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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同比上涨2.1%

CPI重回“2时代”
未来或温和上涨

4月CPI同比涨幅明显上升

4月份，CP I同比上涨
2.1%。据国家统计局城市司
高级统计师董莉娟介绍，从同
比看，食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1.5%转为上涨1.9%，影响CPI
上涨约0.35个百分点。

“4月食品价格上涨1.9%，
结束了此前连续4个月的回
落，也创下2020年11月以来
的最大涨幅。”中国民生银行
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受部分
地区疫情反弹影响，囤货需求
有所增加，物流成本相应提
高，蔬菜、水果等食品价格均
有明显上涨。

具体数据显示，食品中，
鲜菜价格上涨24.0%，影响
CPI上涨约0.48个百分点；鲜
果价格上涨14.1%，影响CPI
上涨约0.27个百分点；蛋类价
格上涨12.1%，影响CPI上涨
约0.07个百分点；粮食价格上
涨2.7%，影响CPI上涨约0.05
个百分点；水产品价格上涨
2.4%，影响CPI上涨约0.05个
百分点；猪肉价格下降33.3%，
影响CP I下降约0 . 5 9个百
分点。

非食品价格上涨2.2%，涨
幅与上月相同，影响CPI上涨
约1.78个百分点。非食品中，
汽油、柴油和液化石油气价格
分 别 上 涨 29.0%、31.7%和
26.9%。

“据测算，在4月份2.1%的
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
翘尾影响约为0.7个百分点，
新涨价影响约为1.4个百分
点。”董莉娟表示，各地区各部
门多措并举做好保供稳价，扣

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
稳中有降，同比上涨0.9%，涨
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猪肉价格环比上涨
鲜菜价格明显下降

从环比看，食品价格由上
月下降1.2%转为上涨0.9%，
影响CP I上涨约0 . 1 7个百
分点。

食品中，因疫情期间物流
成本上升，加之囤货需求增
加，薯类、鸡蛋和鲜果价格分
别上涨8.8%、7.1%和5.2%。

从线下实际销售情况看，
4月下旬，记者走访北京多家
超市也发现，散装鸡蛋价格每
斤集中在5.5元以上，草鸡蛋
价格每斤能达到10元左右。

董莉娟称，随着生猪产能
逐步调整、中央冻猪肉储备收
储工作有序开展，猪肉价格由
上月下降 9 . 3 %转为上涨
1.5%；鲜菜上市量增加，价格
由上月上涨0.4%转为下降
3.5%。

近日，记者在北京西城区
某超市也注意到，猪肉价格有
所上涨，五花肉相比4月中旬
每斤涨了1元。部分蔬菜价格
出现下降，此前处于高位的豆
角类、椒类价格下降明显。

未来CPI
有望保持温和上涨

近期，稳物价问题受到国
家和地方层面高度关注。

4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
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

战增多。会议要求，“做好能
源资源保供稳价工作，抓好春
耕备耕工作”“组织好重要民
生商品供应”。

自今年5月1日至2023年
3月31日，对所有煤炭实施税
率为零的进口暂定税率；加快
煤炭优质产能释放，明确煤炭
领域经营者哄抬价格行为；中
央财政安排下拨200亿元对实
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
贴……近段时间以来，我国坚
持综合施策、精准调控，采取
一系列有效措施，保障国内能
源和粮食价格总体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
年会时也提到，中国货币政策
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物价稳定。

“从走势看，尽管存在国
际输入性因素以及部分鲜活
食品短期供给压力，但总的

看，CPI保持温和上涨的有利
条件比较多。”国家统计局新
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
司司长付凌晖在4月国新办举
行的发布会上表示。

“要继续实施大宗商品保
供稳价政策，激发市场潜能，
推动政府、生产企业、流通企
业成本共担，贯彻落实好中央
和地方政府对下游中小微企
业扶持措施，缓解大宗商品价
格传导压力。”中国价格协会
副会长许光建说。

“随着鲜活农副产品应季
上市量增大，部分疫情地区物
流配送的卡点堵点正加快打
通并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保持
重要民生商品价格稳定的基
础将更加牢靠，国内CPI有望
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中国
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研
究室主任郭丽岩说。

国家统计局5月11日公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内疫情及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涨幅明显扩大，时隔多月重回“2时代”。

国家统计局5月11日发布了4月
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4
月份，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
行，但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保
供稳价决策部署，PPI环比和同比涨
幅均有所回落。

