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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材料主要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其表达方式以叙述、说明为
主,在语言运用上要突出陈述性,把事情交代清楚,充分显示内
容的真实和材料的客观。写报告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
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
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居民收入情况调查报告篇一

社区300多户居民中工资性收入的居民占百分之六十，个体经
营收入的占百分之四十。

(一)工资性收入增长。一是居民在非企业组织中劳动得到的
收入人均5000元，同比增长元;二是由于营经济迅猛发展，居
民在本乡地域内劳动得到的收入人均7000元，同比增长3000
元;三是居民在本乡地域外从业得到的收入人均5500元，同比
增长1800元。

二、三产业收入均呈平稳增长态势。

(三)财产性纯收入下降。年我市农村居民家庭由利息、租金、
红利、土地征用补偿等纯收入构成的财产性纯收入人均元，
同比下降。

整体上看，近些年来，居民收入发生了如下变化：

(一)社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工资性收入贡献最
大

从*至今我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持续稳定上涨态势。
三年来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出持续稳定上涨态势。较相比增



加了2048元，增长20、9%。拉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的主要因素是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近年来，随着最低工资
标准的提高及各类津贴补贴政策的落实到位，城镇居民人均
工资性收入呈现快速增长。从城镇居民人均家庭总收入构成
情况来看，所占比重最大的是工资性收入，人均8000元左右，
同比增长7、3%，占到了城镇居民人均家庭总收入的59%，成
为拉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主要因素。其次为转移性收入，人
均2561元，同比增长0、7%，占总收入的27.0%。位居第三的
是经营净收入，人均1464元，同比下降8.1%，占总收入
的9.0%。

(二)高低收入差距依然明显，但呈现逐步缩小态势

根据近两年城镇居民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将被调查的城镇居
民家庭按其收入五等分组，各组所占比重为20%，由低至高排
列，分别为低、较低、中间、较高和高收入组，然后对五组
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进行分析。首先从增速上来看，，全部
被调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610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569
元，增长了6.0%。其中，低收入组增加了690，增长14.4%，;
高收入组增加了510元，增长了2.9%。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
入水平相对较低，但增速却相对较高。

(三)不同行业收入差距较大

从各行业在岗职工收入水平来看，不同行业收入水平不尽相
同。其中，服务行业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而垄断行业收入水
平较高。将我州各行业收入及人员情况根据在岗职工平均工
资进行由低到高排序，其中最低收入行业是住宿餐营业，其
年平均工资是10569元，最高收入行业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应，其年平均工资是26940元，两者相差16371元，比
值为1：2.5。

(四)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近年来，县结合实际，制定了一系列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措
施和实施方案，扩大了失业保险保障范围，将基本养老保险
和城乡医疗保险参保范围由单位扩展到个人，启动并着力推
进工伤、生育保险工作的发展。

居民收入情况调查报告篇二

自20**年城乡一体化住户改革工作开展以来，根据该区被调
查的8个调查点，78户居民数据显示，该区上半年城市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2057元，与云岩区、南明区并列全市第一，同
比增长9.5%;农民人均期内现金收入5909元，同比增长17.8%，
增速排位全市第一，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居民生活质量
进一步提升。

居民收入情况调查报告篇三

1、访问地点：直接到随机抽取的受访者家中进行访。

2、访问对象：必须是具有收入条件的人，严格意义上说是18
岁以上的人

3、如对方拒绝受访，不要过多强求，可以另外访问他人

4、总之要有礼貌，对于接受受访的人要表示感谢

居民收入情况调查报告篇四

“五险”指的是五种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
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一金”指的是住房公积金。
其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这三种险是由企业和
个人共同缴纳的保费，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完全是由企业承
担的。个人不需要缴纳。这里要注意的是“五险”是法定的，
而“一金”不是法定的。五险一金的缴纳额度每个地区的规
定都不同，基数是以工资总额为基数。有的企业在发放时有



基本工资，有相关一些补贴，但有的企业在缴纳时，只是基
本工资，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具体比例要向当地的劳动部
门去咨询。各地缴纳比例不一样。

