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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3 日起，安徽多地出现暴
雪天气。连日暴雪叠加，造成安徽省内不
同程度的受灾，造成多起伤亡事故。

为做好暴雪灾害施救及保险理赔工
作，中国太保寿险安徽分公司紧急部署，
启动重大灾害应急预案，成立紧急应对小
组。加强防灾预案的动态管理，调配人员
加强查勘理赔，确保客户获得及时理赔。

中国太保寿险安徽分公司已开通绿
色理赔服务通道，24小时全方位受理客户

报案咨询，推出无保单理赔，取消定点医
院限制，简化意外身故理赔单证申请流程
及重疾、伤残理赔申请鉴定手续等多项人
性化服务。同时，辖内积雪严重地区，机
构组织人员上街打扫积雪，为方便群众出
行提供便捷。

截至目前，中国太保寿险安徽分公司
已接到 9 起理赔报案。接到报案后，公司
相关人员冒着暴雪天气第一时间赶赴医
院看望受伤客户，慰问客户家属。 赵孝蓉

蚌埠供电：
营业厅碳晶电采暖获客户“点赞”

近日，蚌埠供电公司在营业厅全面实施碳
晶电采暖电能替代示范项目，用于改善营业厅
冬季营业环境，同时展示分布式电采暖实际效
果，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对此大力称赞。

碳晶电暖设备，是一种新型的采暖设备，
具有升温快、热转化率高、无噪音、不干燥等
优点。2018 年蚌埠供电公司将在所有营业
厅安装碳晶电采暖设备。 韩辉 李龙跃

中国太保寿险安徽分公司快速应对安徽暴雪灾害 蚌埠供电：
雪后抢修保电工作

近日，蚌埠地区连续的大雪给电网
运行带来了严峻的考验。面对此次多年
不遇的大雪，蚌埠供电公司紧急启动应急
抢修方案，加强抢修人员力量、备齐应急
抢修物资，全力应对雨雪冰冻灾害对供电
线路的影响，确保抢修工作顺利开展。

目前，该公司已累计投入抢修队伍111
支，人员578人次，车辆154台次。王萍

超3亿中等收入人群如何测算

毛盛勇介绍说，目前国内对于中等收入群体并
没有统一标准，但国际上一些研究机构对此有过
界定，其中世界银行提出的相关标准比较通用。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等收入标准为，成年
人每天收入在 10～100 美元之间，也即年收入
3650～36500 美元。按照美元与人民币 1∶7 的保
守汇率计算，世界银行中等收入标准为2.5万～25
万元人民币。毛盛勇强调，不论是以汇率还是以
购买力平价测算，这个标准都不影响中国已经形
成世界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的判断。

他以 2016 年的国家统计局数据说明：按全国
居民五等份（人数各占20%）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
均可支配收入 5529 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
配收入 12899 元，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
20924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31990
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9259元。

显然，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合计 40%的人
口落入了世界银行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即使在
高收入组内部把 25 万元以上群体扩大到 10%，所
剩下的 10%的人口加上中高收入组的 20%人口，
合计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也达到30%。

此前，据瑞士信贷研究中心研究，全球大约有
10.5 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其中中国占比接近
35%，也即3.7亿中等收入群体。毛盛勇认为，这个
数据与中国实际情况也大致相符。

五重因素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对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的原因，受访
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至少
可以归结为五大推动力量。

一是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在毛盛勇
看来，在世界经济不断调整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虽
从以往的两位数增长换挡为中高速增长，但年均
7.1%的增速放眼全球也属于高增长。2012年中国
经济总量为54万亿元，到2016年提升到74.7万亿
元，2017年估计超过82万亿元。

经济总量快速扩张，带动居民收入较快增长。
“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
质量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增速超过了GDP的增速。
2012年到2016年的五年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均增长7.4%，快于GDP年均增速0.3个百分点。”

二是中国的城镇化率稳步提升。2012 年，中
国的城镇化率为 52.6%，2016 年提高到 57.4%，四
年时间里提高了 4.8 个百分点，每年提高 1.2 个百
分点左右，对应的是每年进城人口约 1700 万人。
更多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客观上带来了整
体收入水平的提高。

