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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物价保持平稳运行
——透视1月份CPI和PPI数据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魏玉
坤 魏弘毅）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数据，
1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
比上涨2.1％，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PPI）同比下降0.8％，国内物价
保持平稳运行。

CPI运行在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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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
价格有所上涨，CPI同比涨幅比上月扩
大0.3个百分点。

在我国CPI“篮子”商品中，食品占
比较高。1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6.2％，涨幅比上月扩大1.4个百分点；环
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扩大2.3个百
分点。其中，受春节等季节性因素影
响，鲜菜、鲜菌、鲜果、薯类和水产品价
格环比分别上涨19.6％、13.8％、9.2％、
6.4％和5.5％，涨幅比上月均有扩大。

猪肉价格持续下行。1月份，猪肉
价格环比下降10.8％，降幅比上月扩大
2.1个百分点。

“去年我国生猪出栏6.99亿头，生
猪供应有保证，但餐饮消费尚未完全恢
复，猪价下行周期叠加环保、二次育肥
等因素冲击，尤其是春节后猪肉消费整
体处于淡季，猪价持续下跌。”中国农业
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
增勇说，预计短期内猪价仍将处在探底
的过程中。

非食品价格涨幅有所扩大。1月
份，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2％，涨幅比
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环比由上月下
降0.2％转为上涨0.3％。

董莉娟表示，1月份，随着疫情防控
政策优化调整，出行和文娱消费需求大
幅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费、电影
及演出票、旅游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20.3％、13％、10.7％和9.3％；受节前务
工人员返乡及服务需求增加影响，家政
服务、宠物服务、车辆修理与保养、美发
等价格均有上涨，环比涨幅在3.8％至
5.6％之间。

据测算，1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
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1％，涨幅比上月
扩大0.3个百分点，表明我国工业消费
品以及服务消费价格保持稳定。

PPI同比涨幅持续回落

董莉娟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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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价格整体继续下降。

从同比看，1月份，PPI下降0.8％，
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调查的
4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价格下降的有15
个，与上月相同。其中，有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下降4.4％，降幅扩
大0.8个百分点；纺织业价格下降3％，
降幅扩大0.9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1月份，PPI下降0.4％，
降幅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其中，
生产资料价格下降0.5％，降幅收窄0.1
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下降0.3％，降
幅扩大0.1个百分点。

1月份，输入性因素影响国内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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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石油煤炭
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下降3.2％，化
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价格下降
1.3％。煤炭保供持续发力，煤炭开采
和洗选业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0.8％转
为下降0.5％。钢材市场预期向好，黑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上
涨1.5％，涨幅扩大1.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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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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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看，1月份，国内大宗商品和

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成效持续显现，
物价运行实现良好开局。”国家发展改
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处长张
学武说。

保持物价平稳运行具有坚实基础

保持物价平稳运行，对稳住经济基
本盘至关重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
部署做好2023年经济工作中强调，“突
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

农业农村部组织专家制定发布小
麦、油菜防冻抗旱促稳产技术意见，启
动春季田间管理技术大培训，保障粮油
稳产增产；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
部门启动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工作，并
指导各地同步收储；宁夏、安徽等多地
加强市场价格监测分析预警……近段
时间以来，各有关部门各地落实中央部
署，统筹做好保供稳价。

新发地市场被称为北京市民的“菜
篮子”。记者在市场看到，前来上货的
车辆络绎不绝、装货卸货，一派忙碌景
象。

“为有效应对雨雪天气，新发地市
场动员商户做好采收储备，同时加大耐
储菜储备量，增加防寒帐篷、保温棉被
供应，继续免收进场费，确保农产品供
应充足、价格稳定。”新发地农产品批发
市场董事长张玉玺说。

重点电商平台备货充足。如美团
买菜在北京每日上新近百种生鲜商品、
肉禽蛋奶、海鲜水产等产品，当前货源
充足，各类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展望后期市场走势，我国粮油供
应充足，蔬菜种植面积扩大，猪肉储备
调节灵活高效，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
基础牢固，物价总水平有望继续运行在
合理区间。”张学武说。

中疾控：

预防HRSV病毒感染 这些知识你需要了解
近期，全国新冠感染疫情日趋平稳，

总体向好态势持续巩固。专家提醒，冬
春季节是各类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
除了新冠病毒，一些其他病原体也会攻
击人体的呼吸道和肺部，如流感病毒及
人呼吸道合胞病毒等，也要做好防治。2
月10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人呼吸道合
胞病毒（HRSV）感染疾病防治知识问
答，介绍HRSV病毒有关权威知识。

