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 版
2013年2月27日 星期三2013年2月27日 星期三

数据解读数据解读

本版编辑 许红洲 周 雷

点评：中国烹饪协会最新调研报告显示，

春节期间，北京、上海、苏州、成都等大中城市

的高端餐饮、会所等生意冷清，营业收入普遍

同比下降约 20%，个别四星、五星级酒店餐饮

出现春节歇业现象。

与高端餐饮生意下滑相对照，大众消费

市场红火。成都市红杏酒家、红高粱酒楼、大

蓉和等 15 家餐饮企业节日前 4 天营业额同比

增长 16.9%。天津 150 家重点企业节日前 5 天

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8.5%。

在全国“厉行勤俭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

背景下，餐饮市场变化明显，公务宴请和排场

消费减少，大众餐饮和节俭餐饮走强。相关部

委和协会也及时加强了对餐饮业发展的引导。

中国烹饪协会日前发出倡议，要求广大餐饮企

业强化节俭自律意识，引导合理消费，加快转

变经营方式，满足节俭消费需求，在餐饮行业

树立文明、健康、科学、节俭的风尚。一些餐饮

企业开始积极调整经营策略，眉州东坡、湘鄂

情、俏江南、顺峰等知名品牌取消最低消费，多

家餐饮企业开展杜绝“舌尖上的浪费”活动，推

出“半价菜”、“小份菜”、“拼盘菜”，受到消费者

欢迎。据统计，一些餐饮企业浪费现象较以往

减少约80%，餐厨垃圾减少50%。

当前，餐饮业普遍面临着成本上升压力，

部分企业则经历着市场阵痛，出现了利润下滑

的现象。在此情况下，餐饮业更应认清形势，明

确战略，坚定不移地发展节约型餐饮。只有贴

近市场需求，做好特色产品与服务，真正提升

竞争力，餐饮业才能赢得新机遇。

文/周 雷

春节高端餐饮营业额普降两成

节约型餐饮迎来商机

本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海关总署日
前发布数据显示，2013 年 1 月份，我国进口
煤炭 3055万吨(含褐煤)，同比增长 56.3%。

从 2012 年 4 月份开始，我国煤炭进口量
一路攀升。2012 年，我国累计煤炭进口 2.9 亿
吨，同比增长 29.8%。净进口 2.8 亿吨，同比增
长34.5%。进口煤对国内市场的调节作用明显
增强。在进口煤大幅增加的背景下，我国煤炭
出口量大幅下降。2013年 1月，硬煤及褐煤出
口量为 73万吨，同比下降 27.1%；煤炭出口金
额为11988.7万美元，同比下降34.9%。

1月煤炭进口同比增长逾5成

本报讯 记者暴媛媛报道：海关数据显
示 ，今 年 1 月 ，我 国 纺 织 品 服 装 出 口 额 约
246.9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74%，增幅较上
月扩大 3.91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2.45%，增幅
较上月缩小 12.46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纺
织纱线、织物及制品 91.8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59%，环比增长 7.11%；出口服装及衣着附
件 155.1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05%。

1月纺织服装出口246.9亿美元1月纺织服装出口246.9亿美元

本报讯 记者刘瑾报道：2012 年，我国
8057 家规模以上有色金属工业企业(不含黄
金、稀土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1370 亿
元，同比增长 15.1%，实现利润 1558 亿元,同
比下降 8.9%。

据悉，有色金属采选、冶炼行业利润分别
为 411 亿元和 393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5.1%
和 34%。在主要冶炼品种中，铝冶炼利润同
比下降 92.7%，降幅最大，全年仅实现利润
9.3 亿元。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实现利润 666
亿元，同比增长 12.9％，铜、铝压延加工利润
均有所增长。

去年有色金属业利润下降8.9%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为方便企业通
关，苏州工业园区海关春节期间加班服务，共
验放报关单 1120 票，监管货运量 965 吨，货
值近 1亿美元。

