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客在荔波县
瑶山古寨观光游玩
（5 月 16 日摄，无人
机照片）。

初 夏 时 节 ，贵
州省黔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荔波县小
七 孔 景 区 绿 意 盎
然，风光秀美，吸引
众多游客前来观光
游玩。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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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房贷政策组合拳影响几何

新华社合肥5月17日电（记者
戴威）高血压是我国患病人数最多
的慢性疾病，也是心脑血管疾病
死亡的最重要危险因素。相关数
据显示，我国 35 岁以下的高血压
患者超过 7000 万。为何越来越多
年轻人得高血压？可能造成哪些
危害？年轻人得高血压应如何调
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心血管内
科 副 主 任 医 师 马 腾 带 来 权 威 解
答。

为何越来越多年轻人得高血压？

首先，遗传因素不容忽视。高
血压是一种具有遗传倾向的疾病，
父母患有高血压，下一代患病的风
险将显著增加，尤其是在多种生活
环境因素综合作用下，更容易罹患
高血压。

其 次 ，高 血 压 有 时“ 病 从 口
入”。烧烤、火锅等是当下不少年轻
人的家常便饭，高盐等是这类饮食
的特点，也是引起血压高的重要诱
因。

此外，年轻人的一些不健康的
生活方式也会使血压增高，如缺乏
锻炼、熬夜、吸烟、饮酒、压力大引发
焦虑抑郁等。

年轻人高血压相较于中老年人
高血压，有怎样的特点？

与中老年人高血压不同，年轻
人的血压高往往表现为收缩压正
常，舒张压大于等于 90mmHg。这
种现象的确切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目前认为主要与外周血管阻力增加
有关。不良生活方式可导致交感神
经兴奋，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
系统激活，收缩血管，增加外周血管
阻力。此外，吸烟、饮酒可损害血管
内皮，加速动脉硬化，从而增加外周
阻力。

青年高血压患者一般血管弹
性较好，可以缓解血流对动脉管壁
的压力，病情多处高血压发展的前
期，轻度高血压居多，临床症状不
典型，多数无明显症状。所以，年
轻人的高血压，常有隐匿性强的特
点，部分青年患者因为对高血压的
危害认识不足，认为无症状就无需
处理，最终导致严重心脑血管事
件，令人唏嘘。

如果不加以控制，高血压会有
哪些危害？

一是心血管疾病。如果长期
高血压会增加心脏负担，导致心
肌肥厚和心血管病变，最终可能
引发心肌梗塞、心力衰竭、冠心病
和心律失常等疾病；二是脑血管
疾病。高血压会导致脑部血管病
变，增加脑卒中的风险。脑卒中
是一种脑血管意外，可导致脑组
织缺血或出血，引发认知障碍、偏
瘫、失语等后果；三是肾脏疾病。
高血压会损害肾脏的小血管，引
起肾小球硬化、肾功能不全甚至
慢性肾脏病。严重情况下，可能
需 要 肾 脏 透 析 或 移 植 来 维 持 生
命；四是眼部疾病。长期高血压
可能损害视网膜血管，导致视网

膜病变（如视网膜动脉阻塞、视网
膜 出 血），最 终 可 能 导 致 视 力 丧
失；五是外周血管疾病。高血压
可能导致外周血管病变，影响血
液循环，增加患者患上动脉硬化、
主动脉夹层、周围血管疾病的风
险；六是猝死。高血压可能导致
心脏大血管破裂，如主动脉夹层，
或突发急性脑出血，造成猝死。

年轻人患上高血压，该如何调理？

首先，对高血压应有正确的评
价：自己的血压水平怎样，同时还合
并什么疾病，高血压已发展到什么
程度。二级以上的高血压患者还要
注意排除继发性疾病的因素，如睡
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原发性醛固酮
增多症等。

其次，要重视健康体检，提高健
康意识，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再次，改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
对症治疗：日常生活中，患者要限制
盐的摄入，可选用低钠盐。同时，要
注意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此
外，患者还要坚持运动，以有氧运动
为主，如快步走、慢跑、游泳等，还
可以辅以抗阻运动，每天活动时间
大于30分钟，保证每周进行5次。

若医生建议患者进行药物治
疗，应严格遵嘱执行，需注意以下几
点：不能太心急，短期内换药不宜太
频繁，血压需平稳调至目标范围；血
压正常后，不要以为治愈了，切勿自
行停药，须在医生指导下调整药物；
坚持规律家庭自测血压，实现血压
的自我管理。

为何越来越多年轻人得高血压？应如何调理？

2023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总体继续增长资总体继续增长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记者

魏玉坤 李昌瑞）国家统计局 5 月 17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经
济回升向好，社会发展稳定，就业人
员增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
工资总体继续增长，实际增速高于
上年。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 153.9 万家
规模以上联网直报企业和71.5万家
抽中样本单位开展的劳动工资统计
调查，2023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
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120698 元，比
2022年增长5.8%，增速低于上年0.9
个百分点；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为68340元，比上年增长
4.8%，增速高于上年 1.1 个百分点，

扣除价格因素后，上述两类单位就
业人员平均工资实际分别增长5.5%
和 4.5%，分别高于上年 0.9 和 2.8 个
百分点。

“这里的工资是指全部劳动报
酬，既包括就业人员从单位实际领
取的工资、奖金、津补贴等，还包括
单位从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的个人
所得税、社会保险基金及住房公积
金等。”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
司司长王萍萍说。

