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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给快两岁的孩子买夏天的鞋。

从网店到实体店，对比材质与售价，选择

品牌与样式，尽管知道孩子脚长得很快，

还是一口气买了两双。一是因为店铺有

活动，两双更划算；二是鞋子款式好，两双

都喜欢。

买鞋的体验，映照当下的消费。商品

琳琅满目，功能各具特色，有的热门品类

新品一出即卖断货。持续释放的需求背

后，是经济活力在上扬。

经济数据给出有力证明。一季度，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6%，比

去年全年加快1.1个百分点，而且增速逐

月回升。冰雪经济、低空经济、首发经

济、银发经济、赏花经济……一个个消费

新亮点，如同经济大海上翻涌的浪花，既

满足了需求，也吸引了投资，汇聚成扩大

内需的洪流。

需求侧是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方面，

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挖掘

内需增量，就是撬动发展增量。一段时间

以来，有效需求不足、消费内生动力偏弱、

投资增长面临制约，是影响经济回升向好

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

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

锚。”去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

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的

重大部署，一揽子增量政策形成合力、持

续发力，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推动经济运

行平稳向好。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动能很充

足，潜力还很大。比如，老年人爱旅游、中

年人喜养生、年轻人买文创，按人群划分

的细分市场越挖掘越精彩。又如，随着人

工智能加速应用，即时零售、数字消费、文

化旅游等消费场景、消费形态不断创新拓

展，消费的新需求、新动能不断积蓄。一

季度生活服务消费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8.3%，休闲娱乐业同比增长67.6%，14亿

多人的美好生活需要依然是充满商机的

蓝海。

短板处有机遇，不足中蕴潜力。创造

有效需求、增强消费意愿，宏观政策有很

大施展空间。《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部

署七大行动，摆在第一位的就是城乡居民

增收促进行动。前端促进居民增收，中间

提升消费品质，末端优化消费环境，持续

释放的消费潜力能有效促进增长。

扩内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积极扩

大有效投资。有效投资既有利于促进短

期经济增长，从中长期看同样有助于固本

培元。以工业园区为例，面对用地限制、

产业不旺等问题，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引

入相关企业，在研究产业政策、充分分析

论证后，将一个烂尾项目打造成生物医药

产业园，变“包袱”为“财富”。这一盘活存

量、做优增量的过程，推动了资源高效利

用，带动了有效投资，提升了经济的内生

动力。

做大、做强、做优发展的增量，既要向

内挖潜力，也要向外拓市场，最重要的是

实现内外联通。刺绣、盘扣、斜襟……法

国巴黎街头，一些成衣品牌橱窗里增添了

“新中式”。不只是国风服饰，青花瓷元素

的窗帘、非遗潮玩、书画陶瓷、草本美妆等

国潮产品，热销海外，赢得认可。这些都

是今年一季度出口增长6.9%的缩影。外

贸企业快速响应全球市场的多样化需求，

“中国造”形成了难以比拟的产品竞争力。

增量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也是靠质

量拼出来的。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深

受国内外消费者欢迎，是我国制造业立于

不败之地的关键。看一季度的一些先行

指标：线下消费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4.2%，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指数同比增长20.0%，

全国主要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

长10.6%……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

效益的投资，拓宽多元化的出口，做到内

需有冲劲、外需有韧性，我国经济基本盘

就能更加稳固。

超大规模市场，不只在于人口规模

大，更在于增长稳、增量大，供需之间良性

互动。中国市场是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

舞台，奔腾的发展浪潮将持续涌动新机

遇、新希望。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4 月 23

日 第05版）

一些数据，联系起来看，颇耐人寻味。

2025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22

万人，同比增加 43 万人；据测算，2025 年

我国数字化人才总体缺口在 2500 万至

3000万，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缺

口接近3000万人。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创新浪潮奔

涌，一边是许多行业求贤若渴，一边是高

校毕业生就业不易。在人才与岗位的“双

向奔赴”中，如何更好实现供需适配？

人才培养有其规律，需要耐心、精心；

用人单位引才心切，期待迫切。两者之

间，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近日，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普通高

等学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的意

见》提出，“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

“完善供需对接机制”。此前，教育部部署

实施“双千”计划，推动全国范围内开设

1000个“微专业”（或专业课程群）和1000

个职业能力培训课程，助力大学生找准职

业方向，积累实践经验，更好应对求职过

程中的各种挑战。

促进人才供需适配，首先应对接市场

需求，帮助大学生补齐知识和技能短板。

在苏州大学，“智能计算与前沿应用”微专

业挺热门，选修学生中有一半是文科生。

从夯实专业能力到做好职业规划，再到提

高综合素质，精准满足个性化需求，多提

供“小而美”的创新课程，才能方便学生根

据个人兴趣和实际需要进行选择，有针对

性提升就业能力。

长远来看，弥合“供需时差”，需要全

链条优化培养供给、就业指导、求职招聘、

帮扶援助、监测评价等服务，开发更多有

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更好实现

人岗相适、用人所长、人尽其才。

在实处发力。高校应主动适应时代

需要，开展新设学科专业人才需求论证、

存量学科专业就业状况评估，做好学科专

业优化、调整、升级、换代和新建工作。同

时，完善招生计划、人才培养与就业联动

机制，综合考虑高校办学质量和毕业生就

业状况，优化招生计划分配方式，及时更

新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使学生“有所学即

有所用”。

于细处用心。中国人民大学开发设

计智慧职业发展中心平台，模拟不同场景

上线AI面试指导。天津大学为每名本科

新生配备师友导师进行生涯领航，促进就

业教育与新生教育相融合。河南鼓励高

校开展重点群体毕业生访企拓岗活动，对

符合条件的困难毕业生发放求职创业补

贴。把毕业生当成自家人，想其所想、急

其所急，多出贴心实招，真解“急难愁盼”，

方能为毕业生就业创业保驾护航。

供需适配是动态的，还须适度前瞻。

一方面，高校可建立更加科学的学习制

度，如完善转专业细则、拓宽辅修专业路

径等，让学生灵活规划学业。同时，开展

更有针对性的课程教学和就业指导，助力

学生快速掌握求职技巧，快速融入职场。

另一方面，着眼未来产业变革，科学研判

人才发展趋势及供需状况。比如，推进人

才需求数据共享归集，开展人才供需关系

前瞻性分析，定期发布急需学科专业引导

发展清单，等等。

从“学有所成”迈向“业有所就”，是莘

莘学子的关键一跃。凝聚众智众力，精心

打磨就业服务细节，精准匹配岗位需求，

全方位帮助大学生成长成才、顺利

就业，定能为强国建设提供更有

力的人才支撑。

来源：《人民日报》

（2025 年 04 月 24 日

第05版）

以需求增量撬动发展增量
——进一步巩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基础①

□ 李洪兴

2025 年经济一季报出炉，我国

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政策

效应持续释放，高质量发展取得新

成效，为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

定性、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开了好头。本报转载《人民日报》系

列评论，观察经济形与势，把脉发展

量与质，为进一步巩固经济持续回

升向好基础集智聚力。

出实招助毕业生更好就业
□ 吴丹

弥合“供需时差”，需要全链条

优化培养供给、就业指导、求职招

聘、帮扶援助、监测评价等服务，开

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所学所长的就业

岗位

供需适配是动态的，还须适度

前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