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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9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
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 （CPI） 同比下降 0.3%，但环比
由上月下降 0.2%转为上涨 0.2%；全
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下降4.4%，降幅比上月收窄1个
百分点，国内物价运行总体稳定。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阶段，随着中国经济恢复向好，市场
需求稳步扩大，供求关系持续改善，
加之上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逐步消除，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有望逐步回升。

CPI同比回落是阶段性的

7 月份，居民消费需求持续恢
复，CPI环比由降转涨，但受上年同
期基数较高影响，同比有所回落。尽
管如此，1—7 月平均，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5%。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
莉娟介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
心CPI明显回升，同比上涨0.8%，涨
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CPI由上月下降0.2%
转为上涨 0.2%。其中，食品价格下
降 1.0%，降幅比上月扩大 0.5个百分
点，影响 CPI 下降约 0.18 个百分点。
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鲜果和
鲜菜价格分别下降 5.1%和 1.9%；市
场供应充足，猪肉价格持平，鸡蛋、
食用油、牛羊肉和禽肉类价格下降，
降 幅 在 0.4% 至 1.4% 之 间 。 非 食 品
中，主要受出行类服务价格上涨带
动，其中暑期出游大幅增加，飞机
票、旅游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26.0%、10.1%和6.5%。

从同比看，CPI由上月持平转为
下降 0.3%。同比由平转降，主要是
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影响。其
中，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2.3%转为
下降1.7%，影响CPI下降约0.31个百
分 点 。 食 品 中 ， 猪 肉 价 格 下 降
26.0%，降幅比上月扩大 18.8 个百分
点；鲜菜价格由上月上涨 10.8%转为

下降 1.5%；鸡蛋、牛羊肉和虾蟹类
价格降幅均有扩大；鲜果、薯类和禽
肉类价格涨幅均有回落。同时，宾馆
住宿、旅游、电影及演出票价格涨幅
均有扩大。

“总体看，CPI 同比回落是阶段
性的。下阶段，随着我国经济恢复向
好，市场需求稳步扩大，供求关系持
续改善，加之上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逐
步消除，CPI 有望逐步回升。”董莉
娟说。

PPI环比同比降幅均收窄

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
司司长王有捐介绍，今年上半年，受
石油、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市
场需求不足及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
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
数 （PPI） 同比降幅从 1 月份的 0.8%
扩大至6月份的5.4%。

7月份，受国内生产供应总体充
足、部分行业需求改善及国际大宗商
品价格传导等因素影响，PPI 环比、

同比降幅均收窄。
一方面，受国际市场原油、有色

金属等价格上行影响，国内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业价格均由降转涨，环比分别上涨
4.2%、0.4%。同时，计算机制造、智能消
费设备制造、锂离子电池制造、文教
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纺织服
装服饰业价格环比均有所上涨。

另一方面，7月份主要行业价格
同比降幅收窄。其中，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下降 21.5%，收窄 4.1 个百分
点；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下降 19.1%，
收窄 0.2个百分点；石油煤炭及其他
燃料加工业下降 18.3%，收窄 1.8 个
百分点；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下降 14.2%，收窄 0.7 个百分点；黑
色 金 属 冶 炼 和 压 延 加 工 业 下 降
10.6%，收窄5.4个百分点；有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1.0%，收窄
6.2个百分点。

据测算，在7月份的PPI同比降幅
中 ，上 年 价 格 变 动 的 翘 尾 影 响 约
为-1.6个百分点，上月为-2.8个百分

点；今年价格变动的新影响约为-2.8
个百分点，上月为-2.6个百分点。

经济将保持稳定向好态势

物价平稳的背景下，宏观经济接
下来走势如何？

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司司长袁达
表示，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会同有
关方面加大宏观政策落实力度，推动
政策靠前协同发力，延续优化一批阶
段性政策、研究出台一批针对性强的
新举措、积极谋划实施一批储备政
策。这套“组合拳”有效应对了国际
环境变化对中国不利影响加大、国内
周期性结构性矛盾交织叠加等困难挑
战，有力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恢复、
总体回升向好。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发力，
市场主体活力正在积聚。今年上半
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
9279 亿元，一系列惠企利民政策延
续执行。3 月份降准 0.25 个百分点，
释放长期流动性超过 5000 亿元；6
月，1 年期、5 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均下降 0.1个百分点。国家金
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截至6月
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和
有贷款余额客户数，两项指标过去5
年平均增速已超25%。