失业保险缴费比例：单位2%，个人1%；

住房公积金缴费比例：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选择住房公积
金缴费比例。但原则上最高缴费额不得超过职工平均工资
的xx%。20xx年下半年起，全市统一规定所有用人单位按工资
的12%办理缴纳住房公积金。单位和个人都是工资的12%.目前
北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单位20%(其中17%划入统筹基金，3%
划入个人帐户),个人8%(全部划入个人帐户);医疗保险缴费比
例：单位xx%,个人2%+3元；失业保险缴费比例：单位1%,个
人0.2%;工伤保险根据单位被划分的行业范围来确定它的工伤
费率，在0.5%~2%之间；生育保险缴费比例：单位0.8%,个人
不交钱。

公积金缴费比例：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选择住房公积金缴
费比例。但原则上最高缴费额不得超过北京市职工平均工
资300%的xx%。20xx年下半年起，全北京市统一规定所有用人
单位按工资的12%办理缴纳住房公积金。

居民收入情况调查报告篇五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虽然随着国家在政策上对农
村经济发展的扶持，农民收入有了些许提高但是农民收入增
长缓慢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事关农业和
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这是我们前进
道路上的一个“坎”，想要跨国这道“坎”我们就要狠抓农
村新增收入使得农村收入有一个质的飞跃。增加农民收入是
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需要。如果我们在继续挖掘农业内部潜
力的同时，从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加
速农村城市化进程的角度考虑问题，有可能为增加农民收入
开辟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通过增加农民收入的新情况调查



的了解可以帮助农民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产品结构提高人
均收入，为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做贡献。为了了解掌握增加农
民收入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于今日就其情况对麦积区花
牛镇诸多村进行了问卷调查。

20xx年7月——20xx年10月

花牛镇花牛村30户农户

本次调查，我以访谈法为主观察法为辅走访了我所在村镇的
部分农户。

（一）农民收入变化情况

1.综合总体概况

根据30户农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统计

2.收入构成情况

农民家庭收入主要构成有：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
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
所占比例较大。

一是工资性收入：农民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稳定增长。20xx年
农民工资性人均收入4078.9元，20xx年人均工资性收入4527元，
比上年增加448.1元，增幅11.4%，农民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
收入的比重上升到75%。

二是家庭经营收入：家庭经营收入稳步增长。20xx年家庭经营
人均纯收入1106.9元，比上年增加114.3元，增长11.5%。从
调查情况看：在家庭经营收入中，粮食收入绝对值逐年增加，
在调查表中可看出它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因为粮
食生产效益一直被农资价格上涨所挤压，粮民人均纯收入实



际增长较少。据统计，我市粮食收入占家庭经营总收入
的49.7%，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仍然较大。

从种粮生产成本与收益分析，粮食作物每亩生产成本上升，
农民的纯收入相对减少，农民增收面临成本高、收益低的压
力。

三是其他收入：服务收入、财产性收入略有下降；政策性收
入稳中有增，加工收入稍有减少，以苹果为主要农产品的加
工收入受灾害性天气影响有小幅下降，人均收入水平不高。

（二）总支出情况

20xx年农民人均家庭总支出8151元，比上年增加187.1元，增
长6.5%。20xx年农民人均家庭总支出8666元，与上年增加515
元，增长13.3%。在家庭总支出中生产性支出和生活支出增长
比较快。

1.受农资、饲料等价格上涨的影响，农民的生产性支出逐年
增加。20xx年种植业（粮食）生产性支出人均407.5元，20xx
年种植业（粮食）生产性支出人均480.3元，同比增加72.8元，
增长达17.9%；20xx年养殖业生产性支出人均347.6元，20xx年
养殖业生产性支出448.1元，同比增加100.4元，增长28.9%。
同时，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也在增加，由于部分农机具
享有政策性补贴，一家一户重复购置农用机械，增大了人均
生产性支出。在家庭总支出构成中，生产性支出总额占家庭
总支出的近三分之一，达到29.6%。

2.农民人均生活支出明显增加。20xx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4899元，比上年增加264元，增幅10%。20xx年农村居民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5444元，比去年增加545元，增长11%。农
民生活消费总支出随物价变化急剧上升，使农民家庭总支出
明显增加。



