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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8.1%！2021年GDP增速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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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两条差评，又有消费者和“商

家”对簿公堂。

1月17日，有媒体报道称，两名网友

因在社交媒体上，对某考研网站的评价

中包括“虎视眈眈在微信上拉架，谁敢

实名谁必定被网暴”以及“烂、白给都不

要、恶心”等用词，招来了后者侵犯名誉

权的诉讼。不久前，法院一审判决结果

出炉：构成名誉权侵权，需向原告道歉

并作出经济赔偿。

法院落槌，但风波却没有就此落下

帷幕。目前当事三方都已上诉，而因风

波所引发的热议也才刚刚开始：“做的

不好还不能说了？”

在事情全貌尚未浮出水面的时候，

是非如何暂且不论，但有一点是明确

的———法律的事自有法律来评判。文章

中直言，法院审理认为，发表的言论要

符合名誉权侵权的全部构成要件，还应

当考虑信息网络传播的特点并结合侵

权主体、传播范围、损害程度等具体因

素进行综合判断。“虎视眈眈在微信拉

架”“被网暴”用词系侮辱或诽谤原告，

构成名誉权侵权。

单说名誉权侵权的问题，还是那句

老话，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匿名也不

代表无人可查。健康文明的网络语言环

境之下，不能任由“语言放飞”，没人可

以剥夺我们的“差评权”，但前提是守规

矩，讲证据。

要知道，评论和侮辱、诽谤之间，还

隔着一个“武德”，万万不能发泄爽了，

罔顾事实，差评变恶评。而公民、法人的

名誉权本就受法律保护。更何况现今时

代，名誉权已成为一项无形的财产，名

誉权被损，有理有据的情况下，拿起法

律武器保护自己，没什么可说的。至于

舆论为什么会出现“一边倒”，可能就是

一个新的问题了———在消费者的观念

里，差评机制正逐渐“名存实亡”。而当

司法判决与公众认知出现偏差，往往

就会成倍放大消费者的不安全感，进

而导致消费者在刻板印象的支配之

下，群情激愤。这是心理学的现象，更

是“社会学”的问题。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差评成了一

种负担。在屡屡见诸报端的社会新闻

里，消费者一面要担心电话轰炸中的报

复威胁，一面又要背上“生活不易”桥段

里的道德谴责。愤怒地打开手机敲出

一长串差评，却在发送的前一秒默默

删除，最后一个零字评论的五星好评，

仿佛成了消费者最后的倔强。

畸形的“五星差评”，是讽刺，更是

警钟。差评的本质是一种督促，但在“好

评刷单”和“种草笔记”的真真假假之

间，差评却成了不少商家眼里的洪水猛

兽。恶性循环之下，差评机制“名存实

亡”，网购环境也变得虚实难测。根治这

个问题，商家的自律，监管的到位，缺一

不可。

回到这场风波，结论也很简单：保

护消费者的“差评权”，和保护公民、法人

的名誉权，并不冲突。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尊重“差评权”
但差评也要讲武德

杨月涵

警惕“物传人”国际快递如何收取才安全

奥密克戎来势汹汹，严防“人传人”的同

时，也需警惕“物传人”。在1月17日的北京市

第267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全国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家组成员庞星火提到，北

京于15日新增的1例本土奥密克戎确诊病

例，自述近期曾收发国际邮件。“结合病例流

调，可疑物品样本检测结果和病例标本基因

测序结果，不排除其经境外物品感染病毒的

可能。”庞星火总结称。

“近期曾收发过国际邮件”

1月15日北京通报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后，1月16日-17日9时，北京无新增本

