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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CPI和PPI 数据显示———

国内物价保持平稳运行
　　今年以来，我国物价保持平稳运行。
国家统计局11 日发布数据，一季度，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平均比上年同
期上涨1 . 3%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
数（PPI ）比上年同期下降1 . 6% ，继续成
为全球物价的重要“稳定器”。

CPI 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稳物价是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一项重
要任务，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全年居民消
费价格涨幅定在3%左右。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CPI 持续运
行在合理区间，月度涨幅均低于3%左右的
预期目标。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
表示，1 月份，受春节效应和疫情防控政
策优化调整等因素影响， CPI 同比上涨
2 . 1%，涨幅比上月扩大0 . 3 个百分点；2月
份，受节后消费需求回落、市场供应充足
等因素影响，CPI 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1 . 1
个百分点；3 月份，生产生活持续恢复，
消费市场供应充足，CPI 同比上涨0 . 7% ，
涨幅比上月回落0 . 3 个百分点。
　　在我国CPI “篮子”商品中，食品占
比较高。今年以来，食品价格涨幅持续回
落，从1 月份的同比上涨6 . 2% 转为3 月份
的上涨2 . 4%。
　　从环比来看，食品价格环比由1 月份
的上涨2 . 8%转为3月份的下降1 . 4%。董莉

娟分析，3 月份，受存栏量较为充裕及消
费需求回落影响，猪肉价格环比下降
4 . 2%；鲜菜价格环比下降7 . 2%，降幅比上
月扩大2 . 8 个百分点。
　　“蔬菜生产受气象条件影响较大，3
月份光照充足和气温回升，有利于提升蔬
菜生长速度，造成部分蔬菜产量增加，价
格下行。此外，由于产区出现‘倒春寒’
天气，蔬菜上市期有所推迟，莴笋、菜花
等品种价格忽高忽低，波动频繁。”农业
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蔬菜首席
分析师张晶说。
　　非食品价格涨幅有所回落。 3 月份，
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0 . 3% ，涨幅比上月回
落0 . 3 个百分点。非食品中，服务价格同
比上涨0 . 8% ，涨幅比上月扩大0 . 2 个百分
点；工业消费品价格由上月上涨0 . 5% 转为
下降0 . 8%。
　　“今年以来，我国核心CPI 同比涨幅
一直处于1%左右的区间波动，这表明我国
工业消费品以及服务消费价格保持稳
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
所副研究员王立坤说。

PPI 涨幅持续回落

　　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等因素影
响，我国工业品价格整体继续下降。一季
度，PPI 同比下降1 . 6% ，其中3 月份下降
2 . 5%，降幅比上月扩大1 . 1 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1 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
波动和国内煤炭价格下行等因素影响，
PPI 环比下降0 . 4% ； 2 月份，工业企业生
产恢复加快，市场需求有所改善，PPI 环
比转为持平；3 月份，受国内经济加快恢
复及国际市场部分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影
响，PPI环比继续持平。
　　董莉娟分析，3 月份，国内生产和市
场需求持续改善，重点项目加快推进，钢
材、水泥等行业价格环比有所上涨，其中黑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水泥制造价格环
比均上涨1 . 3%。国际输入性因素带动国内
石油、有色金属相关行业价格下行，其中石
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环比下降0 . 9%，石
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下降0 . 4%。
受气温回升等季节因素影响，用煤需求有所
减少，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下降1 . 2%。
　　“PPI 涨幅持续回落，有助于改善上下
游工业利润结构，缓解中下游制造业企业成
本压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王立坤说。

保持物价平稳运行有坚实基础

　　物价关系经济运行，影响百姓生活。
专家表示，随着国内需求逐步改善，对相
关价格的支撑作用将有所增强，加之国际
输入性因素影响犹存，稳物价存在一定压
力，但从全年走势来看，保持物价平稳运
行仍具有坚实基础。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

