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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中国证券报》24日刊发
文章《经济复苏趋势明确 不存在系统性可持续性通缩
压力》。文章称，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物价数据有所
回落。专家表示，总体看，我国经济运行开局良好，经
济复苏趋势明确。低通胀不等于通货紧缩，我国不存
在系统性和可持续的通缩压力。

物价回落受阶段性因素影响

“一季度 CPI 涨幅回落主要受一些阶段性因素影
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
长付凌晖表示。

付凌晖分析，一是季节性因素。春节后随着市场
需求回落，价格一般都有回落。二是部分食品价格走
低。随着天气转暖，鲜菜上市量增加较多，价格环比和
同比均出现下降。同时，今年生猪供应充足，节后消费
需求有所减少，这些都带动CPI涨幅回落。三是能源价
格回落。四是汽车价格特别是燃油小汽车价格下降。
受汽车优惠补贴政策到期和排放标准调整等因素影
响，近期车企降价促销力度较大。

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看来，经济
基本面和高基数等因素使得近期物价有所回落。一方
面，供给能力较强。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有力支持下，
国内生产持续加快恢复，物流畅通保障到位。另一方
面，需求恢复较慢，消费意愿尤其是大宗商品消费需求
回升需要时间。同时，去年3月国际油价上涨和国内鲜
菜价格反季节上涨，也带来高基数扰动。

“虽然近期PPI降幅扩大、CPI涨幅收窄，但二者面临

的大部分压力都不会持续。”瑞银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汪涛表示，PPI去年四季度以来陷入同比下降的主要原
因是，一方面，全球需求乏力，叠加3月海外银行风险导
致投资者情绪走弱，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调，如石
油、有色金属等；另一方面，国内地产复苏和工业活动改
善均处于初期阶段，对商品需求的拉动作用尚不明显。

面对市场担忧，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
自强认为，近期物价有所回落与经济恢复的阶段有
关。当前处于经济复苏初期，物价回落符合经济传导
的时滞特点。

需求改善正逐步显现

物价有所回落，是否存在通缩风险？
“对‘通缩’提法要合理看待。”邹澜说，通缩一般具

有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的特征，
且常伴随着经济衰退。当前我国物价仍在温和上涨，
M2 和社融增长相对较快，经济运行持续好转，与通缩
有明显区别。

针对通缩风险，中金公司研究部首席宏观分析师
张文朗认为，我国目前处于经济复苏早期，需求驱动的
通胀正在回温，而非步入通缩周期，应从更多角度和指
标进行判断。比如，货币供应增速创新高，信贷持续改
善。在政策支持下，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速从去年三季
度开始连续改善，今年屡创新高。同时，内生信贷需求
可能也已从低点逐步恢复。

需求回暖迹象正在显现。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明明表示，一季度经济恢复较好，需求侧回暖节奏呈加

快趋势。
3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6%，比

1-2月份加快7.1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15%。高频数据
方面，截至 4 月 9 日，30 个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回
升，乘用车销量持续增长。

“可见，今年需求侧改善是渐进式过程，需要更多
时间显现。中长期看，不会出现通缩风险。”明明说。

不存在长期通缩或通胀基础

“随着金融支持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有望进一
步回暖，下半年物价涨幅可能逐步回归至往年均值水
平，全年CPI将呈‘U’型走势。”邹澜表示，中长期看，我
国经济总供求基本平衡，货币条件合理适度，居民预期
稳定，不存在长期通缩或通胀的基础。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亦表
示，我国经济不会陷入通缩。在他看来，国内消费和投
资处在温和复苏进程中。一季度全社会信贷增长较为
强劲，有助于扩大总需求。在政策支持和市场内生动
力逐渐增强环境下，我国经济不会陷入通缩局面。

综合多方面因素，经济将持续稳步复苏。长江证券
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认为，实体经济即将迎来低基数下的
同比高增。总需求政策及利率短期或难有松动，加之资
产负债表修复需要时间，居民信贷将渐进式转暖。

汪涛预计，参照我国经济实际潜在增速，二季度
GDP增速在低基数推动下将升至8%左右，下半年维持
在 5%以上。下半年CPI平均涨幅将升至 2.5%以上，全
年CPI平均上涨2%左右。

经济复苏趋势明确
不存在系统性可持续性通缩压力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姜琳、魏弘
毅）人社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孙晓丽
24 日表示，人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启动实施
2023年“三支一扶”计划，选派 3.4万名高校毕
业生到基层服务，计划实施继续向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倾斜，中西
部地区将占到中央财政补助名额的83.5%。

孙晓丽是在当天举办的人社部 2023年一
季度新闻发布会上作出的上述表述。她表示
将从四方面扎实推进“三支一扶”计划。

一是拓展服务岗位。紧紧围绕乡村振兴
战略需要、围绕基层实际发展需求，积极拓展
农技推广、水利建设、生态环保、医疗卫生等基
层急需紧缺岗位，不断优化人员招募结构。

二是强化培养使用。进一步健全“三支一
扶”人员培养培训体系，实施好能力提升专项
培训计划，大力提升人员综合素质和专业能

力，完善导师结对帮带等培养制度，立足岗位
强化实践锻炼。

三是健全服务保障。落实好工作生活补
贴、社会保险、期满服务等支持政策，加强对

“三支一扶”人员的关心关爱，积极为“三支一
扶”人员干事创业创造有利条件。

四是加强宣传引导。大力宣传鼓励高校
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政策措施和扎根基层、青
春报国的典型事迹，营造“到基层去、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成长成才的良好氛围。

“三支一扶”计划是人社部会同中组部、教
育部、财政部等 10 部门共同组织实施的高校
毕业生基层服务项目，自2006年实施以来，已
累计选派 51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
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服务等，对促进
基层事业发展、优化基层人才结构等发挥了积
极作用。

2023年“三支一扶”计划选派3.4万名高校毕业生

4月24日，参观者在上汽智己LS7展车边驻足观看。
2023第二十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举行，新能源汽车及相关产品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上海车展：新能源车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