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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国家统计
局10日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7%，涨幅比
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7月份，受猪肉、鲜菜等食品价格
上涨及季节性因素影响，CPI环比由平
转涨，同比涨幅略有扩大。”国家统计局
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说。

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食品价格同
比上涨6.3%，涨幅比上月扩大3.4个百分

点。食品中，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6%转
为上涨20.2%；鲜果和鲜菜价格分别上
涨16.9%和12.9%；粮食、禽肉、鸡蛋和食
用植物油价格涨幅在3.4%至7.4%之间。

7月份，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9%，
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其中，汽
油、柴油和液化石油气价格分别上涨
24.6%、26.7%和22.4%，涨幅均有回落。

从环比来看，7月份，CPI由上月持
平转为上涨0.5%。其中，食品价格由上

月下降1.6%转为上涨3%。
据测算，7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

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
月回落0.2个百分点。

7 月份，受国际国内等多因素影
响，工业品价格整体下行，全国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环比由平转
降，同比涨幅继续回落。PPI 环比由
上月持平转为下降 1.3%；同比上涨
4.2%，涨幅比上月回落1.9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7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由上
月持平转为上涨0.5%；同比上涨2.7%，
涨幅虽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但总体
仍运行在合理区间。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研究
室主任郭丽岩分析，7月份，生猪市场供
应阶段性减少叠加部分养殖户压栏惜
售，猪肉价格环比上涨25.6%；天气炎热
影响蔬菜特别是叶菜生长和储存，加之
部分区域强降雨天气影响调运流通，鲜
菜价格环比由上月下降9.2%转为上涨
10.3%，这是影响7月份CPI环比上涨的
主要因素。

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粮食、禽肉、
鸡蛋和食用植物油价格同比涨幅在
3.4%至7.4%之间，价格较为稳定；受国
际油价下行影响，汽油、柴油和液化石油
气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4.6%、26.7%和
22.4%，涨幅均有回落。扣除食品和能
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8%，涨幅
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近几个月，我国CPI涨幅虽有所上
行，但总体仍运行在合理区间，与国际高
通胀形成鲜明对比。”郭丽岩说。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此前
表示，我国CPI涨幅明显低于欧美国家水
平，主要是由于我国没有采取“大水漫灌”
的强刺激政策，同时，面对国际输入性通
胀，加大国内市场保供稳价力度。此外，
加强粮食生产，今年夏粮实现了丰收，有
利于CPI总体稳定。

“展望今年后期，国内物价总体有望
继续在合理区间运行，能够实现全年3%
左右的预期目标。”郭丽岩说。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
刘涵表示，从生产来看，夏粮再获丰收，
大豆油料扩种任务落地，肉蛋奶产能稳
定，蔬菜在田面积和产量均有所增加，稳
产保供的基础牢固。从库存来看，稻谷、
小麦全社会库存处于历史较高水平，能够
满足一年以上的口粮消费需求，玉米库存
也有所增加。从消费来看，食用植物油、
食糖、畜产品、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消费
将有所恢复，但总体保持平稳，对价格拉
动有限。

7月份，工业品价格整体下行，全国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环比由
平转降，同比涨幅继续回落。PPI环比
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1.3%；同比上涨
4.2%，涨幅比上月回落1.9个百分点，连
续9个月回落。

“受主要经济体流动性收紧、供需关
系改善等影响，近期国际原油、铁矿石、
铜、铝等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不同程度回
落，带动国内钢材、铜、铝、化工品等工业
品价格回落。”郭丽岩说。

根据统计数据，7月份，调查的40个
工业行业大类中，价格同比上涨的有35
个，比上月减少2个。其中，煤炭开采和
洗选业上涨20.7%，回落10.7个百分点；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43.9%，回落
10.5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上涨1.9%，回落6.3个百分点。

“考虑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普遍高
位回落、国内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成
效持续显现、翘尾明显收窄等因素影响，
PPI将延续下行态势，后期PPI涨幅有望
继续回落。”郭丽岩说。 据新华社

物价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
——解读7月份CPI和PPI数据

8月10日，消费者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一家超市选购商品。
新华社发

新华社哈尔滨8月10日电 我国
5G网络基站数量达185.4万个，终端
用户超过4.5亿户，均占全球60%以
上，全国运营商5G投资超过4000亿
元。这是记者10日从在哈尔滨召开
的2022世界5G大会上了解到的。