三是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据毛盛勇的观察，
由于新兴行业成长性强，这些行业不仅从业人员
规模快速扩大，而且收入增长较快，总体快于传统
行业。随着结构调整的不断推进，新动能将加速
成长，带动全社会收入水平提高。

四是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2012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
二产业。2015 年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 50%，达到

50.2%。2016 年占比进一步提高到 51.6%。与此
同时，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比重也不断上升。2012
年服务业吸纳就业占比为 36.1%，2016 年提高到
43.5%。在工业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的同时，服务业
成为了吸纳就业的主阵地。

更进一步看，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有效联动，
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增强。2012～2016 年，国内
生产总值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平均吸纳非农就业
172万人，比2009～2011年多吸纳30万人。这为
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五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大力推动。扶贫不
是为了增加中等收入群体，但扶贫有利于提升国
民的整体收入水平。2012 年，中国的贫困发生率
为10.2%，2016 年下降到4.5%。贫困人口从2012
年的9899万减少到了2016年的4335万。2017年
贫困人口再次减少了一千万人以上。

在此过程中所采取的产业扶贫、就业培训等帮
扶措施，给贫困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
对收入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脱贫的
人口中，也不仅仅是简单地从贫困到温饱，一些人
也进入到了中等收入群体。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也认为，随着我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困难群众得到
社会政策更好的托底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
将显著提高，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中等
收入群体。

奠定高质量发展坚实基础

从现实经济增长角度看，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
大以后，这类人群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与以往
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消费理念的变化，以及消费
能力的支撑，将使得消费的规模不断扩大，消费结
构也将加快升级。这将客观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
更多由消费拉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趋
势，由此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和发展质
量发生较大变化，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平
稳性将进一步增强。”毛盛勇说。

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也对记者指
出，就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看，在需求结构
上，2020年消费占GDP的比重会超过50%。在供
给结构上，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会接近 60%。“这
意味着，中国经济届时会成为消费主导型的服务
型经济，并使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可持续。”

从长远影响看，社会结构将更趋于和谐、稳
定。目前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2012 年
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未来就业规模总量也将
会下降。传统支撑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减
弱。毛盛勇指出，中等收入群体增多，居民整体收
入提高，将会更加重视教育，知识层次将不断提
升，人力资本的积累将不断增加。

在他看来，“随着中等收入规模群体的扩大，
人力资本的积累将进一步加速。中国经济发展将
由过去的人口红利支撑转向人才红利支撑。中国
的发展将由过去的要素投入驱动，转向更多依靠
人力资本的提升、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人口素
质的提升，加上改革的不断推进，创新驱动将会有
更多的机会和土壤。”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超3亿,咋算的?
快看你在不在内

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在总结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
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
性变革时，给出了一个令世界瞩目的
判断，“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
等收入群体”。这是中央首次明确我
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
入群体。

据保守测算，目前我国中等收入
群体超过3亿人，大致占全球中等收
入群体的30%以上。采访中，国家
统计局综合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毛
盛勇告诉记者，尽管学术界对中等收
入群体的定义没有统一标准，但综合
国际上各种研究方法测算后，“无论
采用哪一种标准，这一判断都是立得
住的。”

在看到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不断
扩大的同时，毛盛勇也表示，欧美等
发达国家已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中
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达到60%以上。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尽管规模最大，发
展加快，但比重仍有较大差距，这是
未来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2016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23821 元，比 2012 年增长了
44.3%，实际年均增长7.4%。这意
味着，随着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
特别是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升，将有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中等收入群体
行列。

超过3亿人的中等收入人群，所
释放的消费需求将是中国经济增长
最大的稳定器，而中等收入群体人力
资本的快速积累，将更好为创新型国
家的建设提供重要支撑，是中国从高
速增长阶段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最
坚实的基础。 ▋据《瞭望》新闻周刊

◆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3亿人，大致占全球中
等收入群体的30%以上

◆ 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也就为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奠定了
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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