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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期 雨 雪 天 气 对
城 镇 的 影 响 刚 刚 结
束，对农业生产的影
响又开始了。

农 业 农 村 部 重 点
市县农情专家咨询组
组长、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
划研究所研究员李茂
松说：“春雨贵如油，
春雪同样贵如油。”2
月 13 日 -15 日 ， 北
京、天津、河北、河
南 北 部 、 安 徽 北 部 、
江苏北部等地迎来了
2019 年的首场雨雪天
气，这场雨雪虽然对
于春节后返城和出行
的人们带来了一些不
便，但对农业生产特
别是黄淮海地区的冬
小麦生产，可谓“雪
中送喜”。

李茂松表示，从河
北石家庄市、河南滑
县、山东平度市、山东
曹县、山东齐河县、江
苏徐州市、安徽蒙城
县、安徽霍邱县等 8个
农业农村部农情咨询组
专家所在市县的情况
看，当前黄淮海地区北
部冬小麦还处于越冬
期、南部地区处于返青
期，本次雨雪过程给黄
淮 海 地 区 普 遍 带 来
3-10毫米的降水。

李茂松分析，这场
雨雪对农业的影响主要
有：一是对补充土壤墒
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特别是对于没浇越冬
水、镇压不实、土壤暄
松、分蘖节处于干土层
中的麦田，一定程度上
能够缓解土壤旱情，有
利于争取春管主动；二
是提高了小麦抗寒能
力，积雪覆盖犹如覆盖
棉被保温防寒，待雪融
化后溶入土壤，由于土
壤热容量大，减小了低
温与气温的温差，能有
效预防低温的侵袭，对
小麦安全越冬非常有利；三是降雪降温能够降低越冬的虫口密
度，抑制病害蔓延，对减轻病虫害有利。

从 8 个市县农情调度数据看，目前冬小麦苗情普遍好于去
年，也好于常年。据统计，8个市县冬小麦一类苗占播种面积的
59.6%，二类苗占30.7%，三类苗占7%，旺苗占2.3%，一二类苗
比重超过90%，为今年夏粮获得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雨雪对农业的影响有千万条，对今年夏粮的影响当排第一
条。李茂松提醒，冬小麦生育期长，未来还会遇到许多不可预
见的情况。在看到有利形势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存在的风
险因素。一是由于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自今年元旦后，连续迎
来4次雨雪天气，一些麦田土壤水分处于饱和状态，土壤湿度过
大，出现麦田渍害现象；二是频繁雨雪天气，造成低温寡照，
增加了小麦病害发生的风险；三是苗情好，加之土壤墒情足，
极易造成一二类苗发展成为旺苗，存在后期发生倒伏的风险；
四是要十分警惕到小麦拔节后发生倒春寒的风险。总之，小麦
一天不归仓，防灾减灾一刻也不能松懈。

针对存在的这些风险，李茂松建议各地农业农村行政主管
部门、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广大农民朋友，要密切关注苗情、
墒情、天气情况，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促控结合、科学田
管，力争获得今年夏粮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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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湿地公约履约办公室对我国重要湿地生态状况的
评估结果近日出炉。同步发布 《中国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状况白
皮书》显示，江苏盐城等地的湿地生态状况明显好转。

江苏盐城市拥有亚洲大陆边缘最大的海岸型滩涂湿地。
“盐城黄海湿地，保持着它的原真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裁
兼理事会主席章新胜说。“既能让鸟类自由生活，又有提升人
们生活质量的可持续的沿海管理方案，盐城是发展生态文明的
城市榜样。”英国皇家鸟类保护协会首席政策官尼克拉·克罗克
福德表示。

近年来，盐城对黄海湿地实施了精细化的保护工程。在盐
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秋冬的盐蒿草为无边的滩涂铺上红
色植被，一望无际的芦苇丛成为迁徙水鸟的天堂。为防止保护
区附近的风电场对回归的鸟儿造成干扰，相关区域全覆盖安装
鸟类监测雷达，防止侵占鸟的飞行通道。丹顶鹤远在10公里外
雷达就能测出，实现自动通知风电场关闭风机。