（三）影响当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农民收入虽取得较快的增长，但仍面临诸多不利因
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增收空间受限。一是农资价格上涨过快，远远超过农
产品价格的增长。20xx年全市农产品收入增长10.2%，而用于
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支出则增长15%-30%不等，说明纯收益被
农资价格上涨所挤压，投入产出率低，致使农民收入增速缓
慢。以肥料为例，实际市场价连续几年涨幅都在15%以上。

另外，杂交种子的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其中一季稻种子价格
上涨幅度最大，20xx年c两优87、c两优396，v两优1、7、8号价
格均为35元/斤，比20xx年每斤又涨了至少10元，上涨40%。
二是农田基础设施不完善。目前一些中低产田基础设施脆弱，
排水引灌、保旱保肥的能力不高，抵抗风险灾害的能力较差，
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增产增收的瓶颈。特别是近年来冰灾、水
灾、病虫灾害等发生频繁，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不稳定性。比
如年初的冰雪灾害就给油菜生产带来很大的损害，人均产量
下降了2.8%，其他冬种农作物生产也受不同程度影响。三是
养殖业收入因多种原因相对减少。近几年来，因劳动力外出、
饲料涨价、疫病及牲猪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等原因，饲养牲猪
的农户明显减少，导致农民的养殖业收入减少。从调查的100
户农户看，20xx年有62户，20xx年只有43户。

2.外出务工收入增长空间变小。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
适用技术应用差。绝大多数年龄结构老化、文化程度低、劳
动技能不强；出外打工经商的农民，多数只能从事一些劳动
强度大、环境恶劣的工作，享受待遇不高；随着产业结构升
级，用工单位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也愈来愈高，就业难度将不
断加大，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长空间也将受到挤压。

3.惠农政策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份额较少。近年来，粮食直
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业政策保险等



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
性，为广大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
开，国家加大了对农村投入，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加大补贴
力度，但这部分资金中相当部分是用于扶持农村公共事业发
展、改善农村生活条件，能够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份额较少。

针对上述情况，我认为，要使农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应该
解放思想，增强市场意识，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
收，就必须加大农业产业增收结构调整力度，自觉按照市场
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想要发展就必须
拥有市场，这是农民增收的重要环节。一是增强市场主导意
识，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依靠市场引导生产，大力发展“市
场农业”和“订单农业”。按照市场的要求来进行生产，不
仅仅要以当前市场为导向，还要以未来的市场变化趋势为导
向，形成“人无我有”的.局面，抢占先机；二是增强质量效
益意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是在农产品相对过剩的背景下进
行的，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必须要适应市场化的需求，把提高
农产品质量放在首位，形成“人有我优”的格局，提高农业
产业经济效益；三是增强特色创新意识，调整农业结构不能
盲目跟随，别人怎样调整就跟着怎样调整，这不仅仅会严重
挫伤农民调整农业结构的积极性，还会使农民减收，因此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必须树立创新意识，注重特色，形成“人优
我特”，促进农业增收。

扩大劳动力转移输出，大力发展劳务经济。认真落实省市县
关于加快农村剩余劳力转移输出的政策意见，把发展劳务经
济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措施来抓。一是要强化宣传，大
力营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输出的良好氛围，切实转变农
民“死守家门、固守土地”的封闭观念，提高劳动力资源的
综合利用率；二是坚持就地转移的和外出转移两手抓，推动
农民就业多元化，鼓励农民自主创业，促进农民持久稳定增
收。

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单



纯从大农业方面来促进是远远不够的，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
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
有道是“无工不富”。因此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大力发展二三
产业，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一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促进农民进
厂就业，使一些有后顾之忧的农民既能搞好农业生产，又能
增加劳务收入；二是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大力发展第三产
业，引导农民“洗脚上岸”，发展个体商贸业和运输业，多
方面拓宽增收渠道，保持农业增收稳定。

强化培训，逐步提高农民科技素质。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
当今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农民素质偏低已成为制约农民增收
的瓶颈，要促进农民增收，就必须突破这个瓶颈，提高农民
的科技素质。一是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杂志、互联网等手
段，为农民解疑释难，最快捷的推广农业实用科技，普及农
村致富实用技术，满足人民对科技的渴求；二是利用省市扶
贫培训的契机，使一批农业生产骨干走出去，洗脚上岸进课
堂，培养他们的市场头脑和科技头脑，提高一切围绕市场转，
一切依靠科技干的致富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