7月份全国统调发电量同比增长
5.9%，较上月加快 1.5 个百分点；市
场预期也有所好转，制造业 PMI已连
续 2 个月回升……近期，部分关键实
物量指标增速加快，释放出更多积极
信号。袁达说，随着各项政策效果不断
显现，下半年经济将在上半年持续恢
复的基础上，保持稳定向好态势。

7月份CPI环比由降转涨，PPI环比、同比降幅均收窄

国 内 物 价 运 行 总 体 稳 定
本报记者 王俊岭

8月9日，消费者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一家超市选
购水果。 唐 鹏摄 （新华社发）

据青岛海关统计，今
年前 7 个月青岛市外贸
进出口 5105.1 亿元人民
币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7.8%。其中，出口 2794.7
亿 元 ，增 长 3.5% ；进 口
2310.4 亿元，增长 13.5%。
图为8月10日，在山东港
口青岛港，一艘货轮在缓
缓靠泊码头。

张进刚摄
（新华社发）

前7个月

青岛外贸进出口增长青岛外贸进出口增长77..88%%

本报海口8月 10日电 （记者曹
文轩） 记者近日从海口海关获悉，自
2021年7月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内销
免关税政策率先在洋浦保税港区落地

实施以来，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海口海关共监管加工增值内销货值约
32.9亿元，免税额约3亿元。

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是海南

自贸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
最核心的税收管理政策之一。《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明确，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后，对鼓
励类产业企业生产的不含进口料件
或者含进口料件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加
工增值超过 30% （含） 的货物，经

“二线”进入内地免征进口关税，照
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两
年来，政策从洋浦保税港区先后扩展
至海口综合保税区、海口空港综合
保税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符合
产业政策条件的企业实施，惠及粮

油、肉类、水产、医疗器械、钻石
珠宝、高性能新材料等各类生产制
造企业。

为保障加工增值货物内销免关税
政策实施，海口海关成立工作专班，
研究制定工作方案，配合海关总署制
定出台征管制度，推动加工增值业务
系统功能建设，保障政策落地实施。
同时积极开展政策巡回宣讲，以送教
上门等形式加大政策的解读力度，帮
助企业用好优惠政策。

“我们的进口原料受国际价格波
动等影响，利润空间很小，自从参与
开展加工增值免关税业务，我们已经
累计享受政策优惠超2亿元。这样的
利好让我们有动力又增加了二期工程
饲料厂、厂房等基础设施建设，目前
已处于完工准备投产状态，将进一步
扩大我们的产能，升级产业结构。”
海南澳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关务经
理倪伟说。

为了让更多企业参与享惠政策，
海口海关在海关总署的指导下，联合
地方政府开展调研，筛选适配企业，
加大对企业的信用培育力度，海南省
高级认证企业由最初的 20 多家增加
至 65 家，优化企业 ERP 联网方案，
降低企业参与试点的成本，不断提升
企业的获得感。

今年 1 至 7 月，海口海关共
监 管 海 南 离 岛 免 税 销 售 金 额
289.3亿元，免税购物人数 419.9
万人次，免税购物件数 3403 万
件。图为 8 月 9 日，中免集团海口
国际免税城内，游客在香化区选
购免税品。

石中华摄 （人民视觉）

海南自贸港

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免税约3亿元

本报北京8月 10日电 （记者
徐佩玉）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10 日
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中国新能
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80.5 万辆和
78 万 辆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0.6% 和
31.6%，市场占有率达 32.7%。1 至 7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459.1
万辆和 452.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0%和41.7%，市场占有率达29%。

7 月，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
67.9万辆，环比下降6.9%，同比增
长 26%；新能源汽车出口 10.1 万
辆，环比增长 29.5%，同比增长
87%。1 至 7 月，新能源汽车国内
销量 389 万辆，同比增长 32.5%；
新能源汽车出口63.6万辆，同比增

