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梁益琴 邮箱：hwbjjb@sina.com

2013年6月10日 星期一 财经视野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张意
轩）

!

月
"

日至
#

日，中国—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农业部长论坛在北京召开，
期间举行了农业科技专题论坛和农业
经贸专题论坛，来自中国与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

$$

个国家的农业部、农业科
研机构、农业企业及部分国际或区域
组织代表

%&'

余人出席了论坛。
论坛以“互利合作、共赢发展”

为主题，总结回顾了中拉农业领域友
好合作发展历程和取得的积极成就，
并就新形势下加强中拉农业合作的机
遇和愿景交流了看法，探讨了全面开
展合作的方式和途径，达成了广泛共
识。

论坛通过了核心成果 《中国
(

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农业部长论坛北京宣
言》，描绘了未来中拉农业合作的蓝
图。一致同意，确定此论坛为中国与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就农业经贸、
农业研发创新等开展建设性对话的有
效机制；共同探讨并推动 《中国

(

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农业合作战略规划》
的制定；在优势互补、互利平等，尊
重多样性、遵守共识和共赢发展的基
础上，推出符合相关国际规范、契合
各方需求的合作举措，促进中拉农业
合作可持续发展；在互利共赢基础
上，通过促进消除关税、非关税壁
垒，简化动植物卫生许可审批程序，

共同推动农业贸易便利化；共同探讨
粮食安全应急措施，保障区域粮食
安全；共同合作建立农业科技研发
中心和农业生产加工示范园，开展
联合研究，示范推广先进实用技术，
提高农业生产和加工水平；共同推
动农业项目投资；共同举办展销会、
博览会、推介会等农产品贸易促进
活动；共同举办与农业贸易、农业
研发创新和动植物卫生相关的多领
域政策和技术研讨培训班；充分利
用中国政府设立的

&'''

万美元中拉
农业合作专项资金，引导中拉农业
合作项目的开展。加强在联合国粮
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世

界贸易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等国
际机构中的对话与合作。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中拉农业互
补性很强，进一步加强中拉农业合作
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实现优
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推进中拉农
业现代化进程，促进各自国家和地区
的共同繁荣与进步。中拉农业部长论
坛是中拉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企业
间一个重要的对话和合作平台，有利
于为中拉农业合作发展营造良好的环
境。中拉将以此次论坛为新的起点，
继续加强互利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为区域乃至世界农业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农业部长论坛召开

中拉共同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论坛发布《北京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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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头夹攻”需“持久战”应对

由于需要去库存、去产能和去杠杆，在内需无力

刺激的情况下，外需又因人民币汇率高估而受阻。

“两头夹攻”的结果，就会造成经济“慢节奏、弱复

苏、会反复”的局面。面对这一新态势，需做好打

“持久战”的准备。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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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资金投向中长期需求

在未来通胀压力不大的情况下，经济政策重点在

调结构和培育新增长点，而不是急于收缩货币总量，

引导资金投向中长期需求是当务之急。

———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分析师范建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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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消费仍需完善体制

影响消费增速的环节有很多，但收入历来是与消

费直接挂钩的要素之一。这两年对于中等收入的培育

和关注度还不够，促进消费的关键仍得从深层次的体

制方面进行完善，包括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公

共服务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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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靠货币刺激难复苏经济

在整体货币政策宽松的大背景下，中国实体经济

增速却低于市场预期。这表明单纯依靠货币刺激难以

支持整体经济的复苏，中国仍然需要结构性改革来推

动经济的内生性增长。这些举措应该包括结构性减

税、鼓励打破垄断促进竞争、利率市场化以及深化资

本市场的发展。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刘利刚表示。

!

日元量化宽松不会持久

去年
)$

月以来，日元对美元累计贬值约
$&*

。

短期来看，日本尝试推行的货币与财政刺

激政策，提升了日本股市和农民收入，并

拉动了日本出口，但这对中国、韩国等多

个国家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只靠印钞票，

这条路不可能走得太远。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表示。
（张震铄 钟奕然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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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

+,-

）和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

.,,-/

数据双双出炉。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数据显示，

$')%

年
&

月份，
+,-

同
比上涨

$0)*

，环比下降
'0!*

。而
,,-

数
据则同比下降

$0#*

，环比下降
'0!*

。两
个指标的走向对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有
着较强的体现。专家表示，

+,-

低于市
场普遍预期，但是仍在正常范围内，符
合当前经济状况。总体来看，中国经济
仍将稳步回升，

+,-

也将呈现缓慢上行
的趋势，下半年物价不会有大的波动。

菜价肉价拉低指数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

月份
+,-

同比上涨
$0)*

，涨幅比
1

月份
回落了

'0%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0!*

。
对此，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
宪容分析称，

+,-

数据统计中，食品价
格所占权重较高。夏季到来，蔬菜价格
回落，猪肉价格近期明显下降，这两大
因素导致此次

+,-

数据涨幅有限。
“发布的数据显示，鲜菜价格环比下

降
)%0"*

，影响
+,-

环比下降近
'0&

个百
分点，占

+,-

环比总降幅的八成多，是
拉低

+,-

的主要原因。” 国家统计局城
市司高级统计师余秋梅分析称，进入

&

月份，随着气温的进一步回升，鲜菜大
量上市，价格下降较多。今年

&

月份的
鲜菜价格降幅超过过去十年的平均降幅，
与今年

1

月份鲜菜价格环比不降反升密
切相关。

1

月份鲜菜价格环比上涨了
))0$*

，价格处于高位，
&

月份从
1

月份
的高位上下降稍多一些也属正常。

此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在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变动情况中，
猪肉价格下降