我国粮食生产保持增长，粮食产量连续8
年稳定在 1 . 3 万亿斤以上，库存比较充
裕；猪肉产能处于合理水平，不具备大幅
上涨条件；能源价格稳定，去年我国有效
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能源自给率在80% 以
上。近些年，石油、天然气增产水平比较
明显，有利于稳定能源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统筹做好就业
增收工作，加强重点商品保供稳价；国家
能源局要求，全力做好今年天然气保供稳
价工作，确保民生用气需求；贵州遵义建
立统一的保供“白名单”制度，强化联保
联供机制和供应保障力量，保障“米袋
子”供应有力有序……近段时间以来，各
有关部门和各地统筹做好保供稳价。
　　重点企业加大保供稳价力度，备货充
足。如北京新发地市场拓展“直通车”覆
盖城市，为特色农产品进京搭建绿色通
道；美团买菜上线春菜尝鲜频道，香椿、
荠菜、春笋等时鲜春菜货源充足，平价菜
场、超级折扣频道每日上新，价格保持总
体稳定。
　　“展望全年，我国工农业产品和服务
供应充裕，产销衔接畅通，市场秩序良
好，经济整体回升态势也将在物价上逐步
显现，预计物价总水平将总体运行在合理
区间。”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研
究室主任郭丽岩说。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记者 魏玉坤 水金辰）

信贷投放靠前发力 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

10 . 6 万亿元！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创新高
  10 . 6 万亿元！我国首季金融统计数据11
日出炉，一季度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创新
高。专家认为，一季度金融支持靠前发力，信
贷呈现供需两旺态势，有助于巩固拓展向好
势头，进一步推动经济运行持续整体好转。
　　中国人民银行当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
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 . 6 万亿元，同
比多增2 . 27 万亿元。其中，3 月份人民币贷
款增加3 . 89 万亿元，同比多增7497亿元。
　　一季度往往是银行信贷投放的旺季。中
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今年首
季新增人民币贷款创新高，这背后是经济持
续向好带动企业贷款需求回升。在金融机构
信贷投放靠前发力的支持下，企业复工复产
进程加速。
　　这也在近日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家问
卷调查报告中得到印证。报告显示，一季度，

我国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为78 . 4% ，比上季
上升19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上升6 . 1 个
百分点。
　　与此同时，一季度信贷结构进一步改
善。数据显示，一季度，企（事）业单位
贷款增加8 . 99 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
加 6 . 68 万亿元；住户贷款增加 1 . 71 万亿
元，其中3月份增加超1 . 24 万亿元。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在
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较快增长的带动下，
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成为推动一季度
信贷增长的主力。与此同时，3 月住户贷款
增加较多，居民信贷改善较为明显。
　　人民银行此前发布的城镇储户问卷调
查报告也显示，一季度，倾向于“更多消费”
的居民占23 . 2%，比上季增加0 . 5 个百分点；
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18 . 8%，比上季

增加3 . 3 个百分点。
　　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节奏加快，推动广
义货币（M2 ）持续保持合理充裕。数据
显示，3月末M2余额281 . 46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2 . 7% ，增速比上月末低 0 . 2 个百分
点，比上年同期高3个百分点。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一季度
信贷保持较快增长，派生的货币相应增
加，M2 增速保持在高位。这表明，稳健
的货币政策精准有力，市场流动性比较充
裕，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较大。
　　这也在11 日发布的社融数据中有所体
现。数据显示，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累计为14 . 53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 . 47
万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占
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73 . 6% ，同比提高4 . 5
个百分点。

　　“从一季度金融数据可以看出，当前
实体融资需求持续修复，银行信贷投放主
动性增强，稳增长政策正在延续发力，有
助于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发展信
心。”温彬说，贷款保持平稳增长，流动
性保持合理充裕，将为经济稳固运行和持
续整体好转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专家建议，下一步要保持宏观政策的
稳定性、连续性，增强政策措施的灵活
性、精准性，继续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提
振经营主体信心和预期。要确保流动性更
加精准地滴灌到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
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
域的支持力度，加快推动经济运行持续整
体好转。
      （据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记者 吴雨）

  新华社北京4月11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1 日宣布：
经双方商定，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卢拉将于4 月12 日至15 日对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北京4月11 日电 经双方商定，巴西联邦共和国总
统卢拉将于4 月12 日至15 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
人汪文斌11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愿同
巴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各领域互利友好合作提质
升级。
　　汪文斌说，卢拉总统因病推迟访华后，双方一直就有关访问
事宜保持密切沟通。卢拉总统康复后不久即率大型代表团来华进
行国事访问，充分体现了中巴两国对此访和对发展双边关系的高
度重视。
　　汪文斌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
各领域互利友好合作提质升级，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携
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注入更多正能量。

巴西总统卢拉将访华

  新华社北京4月11 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1 日表示，近
期，中澳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大麦双反措施争端进行了友好协
商，并达成共识，体现了互利合作精神。中澳同为世贸组织成
员，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中方愿与澳方一道，继续本着对话协
商合作精神，照顾彼此产业关切，妥善解决经贸争议，包括目前
仍在世贸专家组阶段的两个案件，共同推动双边经贸关系行稳
致远。
　　这位新闻发言人当日在回答关于中澳近日联合致函世贸组织
中止两国大麦双反措施争端的记者提问时作出上述回应。

