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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四川CPI上涨2.0%
涨幅温和可控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
队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2年四川民
生调查数据。数据显示，2022 年，四川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呈现冲高回落
走势，全年上涨 2.0%，涨幅温和。从结
构来看，食品价格上涨 2.0%，工业消费
品上涨3.1%，服务价格上涨1.1%。

调查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项目中，
食 品 烟 酒 类 上 涨 1.9% ，衣 着 类 上 涨
1.4%，居住类上涨 1.0%，生活用品及服
务 类 上 涨 1.3% ，交 通 和 通 信 类 上 涨
5.4%，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上涨 2.0%，医
疗保健类上涨0.6%，其他用品和服务类
上涨1.7%。

CPI冲高回落
食品价格先跌后涨

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四川调
查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上半年
各月，四川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基本延续
了上年低位运行、涨幅温和的走势，同
比涨幅在0.4%-2.6%之间。进入2022
年三季度后，由于先后遭遇高温、限电、
疫情、地震等多重困难，CPI上涨压力有
所显现。

面对压力，各级政府积极采取投放
储备肉、做好疫情防控、保障重要民生
商品供应、向困难群众发放临时价格补
贴等措施，加之猪肉供应充足价格走
弱，2022年 10月CPI回落至2.8%，11
月、12月进一步回落至1.7%，冲高回落
态势明显。

具体到食品价格，2022年四川食品
价格受猪肉价格影响明显，走势呈先跌
后涨态势，全年上涨2.0%，涨幅不大。
一季度各月由于猪肉价格跌幅较大，食
品价格同比分别下跌 7.1%、5.5%和
4.4%。随后在收储政策刺激下，猪肉价
格反弹，对食品价格的负向拉动作用显
著减少，5月食品价格同比上涨0.2%，开
始由跌转涨。三季度猪肉价格出现大
涨，推动食品价格7月同比涨幅陡增至
7.4%，9月达到12.5%。在一系列调控
措施下，10月中旬猪肉价格开始回落，

11月、12月跌幅继续扩大，同期食品价
格涨幅明显收窄。

2022年，四川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
的核心CPI上涨1.1%，除1月上涨1.5%
外，其余月份在0.8%-1.3%之间窄幅波
动，整体涨幅不大，运行较为平稳。

PPI上涨2.8%
服务价格涨幅低位运行

2022年，四川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指数（PPI)上涨2.8%，涨幅较上年回落
3.1个百分点，全年出厂价格走势总体平
稳，同比指数呈回落趋势。

2022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一度涨
幅较大，PPI传导效应有所显现，推动四
川工业消费品价格稳步上扬，到6月上
涨4.7%，创下该指数编制以来新高。

随着美联储开启加息模式，国际大
宗商品价格纷纷回落，四川PPI同比涨
幅开始收窄，从2022年10月开始更是
由涨转跌。受此影响，四川工业消费品
价格同比涨幅明显回落，到12月仅上涨
1.5%，较6月高点大幅回落3.2个百分
点，呈现冲高回落走势。

2022年，四川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3.1%，扣除能源价格后上涨0.8%，显示
工业消费品主要受到输入性通胀影响。

再看服务价格，四川服务价格全年
上涨1.1%，继续处于低位运行态势。

分月看，2022年上半年，四川服务
价格除1月上涨2.0%外，其余各月涨幅
在1.0%-1.4%之间，进入三季度后，疫
情影响服务价格进一步走低。10月疫
情形势缓解加上节日效应提振，服务价
格同比上涨1.0%，略有反弹。11月进
入旅游淡季，加之优化疫情防控“二十
条”措施公布后，居民观望气氛浓厚，服
务价格再次回落，同比上涨0.8%。12
月，优化疫情防控“新十条”措施出台，
各地防疫优化措施进一步细化和落地，
居民出行信心和热情逐渐升温，当月四
川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较上月回升
0.1个百分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新华社北京1月 17日电 个人养
老金制度是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
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
险制度，属于第三支柱保险中有国
家制度安排的部分。记者17日从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截至 2022
年末，已有近 2000 万人开设了个人
养老金账户。

2022年 11月 25日，个人养老金
制度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
等 36 个城市或地区先行实施，覆盖
全国大部分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先行城市或地区符合条件的群众可
自愿参加个人养老金，年缴费上限为
12000元。

