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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8 日上午，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在国新办举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副部长信长星在会上介绍了 2016 年上
半年就业形势有关情况。信长星指出，
结合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失业率等数
据，可以作出“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平
稳”的判断。而除了总体就业情况的说
明，针对外界关心的失业率数据真实
性、去产能职工安置情况、新增就业去
向等就业领域热点话题，信长星也分别
作了介绍。

失业率变化并不大

人社部数据显示，1-6月城镇新增就
业717万，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同比减
少 1 万；二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05%，比一季度略微上升 0.01 个百分
点；5月份，31个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
率为5.02%。

信长星指出，二季度末城镇登记失
业率总体仍处在较低水平，而上半年前
几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也保持较低水
平，基本呈现走低趋势，失业率整体比
较平稳。

针对一些媒体对我国失业率真实性
的怀疑，信长星强调，我们公布的失业
率都是真实的失业率，没有加任何修
饰。一些报道或者个别媒体因失业率波
动不大而怀疑其真实性，这有推断之
嫌，事实上，不是所有国家的失业率都
像心电图那样上下波动，像日本、韩国
等不少国家的失业率也都是比较平缓的。

此外，看待中国失业率还需要分析
一个重要背景，即中国还处在城镇化推
进过程之中。信长星表示，登记失业率
是以到就业服务机构登记的失业人员做
分子，城镇的从业人员数再加上失业登
记人员数做分母，因为城镇化在推进，
每年我国城镇净增就业都在 1000 万人以
上，作为分子的失业人员增加的同时，
分母也在增加，所以失业率变化并不
大，这与那些早已完成城市化进程的国
家是不同的。

职工安置有实招

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的职工安置工
作已经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信长星指
出，安置好相关企业在化解过剩产能中
的分流职工，任务仍比较重，初步匡
算，今年这两个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大概
涉及职工80万左右。

上半年，这项工作正在一些地区平
稳推进。杭钢、攀钢、攀枝花钢铁公司
在成都的钢厂及马鞍山钢铁公司在合肥
的钢厂都已经在化解过剩产能方面迈出
了较大步伐。像杭钢，为了做好职工安
置工作，专门组成了400多个工作组。

信长星表示，做好职工安置工作的
基础在企业，关键是要把方案做实、把
分流安置工作做细，特别是要充分挖掘
好职工分流安置的渠道，把已经明确的
政策用好用足。

“在发挥企业潜力的同时，对政府部
门而言，还要解决转岗再就业问题。第

一，对分流出来的职工社保要接住；第二，
对再就业的职工培训要及时跟上；第三，
对那些就业确实困难、难以通过市场找到
就业门路的，要开发公益岗位，体现社会
政策兜底的功能。”信长星说。

第三产业贡献大

第三产业成为我国上半年717万新增
就业的主要“贡献者”。信长星指出，我
国第一产业就业份额过去多年持续减
少，第二产业就业份额基本稳定，这两
年也略有减少，整个城乡真正扩大的就
业全部是在第三产业。

近年来，我国传统制造业用工在减
少，但中国就业形势依旧比较平稳，包
括农民工转移就业的情况也比较平稳。
根据人社部数据，二季度末，观测的500
个行政村在外务工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
0.3万人，比上季度末增加1.2万人。

新领域、新产业在保证我国就业平
稳方面“功不可没”。信长星表示，随着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进，我国每天
新增市场经济主体4万多个，每天新产生
的企业主体1万多个，虽然原有的一些领
域、企业用工需求增幅放缓，但新的领
域、新的企业正在创造大量工作岗位。

信长星指出，新经济、新产业不仅
催生了高端的、高知识的就业岗位，同
时也给传统产业带来一些新机会，可以
说是传统灵活就业的升级版，比如快递
行业，通过与互联网结合，速递就带来
了很多就业机会。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记者靳若城、王卓伦） 外
交部发言人洪磊 8日表示，某些国家无视基本事实，把
南沙群岛与其组成部分割裂开来，企图否定南沙群岛的
整体性和海洋权益，不符合公认的国际法。

有记者问：菲律宾在南海仲裁案诉求中提出，中国
南沙群岛永暑礁等岛礁是只能产生领海的“岩礁”，不
能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而美济礁等岛礁是低潮高
地，不具有领土地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表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
辩的主权。中方对南沙群岛的主权涵盖构成南沙群岛组成
部分的岛、礁、滩、沙及其相关水域。中国政府于 1935年、
1947年和1983年数次公布南海诸岛地名，其中就包括南沙
群岛及其组成部分包括各种自然地形集体和个体名称。