中澳就解决大麦争端

达成共识

  新华社北京4月11 日电 为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健康
发展和规范应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1 日就《生成式人工
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
意见稿提出，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的要求，尊重社会公德、公序良俗，禁止非法获取、披露、利用
个人信息和隐私、商业秘密。
　　征求意见稿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指基于算法、模型、规
则生成文本、图片、声音、视频、代码等内容的技术。提供生成
式人工智能服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
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提供者应当明确并公开其服务的适
用人群、场合、用途，采取适当措施防范用户过分依赖或沉迷生
成内容。
　　征求意见稿要求，提供者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对用户的输入
信息和使用记录承担保护义务。不得非法留存能够推断出用户身
份的输入信息，不得根据用户输入信息和使用情况进行画像，不
得向他人提供用户输入信息。提供者应当建立用户投诉接收处理
机制，及时处置个人关于更正、删除、屏蔽其个人信息的请求。

  新华社北京4月11 日电（记者 顾天成 李恒）记者从国
家疾控局获悉，国家疾控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7 部门近日联
合印发了《全国地方病防治巩固提升行动方案（ 2023-2025
年）》，对进一步巩固全国地方病防治成果，持续落实地方病综
合防治措施等作出相应安排。方案明确，各地要将地方病防治工
作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领导、保障投入。
　　地方病作为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一旦防治措施减弱或撤
除，疾病容易卷土重来，必须长期巩固、维持综合防治措施，才
能从源头预防控制地方病危害。
　　根据方案，到2025 年底计划实现以下七大行动目标，包括
持续消除碘缺乏危害、消除大骨节病和克山病危害、消除燃煤污
染型地方性氟砷中毒危害、持续控制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危害、
基本消除饮水型地方性砷中毒危害、有效控制饮茶型地氟病危
害、有效控制水源性高碘危害。
　　健全防治监测评价体系是提高疾病发现预警能力的关键。方
案明确，要加大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监测力度，定期开展重点地
方病流行状况调查，准确反映和预测地方病病情和流行趋势。继续
加强地方病信息化建设，加强地方病信息管理，提高防治信息报告
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同时，强化监测与防治干预措施的有效衔接。

今年第8次沙尘天气影响多地
起源于蒙古国与我国内蒙古中西部，途经我国北方旱区时得到补充，未来几天北方仍有沙尘困扰

  据新华社北京4月11 日电（记者 高
敬 严赋憬）内蒙古中部部分地区最低能
见度不足50米；北京10日夜间升级发布大
风黄色预警信号与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
黑龙江哈尔滨主城区能见度小于 1 0 0 0
米…… 9 日开始的沙尘天气已经影响我国
多个省份。中央气象台11日18时继续发布
沙尘暴蓝色预警。
　　此次沙尘天气是我国今年以来发生的
第8次大范围沙尘天气过程，也是3月份以
来的第5次，达到沙尘暴级别，为今年第2
次沙尘暴过程。今年以来的沙尘天气中，
3 月19 日至24 日的沙尘过程强度最强、影
响范围最广，达强沙尘暴级别。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4月9日以
来，新疆南部及东部、内蒙古中部和西

部、甘肃中西部、宁夏、陕西中北部、山
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河南
北部、吉林中部、辽宁中北部等地先后出
现沙尘天气，其中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
淖尔、阿拉善和山西大同、北京等地出现
沙尘暴，内蒙古锡林郭勒、包头、乌兰察
布和河北张家口等局地出现强沙尘暴。
　　此次沙尘天气过程，北方多地PM10
峰值浓度超过2000 微克/立方米。 11 日，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沙尘天气继续向南
推进。环境监测显示，河南南部、山东南
部等地PM10浓度超过500微克/立方米。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桂海林介绍，
本次沙尘天气在11日夜间到12日白天逐渐
趋于减弱。 12 日受到偏南气流的影响，可
能在河南、河北等区域出现沙尘回流，但

