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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2022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水平保持增长
本报北京 5 月 9 日讯（记者熊丽）

国家统计局 9 日发布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保持增长。

2022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

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114029 元，比上

年增长 6.7%，增速比 2021 年回落 3 个

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6%；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65237 元，比上年增长 3.7%，回落 5.2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7%。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司长王萍萍表示，由于种种原因，具体

到个人的工资水平和增速，可能与全

国平均水平和增速差别较大，这需要

从行业、地区、单位类型、岗位以及单

位经营状况和个人具体情况出发进行

全面分析，理性看待。

数据显示，在 19 个行业门类中，

有 18 个行业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保

持增长，其中采矿业，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等行业城

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以下简称

“两类单位”）平均工资增速均相对较

高；房地产行业平均工资水平下降，

部分人员密集型或接触型服务业平

均工资增速较低。

具体来看，受国际能源价格上涨

等因素影响，2022 年，采矿业两类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增长 12%

和 9.3%；受人们对互联网学习、工作、

社交和网络购物需求量较大等因素

影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 业 两 类 单 位 平 均 工 资 分 别 增 长

9.4%和 8.1%；金融业两类单位平均工

资增速均为 15.6%，主要受行业结构

调整、减员增效等因素影响。低工资

保险业就业人员的减少是金融业平

均工资水平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

王萍萍表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的增长变化受多重因素影

响，既有宏观政策、社会经济大环境

等外部因素，也有单位改制、用工结

构变化等内部因素。比如，同为农林

牧渔业单位，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

单位的单位性质、从事工作所属行业

大类、就业人员类型都不相同，这些

因素都会导致工资增速差异较大。

教育行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多为公立

学校，而私营单位中培训机构较多，

受经济形势变化和政策调整的影响，

在 平 均 工 资 增 速 上 会 表 现 出 较 大

差别。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

员周茂华认为，不同区域薪资受区域

经济发展、区域行业结构影响，行业

内不同企业经营效益、不同岗位等也

都会对员工收入产生影响。未来，促

进城镇员工收入增长的关键是提升

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不断优化区域

产业布局，促进更加合理分配。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

家兼研究部总监庞溟表示，从结构层

面看，行业间、地区间工资水平的差

距，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中客观存在的城乡差距、行业差距与

地区差距。在劳动、资本、土地、知

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

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分配

机制下，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

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调动劳动者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都具有积

极促进作用。另外，也需要构建和完

善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

系，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提高中低

收入群体收入，使居民收入增长和经

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

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推动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

云南多举措激活消费潜能本报昆明 5 月 9 日讯（记者
曹松）今年以来，云南省聚焦恢

复和扩大消费，开展形式多样

的促消费活动，大力提振消费

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一季度，

云南消费市场呈快速回暖增

长势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 售 总 额 2780.65 亿 元 ，同 比

增长 7.5%。

近期，昆明市教场中路吸

引众多市民和游客打卡。500

多株蓝花楹绽放，装扮着 1.4 公

里浪漫花街。“这条街太美了，

我是专程赶来打卡的。”游客毕

兰说。

以花为媒，2023 第五届昆

明蓝花楹文化艺术节消费季顺

势启动，主办方不仅举办蓝花

楹摄影大赛、首届蓝花楹诗歌

节等活动，还通过联合周边商

圈以“文化+创意+消费”促进

文创、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

今年以来，云南旅游强势

复 苏 。 通 过“ 缤 纷 美 景 畅 游

云 南 ”等 商 旅 文 融 合 促 消 费

活动，云南营造高品质购物、

餐 饮 、游 览 等 消 费 新 场 景 。

一 季 度 ，全 省 限 额 以 上 住 宿

业 、餐 饮 业 营 业 额 同 比 分 别

增长 64%、32.5%。

2023 云南彩云消费博览会近日在昆

明举行。组委会通过线上线下共发放不低

于 100 万元现金消费券，商家设置了满减、

打折、满赠等多种促销活动，释放消费潜

力。以展促销、以会促购，云南各州（市）积

极开展大型促消费专场活动、商超好物节，

大理、玉溪、楚雄等多地举办

汽车展销会、博览会助力消费

复苏。

云南加力提振市场信心，

推进各项促消费政策落地，经

济循环加快改善。通过多次

发放彩云消费券，开展消费促

进月、“昆明购车补”等惠民活

动，稳定汽车、家电等大宗商

品消费，一季度云南限额以上

单 位 金 银 珠 宝 、体 育 娱 乐 用

品、通信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

售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3.3% 、

15.2%、14.5%。限额以上单位

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

额同比增长 34.6%。一季度限

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类商

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73.4%，新

能源汽车市场保持高位增长。

据统计，一季度云南规模

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 17.9%，高于全国 12.9 个百

分点，全省服务业加快恢复。

“3 月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 额 1053.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是近一年来首次在月度

