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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31 省份
2024年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29省份CPI同比上涨，宁夏“六连
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8月，
全 国 CPI 环 比 上 涨 0.4% ，同 比 上 涨
0.6%，同比连续七个月上涨，且为今年
以来次高值。

记者梳理发现，8 月 31 省份 CPI 同
比上涨省份数较上月减少。其中29省
份同比上涨，1省份持平，1省份同比下
降，上月“涨平跌”省份分别为30个、0个
和1个。

具体来看，安徽、江苏、新疆、河南、

青海、山西、江西、湖南、湖北、贵州、甘
肃、河北、辽宁、浙江、山东、广西等16省
份涨幅超过全国水平，其中安徽连续两
月领涨；北京、吉林、黑龙江、重庆、天
津、云南、上海、福建、海南、四川、陕西、
内蒙古、西藏、广东、宁夏等15省份涨幅
不及全国水平，其中广东同比持平，宁
夏连续第六个月同比下降。

另外，从增减幅来看，8月，16省份
CPI 同比数据较 7 月扩大，山西增幅最
大为0.6个百分点；7省份同比数据较7
月回落，黑龙江、广东、西藏降幅最大为
0.3个百分点。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分
析，同比来看，CPI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受高温多雨天
气带动蔬菜价格快速上涨的影响。据
测算，蔬菜价格上涨拉动当月 CPI 同
比涨幅扩大 0.37 个百分点左右，连续
两个月成为 CPI 同比涨幅扩大的主要
因素。

未来CPI怎么走？

展望下阶段物价走势，机构普遍预
计有望延续温和回升态势。

王青认为，伴随去年同期价格基数
抬高，蔬菜价格快速上涨的趋势难以
持续，以及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下
行压力进一步显现，预计 9 月 CPI 同比
可能回落至 0.4%左右，结束近两个月
的上行趋势。

财信研究院宏观团队预计9月CPI
同比增长 0.6%左右，全年约增长 0.5%。
一是预计9月食品价格环比涨幅回落；
二是9月猪肉对CPI同比的正向拉动作
用有望小幅提高；三是预计服务价格受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影响将温和回升；
四是9月油价对非食品的拖累将继续增
强；五是9月CPI翘尾因素下降0.2个百
分点。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分析
称，鲜菜、鲜果价格将随气温转凉而逐
渐回落，CPI的回暖速度根本上取决于
内需的复苏情况，8月初《国务院关于促
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
随着政策的接续发力，CPI有望在中长
期内温和回暖。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9月10日，十四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
议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草案的
议案，受到各方关注。

专家表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一大原因，是为
适应当前的人口发展形势，有效应对老龄化挑战。如
何理解人口结构变化和退休年龄调整之间的关系？
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趋势一：寿命升，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8.6岁
我国已进入长寿时代，人们生命历程中的老年期更

长。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8.6岁。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说，根据预

测，到2030年之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是大
概率事件。

“快速长寿化、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延长，意味着退
休年龄余寿大幅提升，而且未来会继续增高。与之相对
应的，是我国现行男职工60周岁、女职工55周岁或50
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70余年未作出相应调整。”中国
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说。

“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是上世纪50年代确定的，当
时的人均预期寿命不到50岁。”原新表示，“延迟退休
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改革，包含了顺应经济社会发展
多方面需要。适应人口预期寿命增长是其中一项重
要考量。”

趋势二：素质升，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
14年

随着我国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人口素
质显著提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加，
由1982年的刚刚超过8年提高至2023年的11.05年，特
别是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过14年。

“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大学生数量显
著增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超2.5亿人。与过去
20岁左右就参加工作相比，现在年轻人硕士毕业差不
多25岁、博士毕业近30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
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援引一组数据指出，劳动者进入
劳动市场时间推迟，而退休年龄不变，不利于人力资
源充分利用。

“如果在自愿、弹性前提下适当延迟退休年龄，同
时健全就业促进机制，着力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使
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发挥更多作用，
将有利于释放新的人才红利，同时有意愿的劳动者也
能增加收入。”郑秉文表示。

“未来发展的机会就是用素质换规模、用素质换
结构。”原新说，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
源强国转变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综合
施策，发挥人力资源的潜力与优势。

趋势三：老龄化程度升，老年人口占比将超三成
人口老龄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重

大课题。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达到2.97亿人、占比21.1%；65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 2.17 亿人、占比 15.4%，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
会。

根据预测，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将突破4亿，占比超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到本
世纪中叶，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将达到峰值。

“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养老服务供需
矛盾更加凸显。”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
忠说，老龄化是目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的挑战。尽管延
迟退休年龄不能完全解决老龄化问题，但是能够提高
劳动参与率，让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的大龄人员可
以选择继续从事一定工作。

“‘50后’‘60后’及即将变老的‘70后’，是恢复高
考后的直接受益者，越往后受教育程度越高。未来，
大龄劳动者数量会更多、素质会更优，在完善稳定就
业、劳动保障等政策下，他们也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
发挥更大作用。”原新说。

趋势四：劳动力总量降，劳动年龄人口约8.6亿人
在人口经济学中，16岁至59岁人口被定义为劳动

年龄人口，他们是社会生产的主力。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末，我国劳动年龄人

口约8.6亿人，占全部人口的61.3%。从总量看，劳动
年龄人口总规模依然较大，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劳动力要素是决定经济长期走势的关键要素。”
郑秉文表示，我国人力资源依然丰富，但着眼于潜力
和后劲，有必要通过一定的政策调节让人力资源优势
得到更好发挥。