在保护区的核心区内，除了采取设置物理隔离栏、开挖物理
隔离河道等保护措施外，视频监控24小时“站岗”，5架无人机海
上“守护”，诸多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让茫茫滩涂变成一级管控
区。目前，珍禽保护区70个新整改项目已落实到位，其中缓冲区
的生态修复项目体量不小，有的超过10万亩。为保证生态环境彻
底恢复，分布在缓冲区、实验区的数家饲料加工厂等企业已全部
强制拆除。

现在，每到秋冬，盐城及周边的东沙辐射沙脊群与条子泥
湿地就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候鸟保护区。全球数以百万计的候
鸟每年来此栖息约10周，其中包括勺嘴鹬、黑脸琵鹭、卷羽鹈
鹕等40多种珍稀鸟类。

《中国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状况白
皮书》显示

盐城黄海湿地生态趋好
杨亦周

改革开放40年下降一半，稳步

走入“2字头”

与经济学中其它很多指标“越高越好”不同，恩格
尔系数是一个“越低越好”的指标。

恩格尔系数，通常是指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
费总支出的比重。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
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总结出一个规律：一个家
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 （或总支出中） 用来购买食
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
庭收入中 （或总支出中） 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
会下降。在国际上，这一指标常常用来衡量一个国家
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一个国家生活越贫困，
恩格尔系数就越大；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
小。比较通行的国际标准认为，当一个国家平均家庭
恩 格 尔 系 数 大 于 60% 为 贫 穷 ； 50%-60% 为 温 饱 ；
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
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

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稳步下降。
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为311元，恩格尔系数为57.5%；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
生活消费支出为 116 元，恩格尔系数为 67.7%。去年，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 《2017 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
显示，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9%，这是历
史上中国恩格尔系数首次跌破30%，由“3字头”时代
迈入“2字头”时代。

2018年，恩格尔系数再创历史新低。国家统计局
局长宁吉喆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18年全国居
民恩格尔系数 28.4%，比上年下降 0.9 个百分点。“有
一个参照系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或
者说发达国家是 30%以下，我们在恩格尔系数上也达
到了这个水平。”

仅仅40年，恩格尔系数就下降了一半，这无疑是
巨大的成就。“恩格尔系数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是一
件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这既说明中国经济实力得到了
显著提升，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结果。“相当大一部分
老百姓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红利，告别了求温饱的阶
段，走向更加富裕的生活。”

收入在增长，消费结构在升级，
消费观念在转变

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提示生活中哪些变化？
首先是人们赚得更多了。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人均可支

配收入实际增长6.5%，快于人均GDP6.1%的增速。
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元，

农村仅为134元；到2000年，分别增长至6256元和2282
元。进入新世纪，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取消农业税，百
姓“钱袋子”一天天鼓起来，到2017年城镇和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6396元和13432元。据测算，
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介绍，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具体表现为
收入来源多元化、工资收入增长较快、工资外收入数
额大增长快、资产性收入所占的比重明显上升等。“收
入是分配的基础，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明显反映出我国
居民收入增加，腰包鼓起来了。总体可分配的‘蛋
糕’大了，食品支出所占的比例自然会越来越小。”

恩格尔系数的下降，见证了消费升级的步伐。
小徐是北京一名普通的白领，月收入在1.3万元左

右。她有记账的习惯，每月花费都详细记录在册。“我
平均每个月消费在4000元左右，平时吃饭在单位，大
概只花 400 元。如果算上跟同事、朋友聚餐，大约在

2000 元。现在日常吃饭的花费大概只占我总消费的
14%。”小徐说，因为最近几个月赶上“双十一”和春
节，所以她的消费状态不是很典型。“我平时花钱不
多，但是这几个月比较多，因为国庆节去了趟广州，

‘双十一’买了很多东西，过年又去捷克旅游了。”
宁吉喆介绍说，恩格尔系数下降，说明居民消费中

非食物性支出在总体上升。这在消费的统计数据中有明
显体现。2018年服务消费持续提升，国内旅游人数和
旅游收入都增长10%以上，电影总票房突破600亿元，
增长将近10%。文化消费、信息消费、教育培训消费、
健康卫生消费都在迅速增长。“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这个指标而言，旅游、文化、卫生等服务性消费还
没有纳入进来。尽管这样，2018年仍然增长9%，这个
速度不低。”

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也反映出当今居民消费观的
转变。

宁吉喆说：“当前消费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是商品消费
向高品质方向发展。物美价廉的商品好销售，但是质量
高、价格不菲的商品也开始更多地进入中高收入家庭。”

