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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政治局会议强调保就业稳物价是下半年的首要政策目标。的确，

近期 CPI 和失业率都在上升。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通胀压力相对可控，下

半年 CPI 有望维持在 3%左右的合理区间。但就业压力受疫情反复外需收

缩影响仍将进一步增大，因此，高效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稳经济大盘，加码

财政货币政策宽松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稳住房地产市场促使经济回归正

常运行轨道是实现保就业稳物价目标的关键。 

虽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企仍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但中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PI已经见顶回落。下半年随着全球总需求放缓，

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压力也会逐步缓解。由于中国粮食和多数基本消费品的

进口依存度低，本轮输入性通胀对消费品价格的影响非常有限。从内部因

素看，虽然近期猪肉价格从低位回升会持续影响 CPI，但下半年消费需求

的恢复仍将面临疫情反复，收入增长放缓以及预期转弱多种挑战，更谈不

上消费需求过热的风险。因此，整体 CPI 通胀率仍然将维持在 3%左右的

合理水平。 

然而，就业形势却仍旧严峻。6月城市调查失业率为 5.5%。16-24岁

年轻人失业率攀升至 19.3%，远高于疫情前水平。今年高校应届毕业生创

历史新高，再考加上过去两年的部分毕业生受疫情影响仍未找到合适的工

作，今年下半年的就业压力超过往年。另一方面，外向型制造业以及关联

的服务业近年来一直拉动经济和就业增长的火车头，但全球滞胀风险上升

意味着下半年外需会明显收缩，导致中国出口及关联行业减速。商务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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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显示中国外贸及关联行业就业人数约 1.8 亿，在城镇总就业的占比超过

38%。防止全球滞胀叠加疫情反复加重就业压力应是下半年经济政策的重

中之重。 

第一，高效统筹疫情防控与稳经济大盘。奥密克戎毒株有超强的传染

力，疫情变化比前两年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这给市场主体的投资和消费意

愿带来了更大的影响，而且也为疫情防控带来了新挑战。”经济要稳住，

疫情要控住“。地方政府应更高效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稳经济大盘，防止过

度防控，尽量减少对经济社会对负面影响。 

第二，充分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空间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尽快回归合理

增长区间。经济增长是就业的唯一可持续的驱动力。有个很流行的观点认

为只要就业稳住了经济增速低些也无所谓。这是个认识误区。试想如果一

个时期一个经济体的总产出增速下来了而就业增速却保持稳定甚至加快了，

那么劳动生产率增速必然下来了。也就是说，原本一个人干的活现在分给

两个人来干，或者更多的劳动者流向了生产率较低的工种或者行业。这种

以降低劳动生产率来换取就业数量的做法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不利于实现

效率驱动型的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疫情前经济正常运行时经济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带动城镇就业增长 0.38个百分点。今年高校毕业生超过 1000万，

职高中专毕业生约 500万，即使考虑到新一轮退休潮，也需要下半年经济

增速恢复到 6%以上才能创造足够的工作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因此，下半年

应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除了用足用好地方专项债外，建议增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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