洪磊说，从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法律等角度
看，中国南沙群岛中的岛、礁、滩、沙及其相关的水
域，彼此密切相关，一直被视为一个整体。根据中国国
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
南沙群岛作为整体，拥有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
海洋权益。

“某些国家无视这一基本事实，把南沙群岛与其组
成部分割裂开来，企图否定南沙群岛的整体性和海洋权
益，不符合公认的国际法。”洪磊说。

洪磊表示，中国南沙群岛与菲律宾群岛存在海权权
益主张重叠争议。中方愿与菲方在尊重历史事实基础
上，根据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通
过谈判协商寻求公平的海洋划界结果。

日前，央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6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
额较上月增长约134亿美元，再次站上3.2万亿美元大关。尽管
这为人民币汇率走稳增添了信心，但近期关于“中国面临‘稳
汇率’与‘保楼市’两难”的观点却依旧难以消散。该观点认
为，目前人民币汇率高估与楼市泡沫并存，宏观政策未来只能
在“弃汇率、保房价”的俄罗斯模式和“弃房价、保汇率”的
日本模式之间选择其一。专家指出，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只通
过短期、局部现象来推测整个宏观经济走势与对策，而并未考
虑到无论是人民币还是楼市在根本上都取决于中国经济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这一事实，因此“两难之争”显然属于伪命题。

立论牵强难服众

7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在解
读外储数据时指出，外汇储备“稳中有增”，主要是因为中国经
济、金融、贸易的基本面仍然比较稳定，尽管有下行压力，但
总体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较好。他表示，随着今年10月份人民
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海外对人民币的需求只会增
加不会减少，中国外汇储备会维持稳中有升，人民币汇率也会
相对稳定。

不过，持“两难”观点者认为，如果房价继续上涨，资本
将加速流向海外，我国外汇储备会被快速耗尽，届时人民币将
大幅贬值并带来输入性通胀。如果要稳定汇率，则需要大幅降
低房地产等国内资产价格以留住资本，或加大对资本流动管制。

那么，中国真的面临这一“两难”困境吗？“一国货币汇率
更多反映的是进出口商品交易情况和市场对该国经济发展的预
期，楼市与汇率的直接联系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单纯将人民币
汇率与房价作为焦点并过度联系，其立论基础本身就很牵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张焕波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说。

张焕波进一步指出，一方面，人民币当前面临的贬值压力
是阶段性而非长期性的，在美联储加息、英国脱欧等外部冲击
之下，这种贬值压力已经充分释放，目前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均
衡水平；另一方面，目前楼市的炒作和过度上涨只存在于资源
禀赋特殊的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此外，目前房地产的存
量也不支持楼市继续上涨。可以说，尽管汇市与楼市有一定联
系，但其更主要是受各自市场规律的支配。

转型步伐很矫健

在新闻传播中，有一个有趣的规律，即：“坏消息”对受众
眼球的吸引通常会大于“好消息”。其实，在关于中国经济的各
种信息中，短期、局部的阵痛和问题往往比新经济增长的表现
更为引人关注。但如果仅仅依据能够吸引眼球的信息来分析问
题，就会得出片面的结论。

“稳汇率”与“保楼市”之争其实就属此种类型。这无疑是
不够严谨的。正确的做法是在观察到传统动力衰减、人口老龄
化加速、外需疲软等问题的同时，综合中国经济新生肌体生成
的速度、代价、态势等更多方面的信息，用长期、全面的视角
加以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财新智库等民间机构此前发布的 5月份中
国新经济指数为30.1%，较上月增加0.1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
新经济正处于扩张状态。而今年前 5 个月的用电数据中亦显
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用电增长14.3%，商业、住
宿和餐饮业用电增长7.6%，金融、房地产、商务及居民服务业
用电增长10.0%。除冶金、有色、建材以外的制造业用电量同比
增长4.2%……可见，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步伐十分
矫健。

长期向好有支撑

转型阵痛辩证看，长期向好有支撑。7月8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从趋势看，经济发

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
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从根本上看，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是受经济转型路线失败和产业空心化等因素影响，而汇市本
身并不起主要作用。俄罗斯当时的问题则在于其经济结构较为单一，过度依赖原油等大宗商品，而
一旦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俄罗斯经济所受的冲击就很大。所以，其经济基本面难以长期支撑强势卢
布。”张焕波说，中国经济体量大、产业全、定力强、趋势好，不能简单类比于当年的日本和俄罗
斯。

