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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今天公布的年度“上海民生民意民
情系列报告（收入消费部分）”显示，
在上海 !"#$%&的家庭消费情况已
经达到“小康”及以上水平。

中等收入居民占多数
根据调查，个人年收入在“'万

元及以下”的占 ()*+%,，“'-.万/+

万”的占 0%-1%&，“+-.万2.%万”的
占 ('-0%,，“.% 万元以上”的占
."-"%,。这意味着，个人年收入在
“'-.万2.%万”之间的市民已经占
到 ''-),，说明中等收入水平的居
民已占多数。

进一步从家庭年收入来看，家
庭年收入在“.% 万及以下”的占
(0-(%,，“.%-. 万 2.' 万”的占
0+-'%,，“.'-. 万 2(% 万”的占
("-%%,，“(%-. 万及以上”的占
.'-0%,。由此可见，家庭年收入在
.% 万2(% 万之间的比例合计已达
到 1.-'%,。结合个人年收入与家庭
年收入的统计数据，研究者认为，在
上海“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
入结构已经初步显现。

经济收入性别差异大
根据调查，女性劳动力的个人

年收入在“'万元及以下”和“'-.

万 2+ 万”的分别占 0!-!%,和
0"-(%,，而男性劳动力的对应百分
比仅分别为 .)-%%,和 (1-(%,。同
时，男性劳动力的个人年收入在
“+-.万2.%万”和“.%万元以上”的
占比分别达到 ()-+%,和 ('-.%,，
而女性的对应比例则分别只有
(.-'%,和 '-"%,。
可见，经济收入的性别不平等

现象依然非常突出。对于这种差
距，研究者认为，一方面可能与劳
动力市场中存在性别歧视的状况
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女性
为了承担家庭责任，更多地选择了
时间灵活但工资较低的工作。

高学历收入回报显著
不同学历水平劳动力的收入差

距悬殊。接受过高等教育（大专及以
上学历）的劳动者，年收入在“.%万
元及以上”的占(.-'%,，“+-.万2.%

万”的占0%-.%,，“'-.万2+万”的占
0(-"%,，“'万及以下”的占.1-%%,。
而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大专以下
学历）的劳动者，年收入在“'万及以
下”的比例就占到'(-'%,，而年收
入在“.%万元及以上”的则仅占
(-'%,。可见，高等教育在劳动力市
场上存在着显著的收入回报。

高级技术普遍高收入
对不同职业类型细分后可以发

现，“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年收
入均值最高，达到..-%)万元3年；其
次是“企业管理人员”，为.4-+'万
元3年。紧随其后的依次是：“国家机
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负责人”
（)-.'万元3年），“小业主、自雇者”
（!-+1万元3年），“一般专业技术人
员”（!-'1万元3年），“技术工人”（!-("

万元3年）。“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的年收入均值为1-!'万元3年，“一般
工人”“退休人员”“农民”和“失业3

无业”人员的对应数据分别是'-11

万元3年、"-0!万元3年、0-'万元3年和
(-4'万元3年。可见，职业地位与经济
收入呈正向关系，高级技术与管理
人员的收入水平明显更高。

多数市民同比更有钱
关于市民的经济来源问题，数

据显示，!4-!,的市民表示主要经
济来源是“工资”，.'-',的市民的
主要经济来源是“养老金”。此外，还
有 !-"4,的人选择了“投资性收

入”，(-'4,的人选择了“子女赡养
金”，.-)4,的人选择了“社会救助
金”。可见，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
入仍是市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而经
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绝大多数
市民的收入构成中所占比重较小。
调查显示，本市居民的收入水

平与去年同比呈增长趋势。与去年
相比，)-(4,的居民的个人年收入
有明显增长，比 (4.' 年的数据
（"-+4,）增长了近一倍。'(-1,的居
民的个人年收入略有增长，而表示
个人年收入没有变化的居民占比是
01-04,，另分别有 .-+4,和 4-04,

的居民表示收入“略有下降”或“有

明显下降”。

多数家庭消费上小康
本次调查发现，在过去一年，大

部分居民的家庭总消费占总收入的
比例在 "4,以上。其中，()-4,的居
民家庭总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居于
'.,214,之间，(0-!,的居民家庭
总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居于 ".,2

'4,之间，另有 .)-0,的家庭的这
一比例“大于 14,”。而家庭总消费
占总收入比例在“(.,204,”和
“(4,及以下”的家庭仅分别占
!-),、.-),。可见，超过七成家庭将
"4,以上的收入用于日常消费，说

明多数家庭的消费水平较高。
恩格尔系数也是衡量家庭消费

情况的重要指标。调查显示，食物支
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大于 14,

（“贫穷”）的家庭占 "-+4,，这一比例
居于 '.,214,之间（“温饱”）的家庭
占 ..-(4,，这一比例居于 ".,2'4,

之间（“小康”）的家庭占 04-04,，这
一比例居于 0.,2"4,之间（“相对
富裕”）的家庭占 0(-44,，这一比例
居于 (.,204,之间（“富足”）的家
庭占 .!-44,，这一比例在 (4,以下
（“极其富裕”）的家庭占 0-)4,。研
究者认为，!"-(4,的家庭消费情况
达到了“小康”及以上水平。