10#*

，影响
+,-

下降约
'0)&

个百分点。银河证券分析称，猪肉
价格虽然在

&

月最后一个星期快速回升，
但是

&

月份整体仍然出现小幅下降。

物价走低有利宏观调控

随着
+,-

、
,,-

数据的双双回落，未
来国内降息的预期再度升温。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兼职教授赵庆明指出，
降息不仅能够抑制热钱流入，更主要的
是会被认为是政府的刺激政策，有利于
增加企业和居民信心，也能起到降低企
业财务成本的作用。
“

+,-

涨幅下降，并不会引致货币政
策明显放松，降息的可能性不大。” 交
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本报记者说，
目前物价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小。“一
是当前物价运行在平稳区间，没有大涨
大跌。

+,-

涨幅回落，属于季节性的调
整，并不具有趋势性；二是货币政策的
制定带有一定的前瞻性，需要考虑和预
判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形势，而不会仅
考虑前一个月的物价情况。”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认
为，

&

月份
+,-

和
,,-

数据均低于预期，
表明实体经济复苏依然疲弱，需求不振。
考虑到当前经济增速依然在年初设定的
目标之上，通胀水平也维持在低位，因
此，货币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降息或
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较小。专
家们普遍认为，

&

月份
+,-

涨幅回落表
明当前控制物价效果显著，有利于今后

的宏观调控，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提供更大的调控空间。

年内物价不会较大波动

对于下半年的通胀形势，汇丰中国
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认为，目前猪肉价
格低迷迫使养猪户减产，可能会导致下
半年猪肉价格进入上行周期，从而引发
+,-

明显上涨。此外，也有分析人士认
为，我国的货币存量偏高，也可能对通
胀造成潜在的压力。
“下半年控制物价应该不会有太大的

压力。”连平认为，一是当前经济处于弱
复苏状态，经济回升整体偏弱，难以形
成新一轮的通胀。

&

月份
,,-

数据负增
长，表明总需求的增加仍然比较缓慢，

此外，也说明当前成本型通胀压力不大。
二是从影响物价的中长期因素来看，生
产要素价格也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比如，
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在逐渐上涨。食
品价格也不会大幅度上涨。例如，粮食
价格小幅上涨，蔬菜价格将趋于平稳。
“猪肉价格是影响

+,-

波动的重要因
素。”连平表示，下半年猪肉价格或将周期
性上行，但不会大涨。目前市场上出现了
很多规模较大的养殖大户，有能力抵御猪
肉价格波动等市场风险。因此，市场不太
可能出现大涨大跌的不理性的情况。“从
下半年开始，预计猪
肉价格将进入上行
周期，但不会有大幅
度的上涨，对物价的
影响比较有限。”

5月CPI出现回落 菜肉跌价贡献大

物价下半年将呈总体平稳走势
本报记者 赵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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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韩洁、徐蕊）财
政部

!

日发布数据显示，连续两月负增长的中央财政收
入在

"

月份转为小幅增长，但仅比去年同期增长
#$%&

。
数据显示，

"

月份全国公共财政收入
'#()!

亿
元，比去年同月增加

())

亿元，增长
%$#&

。支出方
面，民生等重点支出得到保障。

5月份中央财政收入增长2.6％

首条低碳高速公路全线贯通

!

月
#

日，中国银联与中国移动共同打造的移动

支付平台上线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即日起，用户可在广

州、深圳、上海、北京等城市的中国移动指定营业厅，咨

询办理手机支付相关业务。图为与会人员在中国银联

展台了解相关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 鑫摄

中国银联打造移动支付平台

据新华社重庆
!

月
"

日电 （记者齐中熙、徐军
华）随着缙云山隧道的顺利打通，全国首条低碳高速
公路———成渝高速公路复线重庆段

!

日宣布全线贯通。
成渝高速公路复线重庆段全长约

(*$%#!

公里，全线采
用设计时速

'#+

公里的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由重
庆市高速公路集团和中国铁建共同出资修建。根据测
算，成渝高速复线重庆段建成后到

#+,,

年，预计运行车
辆节约油量将达

"+$%#

万吨，合
()$,!

万吨标准煤。

!

月
"

日，是第四个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

日，青岛市举行
$')%

海洋渔业增殖放流活动，爱心

认购企业和志愿者代表共同将
$''

万尾优质苗种投放

入海。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青岛举行渔业增殖放流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雷敏） 近期，
我国公民赴俄罗斯、蒙古非法务工引发劳资纠纷现象
时有发生，商务部

!

日发布消息，提醒中国公民应通
过具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企业赴境外务工（对
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单可在商务部网站和地方政府商务
主管部门网站查询），遵守我国和东道国有关法律法
规，办理合法的出入境、居留和工作手续，有效保障
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商务部：国外务工找正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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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进入麦收季节，都会有大批麦客辗转安徽、山东、

河南、河北等小麦主产区帮助当地农民收获小麦，而他们当

中很多都是合作默契的“夫妻档”。山东滨州市邹平县西董

街道于张村的樊雷鸣、任汝燕就是这样一对“夫妻档”麦客。

他们俩分工明确，丈夫驾驶联合收割机，妻子联系收麦的农

户、测量麦地、记账收费。他们一天下来平均收麦近百亩，一

直到
!

月底小麦主产区的收割作业基本结束后才返回家

乡，一个麦收季下来，夫妻俩可以净收入
)'

多万元。

大图：樊雷鸣夫妇在邻村为农民收麦。

小图：樊雷鸣夫妇在麦收间隙记账。

董乃德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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