多位专家指出，从资金流动的角度看，人民币汇率和房地产价格在短期内或许呈现一定程度的
此消彼长，但从根本上二者是否坚挺依然取决于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而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足以支撑二者的向好预期。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看来，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的经济体，中国经
济确实有自己的体制机制以及结构性问题，但与基础设施普遍比较完善、城镇化已经完成的发达国
家相比，中国的投资机会还非常多。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将让中国经济有一个比较好的长期
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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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业态势平稳依旧
本报记者 邱海峰

7 月 8 日，第
22 届中国兰州投
资 贸 易 洽 谈 会 开
幕，“一带一路”
建设和国际交流合
作成为本届洽谈会
的亮点。据介绍，
来自中亚 5 国、东
盟 10 国 和 俄 罗
斯、白俄罗斯、阿
塞 拜 疆 、 伊 朗 等
30 多个国家，联
合国工发组织、上
海合作组织、中国
—东盟中心和非洲
联盟等 4 个国际组
织共同参会，寻觅
商机。图为在兰洽
会展馆，观众欣赏
国外参展商品。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第22届兰洽会开幕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记者靳若城、王卓伦） 外
交部发言人洪磊 8 日表示，
目前已有 30 多个非洲国家
明确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
上的立场。

洪磊说，近日，中非
政府、马达加斯加政府、
几内亚比绍总理、津巴布
韦 外 交 部 、 安 哥 拉 外 交
部、利比里亚外长等发表
声明，支持中方在南海问
题上的立场。

洪 磊 表 示 ， 到 目 前 ，
已有 30 多个非洲国家以不
同方式公开发声明确支持
中方立场。

“这有力地证明了国际
上持公平正义的立场、坚持
维护国际法治的国家不在
少数，仲裁案及其所谓‘裁
决’是不得人心的，只是迷
梦一场。”洪磊说。

据新华社罗马7月8日电（记
者葛晨） 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
多梅尼科·洛苏尔多近日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的
裁决无益于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对
话，反而会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加剧。

洛苏尔多表示，中国强调南海
争议关乎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仲
裁庭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管辖权，中
国不接受仲裁，“这也是法学界广
泛支持的观点”。他说，南海争议
实际上是对南海岛屿的主权纷争，
仲裁庭未能认清菲律宾提请仲裁事
项的实质，片面解读《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

洛苏尔多认为，需要在美国的
亚太战略框架下分析南海日益紧张
的局势。在洛苏尔多看来，美国在
利用南海问题服务于自己的利益，
即在亚太地区保持其霸权地位，遏
制中国发展。

洛苏尔多还强调，双边谈判仍
是解决南海争议的主要途径。

新华社马拉博7月7日电（记者黄亚男） 赤道几内
亚执政党民主党总书记奥萨 7日表示，在南海问题上他
主张有争议的国家应该根据 《联合国宪章》、在国际法
的范围内通过双边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端。

奥萨在赤几民主党总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菲律宾单方面就南海问题提出国际仲裁是不合适的，不

利于南海和平与稳定。奥萨认为，在涉及领土和领海纠
纷的问题上，双方应该在相互尊重主权的情况下，通过
谈判对话协商解决有关争议和问题。他代表民主党呼吁
菲律宾尽快回到协商谈判的轨道上来，呼吁菲律宾与中
国在和平友好的前提下找到解决纠纷的方式，保持南海
的和平与稳定。

赤几执政党总书记呼吁

协商谈判解决南海争端
赤几执政党总书记呼吁

协商谈判解决南海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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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达喀尔7月7日电（记者王猛） 塞内加尔外
长恩迪亚耶日前接受新华社书面采访时表示，塞内加尔
支持中国和菲律宾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维护南海的
和平与安全。

恩迪亚耶说，塞方注意到中菲此前曾就谈判解决南
海争议达成过共识。塞内加尔呼吁有关国家遵守共识，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与安全。

谈及非中关系和塞中合作，恩迪亚耶表示，2015年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为中非多样化互利合作注
入了新动力，开启了新篇章。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将
为加强和巩固塞中经济上双赢合作、文化上相互交流和
团结协作作出重要贡献。

恩迪亚耶强调，真诚、平等、团结、互信的关系是
包容性发展和务实合作的基础。落实约翰内斯堡峰会成
果将使塞在获得公共发展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创新融
资机制等方面受益良多。

塞内加尔外长表示

支持当事国对话协商解决南海问题

某 些 国 家 无 视 基 本 事 实
企图否定南沙群岛整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