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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金融机构近期密集发声，认
为 9 月下旬以来中国政府发布的一揽
子增量政策，叠加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存量政策，有力提
振了市场信心、稳定了市场预期。

“中国政府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一
揽子增量政策，降低了融资成本，增
强了投资者、消费者的信心。”渣打
集团行政总裁温拓思说。

“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有助于中国
经济实现 5% 左右的增速目标，体现
出政策制定者既关注短期经济波动，
又着眼长远发展。”星展银行首席中
国经济学家纪沫表示。

随着政策“组合拳”密集出台，
一系列经济指标出现改善迹象，瑞

银、高盛、野村、摩根大通等机构纷
纷上调 2024 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

看生产，11 月份，中国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3%，连
续 2个月在扩张区间运行。

汇丰环球私人银行及财富管理
中国首席投资总监匡正认为，利好
政策的落地推动了企业生产意愿及
信心边际改善。从需求端来看，11
月新订单指数上行至 50.8%，为今年
5 月以来首次回升至扩张区间；从供
给端来看，生产指数上行 0.4 个百分
点至 52.4%，生产经营预期出现一定
修复。

看消费，10 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8%，比上月加

快 1.6 个百分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
政策带动下，当月家电销售额同比增
长 39.2%。“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效果自 10
月以来变得更加显著，将继续在促消
费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野村中国首
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

看出口，10 月份，以美元计价
的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长 12.7%，较上
月大幅加快 10.3 个百分点，远超市场
预期。纪沫认为，中国加大对新兴市
场的出口力度，对东盟、拉美和非洲
等地的出口增速均有所加快，有利于
更好抵御外部风险。

看楼市，10 月份，新建商品房
和二手房成交总量在连续 8 个月下降

后首次增长。高盛中国地产行业分析
师王逸认为，中国政府出台的政策措
施力度很大，进一步推动房地产市场
止跌回稳。

高盛11月发布的一份展望报告认
为，中国政府已启动了强有力的政策
措施，不仅有助于应对中国国内房地
产市场和外部压力带来的挑战，还能
推 动 增 长 模 式 进 一 步 向 内 需 拉 动
转变。

德意志银行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
学 家 熊 奕 认 为 ， 内 需 将 继 续 成 为
2025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在
中国果断采取一揽子增量政策和其他
措施的利好下，经济增长动力有望不
断增强。

近期，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
官温泽恩、贝莱德集团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劳伦斯·芬克、花旗集团首席
执行官范洁恩等国际金融机构高管密
集来华，纷纷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发展
前景，愿继续深耕中国市场。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任军）

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 

外资金融机构看好中国经济前景

12 月 9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显示，国内物价走势总体稳定。11
月 份 ， 全 国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

（CPI） 同比上涨 0.2%，扣除食品和
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3%。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下降 2.5%，降幅比上月收窄 0.4
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超季节性下降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
莉娟介绍，受气温偏高及出行需求回
落等因素影响，11 月份全国 CPI环比
有所下降，同比小幅上涨。

看环比，CPI 下降 0.6%，降幅比
上月扩大 0.3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下降 2.7%，降幅超近
十年同期平均水平 2.5 个百分点。11
月份，全国平均气温为 1961 年以来
历史同期最高，冷空气过程偏少，利
于农产品生产储运，食品中鲜活食品
价格大多超季节性下降，其中，鲜
菜、猪肉、鲜果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
降 13.2%、3.4%、3% 和 1.3%，合计影
响 CPI 环比下降约 0.46 个百分点，占
CPI 总降幅约八成。非食品价格由上
月 持 平 转 为 下 降 0.1%。 非 食 品 中 ，
旅游出行进入消费淡季，飞机票、宾
馆住宿和旅游价格分别季节性下降
8.6%、7.3% 和 5.6%；冬装换季上新，
服装价格上涨 0.6%；部分车型新款
上 市 ， 燃 油 小 汽 车 价 格 上 涨 0.2%，
为近 9个月以来首次转涨。

看同比，CPI 上涨 0.2%，涨幅比
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主要受食品
价格涨幅回落带动。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1%，涨幅
比上月回落 1.9 个百分点。食品中，
猪肉和鲜菜价格分别上涨 13.7% 和
10%，涨幅均有回落；鲜果价格由上
月上涨 4.7% 转为下降 0.3%；牛肉、
羊肉、食用油、禽肉类和粮食价格降
幅在 1.1%—13.5% 之间。非食品价格

