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关注 2024年11月2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葸青华 编辑：拉珍 校对：党世友

最低工资事关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今年
以来多地密集上调。据“新华视点”记者梳理，
截至目前，今年已有十余省份提高了最低工资
标准。

提高标准后，哪些人将受益？对劳动者和企
业有何影响？接下来还会有哪些调整变化？

哪些省份调整了？涨了多少？

11月 15日，内蒙古自治区发布《关于调整自
治区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自12月1日起，将全
区一类、二类、三类地区月最低工资分别由1980
元、1910 元、1850 元提高到 2270 元、2200 元、
2140元，较调整前各增长290元；非全日制小时
最低工资标准较调整前各增长1.6元。

截至目前，今年已有江苏、浙江、河南、辽宁、
吉林、黑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十余省份陆续上
调最低工资标准。多数省份月最低工资涨幅为
200元左右，最高涨了290元；个别省份上涨100
元左右。从调整后的水平看，全国已有二十余个
省份第一档最低工资超过2000元。

“最低工资标准，代表的是政府在劳动力市
场中的一道保护线，用于确保用人单位应当支付
劳动者的最低劳动报酬能满足劳动者个人及家
庭基本生活需求。”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教授常凯说，“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收入水平差
异较大，最低工资标准也会不同，同一省份内，大
多还会再分档。”

云南省自 10月 1日起将一、二、三类地区的
月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从1990元、1840元、1690
元提高到2070元、1920元、1770元。

尽管给员工的薪酬高于最低工资标准，昆明
市西山区一家小超市的负责人覃先生，仍将两名
员工的工资从2700元调整至2850元。“最低工资
的变化能给雇主提供参考和指导。我们跟着它适
时提高工资，有助于改善员工的生活，提升工作积
极性和满意度。”覃先生告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最低工资不包含加班工资、夜
班及高温等特殊工作津贴，多数地区最低工资
包括了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目前社会上绝
大部分企业用工价格都会超过最低工资，但也
有少数盈利能力较弱企业的基层员工薪酬还比
较低。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期发布的
2023年度企业薪酬调查信息显示，批发与零售服
务人员、道路客运服务员、环卫人员、安保人员以
及公共游览场所服务员中薪酬最低的10%，平均
月工资接近最低工资水平。

“在当前经济及就业形势下，适度调整最低工
资，是兜住民生底线的重要举措，将推动部分低
薪人员收入提升；同时也能提高新进入劳动力市
场的劳动者工资保障水平，避免一部分用人单位
故意压低工资，切实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常
凯说。

谁将受益？影响几何？

专家表示，尽管最低工资在我国薪酬体系中
主要发挥托底作用，但上调后的受益群体远不止
低收入劳动者，对其他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也会带
来积极影响。

“从实际情况看，部分企业最低档工资根据最
低工资标准变化而调整后，其他档工资、员工加
班费等也会相应有所提高。还有一些‘低底薪+
高提成’的劳动者，比如销售员、中介人员、带货
主播等，他们总收入可能不少，但月收入不稳
定。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可以提高他们在业绩低
谷的待遇。”常凯说。

最低工资也是失业保险金、病假工资等其他一系列待遇的基准
线、参照线。

比如，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的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
费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我国大部分地区规定，失业保险
金标准为最低工资标准的90%。记者注意到，多地建立了最低工资
标准与失业保险金标准联动调整机制。

在最低工资调整带动下，自2024年1月1日起，杭州失业保险金
标准从原来的2052元/月提高至2241元/月，苏州市失业保险金最高
标准从2280元/月提高到2490元/月；从2月1日起，湖北将全省失业
保险金发放标准按区域由原来的四档调整为三档，分区域提高到
1989元/月、1755元/月、1620元/月。

另外，按照相关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被派遣劳动者被
退回劳务派遣单位后暂无工作期间的报酬等，均不得低于用人单位
所在地的最低工资。因此，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也有利于提高这些待
遇的底线。

今年以来，浙江、河南、湖南等多省份均在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后
下发通知，提高了在职工伤人员的伤残津贴标准。部分省份提出，调
整后伤残津贴低于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的，补足到全省月最
低工资标准第一档。

“最低工资的适度提高将发挥带动作用，带来改善民生的综合效
应，让劳动者受惠，也有助于促进消费。”常凯表示。

未来还将有哪些调整？

工资一头连着劳动者，一头连着企业。
“最低工资何时调、调多少，在突出保基本民生功能的同时，也需

妥善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特别是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
境，科学测算和统筹协调显得更为重要。”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
学术委员会主任沈建峰认为。

