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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走势观察

坚定信心 攻坚克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将人
民币在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
篮子中的权重从 10.92%上调至
12.28%； 多家国际资管机构在上
海申请参与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
（QFLP） 和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
（QDLP） 试点……疫情压力下，
外界看好中国、 加码中国步伐不
停。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 长期
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 支撑高质
量发展的要素条件没有变， 韧性
足、 潜力大、 空间广的特点也没
有变。 在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措施的支持
下 ， 中国经济能够克服疫情影
响， 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付凌
晖说。

助企纾困 “30条”、 培育壮
大市场主体 “30条”、 建设营商

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实施方案……
从一季度疫情 “阴霾” 走出的深
圳， 纾困改革政策接连出台， 4
月全社会用电量恢复至去年同期
水平。

吉林全省粮食作物完成播种
已超八成， 速度快于上年同期；
5月16日起， 上海分阶段推进复
商复市， 预计6月份全面恢复全
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困难挑战下， 中国展现出的
坚韧和活力， 成为战胜疫情、 推
动经济尽快回归正常轨道的强大
支撑力量。

4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
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研究全面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这一立足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
大部署， 对保障国家安全， 畅通
国内大循环、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

环 ， 扩大内需 ， 推动高质量发
展， 具有重大意义。

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
问题 ， 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 ； 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加
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建
设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
体系……坚持改革 、 开放 、 创
新， 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 激发
出强劲持久的增长动能。

“风物长宜放眼量。 中国经
济又处在一个攻坚克难、 爬坡过
坎的关键时刻， 我们面临的依然
是前进中的问题 、 成长中的烦
恼，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 迎难而
上， 就一定能够化挑战为机遇，
迎来柳暗花明， 这就是中国经济
发展的基本逻辑。” 韩文秀说。

据新华社

16日发布的前4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 受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国内疫情
冲击明显的超预期影响， 经济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压力和挑战下， 如何看待当
前中国经济走势？

4月经济运行受较大冲击 短期波动不改长期向好大势

“前一段时间由于冷空气来
临， 北京出现降温。 但短期的气
温变化， 改变不了天气总体回暖
的态势。”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用
一段比喻形容当下遭遇 “倒春
寒” 的中国经济。

受疫情点多、 面广、 频发的
影响 ， 当前需求收缩 、 供给冲
击 、 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更为突
出。 付凌晖表示， 4月主要指标
显示， 疫情对经济运行造成较大
冲击。

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同比下降2.9%， 服务业生产指
数下降6.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下降11.1%， 货物进出口总额
同比微增0.1%， 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升至6.1%， 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同比上涨2.1%， 比3月份上升
0.6个百分点； 前4个月全国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8%， 比一季
度回落2.5个百分点。

“这种冲击影响是阶段性的、
暂时的。 随着各地区各部门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政策效应逐步显现， 预计我国经
济将很快回归正常轨道。”国家发
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说。

付凌晖从五个方面总结中国
经济应对挑战的基础和底气———

“经济体量可观， 抗风险冲
击韧性强 ” “基础产业支撑有
力， 供给保障能力强大” “市场
保供稳价有效， 社会大局总体稳
定” “转型升级态势未变， 新动
能继续成长壮大” “宏观政策调
节加大 ， 经济运行有望加快改
善”。

从前4个月的累计数据看 ，
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增长， 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 固

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总额分别增
长6.8%和7.9%；

疫情冲击下， 我国粮食和能
源等基础工业保持增长， 为抗击
疫 情 、 推 动 经 济 恢 复 奠 定 坚
实基础； 2.1%的物价涨幅与美国
8.3%、 欧元区7.5%的涨幅相比 ，
呈温和上涨态势；

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 1至4月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2%，
数字化、 信息化、 智能化转型态
势持续……

“4月中下旬以来， 疫情形
势总体呈下降态势， 受疫情影响
严重的部分地区， 复工复产有序
推进。 5月以来， 前期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货运物流持续恢复， 全
国发电量等一些实物量指标也在
改善。” 付凌晖说， 5月份经济运
行有望改善。

汇聚政策合力 上下同心共克时艰
4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
和经济工作， 围绕努力实现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作出一系
列重大部署 。 这次重要会议强
调： 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 这是党中央的明确
要求。

“这几个方面都要兼顾好，
不能单打一。 这是一个高难度动
作， 是对各地区各部门的重大考
验， 要认真落实到位。” 中央财
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
副主任韩文秀在近日举行的 “中
国这十年”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上说 ， 疫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拦路虎”， 必须科学精准有效防
控疫情， 为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创
造根本前提。

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 我国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 加快落实已经确定的政策，
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 加大相
机调控力度， 稳住发展基本盘。

财政货币政策以就业优先为
导向， 稳住经济大盘； 部署进一
步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
困举措， 确定推动外贸保稳提质

的措施； 今年3.65万亿元新增专
项债额度中用于项目建设的额度
全部下达 ， 支持有效投 资 发 挥
关键作用 ， 20条促消费政策发
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
用……多种政策工具协同发力。

“收到 2.36亿元留抵退税
款， 信心更足了。” 内蒙古恒星
化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佳乐
说， 有了这笔资金， 企业计划进
一步扩大生产， 再增加一些就业
岗位。

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 ， 着
力稳住市场主体 ： 全年规模约
达2.5万亿元的组合式税费 支 持
政策加快落实 ， 大规模留抵退
税政策首月已有 8015亿元退到
145.2万户纳税人账户 ； 出台加
强金融服务、 加大实体经济支持
力度的23条政策措施； 超30亿元
稳岗资金直达企业， 失业保险稳
岗位提技能等政策预计释放4500
亿元红利； 着力保障物流畅通、
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国家统计局快速调查显示，
获得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的企业
中， 90%的企业认为改善了现金
流， 96.2%的企业表示对政策比

