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6 2025年6月10日 星期二 责编 朱文 校对 曾艳芳 E-mail：zzrbbjzx＠163.com财经新闻

察财经 观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显示，尽管5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略有下降，但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涨幅
扩大，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有所改善，一些领
域价格呈向好态势。

5月份，CPI环比下降 0.2％，同比下降
0.1％。“受季节性因素和油价下行影响，5
月份CPI呈现‘食品、能源弱，核心稳’的态
势，部分行业价格呈现积极变化，国内经济
韧性凸显。”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
彬说。

温彬分析，由于美国原油库存意外增
加，以及原油市场面临过剩预期，国际油价
震荡回落，推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下调，加之
煤炭、天然气价格下行，能源价格环比下降
1.7％，影响CPI环比下降约0.13个百分点，
占CPI总降幅近七成。

能源价格下跌，也是5月份CPI同比略
有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5月份，能源价格
同比下降 6.1％，降幅比上月扩大 1.3 个百
分点，影响CPI同比下降约0.47个百分点。

从食品价格看，5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下
降 0.2％，影响CPI环比下降约 0.04个百分
点。其中，应季蔬菜上市量增加，鲜菜价格

下降 5.9％；鸡蛋、猪肉和禽肉类价格稳中
略降，降幅在0.3％至 1％之间；受部分地区
暴雨天气、伏季休渔期等因素影响，鲜果、
淡水鱼和海水鱼供应有所减少，价格分别
上涨3.3％、3.1％和 1.5％。

观察价格变化，不仅要看 CPI 总的变
化，还要看核心 CPI的变化。5月份，扣除
食 品 和 能 源 价 格 的 核 心 CPI 同 比 上 涨
0.6％，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假日因素和需求回暖是主要支撑。”
温彬说，“五一”假期文旅消费需求加快释
放，全国出游人次和消费额创历史新高，带
动出行服务价格上涨。夏装换季上新，服
装价格环比上涨0.6％，好于季节性水平。

数据显示，5月份，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5％，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服
务中，交通工具租赁费、飞机票和旅游价格
均由降转涨，分别同比上涨 3.6％、1.2％和
0.9％。

此外，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同
比上涨 0.6％，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
点。金饰品、家用纺织品和文娱耐用消费
品 价 格 分 别 同 比 上 涨 40.1％ 、1.9％ 和
1.8％，涨幅均有扩大。

随着消费需求持续回暖，叠加假日和
各地开展文体娱乐活动等因素影响，5月
份，宾馆住宿和旅游价格分别环比上涨
4.6％和 0.8％，均高于季节性水平。

“围绕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
等，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
策，新动能持续向好发展，多数企业对市场
发展信心保持乐观，这些支撑了物价总体
稳定的态势。”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与价格
研究所研究员刘方说。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方面，
尽管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影响国内石油相关
行业价格下降，国内部分能源和原材料价
格阶段性下行，叠加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走
高等因素影响，5月份 PPI环比下降 0.4％，
同比下降 3.3％，但从边际变化看，一些领
域价格呈向好态势。

提振消费相关政策持续显效，部分消
费品需求释放带动相关行业价格回升。5
月份，生活资料价格环比由上月下降 0.2％
转为持平，其中，衣着、一般日用品和耐用
消费品价格分别环比上涨 0.2％、0.1％和
0.1％。

随着产业发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转型的稳步推进，需求扩大带动相关行
业价格同比上涨。5 月份，集成电路封
装测试系列、飞机制造价格均同比上涨
3.6％ ，可 穿 戴 智 能 设 备 制造价格上涨
3.0％，微波通信设备价格上涨 2.1％，服务
器价格上涨 0.8％，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
造价格上涨0.7％。

“当前各地各部门都在因地制宜加快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产业投资呈现
较快增长，高技术产品的需求也在逐步扩
大，进而带动了相关行业价格同比上涨。”
刘方说。

此外，光伏、锂电等新能源行业供需关
系有所改善，价格同比降幅收窄。5月份，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锂离子电池制造
价格分别同比下降12.1％和 5％，降幅比上
月分别收窄0.4个和0.3个百分点。

展望下阶段物价走势，刘方认为，假日
旅游消费需求旺盛，有望进一步释放消费
潜力，带动相关服务价格上涨；同时，随着
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落地落实，国内
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促进价格合理回升。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物价总体稳定供需有所改善
——5月份物价数据透视

“榴莲自由”真的实现了？近日#
“贵族水果”为何集体降价#话题冲上
热搜，引发热议。随着夏季高温持续，
往年动辄上百元的“水果刺客”们突
然集体放价：荔枝从“水果皇后”降至
9.9元/斤，山竹褪去“热带贵族”光环售
价 19.9 元/斤，被称为“水果之王”的榴
莲也降至 25.9 元/斤。“贵族水果”缘何
大降价，记者进行了采访。

