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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270178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8%——

18日发布的2022年中国经济首季答卷显示，面对国际环

境更趋复杂严峻和国内疫情频发带来的多重考验，中国经济

迎难而上，开局总体平稳。

当前，国内外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加大，经济发展面临

较多困难和挑战，实现全年发展目标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一季度经济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

今年以来，国际形势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疫情呈现点多、

面广、频发的特点，对经济运行的冲击影响加大。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

晖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面对复杂局面，各地

区各部门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国民经济继续恢复。

主要宏观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一季度，中国GDP增速

高于上年四季度 0.8个百分点；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

5.5%，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1%。

外汇储备稳定在3.2万亿美元左右，国际收支状况保持稳定。

中国经济持续恢复的同时，“进”势继续彰显，高质量发

展取得新进展。

一季度，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上年同

期提高 1.3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比上年同期提高18.7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持续调整优化。

创新发展态势持续，绿色转型稳步推进。一季度，高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

比下降2.3%。

不过，3月份以来世界局势复杂演变，国内疫情影响持

续，有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部分主要指标增速放缓，经济

下行压力有所加大——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升高，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升至 5.8%；房地产销售下降，一季度商品房销售额下降

22.7%；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增长有所放缓，企业生产经

营困难有所增加……

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越是困难越要坚定信心、越要真抓实干。

3月份以来，全国疫情多发，对一些接触性行业特别是接

触性服务业冲击影响较大。

“疫情条件下，居民的批零住餐、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等

接触性、聚集性消费有所减少，给相关行业生产造成一定影

响。一些疫情严重地区的企业出现停产减产，交通物流受到

影响，也制约了工业生产。”付凌晖说。

付凌晖表示，下阶段，推动经济持续恢复，要坚持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加快推进已

出台政策早日落地见效，持续扩大内需，持续助企纾困，保障

基本民生。

就业是民生之本、社会稳定之基。针对就业压力有所加

大，付凌晖说，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推动减负稳岗扩就业，

积极稳市场主体保居民就业，做好大学生和农民工等重点群

体就业帮扶，促进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今年以来，主要受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因素影响，

国际能源市场不稳定性增加，中国能源安全保障面临一定

压力。

“要进一步落实已出台的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措施，积极

增加煤油气电等主要能源产品供给，积极应对国际能源价格

上涨所带来的风险，坚决守好民生用能底线，确保能源安全

稳定供应和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付凌晖说。

付凌晖表示，下阶段，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狠抓政策落实，力争早落地早

见效，有效应对突出矛盾，稳定经济基本盘，推动高质量发

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经济有望保持恢复发展态势

“从下阶段走势看，虽然短期经济运行存在一定压力，但

是从全年来看，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仍有不少有利条件。”

付凌晖说。

“三驾马车”有望保持平稳运行——

消费恢复态势有望持续。随着疫情影响逐步得到控

制，就业优先政策持续发力，将促进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

愿提升。

投资拉动作用有望提升。随着我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力度不断加大，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行业创新发展势头

增强，将有利于带动产业投资增长。同时，围绕国家重大战

略部署和“十四五”规划，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也有

利于投资扩大。

对外开放红利继续显现。尽管国际环境复杂严峻，但总

的看，世界经济仍在复苏，对中国出口产品需求仍会增加。

“我国出口企业在疫情条件下，适应外部需求变化的能

力比较强，同时稳外贸政策持续发力，共建‘一带一路’成效

不断显现，外贸新业态快速发展，都有利于进出口增长。”付

凌晖说。

此外，宏观经济政策将不断显效。针对近期经济下行压

力增大，各地区各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靠

前安排和加快节奏，积极帮扶市场主体，保障粮食和能源安

全，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兜牢民生底线。随着政策效果

逐步显现，将促进经济平稳运行。

“总的看，我国产业体系全，超大规模市场空间广，改革开

放红利多，经济治理能力强，能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从全年看，我国经济有望保持恢复发展态势。”付凌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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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本土疫情呈
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
病毒传播速度大幅变快，防
控形势十分严峻。打赢这
场战“疫”，做好民生保障工
作是根基。要细而又细牢
牢守住物资保供和医疗保
障的底线，决不能因为疫情
防控顾此失彼。

首先要保障百姓生活物
资供应。受疫情影响，部分
地区劳动力短缺、流通环节
不畅问题凸显。切实做好保
供保链工作，每个环节都要
未雨绸缪、全力以赴。生产
环节要鼓励和指导蔬菜生产
合作社、蔬菜生产企业种足
种好地产绿叶菜，尽力提高
蔬菜企业复工复产率，释放
采收劳动力；配送环节要压
实平台责任，对快递员、外卖
员等配送人员严格落实健康
监测和每日核酸检测，保证
他们健康安全地配送物资；
收货环节要积极组织志愿者
力量，做好配送物资消杀，打
通保供服务“最后100米”。

其次要确保百姓能紧急
就医用药。疫情形势越严
峻，越要保障好就医配药等
基本民生需求。畅通应急救
助电话和“绿色通道”，加强
交通运力统一调度、管理和
使用，确保急诊就医民众“出
得来、回得去”；各社区、各街
镇要千方百计、多措并举做
好群众配药续方工作；医院要优化医疗资源配
置，做好患者分类收治工作，尽最大努力做到急
诊“不停顿”，落实首诊负责制。

对特殊群体要重点保护。老年人、婴幼
儿、孕产妇、残疾人、重大病患者等是最需要
关心的群体。细而又细、实而又实做好特殊
人群保障工作，要加强对每个社区、每栋楼宇、
每户家庭的排摸梳理，了解特殊群体状况，各
类保供热线、求助平台不间断不断线，想方设
法“让药送得进家门”，让急诊病人就得了医，

多些暖心举措实招，
切实解决特殊群体
急难愁盼问题。

新华社北京 4
月18日电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记者 张辛欣）记者 18日从工

信部获悉，工信部建立汽车、集成电路、消费电子等重点产业

链龙头企业日调度机制，强化部省联动，加强通信大数据对

畅通物流的精准支撑，细化实化各项举措，确保重点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畅通。

工信部明确，抓实落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白名单”制

度，发挥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协调平台作用。坚持对各类企业

一视同仁，予以支持帮扶。扩大“白名单”范围，指导地方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细化工业企业疫情防控指引，按照“一

企一策”“一园一策”组织生产，保障物流畅通。

与此同时，工信部加强通信大数据对畅通物流的精准支

撑，优化通信行程卡服务，助力保障疫情防控期间重要物资

货运车辆及司乘人员顺畅通行。

工信部明确，落实落细中小企业帮扶政策，用好科技创

新再贷款和交通物流领域再贷款，支持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

业融资，帮助交通运输、物流仓储中小微企业缓解资金压

力。抓好重点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供应保障，每日对核酸检

测和抗原检测试剂、疫苗、重点药物、医疗装备等开展生产调

度和供应保障。按日进行需求对接，确保生产稳定、供应充

足。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运行监测和服务，帮助婴配乳粉企

业协调解决产品物流运输堵点断点问题。

抓实落细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白名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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