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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上涨2%！2022年物价水平超预期达标

北京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副主席李志起：

建议对重点行业民企推行“三免两减半”
1月10日， 深圳市卫健委公开征

求《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意
见，初步拟定育儿补贴标准：直至子
女满3周岁，一孩、二孩、三孩平均每
年可领取的金额分别为2500元、3667
元、6333元。几乎同一时间，山东济南
市出台新规加强生育政策支持：本
市户籍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
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
儿补贴，直至子女满3周岁。

三年最高补贴19000元vs�21600
元，深圳和济南绝非竞争对手，但鼓
励生娃这件事上， 地方政府的内卷
程度不亚于招商引资。

据不完全统计，自2021年5月31
日三孩政策实施之后， 四川攀枝花
市率先出招，湖南、吉林、黑龙江、云
南、福建、广东、江苏等地从省一级
到市县层面陆续跟上。 尤其是2022
年11月以后， 与此前聚焦二孩、三
孩不同，陕西宁陕县将一孩生育补
贴也纳入政策范畴，深圳此番亦是
如此。

按照这个趋势， 无论从地理空
间还是覆盖范围， 现金补贴生娃风
潮还会席卷整个中国。

从2017年至2021年，我国出生人
口连续五年下降。 而从鼓励生育的
现实效果看， 一些地方已经尝到甜
头。 打头阵的攀枝花市副市长唐忠
柱2022年10月受访时介绍，政策实施
一年来， 全市出生人口数量较政策
实施前一年增长了1.62％， 其中，能
够直接体现政策实施效果的二孩出

生增长了5.58％； 三孩出生增长了
168.4％。

补贴，对于维持和提振生育率的
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毕竟解决育
儿压力， 经济手段是最直接的反馈，
也常常成为未婚未育人群在育儿意
愿考量中的第一要素。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是复杂的
系统工程，于全世界都是难题，之于
政府，对家庭育儿“补贴”的含义，就
不仅仅是现金这么简单， 在第一步
之后还得有23456的妙招。有研究表
明，日本、韩国的生育率下降，比我
国要早， 均实施了不同程度的现金
补贴政策， 但长期看效果已然遇到
瓶颈。

归根结底，生育压力是传导性的
复合压力，不是“多双筷子而已”的请
客吃饭。生育与婚嫁、教育、养老等家
庭课题同气连枝， 以子女成长为脉
络，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养孩子的难
度会传导至家庭的方方面面。

现金补贴的经济减负无疑是好
的，但“够不够用”需要动态解答，比
如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和欠发达的农
村地区，情况迥然不同。

更重要的是，尽管“现金”最为吸
引眼球，各地政府还需要在更立体的
维度“补贴”有生育意愿的家庭，涉及
假休、医疗、教育、住房、税收、保险等
方方面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
进一步解决女性就业和职场潜藏的
“不公平待遇”，对提振生育意愿也有
不小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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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讯（记者赵博宇）北
京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1月12日
迎来委员报到日， 市政协委员、中
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
记李奕报到时表示，作为教育界委
员，更加关注疫情政策调整进入新
阶段后，孩子们、老师们包括家长
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变化和挑战。

“我们更关注孩子、 老师再次
回到学校之后， 他们的学习状态、
所思所想，特别是他们在心理和思
想上的变化。”李奕表示，这种变化
和挑战在于怎么提高教育和学习
的质量。既包括思想上和心理上要

更加坚定战胜病毒的决心、形成健
康的生活理念， 更包括在五育并
举、 落实党的教育方针过程中，如
何给予孩子们更充分的教育供给。
李奕还表示，第一次作为政协委员
参加会议，要努力多学习并且尽力
履好职。

1月8日起，我国对新冠病毒感
染正式实施“乙类乙管”，《北京市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治工作总方
案》及监测预警、重点人群社区健
康服务、农村地区防控、学校防控、
养老机构防控等5个配套专项工作
方案同步落地。 张笑嫣/摄

疫后经济复苏，民营经济如何展现活力？
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1月12日迎来委
员报到日， 来自工商业联合会界别的政协委
员、 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李志起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建议， 为重点行业的民营企
业推行“三免两减半”政策，为民营经济轻松
前行助力。

所谓“三免两减半”，指的是相关民营企
业可享受从获利年度起3年免征、2年减半征
收企业所得税的待遇。

“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
或缺的力量，为我国、我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志起表
示，“因此，要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其中除了

资金问题之外，还要进一步给民营企业减负，
给其创造轻装上阵的机会。” 在李志起看来，
如果税费政策不改变， 民营经济的压力依然
很大，通过实行“三免两减半”，可以让民营企
业有一个稳定的预期， 也有一个让企业能够
恢复增长、最终满血复活的窗口期。

减负政策之外， 李志起同样建议北京的
营商环境还需要继续优化。“改革进入深水
区，继续改善、优化营商环境对于提振企业
的发展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李志
起表示，“所以我们要更多地关注未来对于
北京而言哪些产业最重要，并对这些产业进
行扶持。”

李志起举例说， 数字经济产业就是北京
特别重要的一步棋。“我们要打造数字经济标

杆城市， 现在最大的一个发展空间就是在产
业的数字化领域， 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有很多
的事可以做，其中包括很多传统产业，尤其是
传统的服务业， 都需要通过数字技术来进行
提升， 并把它的竞争力和长板优势发挥出
来。”李志起表示，“高精尖产业也是北京经济
一个重要的增长点。 但高精尖产业具有很大
的不确定性，还需要更多的政策加持，从而将
其孵化成真正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2022年1月，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
2021年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报告。报告显
示，2021年 ， 北京全市新设企业累计达
23.79万户，同比增长28.04%，为近五年同
期新高。可见北京优化营商环境对企业发展
的重要性。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冉黎黎