海关总署、南京海关在节前就启动通关
应急预案，要求确保春节假期通关顺畅。苏
州工业园区海关根据园区特殊情况增加了 1
天加班，确保进出口企业高效便捷地通关。

苏州工业园区春节通关近1亿美元苏州工业园区春节通关近1亿美元

中国制造业 PMI 指数走势显示，我国经

济趋稳回升态势已初步形成，今年经济运行

开局良好，预计全年将保持平稳向好发展基

本态势。

从国内来看，宏观调控政策取向有利于保

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中央强调要保持宏观

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着力提高针对性和

有效性，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加强政策协

调配合。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也较为坚实，

消费和投资拥有增长空间。

基 础 建 设 投 资 将 继 续 助 力 经 济 回 升 。

2012 年以来，国家启动了一批事关全局、带动

性强的重大项目以及加快已确定的基础建设

项目进度，之后陆续批复城市轨道交通、公路

建设等项目，城镇化建设将提速。基建投资对

经济拉动作用会进一步显现。今年 1 月份，非

制造业 PMI 指数中，土木工程建筑业的商务

活动指数和新订单指数环比双双上升，特别是

新订单指数达 58.5%，创去年 3 月以来最高纪

录；业务活动预期指数 63.6%，显示后期基础

建设投资增速稳中有升。

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回升的支撑作用

明显。从 PMI 数据来看，服务业商务活动指

数去年均值达 54.9%，高出制造业 PMI 全年

均值 4.1 个百分点；在制造业中，与终端消费

需求密切相关的农副食品加工业、服装服饰

业、计算机通信设备、电气机械设备等行业

PMI 平均水平，明显好于基础原材料行业。这

种态势在今年将进一步延续。1 月份，消费性

服务业的经营活动和市场需求较去年 12 月

份均有明显提升。其中，零售业表现最为明

显，指数位居 19 个行业之首。其商务活动指

数 71.1%，环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

数 67.6%，环比上升 6.0 个百分点，反映出我国

社会居民消费潜力巨大。近期，国务院批转了

《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有利于带动消费增长。预计今年居民消费增

长有望达到 15%左右。

从外部环境来看，整体趋势向好发展。1

月份，全球制造业 PMI 为 51.5%，已是连续两

个月运行在 50%以上。结合国内外主流机构

的预测来看，今年世界经济增长有望达 3.5%，

世界贸易增长有望回升到 4.5%。今年我国出

口上一个大的台阶虽有困难，但出现较大滑坡

的可能性也较小。

因此，今年经济发展总体形势可能好于去

年，主要好在增速更为平稳，波动性减小，特别

是伴随着改革的深入，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经

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明显回升。

但也应该看到，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复

杂多变，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仍然艰难曲折。

同时，我国经济增速持续回落过程中暴露出

来的矛盾和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当前

多数企业依然面临成本上升、订单不足等多

重压力，微观经济活力不足。近期 PMI 表现

“一升两降”状况需要引起重视：最近两月制

造业购进价格指数升幅均超 3 个百分点，今

年 1 月份达 57.2%，重回高位，须警惕上游产

品价格再次出现加快上涨趋势；新出口订单

指数最近两月连续回落，重回 50%以下，显

示外部需求不确定性较大；小企业 PMI 指数

持续低迷，去年 4 月以来一直在 50%以下，今

年 1 月份比去年 12 月份下降 1.9 个百分点，降

至 46.2%。

从 PMI 看走势：今年经济平稳向好发展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 陈中涛 武 威

宏观经济的主要先行指数——中国制造业PMI指数连

续5个月回升，最近4个月均在50%以上。今年1月，中

国制造业PMI为50.4%。当月新订单指数上升，需求基础

进一步巩固，供需关系有所改善；原材料库存指数上

升，企业信心增强

““

2012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69.2%，比上年末下降 0.60 个百分点，

这是相当长时期内首次出现下降

69.2%

记者：不少人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后，我

国未来经济增速将放缓。您怎么看？

蔡昉：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短期内的确
会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但是，如果能利用倒逼
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反而能提升发
展质量。

需要注意的是，在人口红利消失后，有些
地方可能通过过度扩张投资、增加需求的方
式把经济增速拉上去。这种刻意超越潜在增
长率的做法，将造成产能过剩、通货膨胀、产
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资源环境超出承受能
力等严重后果。

记者：从制度层面看，该如何应对劳动年

龄人口比重下降的趋势？

蔡昉：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根本原因是
人口的结构变化。或许一定程度的人口政策
调整，有助于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形成相对
均衡的人口结构，但很难阻挡人口老龄化。因
此，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主要还应从经济政
策和体制调整出发，着力开发制度红利。

首先，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
市化，稳定和扩大劳动力供给，继续从资源重
新配置中获得生产率的提高。研究表明，如果
在 2011 年至 2020 年期间，每年把劳动参与
率提高 1 个百分点，GDP 的年均增长率可以
提高 0.88 个百分点。这方面的潜力在于农业

转移劳动力。目前，我国有大约 1.6 亿进城农
民工由于没有城市户籍，劳动力供给不稳定、
不充分。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他们转变为真
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使他们稳定工作到法
定退休年龄，可以大幅提高整体劳动参与率。

其次，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
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将提高。例如，目前作为农
民工集中就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和劳动
密集型第三产业岗位，分别要求平均受教育年
限9.1年和9.6年，而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和
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岗位，则分别要求平均
受教育年限10.4年和13.3年。根据2011年农
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估算，他们的平均受教育
年限仅为9.6年。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平均人力
资本尚不能适应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
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因此，加大人
力资本培养力度，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
使其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技能要求，是人口红
利消失后实现持续增长的必要保障。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至59