统计数据显示 ，多数行业的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继续增长。其
中，金融业和采矿业工资水平保
持较快增长，金融业在城镇非私
营单位和私营单位中的平均工资

增 速 分 别 为 13.4% 和 13.2% ，采 矿
业在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
中的平均工资增速分别为 11.1%
和 10.4%。

“需要注意的是，平均工资是反
映一个国家、地区或行业、岗位总体
工资情况和变化的重要统计指标，
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个人工资或收入
并不相等，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之间
存在工资差距。”王萍萍说，由于行
业、地区、岗位不同，单位情况、个人
具体情况不同，甚至工资发放时间
的不同，个人工资水平与总体或分
组平均数难免会产生较大差异，使
用平均工资数据时需进行深入分
析、理性对待。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记者 吴雨）5 月 17 日，新一轮支持
房地产的金融举措出炉：明确取消全国层面房贷利率政策下限、
下调房贷首付款比例和公积金贷款利率、拟设立保障性住房再
贷款……此时挥出房地产金融政策组合拳出于哪些考量？政策

“工具箱”上新又将带来哪些影响？

降低居民购房门槛降低居民购房门槛 提振住房消费提振住房消费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5月17日联合发布通
知，首套和二套房贷最低首付款比例分别降至不低于15%和不低
于25%。中国人民银行还宣布，取消全国层面首套和二套房贷利
率政策下限，并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从首付款比例、房贷利率两个方面对住房金融政策进行调
整，可适当降低居民住房消费门槛，同时减轻居民住房消费负
担。”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介绍，调整后，首套房首付
款比例已达历史最低水平，二套房首付款比例也创下近年新低。

在业内人士看来，取消全国层面房贷利率政策下限，下调个
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将推动住房贷款利率继续
降低。

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落地以来，越来越多城
市因城施策，下调或取消首套房贷利率下限。记者了解到，截至
今年4月末，全国343个城市中已有67个取消了首套房贷利率下
限。目前，除北上广深等少数一线城市外，大部分城市房贷利率
下限已降至全国统一水平。

业内人士预计，此次政策调整后，将有更多城市取消房贷利
率下限，个别保留当地下限的热点城市自主定价空间也会明显扩
大。政策落地后，大多数城市房贷利率可能下降0.3个至0.4个百
分点。按照100万元贷款、30年期限、等额本息还款方式测算，总
利息支出可减少7万余元。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说，此次住房金融政策调整力度较
大，超出预期，传递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明确信号，有助于稳定住
房消费信心，提高居民住房消费的意愿和能力。

政策政策““工具箱工具箱””上新上新 支持盘活存量住房支持盘活存量住房

盘活存量住房是化解房地产风险的关键。此次中国人民银
行拟设立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引起市场高度关注。

据介绍，拟设立的保障性住房再贷款，规模3000 亿元，利率
1.75%，期限1年，可展期4次。发放对象包括国家开发银行、政策
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21家全
国性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陶玲介绍，设立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可
鼓励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支持地方国有企业
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
性住房。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贷款本金的60%发放再贷款，预计带
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

董希淼表示，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贷款本金60%发放再贷款，而
且再贷款资金是要偿还的，不是对企业的补贴，不等同于政府下
场“无偿救助”。金融机构根据地方国企申请，自主决策发放贷款
的条件，有了合格贷款后才能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

记者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明确提出，保障性住房再贷款不
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地方国有企业由城市政府选定，被选定
的地方国企及所属集团不得为政府融资平台，收购资金通过租赁
经营收入和未来售房收入回收。

记者前期调研了解到，郑州、南京、珠海等地国企已先行先
试，通过直接收购、以旧换新等方式参与存量住房去库存，目前各
地公布的计划收购住房已经超过1万套。

陶玲说，这项政策可以推动商品房市场去库存，加快保障性
住房供给，助力推进保交楼工作和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落
地。在再贷款政策支持下，房地产企业出售已建成商品房后，回
笼资金可用于在建项目续建，改善房企的资金状况。

政策稳步衔接政策稳步衔接 推动房地产向新模式转变推动房地产向新模式转变

从建立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到降低存量首
套房贷利率，再到推出新一轮房地产金融政策组合拳……随着我
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金融举措也不断适应形势
需求调整优化。

在业内人士看来，房地产金融政策一脉相承，新旧政策衔接
稳步有序，一方面持续加大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力度，另
一方面防范房地产风险外溢。

“这一轮政策调整力度较大，但没有改变一贯的政策取向。”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尽管房贷利率限制基本放
开，但首套和二套房首付比例仍有一定区分度，首套房明显更
低。另外，按照因城施策原则，预计个别热点城市暂时还将保留
房贷利率下限。这些有助于平衡好房地产市场的当前稳定与长
期发展，避免重走“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老路。

4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统筹研究消化存
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抓紧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
式，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专家表示，此次优化调整房贷政策，是对中央政治局会议相
关部署的贯彻落实和积极响应。中国人民银行选择此时发布相
关政策，也有支持信贷平稳增长方面的考虑。未来房贷仍是银行
的优质资产，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贷款利率下降减少的利息收
入，有利于稳定银行净息差。

曾刚认为，此次政策优化调整的过程中，多次强调市场化原则，
这体现出金融管理部门市场化调节的清晰思路。随着我国经济内
生动力不断增强，金融配置资源的能力不断优化，房地产领域也可
更多交由市场机制调节，推动房地产企业向新发展模式加快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