由上月下降 0.3% 转为持平。非食品
中，能源价格下降 3.8%，降幅比上
月收窄 1.3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
下降 8.2%。

工业品需求有所恢复

11 月份，随着一系列存量政策
和增量政策协同发力，国内工业品需
求有所恢复，PPI 环比由降转涨，同
比降幅收窄。

从环比看，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1%。其中，生产资料
价格上涨 0.1%，涨幅与上月相同；生
活资料价格由下降 0.4% 转为持平。
一系列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效果持续
显现，房地产、基建项目加快推进，
水泥、有色金属、钢材等工业产品价格
上涨。电力、燃气需求季节性增加，燃
气生产和供应业价格上涨 0.7%，电
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价格上涨 0.3%。
煤炭保供力度加大，电厂备煤较为充

足 ， 煤 炭 开 采 和 洗 选 业 价 格 下 降
0.4%。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带动石油相
关行业价格下降，其中石油开采、有机
化学原料制造价格均下降 1.4%。

从同比看，PPI 同比下降 2.5%，
降幅比上月收窄 0.4 个百分点。其中，
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2.9%，降幅比上
月收窄 0.4 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
下降 1.4%，降幅收窄 0.2 个百分点。
调查的主要行业中，石油和天然气开
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
矿物制品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
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等 7 个行
业降幅比上月均收窄。

在 11 月份-2.5% 的 PPI 同比变动
中，翘尾影响约为-0.3 个百分点，
今年价格变动的新影响约为-2.2 个
百分点。据分析，翘尾因素拖累减弱
和一揽子增量政策带动需求恢复，有
望推动 PPI降幅趋于收窄。

内需回升势头更稳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庞溟分析，去除超季节性因素等影响
后，11 月 CPI 和 PPI 数据显示，中国
经济基本面进一步巩固、政策支持质
效进一步提升、经济内生动能进一步
增强。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继续回升，同比上涨 0.3%，涨幅比
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扣除能源的
工业消费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0.2% 转
为持平。服务价格上涨 0.4%，涨幅
与上月相同。

“核心 CPI 继续回升、PPI 同比降
幅收窄，充分体现出随着一系列存量
政策和增量政策协同发力，企业部门
与家庭部门信心加快恢复，以消费和
投资组成的内需回升势头更稳、增速
更快。”庞溟说。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
预计，下阶段中国 CPI 同比涨幅或将
回升。冬季肉类需求增加，猪肉价格
将出现季节性回升，叠加气温进一步
下降或影响鲜菜鲜果等产品生产储
运，有望推升食品价格。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
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付凌晖近日表
示，随着冬季和元旦的到来，食品价
格可能趋于稳中有升。工业消费品除
了能源价格受国际的输入性影响较大
之外，多数产品供应充足，价格有望
保持稳定。服务供给总体稳定。随着
经济回升向好，会带动服务需求的扩
大，对服务价格会起到一定的拉动作
用。综合这些因素，下阶段 CPI 价格
会保持小幅上涨态势。

11 月份 CPI同比小幅上涨，PPI环比由降转涨——

物 价 走 势 总 体 稳 定
本报记者  汪文正

本报北京 12 月 9 日 （记者李
婕） 为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
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
部、民政部、中国残联近日印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援助工作的
通知》，部署推动加快健全及时发
现、优先服务、精准帮扶、动态管
理的就业援助工作机制，着力提
升就业援助政策和服务精准性、
可及性，切实兜住兜准兜牢就业
底线。

通知提出三方面政策措施。一
是健全就业援助工作机制。合理确
定援助对象范围，畅通申请认定渠
道，动态掌握帮扶需求，加强分类
精准帮扶，做好跟踪服务管理，挖
掘创造适合大龄人员的多样化、个

性化就业岗位。二是落实“两优
惠、三补贴”政策。对企业吸纳援
助对象就业的、援助对象自主创业
的，落实税收减免优惠和创业担保
贷款及贴息优惠；对援助对象到企
业就业、灵活就业的给予社保补
贴，对参加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
级评价的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和职业
技能评价补贴，对通过市场渠道确
实难以实现就业的通过公益性岗位
兜底安置，给予岗位补贴。同时做
好与社会救助政策衔接。三是压实
就业援助工作责任。建立健全就
业援助长效机制，加强就业援助
政策和服务全媒体宣传，营造全
社会关心支持就业援助工作的良
好氛围。