在二七万达盒马鲜生门店，金黄油
亮的泰国金枕榴莲堆满货架，标价牌上
的“25.9 元/斤”，引发不少顾客驻足选
购(如图）。

在二七区南彩路街边，一个小贩正
热情叫卖：“海南妃子笑，9.9元 1斤！”当

记者询问今年荔枝价格，对方解释说：
“我们这车荔枝是‘直通式’运输，从果
园到摊位没经过三道四道中间商，成本
压下来了。同时，今年海南荔枝总产量
比去年多了两成，供得上，价格自然稳
得住。”

社区水果摊商户王先生正在为顾
客称榴莲，当提起今年榴莲价格时，王
先生指着金黄的榴莲说：“一方面因为
泰国榴莲产量大增，另一方面冷链运输
效率高了，损耗少了，成本自然就压下
来了。”

业内人士表示，“贵族水果”跌下神
坛的背后，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其
中，产量激增、供应链优化、国产替代品

种崛起三大核心要素，共同使进口水果
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

数据显示，2025 年海南、广东、广
西等地荔枝总产量预计突破 300万吨，
较2020年增长40%。这种“丰产效应”
在国际市场上同样显现。泰国榴莲产
量从 2020 年的 280 万吨增至 2025 年
的 320万吨，越南、老挝等国的种植面
积年均增长 15%，全球榴莲供应量在 5
年内激增30%。

从“高耗损”到“低成本”供应链的
不断优化，将更多进口水果漂洋过海安
全运达内陆。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数据显示，2024 年全国冷库容量同比
增长22%，水果全程冷链覆盖率从35%
提升至 55%。今年 5 月 10 日起，中国
海关对管理良好的榴莲包装厂降低抽
检比例，通关时间缩短 30%，运输成本
每吨节省3000元。

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的产
业突围，为商户 提 供 更 多 的 供 源 途
径。如阳光玫瑰青提的本土化，2020
年前该品种售价高达百元/斤，但随着
我国种植面积从 2万亩激增至 120万
亩，2024 年价格已跌至 10~20 元/斤。
车厘子的本土化也在进行中，2024 年
国内车厘子产量突破 10万吨，占全国
消费量的30%。

不少网友对“贵族水果降价”发表
议论：以前只能买一点尝个鲜，而现在
能基本实现管够！这场“贵族水果”的
平民化浪潮，既是农业科技与供应链现
代化的缩影，也是中国从“果业大国”向

“果业强国”的见证。

“贵族水果”缘何大降价？
本报记者 黄栖悦 文/图

走市场走市场 看消费看消费前5月我国货物贸易
进出口同比增长2.5％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记者 邹多为 张晓
洁）海关总署9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
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7.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增速较前 4个月加快 0.1个百分点。其中，
出口增长7.2％，进口下降3.8％。

5月当月进出口 3.81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2.7％。其中，出口增长6.3％，进口下降2.1％。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
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货物贸易在外部
压力下保持较强韧性。进入 5月份，我国进出口

延续增长态势，特别是中美经贸高层会谈之后，

增速明显加快，当月在同比少 2个工作日的情况
下，实现平稳增长。

出口方面，机电产品仍为我国出口主力。前

5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6.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占出口比重的六成。其中，工业机器人、电

动汽车、集成电路、工程机械分别增长 55.4％、
19％、18.9％、10.7％。

进口方面，铁矿砂、原油和煤等主要大宗商品

进口价格下跌，机电产品进口值增长。

作为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方式，前5个月，我国

一般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0.8％，占我国外贸总值
的 64.2％，加工贸易和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分
别增长6.2％和 5.9％。

前5个月，外贸第一大经营主体——民营企
业进出口 10.25万亿元，同比增长 7％，占我国外
贸总值的 57.1％，比去年同期提升 2.4 个百分
点。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长 2.3％，其
中，5月份增长 4％，月度进出口值连续 4个月保
持增长。

东盟、欧盟、美国为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
前 5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3.02万亿元，同
比增长 9.1％，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16.8％。对欧

盟、美国进出口分别为增长2.9％和下降8.1％。

值得一提的是，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合计进出口 9.24万亿元，同比增长 4.2％；对
非洲国家进出口 9632.1 亿元，增长 12.4％，规模

创历史同期新高。

“郑科贷”政策金融
宣讲在巩义举行

本报讯（记者 刘盼盼 安欣欣）6月 9日下午，“郑科贷”政
策金融宣讲暨政金企对接系列活动在巩义市迎宾馆举行。
本次活动以“金融助科创·郑科贷领航”为主题，由郑州市科
学技术局、巩义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郑州郑好融征信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巩义市金融工作服务中心、巩义市科学技术
局、巩义市先进制造业开发区财政金融局共同承办。

本次活动邀请巩义市金融服务中心、市科技局、市先进
制造业开发区财政金融局相关负责人，市工信和商务局、市
发展改革委、市市场监管局和 19 个镇（街道）相关负责人，

“郑科贷”首批合作金融机构及巩义市 100余家科创企业代
表参加。

“郑科贷”是由郑州市科技局牵头推进的政策性金融产
品，作为郑州市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重要抓手，致力于破解
中小微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微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题。