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

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末下降0.60

个百分点。这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相当长

时期里首次出现下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预

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至

少在2030年以前，会稳步、逐步有所减少。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出现下降，受到广

泛关注。有人认为，这意味着多年来支撑经济增

长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也有专家指出，由于中

国劳动人口总量规模较大，劳动力资源仍是中

国最大的资源优势。

如何客观看待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比重下

降？这一变化将对制造业发展产生哪些影响？就

此，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

所所长蔡昉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人口红利衰减倒逼制造业转型
本报记者 林火灿

记者：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比重下降，对于

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

蔡昉：总的来看，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
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我国二元经济条件
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会逐渐消失，经济增
长所依靠的源泉和需要应对的问题也会发生根
本性的变化。

记者：各界很关注人口红利问题。在您看

来，我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吗？

蔡昉：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
的持续增长，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口抚养比的持
续下降。如果一个国家人口变化具有人口红
利，那么劳动力供给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
因素；人口抚养比降低也可使经济增长中创造
的财富被积累起来。另外，劳动力无限供给还
可以延缓资本回报率下降。只要有资本积累，
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率，就可以保持经济增长
速度。剩余劳动力还能大规模地从农业转向生
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在这样的发展阶段，经
济增长可以依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生产率提
高也主要来自于劳动力的重新配置。

我们看到，在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
之前，我国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过
去 30 多年来，我国接近 10%的 GDP 增速中，资
本积累贡献了 7.1 个百分点，劳动力投入贡献
了 0.8 个百分点，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提高贡
献了 0.4 个百分点，人口抚养比下降贡献了 0.7
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贡献了 1 个百
分点，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中，大约一半来自
于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人口红利将逐
渐消失。当然，我们通过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
还可以挖掘很多增长潜力。人们可以将之称作
继续开发人口红利，也可称作延缓人口红利消
失。但总的来说，人口红利并非永恒，我们将从
二元经济发展阶段逐步进入更加成熟的增长阶
段，开发新的经济增长源泉，这并非坏事。

趋势

人口红利
逐渐消失

记者：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规模较大。

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对于制造业特别是劳动

力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具有怎样的警示意义？

蔡昉：在劳动力丰富的发展阶段，通过发
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挥比较优势，兑现人
口红利，是我国实现人类历史上鲜见的经济
增长奇迹的重要原因。随着人口红利消失，我
国制造业必然要经历严峻的调整过程，企业
应认清形势，做出正确研判。

有人担心我国会出现东亚经济体历史上
发生过的“雁阵模式”，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劳
动力成本提高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转
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我认为，
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大规模转移到东南亚
国家的可能性不大。作为一个地区发展不平
衡的庞大经济体，劳动力人口减少，可以进一

步推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加快从东部沿海向
中西部地区转移。

劳动力成本优势消失后，产业结构调整
也并非一定要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
转变。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调整，主要不是生
产要素密集度的变化，而是经济发展方式的
转变，即从过去依靠人口红利相关的增长源
泉，转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
增长轨道上来。人口红利消失后，制造业应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再有任何拖延
的余地。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需要依靠科技进步等
因素，但最终需要依靠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
使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得以生存和壮大，而低
效率企业则被淘汰。因此，应注意构建更加坚
实的社会安全网，确保一些传统岗位被淘汰

后，劳动者能得到必要的社会保护。
记者：在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背景下，不

少人担心制造业企业“招工难”的问题可能加

剧。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蔡昉：其实，劳动力供给速度减慢，普通
劳动者工资上涨，企业招工难和用工成本提
高的问题自 2004 年就开始了。2004 年至
2011 年期间，农民工工资的年平均实际增长
速度超过了 12%，并且呈现逐年加速的趋势，
这个趋势今后仍将持续。

“招工难”问题，既关乎民生也影响经济
增长的可持续性。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招
工难”是一个需要引起企业重视结构调整和
转型升级的市场信号。从政策层面上看，我们
应抓住“招工难”现象背后的劳动力市场新特
征，改变传统政策思路，消除认识上的固化和
偏颇，防止决策失误。例如，要重视研究结构
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
创业、转岗和在岗培训；重视周期性失业现
象，在调整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把就业置
于优先地位，根据就业状况把握政策的方向
和力度，等等。

影响

制造业转型更迫切

对策

着力开发制度红利

☞ 过去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但人口

红利并非永恒，我国将逐步进入更加成熟的增长阶段

☞ “招工难”是一个需要引起企业重视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市

场信号。制造业亟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应主要从经济政策和体制调整出发，着

力开发制度红利，提升发展质量

劳动力不可能无限

供给。据专家蔡昉介绍，

劳动力供给速度减慢，

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

企业招工难和用工成本

提 高 的 问 题 自 2004 年

就开始了。

左图：今年春节后，

南昌火车站附近站前路

一家店面前摆放着急聘

信息。

新华社记者

周 科摄

招工难仍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