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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4 月份，
受国内疫情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等因素
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2.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稳中有降，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业
内人士表示，4月份国内CPI同比涨幅仍明显低于
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物价继续平稳运行。接下
来应进一步做好粮食、能源等关键领域保供稳价
工作，为确保物价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PPI环比和同比涨幅均回落

4 月份，国内食品价格同比涨幅由负转正，
结束了此前连续 4 个月的回落。国家统计局城市
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介绍，从同比看，食品价格
由上月下降 1.5%转为上涨 1.9%，影响 CPI上涨约
0.35个百分点。

统计局数据显示，食品中，鲜菜、鲜果、鸡
蛋和薯类价格分别上涨 24.0%、14.1%、13.3%和
11.8%，涨幅比上月均有扩大；猪肉价格下降
33.3%，降幅比上月收窄8.1个百分点。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对记者分析，
受疫情影响，囤货需求有所增加，物流成本提
高，推动 4 月份蔬菜、水果等食品价格明显上
涨。此外，近期猪肉产能继续调整，中央冻猪肉
储备收储工作有序开展，推动猪肉价格降幅收
窄，环比涨幅由上月下降9.3%转为上涨1.5%。

非食品价格方面，4 月份同比上涨 2.2%，涨
幅与上月相同，影响 CPI 上涨约 1.78 个百分点。
其中，受国际市场油价震荡上涨影响，4 月份国
内油价明显上涨。当月，汽油、柴油价格同比分
别上涨29%、31.7%。

董 莉 娟 说 ， 从 工 业 生 产 者 出 厂 价 格 指 数
（PPI） 看，4月份，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
行，但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保供稳价决策
部署，PPI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有所回落。

温彬表示，4月份PPI涨幅继续回落，环比上
涨 0.6%，涨幅回落 0.5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8%，
涨幅回落0.3个百分点。其中国内保供稳价政策发
挥了显著效果，在调查的 40 个工业行业大类中，
价格涨幅回落的比上月增加1个，达到22个。“总
的来看，当前中国物价总水平运行在合理区间。”

国际国内物价一高一低

近期，各国相继公布了 4 月份物价情况。业
内人士认为，从最新数据看，尽管美联储大幅加
息，但美国通胀依然居高不下，欧洲国家通胀水
平也继续保持高位，而中国物价继续平稳运行，
国际国内物价一高一低，形成鲜明对比。

国际方面，3 月份美国 CPI 和 PPI 为 8.5%和
11.2%，分别创下40年来和历史新高；4月份同比
涨幅分别为 8.3%和 11%，继续处于历史高位水
平。分品种看，食品、能源、二手车、公共交通
价格分别上涨9.4%、30.3%、22.7%、21.8%。欧洲
方面，4月份欧元区CPI初值同比上涨7.5%，涨幅
高于 3 月份，继续创历史新高。高通胀已严重冲
击美欧普通民众生活，部分家庭出现财务危机。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专家分析称，全美有340
万家庭在一年内遭遇过被断电断水断气。

国内方面，4月份国内CPI同比涨幅仍明显低
于其他主要经济体；1-4月份平均，CPI同比上涨
1.4%；4 月份国内 PPI 同比涨幅连续第 6 个月回
落 。 分 品 种 看 ， 1-4 月 份 国 内 食 品 价 格 下 降
1.9%，促进 CPI 降低 0.35 个百分点。能源价格虽

受到一定输入性影响，但居民用电用气价格基本
稳定，4月份汽油价格同比上涨近30%，明显低于
美国44%的涨幅。此外，4月份国内衣着、生活用
品、服务等价格继续保持基本稳定。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家伊莎贝拉·韦伯认
为，中国政府努力平抑商品价格，而非直接转嫁
给消费者。反观国外，去年美国滥发货币、疫情
失控导致供应链紊乱，直接推升全球物价；今年又
拱火浇油挑起俄乌冲突，进一步推升全球通胀水
平。英国能源监管机构表示，每个家庭将因能源价
格上涨而每年增加燃气、电力等支出约6000元。

着力做好市场保供稳价

接下来，中国能否继续保持物价平稳运行？
如何进一步做好保供稳价工作？

温彬认为，当前，食品和能源价格仍然是影响
CPI走势的主要因素。在PPI中，国际大宗商品价格
上涨依旧形成输入性通胀压力。下阶段，进一步着
力做好市场保供稳价，中国能稳定国内物价水平。