为切实提升政策落地实效，“郑科贷”业务运营单位郑好
融征信公司为与会企业现场解读了“郑科贷”业务政策，并详
细讲解政策金融产品申请流程；合作金融机构针对巩义市产
业特点进行了金融产品推介。活动还特邀省科技保险补贴
评审专家深入讲解科技保险的补贴流程及政策，泛锐私募基
金分享了基金运作的创新模式。

在对接环节，“郑好融”平台和金融机构现场设置了咨询
台，通过“一对一”服务帮助企业精准匹配金融产品并提供预
审服务，实现了融资需求的高效对接。

本次活动的举办，不仅为金融机构与企业合作搭建了坚
实桥梁，更通过政策解读、产品推介、需求对接“三位一体”的服
务模式，实现了金融资源与科创需求的精准匹配，为巩义市科
创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金融动能。下一步，郑州市将持
续深化“郑科贷”政策实施，通过系列对接活动将金融服务延伸
至更多区县，为郑州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数百名企业家聚郑
共话实效管理模式

本报讯（记者 孙婷婷）企业如何有效拓展市场，实现破局
增长？近日，由“行动教育”主办的《浓缩EMBA》研学课程在
郑州开课，吸引来自全国的数百名企业家及管理者齐聚一堂，
共同研讨企业如何构建“迈向第一的实效管理模式”。

此次参学的企业包括友发钢管、心连心化工集团、天海汽
车电子集团、锅圈食汇、金牌家居、圆方集团等众多省内外知
名企业。

“高维战略破局价值占位，客户买的不是产品，而是产品
能为自己带来的价值。”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战略破局追其根
本，要求企业开创独一无二的价值。 价值是战略破局的点，
营销则是战略破局的剑。企业要发起闪电战，必须凝聚一切
资源与力量占领市场，快速形成价值占位，赢得组织与品牌的
势能领跑。

课堂上，锚定价值创新，专家学者帮助企业找到自身独特
的价值，并研学高效管理方法与高维策略。

“此次在郑州的深入研学，让我们收获很多，感受最深的
就是企业应在战略上择高而立，追求卓越，迈向第一。”金牌家
居、慷达食品、华昱控股等多家企业高层深有感触地说。

相关负责人表示，《浓缩 EMBA》旨在帮助企业打通“战
略、价值、产品、组织、营销、用户、预算、绩效、财务、资本”十大
模块，重塑战略位势，催生管理质变，进而找到增长路径，凝聚
组织合力。6月 11日至13日，该课程还将在昆明开讲。

强强携手开创
餐茶融合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孙婷婷）酥皮普洱胡辣汤、茉莉普洱
茶酸奶、帝泊洱茶珍……当普洱与豫菜美食深度融合，会碰
撞出怎样的火花？近日，天士力大健康产业与阿五品牌战略
签约仪式暨河南餐饮渠道分享会在郑州中和豫宴举行，吸引
省内众多知名餐饮连锁品牌创始人齐聚一堂，深入探讨餐饮
行业未来发展新机遇、新模式，此举也标志着河南餐茶融合
新模式开启序章。

这是河南餐饮行业打开跨界融合新大门的一次鲜活写
照。近年来，河南餐饮行业积极展开多元探索，助推豫菜创
新发展，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多元、更美好的就餐体验，更为
餐饮行业发展注入一些新思路、新活力和新动能。

河南省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和郑州市餐饮
与饭店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分别从河南餐饮的深厚文化历
史谈到“健康中国”发展战略，同时也希望更多餐饮品牌从大
健康产业视角拓展行业发展新蓝海。

活动现场，天士力集团与阿五品牌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未来，双方将依托各自在餐饮文化与大健康领域的独特
优势，开创“健康茶饮+经典酱酒+文化豫菜”在餐饮场景深度
融合的新模式，为河南乃至全国餐饮市场注入新活力。

不少资深业界人士表示，此次强强联合是“健康中国”与
“美食文化”的激情碰撞，更是科技赋能传统产业升级的生动
实践。

我省小麦大规模
机收基本结束

新华社郑州6月9日电（记者 马意翀）记者9日从河南省
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 6 月 9 日 17 时，河南省已收获小麦
846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99.4％，全省大规模机收基
本结束。

据介绍，今年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 19日开始，到6
月 9日基本结束。麦收期间，河南全省天气以晴好为主，总体
有利于机收从南到北依次推进。

今年河南麦收整体呈现先快后慢的特点，其中前期收获
较上年提前 4至 5天。提前收获的麦田主要集中在丘陵旱
地，其他大部地区收获进度与上年整体持平，属于正常成熟
收获。

据统计，今年河南全省投入收割机约 21万台，其中本地
收割机 18万多台，从外省引进跨区作业收割机 3万台左右，
没有出现局地机具短缺情况。

河南全省设立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 392个，在 547个高
速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 1094个，全面落实“持证车辆快
速通行，无证车辆容缺办理政策”，确保了农机快速流通。同
时，河南全省各地通过小麦机收减损大比武、机收损失率第三
方监测等不同形式，引导机手规范作业，不断提高收获质量。

另据统计，截至 6月 9日，河南全省夏播面积 7661.6 万
亩，占预计面积的 85.1％。粮食作物已播 5752万亩，占预计
面积的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