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0日，村民在贵州省丹寨县龙泉镇羊甲村整理稻谷，准备
脱粒。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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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CPI涨幅扩大，是否意味着未来通
货膨胀压力加大？专家认为，后期物价仍
有望保持温和上涨态势。

从食品价格看，蔬菜、猪肉等价格在经
历短期波动后，有望逐步回归常态。农业农
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说，正常年景
下，9月、10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比较适宜蔬
菜生长，市场供给恢复，菜价止涨回落，预计
今年菜价季节性波动的趋势不会明显改变。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认

为，9月至 10月生猪供给将明显增多，价格
可能出现回落。伴随冬至前市场需求明显
扩张，11 月至 12 月生猪价格可能有所回
升，但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此外，非洲
猪瘟疫情对生猪生产和价格影响有限。

从服务价格看，董雅秀分析，服务需求
的释放是平稳的、逐步的，国内服务自给率
较高，受外部冲击有限，服务价格将保持稳
定上涨态势。

从工业消费品看，目前市场供应充足，

竞争比较充分，价格也没有大幅上涨的基础。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在国

内需求较为平稳、狭义货币M1增速走低以及
PPI可能回落的背景下，未来CPI缺乏显著反
弹的动力，不必过于担忧下半年通胀压力。

“从政策环境来看，坚持稳健的货币政
策也不支持物价出现大幅上涨的态势。”国
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说，总体看，下
阶段物价能够保持温和上涨态势。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菜肉蛋价格上涨推升8月CPI

新华社北京9月 10日电（记
者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 10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2.3％，涨
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8月份，构成 CPI的八大类商
品和服务价格同比均有所上涨。
当 月 ，食 品 烟 酒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1.9％，影响 CPI 上涨约 0.55 个百
分 点 。 其 中 ，蛋 类 价 格 上 涨
10.2％，鲜菜价格上涨 4.3％，畜肉
类价格下降 2％（猪肉价格下降
4.9％）。

其 他 七 大 类 价 格 同 比 均 上
涨 。 其 中 ，医 疗 保 健 价 格 上 涨
4.3％，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
乐、居住价格分别上涨2.7％、2.6％
和 2.5％，生活用品及服务、衣着、
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1.6％、1.3％和 1.2％。

从环比来看，8月份 CPI 比上
月上涨 0.7％，受食品价格上涨较
多影响，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
分点。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2.4％，
涨幅比上月扩大2.3个百分点。其
中，受高温多雨天气影响，鲜菜价
格上涨9％，涨幅比上月扩大7.3个
百 分 点 。 此 外 ，猪 肉 价 格 上 涨
6.5％，涨幅比上月扩大 3.6个百分
点；鸡蛋价格上涨 13.7％；房租上
涨拉动居住价格上涨0.5％。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8月
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
上涨 4.1％，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
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和环比涨
幅均有所扩大，其中鲜菜和猪肉价格环比涨幅较大。

专家分析认为，8月份菜价、肉价波动，主要是季节性因素所致，后期食品价格、服
务价格、工业消费品价格仍将保持温和水平，通胀压力没有明显增加。

“今年夏天青菜、鸡毛菜价格涨得厉
害，这一个多月感觉买菜的开支能多出一
两百元。”73岁的上海市民何兰娟说。

统计数据印证了居民的感受。8 月
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3％，涨幅
比上月扩大 0.2个百分点。从环比看，8月
份，CPI 环比上涨 0.7％，涨幅比上月扩大
0.4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上涨是环比涨幅扩
大的主因。

当月，食品价格比上月上涨 2.4％，涨
幅比上月扩大 2.3个百分点，其中鲜菜、猪
肉、鸡蛋等价格涨幅较大。

“受高温多雨天气影响，鲜菜价格环比
上涨 9％，涨幅比上月扩大 7.3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绳国庆说。

同时，猪肉和鸡蛋价格短期也出现波
动。绳国庆介绍，今年夏季高温且持续时间
长，生猪生长迟缓，局部地区又出现疫情，市

场供应偏紧，猪肉价格环比上涨6.5％，涨幅
比上月扩大3.6个百分点。此外，高温天气
也影响蛋鸡产蛋率，加之开学在即和中秋临
近，需求增加，鸡蛋价格上涨13.7％。

