。二是房子越住越高档。据不

完全统计，改革开放 25 年来，连云港市城乡居民有超过 90%的家庭喜迁过新居，其中有相当一些家庭是多次“乔迁”。据调查，

到 2003 年，连云港市城市居民居住成套住宅的家庭达 78%以上，农村居民住宅中钢木住宅比重也达到 95%以上，均远远超过国

家规定的小康住宅标准。三是房子装修越来越漂亮。据调查，搬迁新居总是伴随着住房条件的大幅改善。据统计，目前连云港

市城市家庭最简单的装修也需 2万元以上，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户至少也在万元左右，特别是一些比较富裕的城乡居民，不

但拥有自己的“高档”住宅，其内部的装饰也是相当的优雅、别致，并且趋于宾馆化。四是居室环境越来越现代。居室环境的

质变也是居住条件改善的另一重要侧面。据调查，居室环境改善的标志主要表现在：（1）燃料：到 2003 年末，连云港市城市

居民中以煤气和液化气为主要的家庭达到了 87.5%，明显高于 1992 年 35%的水平；而农村居民以液化气和沼气为主的家庭也占

有相当比例。（2）饮用水：从生活用水的变化情况更能反映出连云港市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据调查，近两年，饮

水机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用水已发生了彻底的革命，其中有近 60%的家庭以饮用矿泉水和纯净水为主。从农村

来看，绝大多数居民家庭的饮用水经过处理，其中相当多的农村已统一安装了自来水。（3）厨房设备和冷暖设施：据统计，目

前，电冰箱和排抽油烟机已成为连云港市城市居民及农村较富裕家庭必备的生活设施；家庭取暖和降温方式也有明显改善，其

中城市家庭空调普及率已达 65%，相当多的普通百姓家庭生活真正实现了“一年四季、温暖如春。”

变化之五：从“出入不便”到“潇洒自如”。

交通和通讯状况是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来，连云港市加大投资力度，着力解决交通通讯落后面貌，

但直到 1992 年，连云港市交通不便的状况仍未明显改观，而打电话虽已结束了“新浦”与“连云”地区需挂“长话”的历史，

但装电话难以及装电话后服务难的问题仍然困挠着普通百姓。为此连云港市持续加大投资规模，到目前，全市现代立体交通通

讯网络已初步形成，并在全省位居中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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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到 2003 年年末，连云港市私人拥有汽车 13809 台，其中载客汽车 6801 台，较上年分别增长 31.7%和 40.9%，较 1992

年则分别增长近 100 倍和 617 倍，其说明，连云港市现有私人汽车绝大多数是近几年新“发展壮大”的。确实，连云港市大街

小巷到处“流动”着的私家车，不但给百姓生活带来极大方便，也已成为连云港市改革开放成果的一个“缩影”。从通讯方面

看，到 2003 年，连云港市居民家庭电信电话普及率已接近 100%，手机普及家庭达 40%，其中城市家庭达到近 80%。其他如计算

机通讯等，也已成为相当多的居民家庭新的“必须品”，其中城市居民家庭电脑普及率已超过 20%，其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反映

出连云港市交通通讯发展的流光溢彩，一日千里。弹指一挥间，天涯若比邻，这在前几年是无法想象的。

变化之六：从枯燥单调到丰富多彩。

改革开放带动了连云港市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促进了连云港市文教娱乐事业的繁荣兴旺。就在许许多多普通居民生活接近

小康，走向富裕的同时，连云港市城乡居民对生活环境的要求，对文化生活方面的追求愈来愈强烈，精神面貌乃至整体素质也

是越来越好。也就是说，当前许多居民对生活环境及精神文化的追求已逐步由求实、求知、求新向求美、求乐等方面发展，这

基本反映了人们消费欲望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或也可以说，连云港市当前居民的“消费发展”正由“物质型”转向“精

神型”。

据统计，反映连云港市城乡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变化的特征主要有以下方面：首先是文化娱乐用品拥有量迅速增加。其中普

及最快的是电视机和收录机，VCD、影碟机等也是快速步入居民家庭，其他如录像机、照像机及各种体育器材、健身器材等也有

明显幅度的增长，使广大城乡居民的视野进一步得到开阔。其次是休闲娱乐形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现在，城乡居民利用双

休日购物、娱乐休闲、旅游健身、走亲访友、读书看报以及集邮、种花、养鸟、钓鱼等活动时间大幅增加，尤其旅游健身、读

书看报等已成为连云港市当前城乡居民新的消费热点。第三是用于精神文化方面的支出大幅度增长。2003 年，连云港市城乡居

民生活消费中，用于文教娱乐支出的比重达到近 15%，其支出额较 1992 年增长达近 7倍。同期农村居民支出比重则高达 18%，

其支出额较 1992 年增长约 5.0 倍。其足以说明，连云港市城乡居民昔日那种“日不出市、夜不出户”的封闭生活方式已被彻底

打破。

变化之七：从“囊中羞涩”到“家财万贯”。

随着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连云港市城乡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增加明显，昔日那种“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寒

酸相”日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尤其近些年，尽管部分居民收入呈总体放缓，但“敢于随

意消费”、“能够随意消费”的家庭仍是大有人在。“即兴消费”、“舒舒服服享受生活每一天”，已成为他们新的、但却是

实实在在的追求。据统计，到 2003 年末，连云港市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已达 184.63 亿元，人均储蓄存款达到 3963 元，相

当于 1990 年的近 10 倍。据初步测算，到 2003 年末，连云港市平均每一家庭户均金融资产，即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国

库券等就达约 3万余元，其中市区城市居民家庭户均至少在 6万元，相当于 1992 年的 6倍多。据调查，在最近几年里，连云港

市拥有十万元家产的家庭相当普遍，拥有百万元家产的家庭也是一般水平，而拥有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家产的家庭也占有相当

比例。尤其沿海乃至市郊一些乡村，以及城市中率先富裕起来的居民家庭，他们的家庭财产远远高于全市的平均水平。

变化之八：从“基本养老”到“全面覆盖”。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我国近年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今后体制改革攻坚的重点，当然

也是近几年连云港市城乡居民生活中最大的变化之一。

据调查，目前，连云港市社会保障、保险网络已遍布全市广大城乡，以劳动保障、民政扶助及商业保险等为主组成的“网

络”已“网络”了全市千家万户，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已初步得到缓解和解除。据不完全统计，早在 1998 年，连云港市所有的

乡镇及居委会已全部建立了社会保障网络，到 2003 年，连云港市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全部实现社会化发放，社会化发放率和



7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率达到 100%；医疗保险面继续扩大，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已基本实现了“应保尽保”，城乡“五保”对象全

部得到供养。目前，连云港市社会保险的重点已进一步向城市低收入家庭和广大农村伸展，其中全市近 100%的城乡居民家庭已

经参加了各类养老保险、财产保险及人身保险等，保险品种多，保险范围广，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空前提高。

伴随着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和开放的大潮，连云港市的社会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将会发展的更快、更高，“处太平盛世，过

富足生活”，广大城乡普通百姓明天的生活，将会更加富裕美好。

注：（1）本文第一部分主要结合连云港市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进行划分，仅供研究参考；

（2）本文侧重反映建国 55 年来连云港市城乡居民生活变化情况，关于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情况请参考本专文的上篇

和下篇。

（3）主要指标数据说明：①1978 年城市居民人均收为推算数；②1983 年之前农民人均收入为原农村收益分配统计数据，

1984 年后为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③有关增长数据均已按同口径调整；④小康进程按国家统计局 90 年代初制定的指标体系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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