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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城镇新增就业678万人，完成全年目
标的57%；6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低于
预期控制目标。日前，人社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今年以来，经济持续恢复，市场用工需求增
加，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下一阶段，随着经济运
行回稳向好，青年人就业有望逐步改善，全国就
业形势将进一步好转。

市场用工需求增加

上半年，随着经济恢复、稳就业政策持续发
力，就业形势总体回暖。

看数据，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3%，比上年同期下降0.4个百分点。分季看，一
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5%，比上年四
季度下降0.1个百分点；二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均值为5.2%，比一季度下降0.3个百分点，比上
年同期下降0.6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萍分
析，1、2 月份受春节因素影响，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处于较高水平，分别为 5.5%、5.6%。3 月份，
随着节后陆续恢复工作，就业状况有所好转，失
业率降至 5.3%。进入二季度，国民经济恢复向
好，就业形势保持稳定，4、5、6月份，全国城镇
调查失业率均为 5.2%，比上年同月分别下降 0.9、
0.7和0.3个百分点。

“随着经济持续恢复，市场用工需求增加，就
业形势整体好转。”王萍萍说。

看重点群体，接触型服务业快速恢复，交通运
输、住宿餐饮、旅游等行业较快增长，带动外来农业
户籍人员就业形势明显好转。今年上半年，外来农
业户籍劳动力（主要是进城农民工）城镇调查失业
率均值为5.3%，比上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

困难群体就业得到积极保障。6月末，脱贫人
口务工规模达 3259万人，超过 3000万人的年度目
标。1—6月，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268万人、困难
人员就业87万人，均同比有所增加。

青年就业有望逐步改善

青年群体就业是当前各方关注的重点。数据
显示，就业主体人群 25—59 岁劳动力失业率从 3
月开始连续下降，5、6月降至4.1%的较低水平；上半
年均值为4.4%，比上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

但王萍萍同时指出，2023 届应届毕业生集中
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青年劳动力失业率自2
月份以来连续升高，青年人就业压力较大。

各地区各部门正加大力度，强化政策支持、
困难帮扶、权益保障，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
加强政策保障，做细就业服务。人社部门启

动高校毕业生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针对有服
务需要的登记失业青年和 2023 届离校未就业毕业
生开展实名服务，运用各种渠道，集中亮出线上
线下各类求助途径、各类招聘平台、服务机构名
录和政策服务清单，千方百计促进青年就业创业。

拓宽就业渠道，深挖岗位资源。多部门鼓励发
展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新业态，为青年人
就业提供广阔空间。例如，腾讯以产业互联网与数
字文化等平台为依托，不断吸纳青年人等群体就
业，仅网络文学、电竞等 4个数字文化产业领域，涉
及的全职兼职就业机会就有约 3000 万个；去年，由
微信公众号、小程序、视频号、微信支付等构成的数
字生态，共催生就业收入机会超5000万个。

王萍萍说，下一阶段，随着经济运行回稳向
好，减负稳岗政策深入实施，青年专项技能培训
计划、百万就业岗位见习计划等促进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就业的措施持续显效，青年人就业有望逐
步改善，全国就业形势将进一步好转。

就业优先政策落实落细

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陈勇嘉表示，下一
步，将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努力完成就业目标
任务，确保就业大局稳定。

——强化岗位挖掘增潜力。上半年，稳就业
政策措施优化调整实施，1—6 月，就业补助资金
支出528亿元，阶段性降低失业、工伤保险费率为
企业减少成本超过86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稳岗位

支出176亿元。据了解，有关部门将加快制定高质
量充分就业意见，加大对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行业
企业支持力度，加力释放政策红利。

——强化创业创新激活力。人社部表示，将
放宽市场准入，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和贴息政策，
强化场地支持、创业培训、资源对接、跟踪指导
等一系列链式服务，营造浓厚创业氛围。数据显
示，上半年人社部门发放职业培训券超过 770 万
张，职业技能培训不断加强。腾讯课堂等平台通
过在线课堂助力劳动者在线学习、考证、创新创
业，实现人生价值。