近期，一系列政策措施密集推出：在前期向
中央发电企业拨付可再生能源补贴 500 亿元、通
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注资 200 亿元的基础上，再
拨付500亿元补贴资金、注资100亿元；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进一步畅通物流特别是重点地区

物流，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自今年5月1日至
2023年 3月 31日，对所有煤炭实施税率为零的进
口暂定税率……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表示，
保供稳价对于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统筹发展
和安全至关重要，应全力做好粮食、能源等关键
领域保供稳价工作。

“稳定粮食生产，在稳口粮、稳玉米的同时，
努力扩大大豆生产；精准安排政策性粮食销售，
持续抓好粮食收购，强化市场监测预警，加强粮
食市场执法监管，有效保障国内粮食市场供应。”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孟玮说，此
外，密切跟踪大宗商品市场和价格走势，切实保
障市场供应，加快优质产能释放，强化储备和进
出口调节。强化市场预期引导，加大市场监管力
度，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散布虚假信
息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遏制过度投机炒作。

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1%，明显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中国物价继续平稳运行
本报记者 邱海峰 廖睿灵

财
经
财
经

本报北京5月13日电（记者徐佩玉） 中国人
民银行13日发布的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4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6454亿元，同比少增8231亿
元。4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207.75万亿元，同比
增长10.6%；人民币贷款余额201.66万亿元，同比
增长10.9%。

在存款方面，4 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 909 亿
元，同比多增 8161 亿元。4 月末，本外币存款余
额249.79万亿元，同比增长10.2%。月末人民币存

款余额243.19万亿元，同比增长10.4%，增速分别
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4个和1.5个百分点。

据初步统计，今年 4 月，全国社会融资规模
增量为 9102 亿元，比上年同期少 9468 亿元。其
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3616 亿
元，同比少增9224亿元。截至4月末，全国社会融资
规模存量为 326.46万亿元，同比增长 10.2%。其中，
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 200.21万亿
元，同比增长10.7%。

在货币供应量方面，4 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 249.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5%，增
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 0.8个和 2.4个百分
点。狭义货币 （M1） 余额 63.61 万亿元，同比增
长 5.1%，增速比上月末高 0.4 个百分点，比上年
同期低 1.1 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
9.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当月净投放现金
485亿元。

从 4 月份金融统计数据看，金融对实体经济
的支持力度稳健。4月末，广义货币 （M2） 和社
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 10%以上的较高水平。
前4个月新增贷款8.9万亿元，为历史同期次高水
平。4 月份人民币贷款增长明显放缓，同比少增
较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这反映出
近期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进一步显现，叠加要
素短缺、原材料等生产成本上涨等因素，企业尤
其是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增多，有效融资需求明
显下降。1—4 月企业贷款利率为 4.39%，同比下
降0.25个百分点，保持在有统计记录以来的低位。

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加大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更好发
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快落
实已出台的政策措施，积极主动谋划增量政策工
具，支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一是稳定信贷总量。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
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增强信贷总量增长
的稳定性，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
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宏观杠杆率会有所上
升，但保持在合理区间。二是降低融资成本。充
分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发挥存款利
率市场化调整机制作用，推动降低银行负债成
本，进而带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动金融机构
减少收费，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三是强化对重
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督促金融机构全面
落实好“金融 23 条”，支持受困企业纾困、畅通
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外贸出口发展，灵活调整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居民家庭、小微企业主、个体工
商户、灵活就业人员信贷还款安排。

4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6454亿元

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健
4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6454亿元

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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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台州
市路桥农商银行
积极落实有关纾
困政策，助企渡
难关、求发展。
图为 5 月 12 日，
路桥农商银行蓬
街支行浦北分理
处信贷员在企业
走访，宣传国家
助企纾困政策及
银行惠企举措。

蒋友青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重庆市将山城步道和公园建设与老旧小区改造相融合，既改
善了人居环境，又催生了文旅经济新业态。重庆市在中心城区规划建设

“街巷、滨江、山林”等类型山城步道17条、约353公里，目前已有10条、
约300公里完工。图为日前，重庆市渝中区虎头岩公园内的山城步道两侧，
三角梅花开得正艳。 李洪波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5月13日电（记者汪
文正）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学前教育
普及普惠发展，财政部近日下达
2022 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 230
亿元，比上年增加 30 亿元，增长
15%，居中央对地方各项教育转移
支付增幅之首。