“7月、8月蔬菜等食品价格容易受天气
等短期因素影响。但除了局部地区、短时期
的价格波动外，全国范围内食品价格保持了
平稳态势，对 CPI的影响有限。”国家统计
局城市司流通消费价格处处长董雅秀说。

随着收入和供给质量的提升，消费从
实物型向服务型转变，居民对服务价格更
加关注。

8月份，剔除食品烟酒，居住价格的涨
幅居前，恰逢“毕业季”和暑期租房的旺季，
房租上涨拉动居住价格环比上涨0.5％。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

师唐建伟认为，目前看主要还是部分一线
城市的房租出现了短期上涨。

同时，受暑期旅游旺季等因素影响，飞
机票、宾馆住宿和旅游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1.8％、1.2％和 0.5％。

此外，8月份，医疗保健价格环比上涨
0.4％，在服务价格中涨幅较大。董雅秀

说，随着各地渐进推进医疗服务改革，理顺
价格机制，医疗服务改革已接近尾声，后期
价格变化会更趋平稳。

“服务价格的稳定上涨，反映了我国居
民消费需求升级的大趋势。从供给看，服
务消费市场增长稳定，自给率较高，没有大
起大落的影响因素。”董雅秀说。

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态势

暑期旺季带来服务价格上涨

受天气因素影响，菜、肉、蛋价格齐涨

贫困县失业保险金
标准明年起将上调

本报讯（记者 王红）为发挥失业保险作用，支持精准扶贫，9
月 10日，省人社厅发布《关于使用失业保险基金支持脱贫攻坚的
通知》，2019年 1月 1日起，我省贫困县失业保险金标准上调至最
低工资标准的90%。这一标准高出其他各地10个百分点。

据介绍，本月初我省已出台新政，决定自 2018年 10月 1日起
调整提高全省失业保险金标准，由此前的每人每月 1376元、1256
元、1136元分别调整为每人每月 1520元、1360元、1200元，平均
每人每月同比增加 104元，平均增长 8.3%，切实提高领取失业保
险金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此次待遇调整是我省第 12次调整提
高失业保险金标准，平均每人每月同比增加104元。

在此基础上，为提高贫困县失业保险金标准和稳岗补贴标准，
加大对贫困县支持力度。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又联合出台新政，明
确提出提高贫困县失业保险金标准，即从 2019年 1月 1日起，我
省贫困县失业保险金标准上调至最低工资标准的 90%，高出其他
各地10个百分点。同时，我省提高贫困县失业保险参保企业的稳
岗补贴标准，将稳岗补贴标准提高到该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
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60%，高出其他各地10个百分点以上。

此外，新政规定，放宽贫困县参保职工职业技能提升补贴申领
条件，将申领条件中累计缴纳失业保险月份，由 36个月放宽到 12
个月。吸纳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就业并签订劳动合同的事业单位，
可以享受稳岗补贴政策和职业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充分发挥省级
失业保险调剂金和失业保险基金市级统筹的作用，确保贫困县失
业保险基金运行平稳，确保各项待遇落实，政策执行期限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全市商品住宅
8月销量略增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曹婷）昨日，记者从市房管局了解到，8
月份，全市商品住宅销售24623套，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8265元，
相比 7月份 24550套的销量和8497元的均价，销量略有增长价格
继续探底。

数据显示：8月份，郑州全市商品房批准预售面积180.67万平
方米，其中商品住宅批准预售面积 141.51万平方米，非住宅批准
预售面积 39.16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 29007套（间），销售面积
289.07万平方米，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 8711元，其中商品住宅销
售 24623 套，销售面积 257.24 万平方米，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
8265元。非住宅销售4384套（间），非住宅销售面积31.83万平方
米，非住宅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12313元。

二手房方面，共成交 6914套（间），成交面积 66.24万平方米，
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 10591元，其中住宅二手房共成交 6714套，
成交面积64.06万平方米，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10648元。

中国烹饪协会在郑向世界发布“中国菜”
我省10道名菜10大名宴上榜

本报讯（记者 张倩）昨日，由中国烹饪
协会联合河南省商务厅共同主办的 2018
首届向世界发布“中国菜”活动暨全国省籍
地域经典名菜、名宴大型交流会在我市举
行。交流会上，中国烹饪协会首次发布了
《中国菜——全国省籍地域经典名菜、主题
名宴名录》，榜单包含来自全国 34个地域
菜系、340道地域经典名菜和273席全国各
地的主题名宴。其中，河南共有 10道经典
名菜、10大主题名宴上榜。