北京市政协委员、市委教工委副书记李奕：

将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全年上涨2%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12月，
CPI同比上涨1.8%。 其中， 城市和农村均上涨
1.8%；食品价格上涨4.8%，非食品价格上涨1.1%；
消费品价格上涨2.6%，服务价格上涨0.6%。

食品价格中的猪肉价格对CPI上涨影响
较大。 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上涨3.7%， 影响
CPI上涨约1.05个百分点，尤其是猪肉价格上
涨22.2%，影响CPI上涨约0.3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对数
据进行了解读。 她表示， 从同比看，CPI上涨
1.8%，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
价格上涨4.8%， 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
影响CPI上涨约0.87个百分点。食品中，猪肉价
格上涨22.2%， 涨幅比上月回落12.2个百分点。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略有回升，同
比上涨0.7%，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去年12月，各地区各部门更好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多措并举做好市场保
供稳价，物价运行总体平稳。”董莉娟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年来看，2022年
全国CPI上涨2%，低于3%左右的年度调控目
标。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万劲松表示，2022
年， 我国物价总水平持续平稳运行，CPI单月
涨幅始终运行在3%以下，全年上涨2%。

北京福盛德咨询宏观经济研究员冯默涵
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今年物价相对平稳，各
主要大类消费品价格相对稳定，整体呈现食品
稍强非食品稍弱、消费品强服务弱的特征。从
CPI的主要大类来看， 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
带动非食品价格回落， 虽然下半年猪肉价格
上涨，带动食品价格出现一定回升，但是非食
品价格平稳回落对冲了食品价格回升的压力。

“从消费品和服务大类来看，全年受多种
影响，以接触型为主的服务活动明显减少，服

务价格处于回落状态， 虽然消费品价格有一
定上涨，但是整体消费物价涨幅比较有限。去
年12月，社会生活经济秩序恢复，服务价格出
现小幅回升， 但是对全年物价影响有限。”冯
默涵分析称。

国际胀、国内稳

万劲松在回顾2022年稳物价工作时表
示，重点是做好“稳民生商品、稳大宗商品、
稳市场预期”三方面工作：一是以粮食和生
猪为重点、以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为抓
手，全力稳定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二是以煤
炭为“锚”，千方百计稳定能源等大宗商品价

格；三是创新预期管理机制，稳定市场预期。
“去年疫情防控压力比较大，尤其是日用

消费品方面的供应链出现了困难， 我国整体
物价仍然保持总体稳定， 在合理区间浮动的
态势，这个成绩来之不易。”北京师范大学政
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 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宋向清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在疫情防控的压力下， 我国CPI上涨幅
度依然实现了2022年初设定的不超过3%的
目标，反映出稳物价、稳产业链供应链等‘一
揽子’政策措施已显效。”宋向清认为，中央和
地方相继出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
例如国务院“稳经济33条”、北京市“稳经济45
条”等，对经济进行强刺激，促消费拉内需，科

学把握政策力度， 根据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
的变化进行政策的投放。

“尽管供应链紧张，但是我国畅通‘最后
一公里’的配送渠道，让商品能够及时送到
老百姓手中。此外，我国还实行比较稳健的
财政政策，确保了物价水平稳定。”在宋向清
看来， 在全球多国物价大幅上涨的情况下，
一定程度上，我国成为全球物价很重要的一
个稳定器。

2022年，我国CPI涨幅为2%，大幅低于美
国8%左右、欧元区8%以上、英国9%左右等发
达经济体涨幅，也明显低于印度、巴西、南非
等新兴经济体7%-10%（1-11月） 的涨幅。国
际胀、国内稳，对比十分鲜明。

未来物价仍将企稳

为什么市民的感受与CPI数据有些许差
异？对此，宋向清解释称，“市民生活中对于物
价的感受和经济学上的统计指标之间， 的确
会存在一些差异”。“市民最直观地感受到的
物价变动是跟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日用消费
品，而统计学上计算CPI数据需要统计的口径
更大，涵盖了更多商品，因此群众认知和数据
存在一定的差异。”宋向清说。

就2023年物价走势，冯默涵认为，今年，
预计全球经济低迷下， 能源等全球定价商品
的上涨压力比较有限， 但是国内受刺激政策
预期影响， 国内定价的黑色金属等产业链价
格上涨将对非食品价格有一定的压力， 需注
意调整政策节奏和力度， 整体消费物价的涨
幅由消费需求决定， 消费的恢复主要由居民
收入决定，在平稳的政策环境下，居民收入的
平稳恢复对消费物价的压力有限。

“2023年物价上涨的压力会更大，需要引
起高度重视。 伴随着前期政策的一些溢出效
应，如货币政策、信贷政策、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政策等， 都相应地增加了社会上的货币存
量，会引起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宋向清说。

宋向清还提示，“同时，还需要谨防部分生
产商、 供应商对部分紧俏商品采取囤货惜售，
哄抬物价，确保民生商品不出现过山车式的价
格波动，减轻市民对于物价持续上涨的忧虑”。

“展望2023年，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可
能高位波动，输入性通胀压力仍然存在，但我
国物价保持平稳运行具有坚实基础。”万劲松
表示，我国粮食生产连续丰收，生猪产能合理
充裕，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基础能源保障
有力， 保供稳价体系进一步健全， 完全有信
心、有能力继续保持物价总体稳定。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袁泽睿

1月1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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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家表示， 在疫情防控压力的

情况下， 我国整体物价仍然保持总体

稳定，成就来之不易。不过，2023年，受

到社会货币存量增多、 公众对物价持

续上涨忧虑等多方面影响， 物价上涨

的压力会更大，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