50岁出头的姜女士说，20年前，她每个月收入仅
800元左右。“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很多年来消费观
念一直保持着节俭为上，能买便宜的就买便宜的，能
省就省，每个月的消费基本上就只有食品的支出。但
是现在发生了转变，消费时更看重品质，尽量要买质
量好的，即便价格可能要贵些。”

在北京做程序员的小程说，他的消费观以性价比
为第一标准，性价比相近时选择承受范围内质量最好
的。平时喜欢看书和打游戏的他，日常吃饭每月 800
元左右，占比约 15%，但是花在书和游戏上的钱则两
倍于吃饭的费用。

单一指标不能代表总体水平，应
当全面看待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在去年降至 30%以内，今年进一步创
新低。不少人有疑惑，这是否标志着中国已迈入发达
国家或者富足国家的行列？对此，多位专家表示，要
辩证看待。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发达国家，除了恩格尔系数

以外还有很多指标。只有结合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国
民收入分配情况、人均受教育程度等多种指标，才能
得出中肯的结论。

其一，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比较复杂，背后还受中
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影响。在整体恩格尔系数
下降的同时，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达地区和贫
困老少边穷地区的恩格尔系数差异整体较大。

其二，对于农村地区的恩格尔系数下降，要考虑
其特殊性。统计数据常常只能解释表象，而数据产生
的原因和事实仍需细细推敲。陈大叔是苏北地区一位
普通农民，近年来地里庄稼收成不够好，收入较前两
年有所下降，生活有些紧巴巴。“去年净收入只挣了3
万元左右，往年都能有5万元。”记者帮陈大叔计算了
一下他家的恩格尔系数，却也没有超过 30%。陈大叔
说，“我们不去市场上买粮食，周围种菜农民也多，有
时候种的太多，卖不出去，就压低了价格在市场上贱
卖。我刚刚去集上买了4棵白菜，只花了5毛钱。但我
的生活肯定不如城里人好。”

其三，恩格尔系数也与消费习惯、收入预期有
关。小何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每个月有2000元的生活
费。“我每个月的消费大头就是吃。”作为一名“吃
货”，小何笑着说，“每天在食堂吃40元左右，还要买
酸奶、水果、糖炒栗子、小零食，我基本上一个月的
生活费都用在吃吃喝喝上了。”由于爱吃，小何的恩格
尔系数直逼80%，但她生活富足，不缺衣食。

考察区域数据也会发现，广东等沿海地区在经济
总量、发展程度上领先东北、西北等地，但恩格尔系
数并不相对更低。有专家指出，这与各地生活习惯有
关。比如，广东省的恩格尔系数一直相对较高，据推
测与当地民众爱好美食、愿意在食品消费上投入有一
定关系。而一些西部省份居民，可能在“吃”上精打
细算，反映在数据上，恩格尔系数就比较低。

当前中国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并不能直观、单一地
解释成积极的社会现实。专家表示，虽然恩格尔系数
显示中国在某些方面已取得长足进步，也应客观、理
性、科学看待，不因单一指标的突破而沾沾自喜。

宁吉喆则强调，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及其背后的消
费新趋势，提示今后要顺应消费升级来改善生产结
构、投资结构以及消费的基础设施，使消费红利充分
释放，让消费更好地发挥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2018年恩格尔系数降至28.4%，达到国际上一般认为的“富足”水平

恩格尔系数再创新低

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本报记者 孔德晨

2018 年，中国
人赚得越来越多——
全国人均可支配收
入 实 际 增 长 6.5% ；
吃 得 却 越 来 越

“少”——恩格尔系
数降至28.4%，再创
新低。

多 位 专 家 表
示，恩格尔系数的
下降表明我国经济
发展水平和居民生
活 水 平 在 不 断 提
高，这与我国经济
从高速发展迈向高
质 量 发 展 相 匹 配 。
与此同时，对恩格
尔系数背后隐含的
变化，也要全面辩
证地看待。

近年来，消费升级步伐加快，百姓在消费时对商品的品质要求不断提高，消费方式由实物消费更多地转
向服务消费。

上图：1月10日，市民在山东省烟台市新世界百货的超市买菜。 唐 克摄 （人民视觉）
下图：2月16日，游客在重庆市北碚区澄江镇五一村欣赏盛开的樱花。 秦廷富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