依照规定，参加人需要开立个人
养老金账户与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
其中，个人养老金账户需通过国家社
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
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或
商业银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
需通过商业银行开立。目前，多家银
行均为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提供了手
机银行APP、营业网点等线上线下开
通渠道。

开通账户后，参加人可向资金账
户缴费并购买符合规定的理财产品、
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和公募基金
等，并可按12000元/年的限额标准享
受递延纳税。据专家测算，仅从缴纳
环节看，年收入超过6万元的参加人，
根据年收入水平不同，个人养老金可
每年节税几百元至几千元、甚至上万
元不等。

个人养老金采取市场化运营，不
可避免存在投资风险。《个人养老金实
施办法》强调，销售机构要以“销售适
当性”为原则，做好风险提示，不得主
动向参加人推介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
的个人养老金产品。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熊英英）国家
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1月17日发布的
2022年四川民生调查数据显示，2022
年，四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679
元，较上年名义增长5.5%，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3.4%。

按收入来源分，四川居民人均工资
性收入15234元，增长5.8%；经营净收
入 6045 元，增长 5.0%；财产净收入
1974元，增长3.6%；转移净收入7427
元，增长5.7%。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43233元，较上年名义增长4.3%，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2%；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8672元，较上年名义
增长 6.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4%。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的2.36
下降为2.32，收入相对差距继续缩小。

“从数据来看，工资性收入为居民

增收关键支撑。”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
总队居民收支调查处相关负责人说，
2022年全省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比
49.7%，为居民第一收入来源；较上年增
长5.8%，为全年收入增长最快项；增收
贡献率达52.6%，为支撑居民增收的第
一主力。财产净收入为四大收入来源
中增长最缓项，增速回落幅度亦是最
大。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银行利率持
续下调，楼市持续疲软，居民房屋出租
等资产性收益、银行存款等利息收入明
显下降。

此外，2022年，四川城乡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为22302元，较上年名义增长
3.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27637元，较上年名义增长2.5%，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0.4%；农村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17199元，较上年名义增长

4.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7%。
具体来看，居民各类生活消费增长

呈现差异化。分城乡看，城镇居民在其
他用品和服务、居住等消费支出呈现较
快增长，同比增幅分别为9.2%和7.7%，
而衣着和交通通信类消费支出呈现负
增长。农村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其他
用品和服务、居住等消费支出增长较
快，增幅分别为10.1%、8.0%和7.6%，而
交通通信类消费同比仅增长1.8%，医疗
保健类消费支出与上年持平。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消费价
格调查处相关负责人分析，主要有两个
因素导致居民餐饮类消费增长明显放
缓：2022年猪肉价格明显低于上年，居
民肉类消费支出明显减少，全年居民人
均肉类消费支出较上年下降10.7%；由
于疫情，广大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外出
就餐、聚会等餐饮消费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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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四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679元

我国已有近2000万人
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

制图 高翔

问：周二沪指高开，盘中探底回升，
收盘微跌，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二表现分化，沪指结束
连阳，深成指、创业板指小幅收涨，盘
面上个股涨少跌多，半导体、旅游酒
店、证券板块表现较好，北上资金净
买入约93亿元。截至收盘，两市涨停
33只，跌停5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
仍收于 5 日均线之上，两市合计成交
7071 亿元环比萎缩；60 分钟图显示，
各股指均收于 5 小时均线之上，60 分
钟MACD指标仍保持金叉状态；从形态
来看，因市场重新缩量导致股指出现
震荡走势，但并不影响短期上升趋
势，预期各股指均将很快站上所有均
线，后市只需关注 60 小时均线的得
失。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
交、持仓均减少，各合约负溢价水平
整体变化不大。综合来看，节前仅剩
3个交易日，市场仍将延续升势。

资产：周二按计划以13.42元均价
买入好太太6万股。目前持有华创阳
安（600155）99万股、新希望（000876）38
万股、红宝丽（002165）145万股、越秀
资 本（000987）88 万 股 、好 太 太
（603848）18万股、曼卡龙（300945）12
万股、丽人丽妆（605136）12万股。资
金 余 额 2989632.44 元 ，总 净 值
32273432.44元，盈利16036.72%。

周三操作计划：拟适当加仓丽人丽
妆，好太太、曼卡龙、越秀资本、红宝丽、
新希望、华创阳安拟持股待涨。胡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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