5G网络具有大带宽、低时延、广
连接等特点，正在工业、能源、医疗、教
育、交通等多个行业发挥赋能效应，形
成多个具备商业价值的典型应用场
景。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不断催生“非接触式”消费需求，为5G
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市场环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烈宏说，随着5G应用加速
落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
现，一批中国企业在5G研发应用方
面居于世界先进水平。

“我国5G建设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已进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工业互联
网、智慧城市、智慧乡村等领域的应用取
得显著进展，正在不断探索上行超宽
带、实时宽带加速和感知定位新场景。”
中国工程院院士、未来移动通信论坛理
事长邬贺铨说。

5G正在加速数字经济发展。据
统计，全国运营商5G累计投资4016
亿元，加上移动流量、手机信息服务
等消费，累计直接和间接带动经济产
出8.56万亿元，经济增加值达2.79万
亿元。

据介绍，本次大会由黑龙江省人民
政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
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主办，以

“筑5G生态 促共创共利”为主题，于8
月10日至12日召开。大会旨在汇聚世
界5G发展最新成果，为构建全方位、多
领域、深层次的全球科技和产业合作
体系描绘蓝图。

中线股指仍有活力
问：周三沪指低开，盘中冲高回

落，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三震荡回落，创业板指

收跌1.34%表现最差，盘面上个股涨
跌各半，黄金、电机、光伏板块表现较
好，北上资金净卖出约62亿元。截至
收盘，两市涨停76只，跌停2只。技术
上看，仅沪指仍收于5日均线之上，两
市合计成交9662亿元环比略增；60分
钟图显示，各股指均失守5小时均线，
60分钟MACD指标仍保持金叉状态；从
形态来看，虽然市场成交在逐步恢复，
但并未恢复到之前正常水平，而新的
板块轮动也导致之前的抱团股，特别
是一些抱团的权重股出现明显卖压，
使短期走势表现得很犹豫，不过依笔
者的技术模型，后市很难再失守上周
的低点。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
成交、持仓均增加，各合约负溢价水平
整体略有缩减。综合来看，数据显示
A股的估值整体处于合理偏低区域，
可以预期的是，在注册制带来的新交
易制度下，中线股指仍有较强活力。

资产：周三按计划持股。目前持
有华创阳安（600155）99万股，五粮液
（000858）3.5万股，康芝药业（300086）
78万股，中国电建（601669）99万股。
资 金 余 额 3483820.75 元 ，总 净 值
29126620.75元，盈利14463.31%。

周四操作计划：五粮液、中国电
建、康芝药业、华创阳安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7月份CPI同比上涨2.7%
我国运营商5G投资
超过4000亿元

新华社北京 8月 10日电 记者 10
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围绕遏
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相
关部门近期将认真组织做好市场巡查
和监测，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移交违
法违规行为线索。市场监管部门将以
生产企业、高端酒店饭店、电商平台为
重点开展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一
律从严查处。

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
合发布《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
健康发展的公告》，针对“天价”月饼暴露
的突出问题，在坚持月饼价格由市场形
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
段，推动企业守法经营、合理定价，促进
月饼行业健康发展。

公告提出的主要监管要求包括：一
是对高价盒装月饼实行重点监管。明
确月饼价格由企业自主决定，鼓励经营
者生产、销售物美价廉的盒装月饼。对
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行重点
监管。如有需要，将对经营者开展成本
调查。二是严格执行包装强制性标
准。不得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贵重材
料。三是禁止月饼混合销售。要求经
营者销售盒装月饼不得以任何形式搭

售其他商品，不得以礼盒等形式将月饼
同其他产品混合销售。四是规范月饼
券管理。五是加强酒店及餐厅渠道监
管。六是强化电商平台监督责任。七
是倡导行业自律。行业组织应积极推
动行业自律，倡导不使用鱼翅、燕窝等
珍稀食材，引导经营者合理定价，自觉
维护市场秩序。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月饼市场总体规范有序，但仍有
个别企业以多种方式炒作月饼价格，“天
价”问题仍然存在，且有反弹迹象，不仅
背离了传统文化本源，也助长了奢靡浪
费，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为提倡
节俭、反对浪费，推动月饼等节日食品回
归大众消费品属性、回归传统文化本源，
相关部门采取综合措施引导月饼市场规
范健康运行。

四部门采取综合措施遏制“天价”月饼

白 杰 品 股

受猪肉、鲜菜等食品价格上涨及季节性因素影响

•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
饼实行重点监管

•不得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贵
重材料

•不得以礼盒等形式将月饼同
其他产品混合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