——强化供需匹配加效力。不久前，浙江杭州、
嘉善等多地上线运营数字零工微信小程序，助力求
职者解决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
该工具覆盖“入职—打卡—签约—投保—领薪”全
流程，为求职者提供多样服务，截至目前，累计帮助
实现就业近1.2万人次。据了解，人社部还将推出全
国就业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推行 15 分钟就业服务
圈，让就业服务更加精准有效。

“随着经济进一步企稳向好，对就业的支撑能
力不断增强，加上稳就业政策效力逐步释放，就
业形势将持续保持稳定。”陈勇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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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比上年同期下降0.6个百分点

就 业 形 势 总 体 稳 定
本报记者 李 婕

7 月 24 日 ，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举 办

“展翼未来 才子朝
阳”促进高校毕业
生就业招聘会，60
家用人单位提供约
1200 个岗位，现场
还 提 供 就 业 指 导 、
简 历 问 诊 等 服 务 ，
助力高校毕业生就
业。图为招聘会上
的求职者。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眼下，江苏省泰
州市姜堰区种植的菱
角陆续进入采摘期，
当地农民起早在菱塘
进行采摘，确保新鲜
的 菱 角 及 时 供 应 市
场。近年来，姜堰区
利用里下河水面丰富
的优势，大力发展菱
角种植，助力农民增
收致富。图为 7 月 24
日，姜堰区溱潼镇双
星村的农民在菱塘采
摘菱角。

顾继红摄
（新华社发）

本报北京7月 24日电 （记者邱
海峰） 国新办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国家
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
春英在会上表示，上半年，我国外
汇市场韧性较强，主要表现为人民
币汇率预期稳定，跨境资金流动平
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和银行结售汇
均呈现顺差格局。

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格局。上半
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超
过6万亿美元，处于历史同期次高水
平。从差额看，涉外收支保持一定规

模顺差。其中，2023年1月份受春节
前企业集中收汇等因素影响，涉外收
付款顺差处于季节性高位；2—5 月
份涉外收入与支出金额基本相当；6
月份顺差规模回升至120亿美元。分
季度看，也是连续两个季度顺差。

银行结售汇小幅顺差，境内外
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上半年，银
行结售汇总体表现为顺差，综合考
虑其他供求因素后，外汇市场供求
保持基本平衡。分季度看，一季度
银行结售汇呈现小幅逆差；二季度
由逆差转为顺差，尤其是 6 月份，
尽管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但银行结

售汇顺差 82 亿美元，大幅高于前几
个月的月均规模。

售汇率略有上升，企业外币融资
延续平稳态势。上半年，衡量购汇意
愿的售汇率，也就是客户从银行买汇
与客户涉外外汇支出之比为 69.2%，
较2022年同期上升3个百分点。从外
汇融资看，截至2023年6月末，我国
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境内外汇贷款余额
2749 亿美元，较 2022 年末增加 37 亿
美元。进口海外代付、远期信用证等
跨境贸易外币融资余额 674 亿美元，
较2022年末下降94亿美元。

结汇率稳中有升，境内外汇存款

余额有所下降。上半年，衡量结汇意
愿的结汇率，也就是客户向银行卖出
外 汇 与 客 户 涉 外 外 汇 收 入 之 比 为
67.5%，较 2022 年同期上升 0.5 个百
分点。截至2023年6月末，企业等市
场主体的境内外汇存款余额 6061 亿
美元，较 2022 年末下降 280 亿美元，
显示市场主体持汇意愿总体稳定。

外汇储备规模基本稳定。截至 6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930亿
美元，较 2022 年末增加 653 亿美元，
主要受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
素综合作用影响。

谈及下半年外汇市场走势，王春
英表示，从经济基本面来看，中国经
济会延续回升向好的态势，对外汇市
场的支撑作用将提升。“我们有基
础、有实力、有信心维护中国外汇市
场的稳定运行，坚决防范汇率大起大
落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
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王春英说。

上半年跨境资金流动平稳有序

中国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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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7月 24日电 （记者
沈文敏） 据上海海关统计，2023
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09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
11.4%，增速比全国高 9.3 个百分
点。其中，出口8463.2亿元，增长
15.2% ； 进 口 1.25 万 亿 元 ， 增 长
9.1%。剔除同比基数影响，全市进
出口两年平均增长 5.3%，其中出
口 、 进 口 两 年 平 均 分 别 增 长