! ! !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今天公布的年度“上海民生民
意民情系列报告（劳动就业部
分）”显示，男性劳动力比女性更
易受到职场歧视，且其受歧视原
因更为多样化。

'+-1, 每周工作超!"时

根据《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
“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小
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4

小时”的工时制度。但调查显示，仅
有约 "(-",的从业人员的每周劳
动时间在“"4 小时以内”，约
"'-",的从业人员每周工作时间
为“".2'4小时”，每周工作达“'.2

14小时”的约占 .4-(,，另有极少
数从业人员的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14小时”（约占 .-),）。可见，过半
从业人员的周均工作时间超过 "4

小时，说明不同程度的“加班”已成
为现代职场普遍存在的现象。

!!, 加班补贴有支付

本次调查显示，(4.1 年有近
七成劳动者能获得“全额支付”加
班费（1!-)4,），获得“部分支付”
加班费的比例为两成（.)-.4,），
而表示“极少支付”（0-)4,）和“完
全没有支付”加班费（!-.,）的比
例较少。这表明，!!,的劳动者在

加班劳动后都能收到不同数额的
加班补贴。
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不同单位

类型之间，“国有企业”全额支付加
班费的比例最高（+'-!4,），其次
为“三资企业”（+.-"4,）和“机关
事业单位”（+.-44,），三者均在七
成以上。但“私营3民营企业”的这
一比例仅为 10-04,，明显低于其
他单位员工。可见，“私营3民营企
业”在支付加班劳动报酬方面存在
更多不规范之处。

'+-., 法定假期全享受

法定节假日是指由国家法律
统一规定的、用以进行庆祝及度假
的休息时间。调查结果表明，在所
有法定节假日期间，表示单位“全
部都放了”的被访者占 '+-.4,，表
示“大部分放了”的占 ()-"4,，表
示“一半放了，一半没放”的占
!-.4,，表示“少部分放了”的占
(-04,，而表示“从来都没有放过”
的占 0-(4,。

从不同单位来看，员工享受
法定假期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
其中，“机关事业单位”从业人员
能享受全部假期的比例最高，达
到七成（+.-44,）；其次是“国有企
业单位 ”，也 达 到 接 近 七 成
（1+-44,）；“私营3民营企业”的相

应比例为 '(-)4,；而“三资企业”
的对应比例最少，仅占 ""-(4,。这
表明，就员工法定假期享受情况
而言，体制内单位表现更佳，而体
制外单位（尤其是“三资企业”）则
明显更差。

!+-., 单位每年都体检

单位体检已成为许多用人单
位的基本劳动福利。调查结果显
示，'-44,的从业人员能“每半年
一次”地获得单位安排的体检机
会，有 1.-"4,从业人员表示所在
单位会“每年”组织体检 . 次，
.1-04,的从业人员则表示“两年”
接受一次单位组织的体检，表示
“三年及以上”才接受一次单位组
织体检的比例为 "-04,，另有
.(-)4,的人表示所在单位“从不
安排”员工体检。与 (4.'年的情况
相比，从未接受体检的比例明显下
降，降幅达到 .4-.,，说明本市从
业人员在享受这一福利方面取得
了明显进步。

从单位性质来看，今年“机关
事业单位”员工中有 (-"4,表示从
未接受过单位体检，“国有企业单
位”员工的对应比例为 .-)4,，“私
营3民营企业”的对应比例则高达
(0-'4,，而“三资企业”的相应比
例也有 +-.4,。与 (4.'年对比，各

单位不提供体检的比例均有所下
降，但不提供体检福利的单位仍主
要是“私营3民营企业”。

1!-(, 没受过职业歧视

一般来说，造成职业歧视的原
因主要包括年龄、学历、性别、户
籍、民族、信仰、背景、疾病、专业、
残疾、外貌等。调查结果显示，
1!-(4,的从业人员表示在工作中
并没受到过职业歧视，但也有相当
比例的人表示曾经受到各种类型
的歧视。受歧视原因选中率由高到
底以此包括“学历歧视”“年龄歧
视”“性别歧视”“户籍歧视”和“专
业歧视”等。
从不同性别的从业人员来看，

表示没有遭受过职业歧视经历的
女性占 +4-'4,，而男性的对应比
例则只有 1'-"4,。不过，男性与女
性受到职业歧视的原因有所不同。
统计显示：男性员工更容易因“学
历”（.)-04,）、“年龄”（.(-(4,）、
“户籍”（'-!4,）、“背景”（(-14,）等
原因而被歧视，而职场女性受歧视
的原因则主要是“性别”（'-.4,）和
“外貌”（.-14,）等。这说明，与传
统观念有所不同的是，男性劳动力
比女性更易受到职场歧视，且其受
歧视原因更为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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