从环比看，PPI上涨0.6%，涨幅比
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
料价格上涨0.8%，涨幅回落0.6个百分
点；生活资料价格上涨0.2%，涨幅与
上月相同。国际原油、有色金属等大
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国内相关行业
价格涨幅回落。其中石油煤炭及其
他燃料加工业价格上涨3.5%，涨幅回
落4.4个百分点；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价格上涨1.4%，涨幅回落0.4个
百分点；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上
涨1.2%，涨幅回落12.9个百分点。有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
0.8%，涨幅回落1.9个百分点。受铁矿
石、焦炭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
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
上涨1.8%。另外，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价格上涨2.5%，农副食品加工业价格
上涨1.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价格下
降0.5%。

从同比看，PPI上涨8.0%，涨幅比
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
料价格上涨10.3%，涨幅回落0.4个百
分点；生活资料价格上涨1.0%，涨幅
扩大0.1个百分点。保供稳价政策效
果继续显现，调查的40个工业行业大
类中，价格涨幅回落的有22个，比上
月增加1个。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上涨53.4%，回落0.5个百分点；有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16.8%，
回落1.5个百分点；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上涨14.9%，回落0.8个百分
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上涨6.6%，回
落1.6个百分点；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上涨5.6%，回落3.8个百分点。
价格涨幅扩大的有9个，比上月减少3
个。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
48.5%，扩大1.1个百分点；石油煤炭及
其他燃料加工业上涨38.7%，扩大5.9
个百分点；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上涨
20.7%，扩大4.4个百分点；农副食品加
工业上涨2.6%，扩大1.9个百分点。

据测算，在4月份8.0%的PPI同比
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
为5.9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2.1
个百分点。 据新华社、中新网

■ 相关链接

PPI涨幅回落

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稳住经济大盘

财政货币政策要以就业优先为导向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11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财政货
币政策以就业优先为导向，稳住
经济大盘；部署进一步盘活存量
资产，拓宽社会投资渠道、扩大
有效投资；决定阶段性免除经济
困难高校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
利息并允许延期还本。

会议指出，受新一轮疫情、
国际局势变化的超预期影响，4
月份经济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
加大。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坚定信心，正视困难和挑战，
着力稳住经济大盘，为统筹做好
各项工作提供基础，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一

是财政、货币政策要以就业优先
为导向，退减税、缓缴社保费、降
低融资成本等措施，都着力指向
稳市场主体稳岗位稳就业，以保
基本民生、稳增长、促消费。要
进一步研究运用多种政策工具，
调动地方积极性并压实责任，切
实稳岗位稳就业。二是确保物
价稳定。我国基本民生需求品
供应是充裕的，但不可掉以轻
心。要抓实粮食生产，确保粮食
产量和供应稳定，夯实稳物价基
础。在做好疫情防控同时进一
步畅通物流特别是重点地区物
流，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
是确保能源正常供应。在前期
向中央发电企业拨付可再生能

源补贴500亿元、通过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注资200亿元基础上，
再拨付500亿元补贴资金、注资
100亿元，支持煤电企业纾困和
多发电。要优化政策、强化协
调，安全有序释放先进煤炭产
能。决不允许出现拉闸限电。
四是对当前有困难的企业和职
工，给予住房公积金政策支持。
今年底前企业申请即可缓缴，职
工正常提取公积金和申请公积
金贷款不受影响，预计减缓企业
负担900多亿元。职工未正常偿
还公积金贷款，不作逾期处理。
各地可合理提高公积金租房提
取额度。五是抓紧研究养老保
险费缓缴政策扩围、延长实施期

限的措施，指导地方对中小微企
业、个体工商户水电气等费用予
以补贴。

会议指出，盘活基础设施等
存量资产，有利于拓宽社会投资
渠道和扩大有效投资、降低政府
债务风险。一要鼓励通过发行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实施盘
活。指导地方拿出有吸引力的
项目示范，对参与投资的各类市
场主体一视同仁。二要完善市
场化运营机制，提高项目收益水
平。对回收资金投入新项目，专
项债可予以支持。三要坚持市
场化法治化原则，公开透明确定
交易价格。确保基础设施稳健
运营，保障公共利益。

会议指出，国家助学贷款是
保障经济困难家庭学生公平接
受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制度。
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新
高，为帮扶他们减负和就业，会
议决定，免除今年及以前年度毕
业生今年应偿还的国家助学贷
款利息，免息资金由国家财政承
担；本金可申请延期1年偿还，不
计复利。毕业生因疫情影响今
年未及时还款的，不影响征信。
预计免息20多亿元、延期还本50
多亿元，惠及400多万毕业生。
各高校和相关金融机构等要加
强工作衔接，特事特办尽快让政
策应享尽享。

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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