9.7%、2.6%，上海外贸韧性彰显。
民 营 企 业成外贸增长“加速

器”。上半年，上海市有进出口实绩外
贸企业5.1万家，增加6.5%。其中，外
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23万亿元，增长
6.3%，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59%；民
营企业进出口 6409.8 亿元，增长
20.7%，占30.6%，对全市外贸增长的
贡献率达 51.1%；国有企业进出口
2139.9亿元，增长16.5%，占10.2%。

据新华社南昌电 （记者李美
娟） 为降低创业主体融资成本，发
挥创业担保贷款稳就业作用，江西
省继续加大创业担保贷款重点群体
贴息力度，对六类重点群体原需个
人承担利息部分全部予以免除、其他
群体原需个人承担利息部分的50%
予以免除的政策延期至2023年底。

江西省财政厅介绍，江西省去
年出台政策，明确对去年新签订借
款合同 （含续贷新发放） 的个人创

业担保贷款，涉及高校毕业生、就
业困难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脱
贫人口、退捕渔民、复员转业退役
军人等六类重点群体原需个人承担
利息部分全部予以免除，其他群体
原需个人承担利息部分的50%予以
免除，免除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
月。江西省日前决定对上述群体今
年新签订借款合同 （含续贷新发
放） 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仍继续执
行上述优惠政策。

本报北京7月 24日电 （记者
王俊岭） 中国银行业协会贸易金融
专业委员会日前发布《人民币国际
化报告 （2022—2023）》。报告梳
理了 2022 至 2023 年上半年的人民
币国际化政策进展，介绍了 2022
年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情况，分析了
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总结了行业针对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提出的政策建议。

报告指出，2022 年人民币跨
境业务发展总体呈现以下特点：一
是贸易和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人民币在本外

币跨境收付总额中占比近50%，已
成为我国跨境收支第一大常用货
币。二是证券投资业务继续成为
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增长的支撑
力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
据，2022 年全国人民币跨境收付
金额合计 42 万亿元。三是人民币
跨境支付 （CIPS） 系统在人民币
跨境支付清算服务方面发挥更加
重 要 的 作 用 。 截 至 2022 年 末 ，
CIPS 系统共有参与者 1360 家，较
2021 年新增 101 家；全年 CIPS 系
统累计处理支付业务440万笔，同
比增长31.7%。

上海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2万亿元

江西六类群体创业担保贷款免息政策延期

中银协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时下，四川省广安市各企业克服高温天气影响，采取轮班作业、错
时作业等方式，开足马力抓生产、抢订单，推进全年生产经营目标任务
实现。图为 7月 23日，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生产线束的企业员工在
流水线上工作。 邱海鹰摄 （人民视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市积极落实各项惠企政策，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位于沙湾市金沟河园区的新疆兴泰纤
维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化纺机正开足马力赶订单，助力企业实现产销两
旺。图为该公司工人在纺织车间进行纱线接头。 王芳吉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北京7月 24日电 （记
者严赋憬、陈炜伟） 国家发展改革
委 24 日发布 《关于进一步抓好抓
实促进民间投资工作努力调动民间
投资积极性的通知》，从明确工作
目标、聚焦重点领域、健全保障机
制、营造良好环境等4方面提出了
17项工作措施。

在工作目标方面，通知提出，
充分认识促进民间投资的重要意
义，力争将全国民间投资占固定资
产投资的比重保持在合理水平。

在重点领域方面，通知明确，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在交通、水利、
清洁能源、新型基础设施、先进制
造业、现代设施农业等领域中，选
择一批市场空间大、发展潜力强、
符合国家重大战略和产业政策要
求、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细分

行业，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同
时，要全面梳理吸引民间资本项目
清单，搭建统一的向民间资本推介
项目平台。

在健全保障机制方面，通知明
确，建立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优
化民间投资项目的融资支持，强化
重点民间投资项目的要素保障。与
银行共享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情况和
资金支持信息，促进信贷资源向民
间投资合理配置。鼓励民间投资项
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
托基金 （REITs），进一步拓宽民
间投资的投融资渠道。

在营造良好环境方面，通知提
出，优化民间投资项目管理流程，
搭建民间投资问题反映和解决渠
道，建立民间投资工作调度评估机
制，设立促进民间投资引导专项。

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措施

调 动 民 间 投 资 积 极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