我省入选“中国菜”十大传统经典名菜
有豫式黄河鲤鱼、煎扒鲭鱼头尾、炸紫酥肉、扒
广肚、牡丹燕菜、清汤鲍鱼、大葱烧海参、葱扒
羊肉、汴京烤鸭、炸八块。入选的十大主题名
宴分别是：汴京御筵、第一楼什锦包子筵、汴梁

五簋八广肚席、海参席、全鱼席、洛阳水席、全
鸭席、牡丹筵、黄河迎宾筵、司马光家筵。

据介绍，近年来，我省大力支持餐饮业
发展，“豫菜”也迎来了蓬勃发展、超越发展的
空前历史机遇。据初步统计，全省现有22万
家餐饮企业，从业人员500万以上。培育餐饮
业国家驰名商标3家，中华餐饮名店84家，中
华老字号16 家，河南老字号105家，豫菜品

牌示范店 248 家。2017 年餐饮业销售额
2773亿元，占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七
分之一，总量居全国第四位，中西部第一位，为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扩大消费，拉动经
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在交流会上
表示，此次发布的34个地域菜系、340道地
域经典名菜、273席主题名宴，是对中华饮

食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推动确立“中国
菜”的科学内涵和整体概念，树立省籍地域
经典名菜名宴品牌，这有助于推动中餐走
向世界，有助于促进不同地域、不同特征和不
同发展程度的菜系之间相互交流，有助于促
进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餐饮经济的繁
荣进步，也有助于所有华人寻味那心中念念
不忘的一席思乡家肴。

我国城镇化
水平显著提高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记者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显著
提高，城市人口快速增多，城市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城市
面貌焕然一新。

统计显示，2017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8.1
亿人，比1978年末增加6.4亿人，年均增加1644万人；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8.52％，比 1978年末提高 40.6个百分
点，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

同时，我国城市数量显著增加。2017年末，全国城市
达661个，比 1978年末增加468个，增长 2.4倍。城市人口
快速增多，人口集聚效应更加明显。按户籍人口规模划分，
2017年末，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达到16个，而1978年末
只有上海市一个。

此外，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明显改善。1978 年
末，我国仅北京有轨道交通，线路总长度 23.6 公里。到
2017年末，有 32个城市开通了轨道交通，车站 3040个，运
营线路达 149条，运营线路总长度达 4484公里。2016年
末，地级以上城市实有公共汽（电）车营运车辆 47.7万辆，
出租车 95.4 万辆，而 1978年末全部城市公共汽（电）车拥
有量只有1.7万辆。

报告还显示，城市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台阶。2017年
末，全国城镇就业人员 42462 万人，比 1978 年末增加
32948万人，增长 3.5倍。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36396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14.4倍。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记
者郁琼源）海关总署 10日发布消
息，在海关日前开展的打击名牌高
档手表走私集中收网行动中，抓
获犯罪嫌疑人 13名。截至目前，
海关共查扣涉案手表 529块，案值
6800余万元。

据了解，2018年初南京海关发
现，名表论坛和购物平台上活跃着
一些商家，提供高档名牌手表“境外
代购”。经过大数据分析，福建人林
某进入了海关缉私警察的视线。林
某在香港经营一家表行，频繁出入于
香港、深圳之间，与境内多个省份的
表行保持密切联系，但从未通过正规

贸易渠道进口过手表，且林某与数个
“水客”团伙的头目来往密切。

南京海关抓获了包括主犯林
某、“水客”团伙头目罗某等在内的
犯罪嫌疑人 17名，现场查获卡地
亚、欧米茄等品牌手表，查扣大量书
证及电子证据材料。一个专门从事
手表境外代购并雇佣“水客”走私夹
带入境后再销售给境内货主的名牌
高档手表走私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8月 16日上午 8时，海关总署
缉私局统一指挥天津、上海、杭州、
合肥、青岛、成都、西安等 7个直属
海关缉私局，开展打击名牌高档手
表走私集中收网行动。行动分 21

个小组，出动警力 119名，在天津、
上海、浙江杭州、安徽阜阳、山东青
岛、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统一
开展查缉抓捕。

