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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16日，中国经济首季成绩单出炉，GDP

同比增长5.4%，多项具体经济指标延续回

升向好态势。经济“开门稳”来之不易，为全

年发展开了个好头，也为阴云笼罩的世界

经济注入了宝贵信心。

这份成绩单，难能可贵。今年以来，

国际环境变乱交织，不利影响加深，国内

结构调整阵痛仍在释放。面对复杂局面，

党中央准确研判形势，科学决策部署，各

地各部门抓早抓实，抢抓机遇，有力有效

带动了生产需求回升，延续了去年以来持

续稳中向好、稳中回升的态势，高质量发

展向新向好。

这份成绩单，成色十足。经济发展怎

么样，既要看“量”的增长，更要看“质”的

提升。与消费结构升级相关的消费保持

两位数增长，超大规模市场升级的潜力持

续释放，民生指标持续改善为发展写下温

暖注脚。经济发展向“新”力十足，含“绿”

量上升，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等新能源

产业保持较高增长速度。

这份成绩单，提振信心。充分释放政

策效能，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

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提振消费专

项行动方案》发布、支持推动房地产市场

止跌回稳……一系列政策措施持续发力、

更加给力。近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等国际组织及华尔街金融机构

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进一步

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稳定看好

和向好预期。

仍要清醒看到，当前世界经济正面

临单边主义抬头的严峻考验，贸易保护

主义快速升温。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

峻，国内结构转型任务仍然比较繁重，持

续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还需付出更加艰

巨的努力。

沧海横流显本色，越是艰难越向

前。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风雨洗礼中成

长、在历经考验中壮大。我们有底气、有

能力、有信心积极应对风险挑战，集中力

量办好自己的事，实现既定发展目标。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 16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318758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5.4%，比上年四季度环比增长
1.2%。

数据显示，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工业
生产增长加快，服务业较快增长。一季
度，农业（种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比
上年全年加快0.7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5.3%，比上年全年加快0.3个
百分点。

市场销售增速回升，固定资产投资
稳中有升。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124671 亿元，同比增长 4.6%，比上年
全年加快1.1个百分点。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不含农户）103174亿元，同比增长
4.2%，比上年全年加快1个百分点；扣除
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8.3%。

货物进出口保持增长，贸易结构继
续 优 化 。 一 季 度 ，货 物 进 出 口 总 额
103013 亿元，同比增长 1.3%。其中，出
口61314亿元，增长6.9%；进口41700亿
元，下降6%。

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就业形势

总体稳定。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同比下降0.1%；全国城镇调查
失业率平均值为5.3%。

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农村居民收
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一季度，全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179 元，同比
名义增长 5.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 5.6%。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5887 元，同比名义增长
4.9%，实际增长 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7003 元，同比名义增长 6.2%，实
际增长 6.5%。

“总的来看，一季度，随着各项宏观
政策继续发力显效，国民经济起步平稳、
开局良好，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创新引领
作用增强，发展新动能加快培育壮大。”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在当天举行的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但也要看到，当
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
求增长动力不足，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基
础还需巩固。

盛来运表示，下阶段，要实施好更加
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做大做强国内大
循环，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积极
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推动经济运
行稳中有进、持续向好。 据新华社电

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5.4%

怀孕能否调岗降薪？
企业不缴社保要赔偿吗？

两部门发布典型案例回应关切

中国经济“开门稳”
映照底气提振信心

■图片新闻

国货潮涌
消博会

观众在消博会上跟国产EX人形机器人互动。 新华社图

在第五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全国30多个
省区市携国货精品参展。从非遗技艺到科技潮品，国
货产品通过传承与创新引领消费新潮流，向世界展示
了中国品牌的魅力，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消费市
场的繁荣注入新活力。

女职工怀孕了
用人单位就能调岗降薪？

赵某于2022年1月入职一家科技公
司任工程师，双方订立劳动合同约定：赵
某参与项目期间月工资为基本工资加项
目岗位津贴，等待项目期间仅领取基本
工资。

2023年 2月，赵某告知公司自己怀
孕了。公司未与其沟通便直接宣布“赵
某退出所在项目组”，赵某反对无果后未
再上班。后来公司以未参与项目为由，
只给赵某孕期发放3000元/月的基本工
资。赵某不同意并申请仲裁。

两部门介绍，本案中，公司要求赵某
退出所在项目的行为，既不符合双方约
定的等待项目期间的情形，也未征求赵
某本人同意，更未经医疗机构证明赵某
存在“不能适应原劳动”的情形，属于违
反《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六条规
定、变相调整孕期女职工岗位的情形。

同时，该公司以赵某未参与项目为
由降低赵某孕期工资标准，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八
条第一款、《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第五条的规定。因此，仲裁委员会依法
裁决公司按照赵某“基本工资加项目岗
位津贴”的标准、即17000元/月补齐赵某
的孕期工资差额。

两部门明确，用人单位应注意依法
保护女职工尤其是孕期、产期、哺乳期
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如果孕期女职工
能够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尊重
并保护女职工的劳动权利，不能通过变
相调整工作岗位、提升工作强度等方式
侵害其权利，也不能违法降低其工资及
福利待遇。

企业没给员工缴社保
要赔偿吗？

李某工作期间，公司仅为其缴纳了
工伤保险费，李某自行承担了用人单位
应缴未缴的基本养老、医疗等其他社保
费用。李某通过申请仲裁、提起诉讼，请
求公司支付用人单位应负担的社保费。

两部门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未按照
国家规定为劳动者缴纳社保，劳动者自
行代用人单位承担部分系劳动者的损
失，可向用人单位主张损失赔偿。本案
中，公司应赔偿李某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用人单位应缴未缴的社会保险费损失。

两部门强调，用人单位不依法为劳动
者缴纳社保属于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2021年8月20日，刘某松在一家出
租车公司担任司机期间，不幸因病死
亡。由于公司此前未按规定为其缴纳社
保，使得刘某松在世时社保缴费年限偏
低，最终导致刘某松遗属领取的抚恤金
远低于实际应得。其遗属通过申请仲
裁、提起诉讼，请求公司支付抚恤金差额
部分。

两部门介绍，出租车公司未依法为
刘某松缴纳2017年5月至2018年5月期
间的社会保险费，致使其遗属无法按照
缴费年限满5年的标准领取6个月的抚
恤金，只能领取到13766.64元。

劳动者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因用
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保导致劳动者遗
属少领取抚恤金等待遇的，用人单位应
依法赔偿差额损失。因此，上述出租车
公司应支付抚恤金差额的36633.36元。

据新华社电

用人单位能否因女职工怀孕调岗降薪？未给员
工缴社保要赔偿吗？普通工作调换也受竞业限制
吗？4月16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新一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就相关焦点问题回
应社会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