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是
支持扩大普惠性资源供给，新建、
改扩建公办幼儿园，扶持普惠性民
办园发展等。二是支持地方健全普
惠性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机制，落实
公办园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或生均公
用经费标准、普惠性民办园补助标
准。三是支持地方巩固幼儿资助制
度，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孤儿
和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四是支持
改善普惠性幼儿园办园条件，配备适

宜的玩教具和图画书，提升保教质
量。在分配资金时，对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给予倾斜。同时，继续加大对
脱贫地区学前教育支持力度。

据了解，2011-2020 年，财政
部会同教育部等部门支持各地实施
了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着力扩大
普惠性教育资源；从 2021 年起启动
实施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在
继续扩资源的同时，着力提升幼儿园
保教质量。据统计，2011-2021 年中
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
资金 1730 亿元，带动地方加大投入
力度，加快推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
经过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全国学前
教 育 三 年 毛 入 园 率 由 2010 年 的
56.6%提高到 2021 年 88.1%，普惠性
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7.78%。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

中央财政10年间累计投入1730亿元

本报北京5月13日电（记者廖
睿灵）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市政基础设施安全
运行管理的通知》，要求加强城镇燃
气安全管理。全面排查涉及燃气各
领域的安全风险隐患，重点对燃气
经营、餐饮等公共场所、老旧小
区、燃气工程、燃气管道设施的安
全隐患进行排查。继续加快推进城
市燃气管道老化更新改造工作，确
保“十四五”末基本完成燃气管道
老化更新改造任务。

在城市供排水行业安全管理方
面，通知要求，及时组织清掏淤积
堵塞的排水管渠、雨水收集口和检
查井，及时补齐修复丢失、破损的
井盖，落实防坠落措施；加强泵
站、闸门、拍门等设施的维修保

养，保证设施设备安全、正常运
行。加强对下凹式立交桥、隧道、
地下空间、地铁、棚户区以及城市
低洼地等风险点的隐患排查，建立
隐患清单并及时整治。

在城市园林绿化安全管理方
面，督促城市公园、绿地管理机构
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健全管理机
制，定期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督促有关
部门对城市公园内大中型游乐设
施、客运索道、体育健身设备等设
施设备按照有关要求开展安全检
查，坚决禁止超负荷、带病运行。
督促城市动物园管理机构着力加强
动物园安全管理，提高动物饲养人
员安全意识，严格操作规程，防止
出现动物逃逸事故。

住建部印发通知

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安全运行管理

据新华社上海5月13日电（记
者胡洁菲、袁全） 记者从 5 月 13 日
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上海市 9000
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已复工
4400 多家，占比接近 50%。其中金山
区、青浦区、奉贤区、松江区等规上工
业企业复工率超过全市平均水平，金

山区接近70%，青浦区约为60%。
同时，前期围绕战略功能、城

市运行保障、防疫物资、连续生
产、基础配套等领域，上海推动三批
共计3000多家“白名单”企业复工复
产，整体复工率超过 70%，其中首批
666 家企业复工率已超过 95%，外资
企业847家，复工率已达80%。

上海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近50%上海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近50%

据新华社昆明5月12日电（记
者杨静） 记者从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了解到，为稳定稻谷种植面积，开辟
稻谷生产新途径，确保口粮安全，云
南今年将推广 50 万亩杂交稻旱种，
预计可实现产量15万吨以上。

据介绍，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制
定了详细的推广任务，明确了昆明
市、普洱市、红河州等11个州（市）杂
交稻旱种的面积，并由云南省农业
技术推广总站牵头，有关科研院
所协同，相关州市县农业技术推
广机构具体实施，建设绿色优质高
效技术试验展示区、绿色优质高效

核心示范区。在核心示范区要求良
种全覆盖，化肥使用量较常规减少
2%以上，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 3%
以上。

近年来，云南因地制宜发展杂
交稻旱种，从品种、栽培模式、间
套轮作等方面强化技术集成，推广
直播或旱育旱植、地膜覆盖、病虫
草害综合防治等集成技术进行种
植，形成了一套科学稳定的种植体
系。去年云南省杂交稻旱种核心示
范面积达 3.48 万亩，辐射带动面积
24.8 万亩，文山州、西双版纳州等
地亩产已达到400公斤以上。

云南将推广50万亩杂交稻旱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