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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物价持续平稳运行
——透视5月份CPI和PPI数据

（紧接02版）近日，来自22个国家
的驻华使节、高级别外交官来到这座
文明殿堂，共同探讨文明交流互鉴的
时代意义。

萨摩亚驻华大使卢阿马努韦·马
里纳说，这样一场关于文明的对话

“有趣且成果丰硕”，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将为世界作出更多贡献，与此同
时，相隔千万里的国家还可以通过共
建“一带一路”寻找文化的共通之处，
在对话中求同存异。

纵观人类历史，把人们隔离开来
的往往不是千山万水，不是大海深
壑，而是人们相互认知上的隔膜。当
前多重危机挑战交织叠加，世界进入
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社会再次来到
历史的十字路口。

“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
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
交流、互学互鉴”“我们应该从不同文
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
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
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习近平
主席的声声话语，蕴含着如何用文明
对话之钥破解时代困境的答案。

不久前，“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国
际研讨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举行。参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跨
文化对话部门项目专员尤安·麦克
韦-琼斯认为，对话有助于建立信任
与合作，当今世界面临气候变化、地
区冲突和数字治理等诸多挑战，文明
对话可以成为有效应对上述挑战的
工具。

在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
斯·阿德希尔看来，文明对话正是
一条实现可持续全球和平、安全和
包容性发展的必经之路，“期待中
国继续推动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
文明对话，促进不同文明间通过对
话达成共识”。

面向未来，新时代中国将继续做
文明对话的推动者和践行者，愿同国
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
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新局面，
将世界文明百花园建设得更加繁盛
多彩、生机盎然。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国家统计局12日发布数据，5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0.3%，涨幅与上月相同，环比下降0.1%；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
比降幅比上月收窄1.1个百分点，环比上
涨0.2%。国内物价持续平稳运行。

CPI环比季节性略降，同比涨
幅与上月相同——

“5月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全
国CPI环比季节性下降，同比涨幅与上月
相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
同比上涨0.6%，继续保持温和上涨。”国
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说。

从环比看，CPI下降0.1%，降幅略小
于近十年同期平均下降0.2%的水平。其
中，食品价格由上月下降1.0%转为持平；
非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0.3%转为下降
0.2%，影响CPI环比下降约0.14个百分
点。

“非食品价格中，小长假后出行热度
季节性减退，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费和
长途汽车价格分别环比下降9.4%、7.9%
和2.7%；受国际油价变动影响，国内汽油
价格环比下降0.8%。”董莉娟说。

从同比看，CPI上涨0.3%，涨幅与上
月相同。其中，食品价格下降2.0%，影响
CPI同比下降约0.37个百分点。食品中，
鸡蛋、鲜果和食用油价格分别下降8.5%、
6.7%和5.1%，降幅均有收窄；牛肉、羊肉
和禽肉类价格分别下降12.9%、7.5%和
2.9%，降幅继续扩大。

近段时间，牛肉价格的持续下跌，引
发不少关注。“跟去年比，肉牛每斤下跌
了4到5元，同比下降30%到40%。”安徽
阜阳兴申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普超群
说，牛肉价格下行，一方面是由于供大于
求，近年来牛存栏量不断增长，但市场消
费需求不旺，另一方面由于国外整体养
殖成本下降，进口牛肉价格低对本土市
场造成一定冲击。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雪燕
分析，今年1至5月，CPI总体低位运行，既
有翘尾因素，也有食品价格下降的影
响。前5个月，食品价格同比下降2.8%。

PPI环比由降转涨，同比降幅
收窄——

5月份，受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
行及国内工业品市场供需关系改善等因

素影响，PPI环比上涨0.2%，改变了前6个
月连续下降趋势。其中，生产资料价格
由上月下降0.2%转为上涨0.4%。

受国际市场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影
响，国内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
格环比上涨3.9%，其中铜冶炼、铝冶炼、
金冶炼价格分别上涨7.0%、3.4%、2.8%。

煤炭主产地供应偏紧，“迎峰度夏”
补库需求陆续释放，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价格环比上涨0.5%。

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政策逐步落地见
效，钢材市场预期向好，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上涨0.8%。

从同比看，5月份，我国PPI下降
1.4%，降幅比上月收窄1.1个百分点。其
中，生产资料价格降幅收窄1.5个百分
点，生活资料价格降幅收窄0.1个百分
点。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物价有望
温和回升——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不管是从同比、
环比还是核心CPI变化来看，近段时间，
CPI变化都在改善，表明消费需求处于持
续恢复态势。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国内文旅、
餐饮、零售等市场需求增长、人气旺盛，
夏日消费热力涌动。商务部商务大数据
显示，假期里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
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9.8%。全国示范
步行街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11.7%和9.2%。

“今年以来，核心CPI涨幅保持稳定，
PPI总体低位回升，表明市场供求关系改
善，需求持续恢复。”刘雪燕说。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2024年家政
兴农行动工作方案》《推动消费品以旧换
新行动方案》《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
则》；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开展
2024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近期以
来，稳经济政策持续发力，着力扩大国内
需求，提振市场信心。