人社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

进 一 步 做 好 就 业 援 助 工 作

本报北京 12 月 9 日电 （记者
徐佩玉） 记者 9 日从中国人民银行
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定于 12 月 16
日起陆续发行 2025 年贺岁纪念币
和纪念钞，其中双色铜合金纪念币
1 枚，纪念钞 1 张，金质纪念币 1
枚，银质纪念币 1 枚，均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纪念钞正面主景为蛇的造型图
案，上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中国人民银行”、篆书“蛇”字印
章，下方依次为光彩光变面额数字

“20”与汉字“贰拾圆”、动感全息图
案、透明视窗、盲文面额标记和冠
字号码。纪念钞背面主景为儿童贴
春 联 图 案 ， 辅 以 山 西 民 居 装 饰
图案。

该套金银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
中国传统吉祥纹饰组合图案，并刊
国名、年号。1 克圆形金质纪念币
背面图案为“福”字、柿子、蝠纹等组
合设计，并刊面额。8 克菱形银质
纪念币背面图案为贴“福”字场景，
并刊面额。

2025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将发行

本报电 （韩轩） 聚焦消费品以
旧换新，国家税务总局邯郸市税务
局积极发挥税收职能作用，落实已
出台的各项税费支持政策，助推当
地家电、新能源汽车等产品销售额
近来实现快速增长，消费活力持续
释放。

“新能源汽车车购税免税额最
高可享 3 万元，用旧车换新车报废
补贴最高 2 万元，还可以免征车船
税，政策红利很实在。”河北邯郸
市民李女士最近换购了一辆新能源
汽车，享受到了相关税费优惠。

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河北

邯郸税务部门与当地财政、市场监
管等部门强化合作，为符合以旧换
新政策条件的新能源汽车销售企业
量身定制优惠政策服务包和发票服
务；运用“税直达—4R”税费服务机
制，精准匹配、推送政策给适用的
主体，并通过电子税务局、直播课
堂、征纳互动平台、税企交流群等
多种渠道，宣传解读优惠政策；各
地推出预约服务、绿色通道、延时
服务、现场辅导等多项便民办税服
务举措，让纳税人更加便捷享受优
惠政策，助力以旧换新政策落地
见效。

河北邯郸税务部门助力以旧换新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魏玉
坤、严赋憬） 记者近日从国家发展
改革委获悉，截至目前，用于“两
重”建设的 7000 亿元超长期特别
国债已分三批全部安排到项目，另
安排 3000 亿元用于加力支持“两
新”工作。至此，全年 1 万亿元超
长期特别国债已全部安排完毕，正
在加快推进实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部

门，按照自上而下的原则，对项目进
行严格筛选，优先选取跨区域、跨流
域重大标志性工程，努力确保所有
项目都体现“两重”性质和国家意
志。“两重”建设重点支持了长江沿
线铁路、干线公路、机场建设，西部
陆海新通道建设，东北黑土地高标
准农田建设，“三北”工程建设，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高等教育提质升级等领域建设。

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全部安排完毕

12月9日，北京轨道交通
22 号线 （平谷线） 河北段高
楼站最后一段顶板混凝土浇筑
完成，实现主体结构顺利封
顶，全面进入附属工程施工阶
段。北京轨道交通 22 号线
（平谷线） 建成后，从河北廊
坊燕郊到北京城市副中心仅需
9分钟，廊坊北三县到北京东
大桥站最短时间约为32分钟，
将大幅提升跨省通勤群众出行
效率。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左图：工人在建设现场施工。
下图：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 （平谷线） 河北段高楼站建设现场。

12月9日，消费者在山东省枣庄市一家超市选购商品。
孙中喆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古城镇持续推进小麦、玉米等秸秆
饲料化、肥料化、燃料化和基料化，变“废”为“宝”，促进农业绿色循环发
展和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图为日前，在古城镇后许村秸秆收储场，工
人在装运销往甘肃等地的畜牧秸秆。 杨中勤摄 （人民视觉）  

眼下，“冰城”哈尔滨采冰工作全面展开，采冰汉子从松花江上采出
优质冰料，源源不断地运往冰雪大世界园区等地，用于景观建设。图为12
月9日，工人在松花江哈尔滨段采冰。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