长1.5倍。
今年 1 至 7 月，我国汽车产销

量达 1565 万辆和 1562.6 万辆，同
比分别增长 7.4%和 7.9%，产销量
实现同比稳步提升。7月，汽车出
口 39.2 万辆，环比增长 2.7%，同
比增长35.1%。1至7月，汽车出口
253.3万辆，同比增长67.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有关负责人
表示，近期，我国明确提出要提振
汽车等大宗消费，并出台若干稳定
和扩大汽车消费的新举措。随着新
一轮汽车促消费政策的实施落地，
汽车消费潜力有望得到进一步释
放，将有助于行业全年实现稳增长
目标。

7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31.6%
出口同比增长87%

8月10日，2023长洲区富万村巨型水稻开镰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
市长洲区倒水镇富万村举行。富万村巨型水稻种养示范试验项目，是广西
引进的首个巨型稻项目，实现了“一水两用，一地双收”，走出了富万村致富
新“稻”路。图为农民及游客在开镰割禾打谷。 何华文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杭州 8 月 10 日电
（记者屈凌燕、张璇） 8 月 10 日，
浙江华捷新能源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负责人崔健从浙江省政府主要负责
人手里接过了营业执照。这是浙江
省颁发的第 1000 万张营业执照，
意味浙江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千万
户，实现总量历史性突破。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处
副处长黄伟军表示，今年以来至 8

月9日，浙江省新登记市场经营主
体116.68万户，同比增长22.42%。

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浙江民营
经济主体托底作用明显，民营强
企不断涌现。1000 万户市场经营
主体中，民营经济主体达 967 万
户，占比 96.69%。在全国工商联
发布的 2022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
榜单中，浙江有 107 家企业入围，
占21.4%。

本报鄂尔多斯 8 月 10 日电
（记者丁怡婷） 记者从 9 日举行的
全国露天煤矿绿色低碳发展现场会
上获悉：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露天
煤矿 357 处，产能 11.62 亿吨，平均
产能 325万吨/年，约为井工煤矿的
3倍，千万吨级露天煤矿超过30处。
从地区分布看，内蒙古、新疆两地的
露天煤矿数量和产能占比分别达到
全国的75%和85%左右。

据介绍，2022 年我国露天煤
矿产量首次突破 10 亿吨、达到
10.57亿吨，以占比约 8%的煤矿数
量贡献了全国约 23%的煤炭产量，
较2000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

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的同时，露
天煤矿的智能开采加速推进。以智
能综合管控平台、边坡监测、三维
地质模型构建、无人驾驶、智能穿
爆等为代表的智能化应用场景不断
丰富。

清洁高效利用和节能降耗成效
显著。一批露天煤矿跳出“挖煤、
卖煤”的传统路子，将“乌金”锤
炼成“绿金”。在国家能源准能集
团，煤炭通过纳米化处理后形成新
型特种燃料，具有燃料固含低、点
火温度低、燃料热值高等特点，不
仅可以降低火力发电煤耗，还拓展
了煤炭资源的应用空间。

露天煤矿产量去年突破10亿吨

浙江市场经营主体超1000万户

近年来，江苏省兴化市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种桑养蚕产业，满
足市场需求，带动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让小蚕丝编织出致富梦。
图为工人近日在兴化市海南镇一家桑蚕丝加工车间进行缫茧作业。

周社根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8月 10日电 （记者
王浩）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8 月 9
日，历经1350天，滇中引水昆明2
标龙庆隧洞1号支洞下游段至龙庆
隧洞 2 号支洞上游段主洞顺利贯
通，标志着昆明段施工2标主洞全
线贯通，成为滇中引水一期工程全
长664公里40个主体标段中首个实
现主洞全线贯通的标段。

截至2023年8月上旬，滇中引

水工程输水建筑物累计开挖 （掘
进） 527.90 公里，占总长 664 公里
的 79.5%；施工支洞完成 88.33 公
里，占总长 91 公里的 97%。滇中
引水工程是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
利工程中的标志性工程。工程建成
后，将有效缓解滇中地区城镇生
产、生活用水矛盾，改善河道、高
原湖泊的生态及水环境状况，惠及
人口约1500万人。

滇中引水工程

首个主体标段主洞全线贯通
滇中引水工程

首个主体标段主洞全线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