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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记者 刘铮）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报告，10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
涨1.7%，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我国CPI同比涨幅总体
走低，从1月份的4.5%回落至10月份的
1.7%，1.7%的同比涨幅创下年内新低。
1至 10月份平均，全国CPI 同比上涨
2.7%。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在 10 月份
1.7%的CPI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上涨的
翘尾因素约为0.1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
约为1.6个百分点。

10月份，我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8%，烟酒及用品价格上涨 2.0%，衣
着价格上涨2.7%，家庭设备用品及维
修服务价格上涨1.5%，医疗保健和个
人用品价格上涨1.8%，交通和通信价
格上涨0.1%，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
务价格上涨1.1%，居住价格上涨2.5%。

从更能反映物价变动最新情况的环
比数据看，10月份全国CPI 环比下降
0.1%。其中，食品价格环比下降0.8%。

同日公布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数据显示，10月份我国PPI同比
下降2.8%，降幅比上月有所收窄，扭转
了此前降幅连续扩大的局面；当月PPI
环比上涨0.2%，而此前5个月连续环比
下降。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1.7%！10月份我国CPI创年内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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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10月份中国经济数据

中国经济增速指标连续两个月出现小
幅反弹的积极变化，打消了此前一些人对
中国经济的悲观怀疑。是什么原因在经济
增速连续7个季度回落之后，终于筑底并
小幅回升？

王一鸣认为，中国经济筑底并小幅回
升的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得益于宏
观政策预调微调，包括年内两次调低存款
准备金率、两次降息、启动了一批关系民生
的基础设施项目等，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
终于显现。另一方面，市场也有个自我调
整的过程，前一阶段大规模去库存腾出了
现在的发展空间，去库存后有一个回补的
过程，拉动了增长。

专家们认为，这次应对经济发展中遇
到的困难，宏观政策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刺
激，而是采取了稳健的总基调。这次更加
注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并逐步

解决产能过剩、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等深
层次问题。同时，也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对
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等的支持，宏观政策积
极预调微调，政府投资发挥了引导民间投
资的积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增速虽然出
现了反弹，但反弹的幅度还是有限的。
王一鸣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没有出现根
本好转，内需的恢复也需要一个过程，支
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条件也有所变
化。我们应当逐步适应7%到8%的经济
增速，关键是要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王军指出，当前宏观政策要继续坚持
稳健的总基调，有针对性地加强预调微调，
进一步巩固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同时，
要从长远着眼，力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打
造新的核心竞争力；深化改革，为可持续发
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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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最关心的经济数据——居民
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在 10 月份涨幅
继续走低，1.7%的同比涨幅创下了年内
新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
究员张立群指出，CPI涨幅回落在预料之
中，主要原因和食品价格的稳定和翘尾因
素的减少相关。

调查显示，10月份全国食品类价格同
比涨幅为1.8%，而今年CPI的最高点1月
份食品价格涨幅还是10.5%。其中，猪肉价
格10月份下降了15.8%，而1月份是上涨
25%。此外，去年价格上涨带来的翘尾因
素从1月份的3.0个百分点，缩小到10月份
的0.1个百分点。

张立群认为，CPI涨幅总体走低，避免

了物价较快上涨加重百姓生活负担的局
面出现；同时，也为宏观政策预备了更大
的调控空间，一旦国际经济形势出现严重
恶化，货币政策还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当
然，要警惕欧美量化宽松政策对国内造成
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

老百姓关注较少、但经济学家们非常
关心的物价指标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在10月份出现更加积极的变化。

10月份，全国PPI同比下降2.8%，降
幅比上月有所收窄，扭转了此前降幅连续
扩大的局面；当月PPI环比上涨0.2%，而
此前连续5个月环比下降。

“PPI对经济走势的反映更加灵敏。
PPI环比转正，说明企业的投资和生产正
在恢复。”王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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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月度核心指标——规模
以上工业同比增速，继9月份反弹0.3个
百分点回升至9.2%后，10月份又反弹
0.4个百分点达到9.6%。

中国经济的内需——投资和消费双
双小幅提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至
10月份同比增长20.7%，比1至9月份加
快0.2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
月份同比增长14.5%，比9月份提高0.3
个百分点。

“连续两个月的经济增速数据以及
PMI（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先行指标，
都说明现在的中国经济已经筑底企稳，
这一点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同。”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王一鸣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
副部长王军判断，见到10月份的数据
后，可以比上个月更有把握地认为，中国
经济在筑底回升，虽然回升很温和。

专家们普遍认为，内需的逐步恢复，
是中国经济增速小幅反弹的主要拉动力
量。PMI等先行指标显示，企业新订单有
所增加，企业市场预期好转，原先大规模
的去库存基本结束，不少企业开始补充库
存、扩大生产，这是短期内影响经济增速
的最直接原因。

继9月份主要增速指标出现小幅反弹之后，9日发布
的10月份中国经济主要增速指标延续了小幅反弹态势。
专家分析认为，稳增长政策措施成效逐渐显现，中国经济
正在巩固企稳回升态势。

11月9日，市民在长春市花园街早市选购辣椒。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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