土确诊病例。15日病例报告后，初步流调及

大数据比对发现，“确诊病例14天内无外省

市旅居史，无相关病例接触史”的状况也让人

疑惑病毒从何而来。经过相关部门24小时进

一步流行病学调查，全方位的风险点位排查、

采样检测、阳性货物排查和基因测序，部分线

索才浮现出来。

“病例自述近期曾收发过国际邮件。”庞

星火在会上介绍，该国际邮件于1月7日自加

拿大发出，途经美国及中国香港到达北京，病

例于1月11日收到邮件。病例自述，在此期间

其仅接触邮件包装外表面和文件纸张首页，

未接触包装内表面和其他纸张。

对此，北京疾控采集了该国际邮件环境

标本22件，其中包装外表面2件、内表面2件

以及文件内纸张标本8件，经核酸检测均为

阳性，并检测出奥密克戎变异株特异性突变

位点。此外，采集了同一来源发往另一地点

尚未拆封的国际邮件环境标本54件，检出5

件阳性，其中外包装阳性1件和文件内纸张阳

性4件。

庞星火表示，结合病例流行病学史、可疑

物品样本检测结果以及病例标本的基因测序

结果，不排除其经境外物品而感染病毒的可

能。截至目前，在运输途中可能接触人员共8

人，除病例外其余接触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

而在病例报告的海淀区，副区长林航介

绍，截至1月16日，北京共判定病例密接69

人，其中海淀55人，均已落实管控，核酸结果

均为阴性。截至16日24时，海淀区通过“敲门

行动”，累计摸排涉疫情人员1976人、居民主

动报告3658人。同时，迅速启动核酸应急检

测机制，采用集中采样、特殊人群和高风险人

群上门采样的方式，累计采集人员样本

13373件、环境样本692件，除病例及其家中、

工作单位环境样本18件为阳性外，其余均为

阴性。

“在此基础上，全区应急开放30个临时

核酸检测点位，为与病例轨迹存在时空交集

的居民，也包括同住人员、同办公室人员或频

繁接触人员提供48小时内两次核酸检测，并

接受愿检尽检，截至目前已采样11824人，结

果均为阴性。”林航说。

坚持“人、物、环境”同防

“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下，

“人”“物”同防不可忽视。庞星火表示，既往我

国多个省（市）也曾报道经冷链或非冷链物品

传播的案例，近期我国多地也曾有境外邮件

及其他物品阳性的报道。新冠病毒可在低温

下长时间存活，冬季经物传播的风险增大。

值得一提的是，过往进口产品或是此次

北京国际邮件均是在外包装上检测出阳性，

这对物流防疫把控提出了较高的挑战。一位

物流从业人士表示，当货物进入国内，物流商

通常只能在箱体上进行消杀，而在清关环节，

海关也很难做到将所有物品进行开箱查验消

毒。个人邮件涉及隐私，他人若是拆封也是违

规行为。“因此个人做好防护很重要，在收到

跨境物品后，要注意自行将其消毒处理。”上

述人士指出。

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廖凌竹表示，

将严格做好国际邮件互换局（交换站）等国

际邮件快件处理场所消毒、通风等工作，进

口国际邮件快件，要在进入生产处理环节之

后，第一时间进行全面消毒，确保邮件快件

外包装消毒到位、车辆消毒到位、分拨处理

形成闭环。同时，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加

强进口冷链食品等重点物品生产经营风险

管控。

中通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

称，北京管理中心已第一时间对北京转运中

心和京南转运中心的操作场地进行了几十个

点位的采样核酸检测，并安排第三方核酸检

测机构入驻转运中心，方便员工进行核酸检

测。另外，北京转运中心符合条件的员工加强

针均已完成接种。

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陈燕燕认为，

一方面需要加强进口供应链各个节点的把

控，特别是在非常时期，减少疫区送至的邮快

件；另一方面，国际文件类寄递无纸化也是可

思考的尝试。

会上，庞星火建议，目前全球奥密克戎变

异株引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高发，在国外疫情

高发期间尽量减少购买境外商品，若收到境

外邮件或物品时，要正确佩戴口罩和一次性

手套，减少直接接触和交流。尽可能在固定地

点取件，实现无接触交接，如需当面签收，请

与快递员保持安全距离。

“拆件时尽量在户外进行，外包装不要拿

回家中，要按照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如需拿

回家中，可用含氯消毒剂或75%酒精对内外

包装进行全面消毒。处理完邮件后及时摘下

手套，认真进行手消毒或清洗双手，更换口

罩，避免用不清洁的手触碰口、眼、鼻。”庞星

火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杨月涵何倩实习记者韦璐

经济总量突破110万亿元

去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

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年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预期目标为6%。从2021年全年统计数

据来看，8.1%的经济增速已远高于这一预期

目标。

宁吉■表示，这一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

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同时，经济总量达114.4

万亿元，突破110万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

达17.7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经济

的比重预计超过18%。此外，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80976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2551美

元，突破了1.2万美元。

“经济总量达到110万亿元，确实是一个

标志性事件，人均GDP也相应提高了。过去一

年，我国经济总量规模和人均水平都是持续

提高的，这意味着我国综合国力、社会生产

力、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宁吉■说。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

主任徐洪才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2021年经济运行总体上是向好的，取得

这个成绩是不容易的，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

的情况下，8.1%的经济增长是符合预期的”。

在他看来，这主要得益于各项政策落实得比

较到位，通胀控制比较好。而众多影响因素

中，贡献最大的是外贸，因为去年我国内需转

弱，外贸增长21.4%，拉动力非常显著。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

年货物进出口总额391009亿元，比上年增长

21.4%。其中，出口217348亿元，增长21.2%；

进口173661亿元，增长21.5%。

宁吉■分析称，全年三大需求对经济增

长都作出了积极贡献。2021年，最终消费支

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分别拉

动经济增长5.3、1.1、1.7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分别为65.4%、13.7%、20.9%。

