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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三江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

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情况

2022 年三江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268 元，比上年增长

4.8%，增速高于全区平均水平 0.1 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列全市第

一。

（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情况。

2022 年三江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5108 元，比上年

增长 2.3%，增速低于全区平均水平 0.7 个百分点。

从结构看，人均工资性收入 21105 元，比上年下降 0.6%；人均

经营净收入 5252 元，增长 1.5%；人均财产净收入 3124 元，增

长 0.6%；人均转移净收入 5627 元，增长 16.7%。

（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情况。

2022 年三江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142 元，比上年

增长 6.9%，增速高于城镇居民 4.6 个百分点，高于全区平均水

平 0.4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为 2.0：1，比上年缩

小 0.10。

从结构看，人均工资性收入 5717 元，比上年增长 7.0%；人

均经营净收入 8399 元，增长 6.8%，其中第一产业人均经营净收

入增长 6.3%，第二产业人均经营净收入增长 28.6%，第三产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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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经营净收入增长 9.1%；人均财产净收入 107 元，下降 12.3%；

人均转移净收入 2919 元，增长 7.8%。

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分析

（一）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情况。

2022 年三江县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5717 元，比上年增

长 7.0%，比城镇居民快 7.6 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增长主要因

素：一是我县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各项决策部署，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下，二三产业呈现企稳回升状态，为稳定和扩大就业提供空

间；二是乡村振兴等相关重点项目相继落地，增加了本地就业岗

位；三是政府持续增加公益性岗位，脱贫户就业人数得到增加；

四是我县引进企业和就业创业补助政策，增加了劳动就业人数，

提高了就业人员收入。

（二）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净收入情况。

2022 年三江县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净收入 8399 元，增长

6.8%，比城镇居民快 5.3 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人均经营净收

入增长 6.3%，第二产业人均经营净收入增长 28.6%，第三产业人

均经营净收入增长 9.1%。

第一产业人均经营净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大力发展

特色优势产业，适当放宽奖补品种和放宽条件限制，茶叶、油茶、

罗汉果、百香果及稻渔综合种养等产业均列入奖补范围，促进农

业大面积发展，增加农户收入。第二产业人均经营净收入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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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主要是建筑原材料价格逐步下降，建筑行业受影响逐步消

除；第三产业人均经营净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批发零售业、住

宿餐饮业、旅游业等行业，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各行各业逐步

复苏。

（三）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情况。

2022 年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2919 元，增长 7.8%，主要

原因是惠民惠农补贴资金增加。

我县 2021 年 12 月-2022 年 11 月兑现各项惠农惠民政策资

金 18524.25 万元，同比增长 98.6%，主要包含产业以奖代补补

助、就业创业补助、雨露计划补助、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 13 项

补贴。其中产业以奖代补补助、就业创业补助增长较大。据相关

部门统计，2021 年 12 月-2022 年 11 月，全县兑现产业奖补资金

3262.52 万元，同比增长 57.87%，兑现就业创业补贴（公益岗位

补贴、交通补贴、劳务补贴）6598.23 万元，同比增长 703.23%。

三、工作建议

（一）稳就业，促进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一是鼓励重大项

目、企业工厂、扶贫车间等扩大产能，增加岗位，促进更多人员

实现本地就业；二是强化技能培训，引导和鼓励农民工本地就业

和创业；三是全面加速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和

实体经济，让农村居民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

（二）强保障，促进居民经营净收入增长。一是及时落实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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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惠民惠农政策，进一步促进农业农村经营性行业发展。二是加

强第二产业的资金投入和引领作用，保障各项生产经营工作平稳

有序开展，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三是继续开展“促消费稳增长”

和“爱侗乡乐消费”等活动，提高商品批发零售和餐饮增长；四

是积极推进旅游业和农村新业态，开发农业休闲体验、乡村旅游、

农村民宿等发展，促进住宿、餐饮和交通运输业发展。

（三）保民生，促进居民转移净收入增长。一是加大惠农惠

民政策性补贴的落实，确保各项补贴资金按时足额发放；二是通

过补贴和培训，鼓励有条件有技术的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加务工

收入，从而增加寄带回收入。

（四）深改革，促进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一是深化土地制

度改革，促进土地经营权以出租、入股或其他方式流转，增加土

地租金和分红收益。二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引导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建立收益分配制度，采取入股分红等方式，让农民

合理增加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