较满意； 获得存量留抵退税的小
微企业中， 84.5%的企业认为改
善了现金流 、 94.6%的企业比较
满意。

物流梗阻持续打通！5月10日，
全国高速公路货车流量为721.3万
辆，比4月10日增长25.65%；铁路
货物发送量、公路货运量、主要港
口货物吞吐量较4月18日分别增
长5.71%、6.16%、1.12%。

“我国通货膨胀率和财政赤
字率都处于较低水平， 政府负债
率处在合理区间 ， 外汇储备充
足， 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
策有较大空间， 宏观调控政策工
具箱工具充足。” 中国宏观经济
研究院综合形势研究室主任郭丽
岩说。

上下同心、 共克时艰。 一系
列 “对症药” “组合拳” 迅速实
施， 投资稳增长作用继续发挥，
消费有望逐步恢复， 出口持续增
长有利条件较多……

谈及全年经济走势， 付凌晖
说， 疫情扰动不会改变我国经济
平稳运行趋势， 在各项政策支持
下， 国民经济将会加快恢复， 实
现企稳回升。

保持战略定力 化挑战为机遇

5月17日， 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大型多用途
民用直升机 “吉祥鸟” AC313A在江西景德镇吕蒙机场成功首飞， 标
志着我国航空应急救援装备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 再添新利器。 首飞
后， AC313A直升机研制工作从试制阶段转入试飞阶段， 按计划将在
“十四五” 期间完成适航取证， 并交付用户。 图为在江西景德镇吕蒙
机场， AC313A直升机在空中悬停。 新华社发

“吉祥鸟”AC313A大型民用直升机成功首飞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教育
部5月17日举行线上发布会， 介
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
改革发展成效。 据了解， 我国新
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8
年， 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
育体系， 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
的普及化阶段。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
介绍， 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
超过4430万人， 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从2012年的30%提高至2021年
的57.8%， 提高27.8个百分点，实
现了历史性跨越。 我国接受高等
教育的人口达到2.4亿，新增劳动
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8年 ，劳
动力素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我国先后举办中国慕课大
会、 世界慕课大会， 形成了一整
套包括理念 、 技术 、 标准 、 方
法、 评价等在内的慕课发展的中
国范式。 截至2022年2月底， 我
国上线慕课数量超过5.25万门 ，
注册用户达3.7亿， 已有超过3.3
亿人次在校大学生获得慕课学
分， 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世界第

一。
高等教育主动将自身发展

“小逻辑” 服务服从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 “大逻辑”， 高校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能力持续增强， 获得
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 ，
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 、 80%
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由
高校承担， 为高铁、 核电、 生物
育种、 疫苗研发、 国防军工等重
点领域提供了关键技术， 参与研
制超级计算机、 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 神舟系列等国家利器。

全国高校开设创新创业教育
专门课程3万余门， 在线开放课
程1.1万余门， 聘请17.4万名行业
优秀人才担任创新创业专兼职教
师， 超过1000所高校的139万名
大学生参加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 成功举办7届中
国国际 “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 累计吸引五大洲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3万个团队、
2533万名大学生参赛， 大赛累计
直接创造就业岗位数75万个， 间
接提供就业岗位516万个。

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

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3.8年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记者
昨天从教育部获悉 ， 全国 “双
减” 试点城市积极探索校外培训
监管工作进展顺利， 北京、 上海
等9城的117个区县已全部实行校
外培训网格化综合治理， 学科类
培训机构已全面纳入预收费监管
范围。

据悉 ，北京 、上海 、沈阳 、广
州、成都、郑州、长治、威海、南通
等9个城市作为全国“双减”改革
试点， 在巩固去年校外培训治理
成果的基础上， 围绕2022年试点
改革重点任务继续开展探索，截
至4月底取得积极进展。

上述城市压实学科类培训常
态化监管， 全部实行校外培训网
格化综合治理， 在全国范围内率
先实现区县覆盖率100%； 有108
个区县建立学科类培训专家鉴别
机制， 覆盖率达92%， 领先全国
18个百分点； 有106个区县教育
系统拥有2名以上执法资格人员，
覆盖率达91%， 共有教育行政执
法资格人员1957人。 北京市制定
《学科类校外培训典型问题处理

指导手册》， 就18个违规培训典
型问题， 提出核查处置建议。 广
州市今年以来压减高中学科类培
训机构24家， 查处隐形变异问题
54起， 关停取缔无证机构191家。

在前期已出台非学科培训机
构设置标准基础上 ， 北京 、 上
海、 广州、 南通等市已部分出台
或正在研制非学科培训机构设置
标准。

各试点地区学科类培训机构
已全面纳入预收费监管范围； 非
学科培训机构纳入预收费监管共
5266家 ， 监管金额 13.63亿元 。
有8个试点城市已启动非学科培
训服务价格监测。

试点地区探索建立遴选退出
机制， 推动学校课后服务合理引
入校外资源 。 其中北京市印发
《采购校外优质教育资源指导性
目录》， 征集科普活动资源包111
个， 组建451位专家组成的科普
服务团队进校服务 。 广州 、 成
都 、 威海 、 南通等市已有超过
60%的义务教育学校引入非学科
类校外培训资源。

“双减” 试点城市学科类培训机构
全面纳入预收费监管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