沈建峰表示，最低工资一般两到三年调一次。各地会参考当
地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经济发
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测算。地方人社部
门还会通过发放问卷等形式，对最低工资调整进行评估，从而合理
确定标准。

记者梳理发现，北京、上海、河北、安徽、贵州等地已于2023年实
施了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再加上今年调整的十余个省份，目前绝大部
分省份都已完成这一轮最低工资调整。

“人是企业发展的第一要素，企业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劳动者
如果发现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可以向劳动保障部门举报投
诉。”沈建峰说。

记者了解到，增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科学性、合理性，逐步提高
最低工资标准占社会平均工资比重，将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下一
步改革的发力点之一。

“在最低工资保障基础上，一方面要健全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
发布制度，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另一方面可以更多发挥集体协商
的作用，通过协商确定工资标准，形成企业自主调薪机制，建立健
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形成员工待遇提升与企业效益增长的良性
循环。”沈建峰说。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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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度超千米的高山缆车，到自
主品牌的“国潮”雪板。这个雪季，不
少国产冰雪运动装备已成为国内滑雪
场与滑雪爱好者的新偏好。《中国冰雪
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
2024 年我国冰雪产业规模已达 9700
亿元，预计2025年将增长至10053亿
元。在迈向万亿市场的关键雪季，国
产装备正成为推动冰雪经济持续增长
的新动能。

新雪季，国产装备“上新”忙

近期，吉林北大湖滑雪度假区的
多条雪道陆续向旅客开放。在崭新的
吊厢前，工作人员正对两条今年新增
的国产索道进行最后的调试。

据了解，2021年至今，北大湖滑雪
度假区的雪场规模不断扩大，开放雪
道条数从27条增加至74条，开放索道
数量由7条增加至13条。其中，来自
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和徐州
天马索道缆车设备有限公司的国产装
备，为雪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支持。

吉林北大湖滑雪度假区市场总监
闫帅说：“相较于国际品牌，国产索道
安装快、造价低，更兼具定制化的服务
功能，对滑雪场来说性价比非常高。”

国产滑雪装备公司雪鸮科技的创
始人李尧，正忙着在全国各个滑雪场
的门店间来回奔波。上个雪季以来，
李尧和他的团队在全国大型雪场相继
开设了 12家门店。公司销售额持续
增长，三年内已到达千万级水平。“目
前全球滑雪装备的产能大部分集中于
中国，长远看国产品牌市场占有率的

提升将是大趋势。”李尧说。
专业单板滑手阿通近期特意从辽

宁赶来吉林“开板”。从滑雪服、眼镜
到雪板固定器，他全身都穿着国产品
牌。“尽管知名度不高，但经过几年的
迭代升级，国产品牌的产品做工已经
可以和国际一线品牌看齐。较高的性
价比，让国产品牌更具竞争力。”阿
通说。

11月 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
工业一司负责人郝立顺在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形成
15大类冰雪装备器材产品体系，基本
包括了从头到脚、从个人到场地、从竞
技竞赛到大众运动，全产业链的冰雪
装备器材。企业数量从 2015 年的约
300家增长到 2023 年的 900家左右，
销售收入从2015年的不到50亿元人
民币增长到 2023 年的约 220 亿元人
民币。

新市场，产品潜力待释放

在吉林市都市工业产业园内，吉
林市腾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厂房里
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忙着切割用于滑
雪板的高分子材料。企业负责人吴必
达说：“过去5年，我们一直在为伯顿、
金鸡等国际滑雪板品牌的制造商提供
材料，用于滑雪板的上下板面和防撞
边条的制作，近年来也有一些国产品
牌制造商前来洽谈业务。”

国家体育总局的数据显示，过去5
年我国冰雪运动场地数量持续增加，
截至 2023 年底已达到 2847 个，同比
增长 16.11%。我国参与冰雪运动的
人数也持续攀升，2023-2024冰雪季，

全国参与滑冰、滑雪、冰壶、冰球等各
类冰雪运动项目的人数达到 5735 万
人，参与人次突破1亿。

冰雪产业专家伍斌认为，北京冬
奥会成功申办和举办后，中国冰雪消
费市场增长迅速，也激发了对国产冰
雪装备的需求，但与国外发展较为成
熟的冰雪装备品牌相比，国产装备制
造仍面临着技术壁垒高、品牌认知度
不足等多方面挑战。