不过，在中国民生银行高级宏观研究员

王静文看来，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贡献

率为65.4%，较前三季度已下降了0.6个百分

点，居民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显得乏力。此外，

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放缓，基建投资未能如

期复苏，全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贡献率为

13.7%，较前三季度下降1.9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民生保障

方面的工作做得如何？

徐洪才表示，民生保障最重要的是就业、

居民收入增长，去年这两项工作亮点很多。此

外，物价方面，CPI比上年上涨0.9%，相对来说

也是不错的，PPI虽然比较高，但最近两个月

有所下滑。“米袋子”“菜篮子”工程提供的保

障，使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没有大幅上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全年城镇新

增就业1269万人，比上年增加83万人；全年全

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1%，比上年平

均值下降0.5个百分点。

宁吉■表示，我国过去一年，城镇新增就

业增加和调查失业率稳定，都达到了预期目

标。经济持续恢复发展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

位，奠定了就业的基础。同时，就业优先政策

发力显效，一系列援企稳岗帮扶政策，对于高

校毕业生、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就

业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居民收入方面，2021年全年全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9.1%，两年平均名义增长6.9%；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与经济增

长基本同步。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

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333元，中间偏下收

入组18446元，中间收入组29053元，中间偏

上收入组44949元，高收入组85836元。

宁吉■表示，2021年民生保障有力有效，

人民群众获得感增强。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

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分别比

上年名义增长9.6%、11%、10.2%。此外，2021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50，比上

年缩小0.06。

在消费方面，2021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

上涨0.9%，低于3%左右的预期目标。全国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2.4万元，实际增长12.6%。2021

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8%，比上年降低

了0.4个百分点。

今年继续扩内需促消费

“今年是我国经济逐步回归常态运行的

一年，但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有不确

定性，尽管存在这些风险挑战，总体看，我国

经济持续恢复发展的态势没有变，保持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因素没有变，支撑高质量

发展的条件也没有变。从全年看，经济还是有

望实现稳中求进。”对于2022年的经济运行走

势，宁吉■作出这样的判断。

王静文预计，今年全年经济增速可能落

在5.2%左右，经济下行压力尤其集中在出口、

消费和房地产开发投资上。他表示，前期央行

已经推出了全面降准、再贷款定向降息以及

下调一年期LPR5个基点的组合拳，1月17日

再度下调MLF和OMO利率10个基点。财政

部已向省级财政部门下达了2022年提前批专

项债额度，显示出政策已经提前发力。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梅婷对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从国内来看，今年疫情对经济的

影响依然存在，结构性就业压力增大、收入增

速放缓、市场预期不稳，消费恢复依然面临诸

多困难。但与此同时，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

结构加速转变，新动能加快培育，创新已成为

经济发展新引擎，绿色低碳转型将为中长期

发展提供新动能，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徐洪才指出，新一年经济将恢复常态化运

行，预计经济增速在5%-6%，大约5.5%左右。

他认为，2022年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明显

下降，下行压力下，内需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要

扩大内需，促消费，首先是要稳就业。此外要做

好共同富裕，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

要迈出较大步伐，增加民生领域的支出。

“新的一年就业面临三重压力，一是新增

大学毕业生1000多万，创历史新高；同时，去年

房地产和校外辅导行业调整，不少人需要再就

业；此外，外贸外部需求收缩，中小微企业加工

贸易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徐洪才说。

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达

到1076万人，比2021年净增167万人。近十年

来，高校毕业生年均增长在30万左右。

对此，王梅婷建议，要坚持就业优先政

策，助力消费能力提高和内需释放。建议坚持

把稳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通过完善

供需对接、加强转岗培训等方式促进就业。此

外，还要加强疫情防控政策的科学性、精准

性，减少疫情对接触类消费恢复的影响。

北京商报记者杨月涵吕银玲

2021年全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

据出炉。1月17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

介绍，初步核算，2021年全年国内生产

总值11436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

5.1%，实现预期目标。与此同时，我国

城镇新增就业增加、调查失业率稳定，

都达到了预期目标；居民收入增长与

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民生领域得到有

力保障。对于2022年，业内专家指出，

压力主要集中在出口、消费和房地产

开发投资上，但全国经济仍将保持持

续恢复发展态势。

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情况

一季度

同比增长18.3%

二季度 同比增长7.9%

三季度 同比增长4.9%

四季度 同比增长4% 分季度看
分产业看

增加值（亿元）

比上年▲8.2%

6096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