数据显示，自2012年起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逐年减
少。“从结构看，劳动年龄人口中的青年群体、大龄群
体人数占比呈现一降一升态势。这意味着在劳动力
市场上，匹配就业岗位能力最强的人口趋于相对减
少。”赵忠表示。

在他看来，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一趋势，劳动年
龄人口减少属于客观发展规律。渐进式延迟退休，可
以推动有意愿的大龄劳动者成为充实未来劳动力的
重要力量，平滑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曲线。

延迟退休渐近，背后是这四大趋势

31省份8月CPI公布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胡璐
孙逸轩 黄韬铭）10日，国家公园法草案首
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这是
我国首次从国家层面针对国家公园专门
立法，将为国家公园的规划和设立、保护
和管理、参与和共享、保障和监督等提供
法律依据。

如何更好守护我国的国家公园？草
案有哪些看点？记者采访了业内专家。

看点一：如何保护国家公园？
2021年10月，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

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
等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
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目前我国遴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
区（含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总面积
约 110 万平方公里。根据方案布局，到
2035 年，我国将基本完成国家公园空间
布局建设任务，基本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国
家公园体系。

与一般意义上单纯供游览休闲的公
园不同，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坚持生态保护
第一，实行最严格的保护。而明晰责任、
理顺分工是实现国家公园科学有效管理
的前提。

草案明确，国家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
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国务院国家公园主
管部门负责全国国家公园的监督管理工
作；国家公园所在地地方人民政府行使本
行政区域内国家公园的经济社会发展综
合协调、公共服务、社会管理、防灾减灾等
职责；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负责该国家公
园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履行相应领域的行
政执法职责等。

“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
完整性，国家公园的建设往往需要跨越多
个行政区域。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法律
赋权，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很难取得执法上
的充分依据，跨区域的协调机制也难以形
成，对违法行为的监管困难重重。”北京林
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杨朝霞说，
国家公园法草案明确了各方面的职责和
权利，有助于形成合力加强保护和管理。

草案规定，根据自然生态系统特性、
功能定位和管理目标，国家公园划分为核
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并明确核心保护
区内除规定活动外，禁止人为活动。

此外，草案还提出，国家公园管理机
构应当会同国家公园所在地地方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对国家公园区域内各类自然
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自然遗迹、自然
景观等特定保护对象分类制定保护和管
理目标，开展专项保护。

“明确分区管控，就是按照精准施控
的原则把最应该保护的保护起来，同时对
特定保护对象开展专项保护，进行更有针
对性、科学性的保护和管理。”杨朝霞说。

看点二：如何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和共
享保护成果？

草案提出，国家公园区域内原有居民
的生产生活活动，应当以不超出现有规模
和利用强度为前提。根据保护和管理需
要，确有必要迁出的，由有关地方人民政
府妥善安置。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根据生
态保护需要设立的生态管护岗位应当优
先聘用当地居民。

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应当与国家公园
所在地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协作配合，指
导、扶持国家公园区域内原有居民以及国
家公园周边居民、企业等积极参与提供与
国家公园保护目标相一致的生态产品和
服务。

近年来，立足于原有居民的生产生活
需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除了设立生态保
护公益岗位提高原有居民的收入水平以
外，还探索制定林下经济分类管控办法，
科学研判红松籽采集、林蛙养殖、山野菜
采摘等林下经济活动对生态保护的影响，
并组织开展对集体林经营情况的摸底调
查，制定集体林生态保护补偿实施方案
等。

“我们期待国家公园法尽快出台，规
范并推动国家公园绿色产业转型发展，更
好地引导原有居民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
善协调发展的道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管理局综合处处长陈晓才说。

我国国家公园实行分区管控，对核心

保护区严格管理，在一般控制区适宜的区
域，可以合理规划科普教育、游憩、生态体
验等活动，游客也可以进入相关区域体验
感受。

草案进一步明确，国家公园管理机构
应当在确保生态得到保护的前提下，完善
国家公园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服务功
能。

业内人士认为，这将推动国家公园更
好地对公众开放，促进社会公众参与和共
享。

看点三：保障资金从哪里来？违法行
为如何处理？

草案明确，国家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
的多元化国家公园资金保障制度；国家鼓
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设立基金、
捐赠、资助等方式，为国家公园建设提供
支持。

为了确保各项举措落地生效，草案
对违法责任、监督机制都进行了明确规
定。

比如，在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内开展
规定以外的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属于违法建筑设施或
者进行工程建设的，责令限期拆除、恢复
原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生态破坏的，责令限期修复或者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

国家建立国家公园保护和管理成效
考核评价制度，考核评价结果纳入相关考
核评价体系。对保护不力、问题突出的国
家公园，国务院国家公园主管部门、国务
院有关部门可以约谈国家公园所在地地
方人民政府和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负责人，
要求其采取措施及时整改。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从对国家
公园建设的多元化资金保障，到对违法行
为法律责任的细化，再到对国家公园保护
和管理成效的监管，一系列规定凸显了国
家对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视，将真正推动国
家公园高质量建设与高水平保护。”国家
公园研究院副院长徐卫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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