实现两位数增长。”云南省商

务厅副厅长浩一山介绍。

接下来，云南省还将开展

2023 年新能源汽车下乡、发放“彩云家电

消费券”等汽车家电促消费活动，稳定扩大

大宗消费，围绕“彩云惠民季”“彩云购物

节”“彩云暑期惠”“彩云金秋购”“彩云年终

惠”五大主题，举办南博会等 18 场展会，打

造畅购“6·18”等 40 个消费场景，进一步激

活消费潜能。

一季度我国服务贸易同比增长 8.7%
旅行服务恢复明显

本报北京 5 月 9 日讯（记者冯其
予）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

度 我 国 服 务 贸 易 继 续 保 持 增 长 态

势。服务进出口总额 15840.1 亿元，

同比增长 8.7%。其中出口 6805.1 亿

元，下降 4.7%，降幅比前 2 个月收窄

7.1 个百分点；进口 9035 亿元，增长

21.6%；服务贸易逆差 2229.9 亿元。

知 识 密 集 型 服 务 贸 易 占 比 提

升。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

6947 亿元，同比增长 12.8%，占服务

进出口总额比重达 43.9%，同比提升

1.6 个百分点。其中，知识密集型服

务出口 4155.7 亿元，增长 18.7%；增

长较快的领域是保险服务，增幅达

276.4% 。 知 识 密 集 型 服 务 进 口

2791.3 亿元，增长 5.1%；增长较快的

领域是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

业服务，分别增长 35.4%、20.5%。

旅行服务明显恢复。一季度，

旅行服务进出口 3376.3 亿元，同比

增长 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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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提升 民营企业外贸占比超五成

我国外贸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本报北京 5 月 9 日讯（记者顾阳）从

海关总署获悉，今年前 4 月我国进出口

总 值 13.32 万 亿 元 人 民 币 ，同 比 增 长

5.8%。其中出口 7.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6% ；进 口 5.65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0.02%。从当月来看，4 月份我国进出口

3.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8.9%。其中，出口

2.0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8%；进口 1.41

万亿元，下降 0.8%；贸易顺差 6184.4 亿

元，扩大 96.5%。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

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回升向

好态势，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前 4 月

进出口同比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1 个百分

点。海关月度调查显示，出口订单增加

的企业占比已经连续 4 个月提升，外贸

稳中向好势头进一步延续。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流动性收缩、

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持续高位运行的情

况下，我国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较快

增长，出口结构也得到持续优化。

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提升。前 4 个

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8.72 万亿元，同

比增长8.5%，占我国外贸总值的65.4%，比

去年同期提升 1.6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5.01万亿元，同比增长 14.1%；进口 3.71万

亿元，同比增长 1.8%。同期，加工贸易进

出口2.38万亿元，下降9.8%，占17.9%。

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增长。前 4 个

月，东盟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

位，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 2.09 万亿元，

同 比 增 长 13.9% ，占 我 国 外 贸 总 值 的

15.7%。其中，对东盟出口 1.27万亿元，同

比增长24.1%；自东盟进口8200.3亿元，同

比增长 1.1%；对东盟贸易顺差 4515.5 亿

元，扩大111.4%。欧盟为我国第二大贸易

伙伴，我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 1.8万亿元，

同比增长 4.2%，占 13.5%。美国为我国第

三大贸易伙伴，我国与美国贸易总值为

1.5万亿元，下降4.2%，占11.2%。

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合 计 进 出 口 4.61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其中，出口 2.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6%；进口 1.85 万亿元，同比增长 3.8%。

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超五成。前

4 个月，民

营企业进出口

7.05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5.8%，占我国外贸

总值的52.9%，比去年同期提升4.6个百分

点。国有企业进出口 2.18万亿元，同比增

长5.7%，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6.4%。

4 月 25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

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意见》，从强化

贸易促进拓展市场、稳定和扩大重点产

品进出口规模、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

加快对外贸易创新发展、优化外贸发展

环境等方面作出工作安排，确保实现进

出口促稳提质目标任务。吕大良表示，

民营企业是我国外贸最大主体，进出口

保持了良好势头，随着相关促进外贸稳

规模优结构政策措施的落地实施，我国

外贸企业的信心活力将得到更大提振和

释放，将有力推动全年外贸促稳提质。

值得关注的是，汽车再次成为我国

出口核心拉动力之一。前 4个月，我国出

口 机 电 产 品 4.44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5%，占出口总值的 57.9%。其中，汽车