闫帅表示，虽然北大湖滑雪度假
区内的新建索道已经基本实现国产
化，但是造雪机、压雪车等装备仍基本
依赖进口，国产设备还无法满足大型
雪场和极端天气条件下的造雪、压雪
需求。

以打造全品类冰雪装备为目标的
雪鸮科技也仍处于技术的持续研发阶
段。为了研制出性能和价格都具备竞
争力的单板、雪鞋等产品，李尧创业初
期的一整年几乎都是在工厂的参数调
试过程中度过的。目前，李尧的研发
团队正在对工艺要求更复杂的雪板雪
鞋固定器展开技术攻关。

吉林省一家雪具租赁店的负责人
告诉记者：“从冰雪装备的租赁情况看，
一些资深滑雪爱好者还是更加认可伯
顿、始祖鸟等国际品牌的产品。国产品
牌的知名度低，通常租给初学者。”

新技术+新形象，品牌实力
双引擎

在东北师范大学，吉林省冰雪运
动重点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正在对运动
员的脚掌结构进行数据建模。借助
3D打印技术，运动员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能收到一双更加符合自己脚部特征
的滑雪鞋垫。

“近年来，依托冰雪运动冠军大模型
提供的数据支撑，实验室先后研制出3D
打印定制化头盔、青少年竞速类雪板、
功能性定制滑雪鞋垫等产品。”吉林省
冰雪运动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一说，

“在国产冰雪装备中，科技水平的高低
是决定产品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据了解，目前该实验室正计划在已
有青少年竞速类雪板的基础上，研发面
向大众的青少年运动雪板。

不少企业也在塑造品牌形象、打响
品牌知名度上开动脑筋。今年刚落户
吉林省辽源市的德弘冰雪运动科技有
限公司，此前已在广东从事冰雪装备代
工制造多年。这个雪季开始，企业的运
营团队相继在吉林省内的多个雪场进
行了自主冰雪装备品牌的市场推广。
公司还取得了迪士尼的IP授权，用于设
计和制造相关冰雪运动产品。

该公司销售总监鞠丹说：“作为一个
初创品牌，目前最希望的是可以让产品
更多地出现在消费者的视野中。这一
方面是为了打响知名度，另一方面也希
望用市场的反馈帮助企业升级产品性
能。”

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以冰
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
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2027年，冰
雪经济总规模达到1.2万亿元；到2030
年，冰雪经济总规模达到1.5万亿元。

伍斌认为，在国家政策的持续推动
下，国产冰雪装备的产学研转化能力与
品牌的市场认知度将得到进一步加
强。 （新华社长春11月20日电）

冰雪经济冲万亿，国产装备如何 C 位出道
新华社记者 孙逸轩 颜麟蕴

记者 11 月 20 日从国家医保局获
悉，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放射检查
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
行）》，统一整合规范现行放射检查
项 目 ，推 动 放 射 检 查 价 格 趋 于 合
理。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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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11月20日电 2024年
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主论坛于
11月 20日在浙江乌镇举行。与会嘉
宾表示，习近平主席向峰会视频致
贺，鲜明提出加快推动网络空间创新
发展、安全发展、普惠发展，携手迈进
更加美好的“数字未来”，充分体现了
对信息革命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对
信息时代人类前途命运的深邃思考，
为深化互联网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携
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了
遵循。

与会嘉宾认为，要发挥互联网对
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驱动作用，主动顺
应信息革命浪潮，大力推动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创
新发展，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
转化。要倡导发展人工智能以增进
人类共同福祉为目标，以保障社会安
全、尊重人类权益为前提，符合全人
类共同价值，促进以人为本、向善而
行。要把互联网作为践行全球文明
倡议的重要渠道，以信息化、智能化
手段为各领域合作赋能，拓展网上文
化交流互鉴。

主论坛期间举行了全球青年领军
者计划入选者颁证仪式、世界互联网
大会数字研修院启动仪式、世界互联
网大会智库合作计划启动仪式等活
动。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中外政府
部门、全球互联网领军企业代表，以及
知名专家学者、媒体人士等1800余人
现场参会。

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主论坛举行

图为11月20日，2024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在浙江乌镇开幕。
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