经查，涉案的北京、上海、江苏南
京、浙江杭州等地国内货主公司通过
微信方式向林某订购高档名牌手表，
林某将手表交由“水客”以行李藏匿
等方式走私入境，再通过国内快递邮
寄给货主，货主收货后通过网络及实
体店等方式在国内销售牟利。

《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规
定，明知是走私进口的货物、物品，
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的，按走私
行为论处。

多地海关开展打击走私
名牌高档手表集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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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记者 陈炜
伟）国家统计局 1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改革开放40年，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新
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服务产
品从供给稀缺走向相对丰富，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

服务业擎起半壁江山
报告显示，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

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78 年至
2017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 905亿元
增 长 到 427032 亿 元 ，年 均 实 际 增 长
10.5％，比GDP年均实际增速高1个百分
点；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 24.6％上升
至 51.6％；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
28.4％上升至58.8％。

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
1978 年至 2017 年，服务业就业人员由
4890万人增长到 34872万人，年均增长
5.2％。2017 年底，服务业就业人员占
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为 44.9％，高于第
二产业16.8个百分点。

服务业成为财税增长的重要来源。
1978年至2017年，我国税收收入年均增长
16.1％，服务业在税收中的比重稳步提高，从
2002年的39.8％上升到2017年的56.3％。

服务业实力不断增强
报告显示，我国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交通运输邮政能力全球领先。1978 年
至 2017年，铁路营业里程从 5.2万公里
增长到 12.7 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
程达 2.5万公里，占世界三分之二；公路
里程从 89万公里增长到 477万公里，其
中，高速公路里程达 13.6 万公里，居世
界第一。

电信业迅猛发展。2017年，全国移
动电话用户 14.2亿户，移动宽带用户和
手机上网人数分别为 11.3亿户和 7.5亿
人，是2012年的4.9倍和 1.8倍。

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1992 年
至 2017 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
20.3％ 。 2017 年 ，全 社 会 研 发 投 入
17606亿元，规模跃居世界第二；R＆D
支出占GDP比重上升到 2.13％，超过欧
盟15国平均水平；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及
被引用量均列世界第二。

金融业发展壮大，金融业国际地位
日益提高。1979 年至 2017 年，金融业
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12.2％，高出服务业年均实际增速1.7
个百分点，占 GDP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2.1％提高到 2017
年的 7.9％。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从 2012 年的
67.3万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 126万亿元，增长86.7％。

新兴服务业蓬勃兴起
报告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共享经济高速发展。2017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27.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32.9％，比上年提高 2.6个百分点；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
4.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7.2％，提供共享经济服务的服务者
人数约 7000万人，共享经济平台企业员工数约 716万人，
比上年增加131万人。

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移动支付加速普及。2017年，我
国电子商务交易额 29.2万亿元，2014年至 2017年均增长
29.8％；网上零售额7.2万亿元，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由 2015 年的 10.8％提高到
2017年的 15％。移动支付迅速风靡全国，2017年，使用手
机支付的网民规模达5.27亿人，较2012年增加4.72亿人。

传统服务业加快升级
报告显示，我国旅游产业发展活力强劲。2017年，我

国国内游客 50亿人次，比 1994年增长了 8.5倍；入境游客
1.4亿人次，比1978年增长了76.1倍；国内旅游总花费和国
际旅游收入分别为 45661 亿元人民币和 1234 亿美元，比
1994年增长了43.6倍和 15.9倍。

文化相关产业繁荣发展。2017年，我国网络直播用户
规模达 4.22亿人，短视频用户规模突破 4.1亿人。网络视
频用户付费市场、网络游戏市场、网络音乐市场、网络新闻
资讯市场规模分别达218亿元、2355亿元、175亿元和 305
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速都在20％以上，部分市场规模翻倍
增长。

健康养老产业蓬勃发展。卫生总费用从 1978 年的
110亿元增长到 2017年的 51599 亿元，年均增长 17.1％。
2014 年至 2017 年，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年均增长
12.3％，高于8.5％的居民消费人均支出年均增速。

教育培训行业驶入快车道。2013年至 2017年，规模
以上服务业中，从事职业技能培训的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
长 10.9％；从事课外辅导培训的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
20.6％，营业利润年均增速高达2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