影响时段比较有限。
　　桂海林说，13日至16日，西北地区和
华北等地仍多沙尘天气，其中13 日夜间至
14 日，沙尘天气可能再次影响到京津冀等
地，需继续关注。
　　每年3月至5月是我国沙尘天气的高发
期。 4 月不仅是沙尘过程最频繁的时候，
强度往往也最强。专家介绍，此次沙尘天
气的主要成因有：一是我国冷空气活动仍
处在活跃期，蒙古气旋和地面冷锋产生的
风力较大，为沙尘天气发生提供了动力条
件；二是前期气温回升较快，不稳定的空
气状态为起沙提供了热力条件；三是前期
蒙古国和我国沙尘源区降水偏少，土壤墒
情偏差，加之目前植被尚未返青，地表裸
露，不利于抑制沙尘天气发生。

　　桂海林分析指出，此次沙尘天气过程
起源于蒙古国与我国内蒙古中西部，蒙古
国南部的沙尘在途经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
地区时，沿途沙尘得到补充，强度会进一
步增强。
　　专家提醒，沙尘天气来袭，一些心血
管病患者或者过敏体质人群应该尽量减少
外出，出门时应做好防护措施，以免沙尘
对眼睛和呼吸道造成损伤。
　　受大风等因素影响，内蒙古东部、河
北北部、北京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中
部、辽宁北部等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
较高，建议各地强化野外火源管理，做好
火灾风险隐患点的排查整治。沙尘通常伴
随大风天气，一些地方需格外注意室外搭
建物或者广告牌等加固。

  春日，船舶从三峡库区湖北宜昌市秭归县链子岩村桃花盛开的果园前开过。春满三峡，盛开的鲜花与三峡库区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形成美丽画卷，引得游人慕名而来。

大批“追花者”

催热赏花经济
  又是一年赏花季。近年来，人们对赏花的需求热度
持续攀升。大批“追花者”正在催热“赏花经济”，在
助力旅游市场快速回暖的同时，也在推动消费加快
复苏。
　　每逢周末，微信朋友圈都会被各种赏花“大片”刷
屏。携程发布报告显示，今年用户的春游热情提前，在
诸多踏青玩法中，赏花游成为当之无愧的爆款，相关景
区门票的预订用户数同比增长逾40%。
  马蜂窝近日发布的2023 年春季“旅行蜂向标”也
显示，“赏花”作为春游季的关键词，热度高涨
250%。同程旅行数据显示，近一个月“赏花”相关旅
游搜索热度上涨541%。
　　携程数据显示，今年赏花游产品预订中，春季2日
游订单占比超70%，1日游订单占比约为14%。也有不
少游客动身坐上开往春天的列车去嗅一嗅花香。西藏林
芝的桃花节在3月至4月举办，携程平台上，林芝度假
产品订单量上涨迅速；近一个月“林芝”搜索热度环比
增长超100%。全国最早的油菜花海所在地云南罗平，
落“樱”缤纷的古都西安，近一个月搜索热度分别增长
205%和85%。每年四月，牡丹花开洛阳城，3月至4月
洛阳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逾30%。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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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提升地方病防治

  新华社北京4月11 日电（记者 王聿昊 张辛欣）记者11
日从工信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算力产业年增长率近30%，算
力总规模位居全球第二。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算力总规模达到
180EFLOPS （每秒 18000 京次浮点运算），存力总规模超过
1000EB ，国家枢纽节点间的网络单向时延降低到20 毫秒以内，
算力核心产业规模达到1 . 8 万亿元。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发展
成效显著，梯次优化的算力供给体系初步构建，算力基础设施
的综合能力显著提升。当前，产业正朝智能敏捷、绿色低碳、
安全可靠方向发展。

年增长率近30%

我国算力总规模全球第二

  新华社北京4月11 日电（记者 高亢）记者11 日从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获悉，1 至 3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165
万辆和158 . 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7 . 7%和26 . 2%，市场占有率达
26 . 1%。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介绍，1至3月，我国
汽车产销量分别达621 万辆和607 . 6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 . 3% 和
6 . 7%。目前，国内有效需求尚未完全释放，汽车消费恢复还相
对滞后。
　　中汽协发布数据显示，3月，我国商用车产销量均达43 . 4 万
辆，环比分别增长 37 . 1% 和 34 . 2% ，同比分别增长 20 . 4% 和
17 . 4%。“伴随经济持续回升，基建项目陆续开工，加之出口延
续良好表现，商用车市场已显现回暖迹象。”陈士华说。
　　陈士华表示，机遇和挑战并存，一季度我国汽车行业进入促
销政策切换期，多重因素叠加使汽车行业经济运行总体面临较大
压力。同时，新能源汽车产销形势喜人，加之汽车出口势头迅
猛，业界对今年汽车产业发展充满信心。

一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销量同比稳步增长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