出口 2045.3 亿元，同比增长 120.3%。专

家表示，在政策利好和我国新能源汽车

积累的发展优势下，未来汽车出口仍将

保持良好增长趋势。此外，服装及衣着

附件、塑料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也保持了较快增长。

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国家

进口研究中心主任魏浩表示，新一轮稳

外贸政策接连出台，将助力我国外贸进

出口实现平稳发展。一般贸易进出口比

重提升、民营企业外贸占比持续加大等

变化，体现了我国外贸发展方式正在加

快转变，也彰显了我国产业链的巨大韧

性和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对于 4 月份出口超预期增长，专家

分析，除了去年同期出口基数较低的因

素外，去年末今年初疫情造成的出口订

单积压，也对出口增长形成了一定的支

撑。综合研判看，预计外贸进出口较快

增长的态势仍将继续延续，有助于推动

全年外贸促稳提质。

教育部办公厅发布通知

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毕业生就业
本 报 北 京 5 月 9 日 讯（记 者 李

丹）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发布通知，要

求各地方教育部门、高等学校做好

2023 年高等学校开发科研助理岗位

吸纳毕业生就业有关工作。

据了解，为鼓励各高校吸收外校

毕业生应聘科研助理岗位，教育部将

把跨校招录人数和比例作为相关考

评参考依据，并将把科研助理岗位及

实聘人数作为安排推荐免试攻读研

究生名额的重要参考因素。

通知要求，各单位要积极吸纳应

届毕业生从事博士后、科研辅助研

究、实验技术、技术经理人、学术助理

等科研助理工作，各高校建设的大学

科技园、技术转移中心等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机构要积极吸纳应届毕业生

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大幅扩

大科研助理岗位。各高校结合自身

情况，统筹利用科技计划项目结余资

金等用于科研助理岗位经费支出，为

科研助理岗位提供长期稳定支持。

新冠结束紧急状态后仍需做好防控

吴佳佳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

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 5 月 8 日召开发布

会指出，结束“国际关注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

不意味着新冠疫情的结

束，而是表明，以人类目

前的能力，可以有效控制

这种危害，各国要从应急

模式过渡到新冠疫情与

其 他 传 染 病 一 同 管 理 。

接下来，各地各部门要继

续落实“乙类乙管”各项

措施，以保护好人民群众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新冠疫情不再是全

球卫生紧急状态，意味着

各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

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控措

施，进一步减少和消除跨

国交通、贸易、旅行、留学

等方面的限制，增加全球

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的

便利性。对于我国而言，

将 有 利 于 包 括 贸 易 、旅

游、学术交流等在内的国

际交往，有利于将更多精

力和时间用来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然而，我们也要意识

到，新冠病毒仍在不断变

异，疾病危害仍然存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

布的监测数据显示，我国

仍 处 在 新 冠 病 毒 的 一 个 流 行 进 程

中。全国发热门诊监测结果显示，

“五一”假期期间，我国部分地区疫情

出现小幅上升。今后国际交流限制

措施减少，可能会加快病毒的输入和

传播。

流行病回溯研究显示，每一个人

都是新冠病毒的易感人群。也就是

说，没有在第一波疫情高峰感染新冠

病毒的人群，在后续仍有极大可能性

被感染。比如，“五一”

假 期 结 束 后 ，部 分 人 群

出现了“补阳”的情况。

对于此前感染过新冠病

毒 的 人 群 来 说 ，在 免 疫

力 低 下 的 情 况 下 ，也 有

可 能 再 次 感 染 。 此 外 ，

新冠病毒感染的症状因

人 而 异 ，对 于 免 疫 力 正

常 的 人 群 来 讲 ，再 次 感

染 的 症 状 会 越 来 越 轻。

但对于免疫力低下的人

群，症状基本不会减弱，

甚 至 会 加 重 或 出 现“ 长

新冠”症状。

因 此 ，接 下 来 我 们

还需要继续坚持必要的

防控措施，以应对可能出

现的疫情风险。2023 年

1 月 8 日，我国已依法将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从“ 乙 类

甲 管 ”调 整 为“ 乙 类 乙

管”，实现了疫情防控平

稳转段。我们要落实好

“乙类乙管”各项措施，

包括坚持有效地监测新

冠病毒变异情况和疫情

的 发 生 发 展 情 况 ，同 时

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完

善公共卫生体系。对一

些 高 危 人 群 和 重 点 人

群，继续加强疫苗接种，

继续强化临床救治能力

特别是重症救治能力。

对 于 公 众 自 身 而

言 ，需 要 继 续 做 好 个 人

防护和健康管理。比如，在公共场所

和人员密集场所佩戴口罩，保持手卫

生、社交距离等行之有效的预防感染

习惯。出现发热、咳嗽、乏力、全身酸

痛等症状要及时到发热门诊就医，在

医务人员的指导下合理用药。感染

者非必要不外出，不带病上学或上

班，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

不参加聚集性活动，如需外出应全程

佩戴 N95 或 KN95 口罩等。

河 湖 治 理 显 成 效
5 月 8 日拍摄的位于江苏省如皋市的焦港河。焦港河去年被水利部选

定为 7 个国家级幸福河湖试点项目之一，也是江苏省内的唯一试点河湖。

随着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综合治理工程的推进，焦港河流域生态环境不断

提升，河道防洪和航运承载能力也有所增强。

吴树建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