“下阶段，随着供应增加，食品价格
仍然将处于季节性低位。工业消费品在
以旧换新政策影响下，消费需求有望回
升，价格总体将稳中略升。服务价格则
在服务需求逐步恢复推动下有望继续回
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说，
综合这几个因素判断，下阶段CPI有望低
位温和回升。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粟裕）6月12日，
商务部召开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新
闻发布会。商务部外贸发展局局长刘殿
勋介绍，本次博览会将于6月26日至30日
在乌鲁木齐举办，主宾省市为北京、山
东、四川。

刘殿勋介绍，2011年以来，中国—亚
欧博览会已成功举办七届，取得了丰硕
成果。境内外参展企业累计达到12200
多家，遍布五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
计观展人数达216万人次，形成了一批具

有影响力和示范性的合作成果。
刘殿勋表示，本届博览会主题是“丝

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展览面积14万
平米，共有5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
国内1000多家企业和机构参展。目前，
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据透露，今年特色产业展区里，主要
有6个产业题材内容，包括能源和装备制
造、数字技术、文化旅游、绿色有机果蔬、
优质畜产品、棉花和纺织。展馆主题设
计“上新”，比如首次设置中央企业馆、专

精特新企业馆、粤港澳地区企业馆和“新
疆八大产业集群”产业链链主企业馆。
展品涵盖11个领域、20多个大类、超过
6000多种产品，包括油气生产加工、绿色
矿业、光伏、风能应用等涵盖新疆“八大
产业集群”在内的高精新产品及特色优
势产品。

此外，国际展区也是本届博览会展示
的亮点之一，境外特色产品也非常多，这
里集中展示了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投资机
遇合作项目、优势产品及特色人文内容。

近期，北方高温持续发展，南方强降
雨不断。进入夏季，天气仿佛变得更加
剧烈。今年夏天极端高温和降水会不会
更加频繁？气候形势到底如何？

据国家气候中心气象灾害风险管理
室研究员翟建青介绍，6月9日以来华北
东南部、黄淮等地出现高温天气过程，河
北、山东、天津等地共有42个国家气象站
达到极端高温阈值，86个国家气象站日
最高气温超过40℃，高温影响面积约50
万平方公里，影响人口约2.9亿人。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近年我国
高温天气呈现出首发日期提前、发生频
次增加、累计日数增多、影响范围变广、
综合强度增强的特点。”国家气候中心服
务室副主任李修仓说。

数据显示，全国区域高温天气过程
首次发生时间以每10年2.5天的速率在提
前。1981年至1990年，每年高温天气过
程平均最早发生在6月24日，2023年则提
前到了5月28日，比常年偏早16天。同
时，全国区域高温过程累计日数呈显著
增多趋势，平均每10年增加4.8天，高温的
平均影响范围也不断扩大。

为何高温越来越强烈？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郑志海表
示，全球变暖的气候背景下，平均温度升

高，高温天气也趋于频繁，极端高温事件
增多增强或已成为新常态。此外，自
2023年5月开始的厄尔尼诺事件已趋于
结束，但其滞后影响仍将持续，并且大概
率在2024年夏季转变成拉尼娜事件。厄
尔尼诺/拉尼娜事件通过海气相互作用影
响全球大气环流，并导致包括我国在内
的全球各地气候异常。

而阶段性大气环流异常是区域高温
天气形成的直接原因，我国东部地区高
温主要受到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西风
带暖高压共同影响。在暖高压控制的地
区盛行下沉气流，天空晴朗少云，不易成
云致雨，太阳辐射强，近地面加热强烈，
在高压系统异常强大且稳定维持的条件
下，极易形成持续性高温天气。

今年夏季我国高温天气是否会
更加突出？

“今年夏季高温过程多，持续的高温
天气频繁，预计长江流域的高温强度低
于2022年。”郑志海说，今年高温天气有
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6月主要是华
北、黄淮等地高温日数多、强度强，盛夏
（7月至8月）则主要在江南、华南等地。

今年4月华南前汛期开启后，发生多
次强降水过程，华南区域4月4日至6月11

日累计降水量为1961年以来历史最多。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夏季降水是
否会持续偏多？

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6
月至8月）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涝重
于旱，东部季风区降水总体偏多，区域性
和阶段性洪涝灾害明显，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偏多，局地发生极端性强降水的可
能性较大。

专家表示，今夏气候受到赤道中东
太平洋由厄尔尼诺向拉尼娜转换影响，
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强，副高外围水
汽输送条件好，东部季风区降水总体偏
多的可能性大。此外，我国气候异常还
会受到其他海区（如印度洋、大西洋等）
海温变化，以及积雪、极冰等其他因素影
响，这些因素在未来夏季的演变及其气
候影响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针对近期高温天气频发，翟建青建
议相关部门做好高温中暑防御及卫生防
疫工作，尤其是针对独居老人、长期慢性
病患者、降温设施不足的低收入家庭和
户外作业人员。同时加强科学调度，保
障生活生产用电，确保人畜饮用水和生
产用水等。此外，6月13日起南方将出现
新一轮暴雨，降雨区域和前期高度重叠，
专家提醒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
生灾害。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高温频繁、降水偏多
——专家详解气候变化下的夏季气候形势

中国—亚欧博览会将在乌鲁木齐开幕 四川担任主宾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