中国疾控中心健康传播中心公布信
息显示，HRSV为肺炎病毒科，正肺病毒
属的RNA病毒。HRSV感染后，潜伏期
通常为2－8天，临床表现以呼吸道感染

症状为主，早期HRSV感染大部分局限
于上呼吸道，临床表现如鼻塞、流涕、咳
嗽和声音嘶哑等。HRSV感染患儿大多
数症状会在1－2周内自行消失，少部分
可以发展为下呼吸道感染，主要表现为
毛细支气管炎或肺炎，多见于2岁以下婴
幼儿，临床症状包括咳嗽、喘息，极少部
分进一步加重出现呼吸急促和喂养困难
等，严重者可发展为呼吸衰竭。

“对于儿童来说，要关注来自呼吸
道合胞病毒感染导致的冲击。”中国疾
控中心病毒病所所长许文波表示，各年
龄段人群均可感染HRSV，但HRSV感

染的高危人群主要集中在儿童、老年人
和免疫功能低下人群。

在传播途径方面，有症状的HRSV
感染者和无症状的隐性感染者都可传
播病毒，通常可通过以下途径传播：一
是接触传播，如鼻咽黏膜或眼黏膜接触
到含病毒的分泌物或污染物；二是近距
离接触患者咳嗽或打喷嚏等。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高占成表示，
对于易感人群的预防，要注意勤洗手，
避免不洁净的手触摸眼、口、鼻，养成良
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及时佩戴口罩，减
少出入人员密集场所。 新华社

我国以“三提升”“两促进”举措
大力推进儿童健康全面发展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记者田晓
航 李恒）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
康司司长宋莉11日在京表示，我国正以

“三提升”“两促进”系列举措大力促进
优生优育服务水平，从生育起点、婴幼
儿健康着力，推进儿童健康全面发展。

在当天由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全国
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和中国人口
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
国人口与发展论坛上，宋莉介绍，“三提
升”，即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健康儿
童行动提升计划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
提升计划；“两促进”，即生殖健康促进
行动和母乳喂养促进行动。

2021年我国孕产妇、婴儿、5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为
进一步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维护妇
女儿童健康权益，当年，国家卫生健康
委在总结既往经验基础上，先后印发
《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2021－2025
年）》和《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
（2021－2025年）》。

宋莉说，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以
进一步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
率为目标，巩固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
度；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下一步将大
力推进新生儿安全提升行动等，特别是
儿童早期发展服务提升行动，为此，国
家卫生健康委还专门印发《3岁以下婴
幼儿健康养育照护指南（试行）》，指导

家庭养育人掌握科学育儿理念和知识，
提高婴幼儿健康养育照护能力和水平。

出生缺陷是婴儿死亡和残疾的主
要原因。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医疗卫
生事业投入，完善出生缺陷防治体系，
从“生命起点”开始为儿童健康“把好
关”。

“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将
进一步从三级预防、四道关口做起。”
宋莉说，特别是在一级预防中进一步
做好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在二级预防中着力提升产前筛查
和产前诊断能力，在三级预防中加强
新生儿疾病筛查和早期干预及康复服
务能力提升。

北京：

到2025年各区均要建有
十五年制特教学校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记者罗鑫 赵琬微）北京
市教委等七部门近日发布的《北京市“十四五”特殊教
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明确，到2025年，北京市特殊
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各区均要建有一所从幼儿园到
高中全学段衔接的十五年制特殊教育学校，并根据不
同学段、不同专业配足配齐特教教师。

特殊教育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
行动计划提出，北京将多渠道增加特殊教育专业教师
供给，完善特殊教育学校教师配备，在核定的中小学
教职工编制总额内，统筹调配编制资源，加强特殊教
育教师队伍建设。北京各区公开招聘中小学和幼儿
园教师岗位增设特殊教育教师岗。持续提高特殊教
育教师待遇，绩效工资分配向特殊教育教师、从事随
班就读工作的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倾斜，教师职称评聘
和表彰奖励向特殊教育教师倾斜。

北京将扩大残疾学生普通高中入学机会，有能力
有意愿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残疾学生可就近就便申
请入学，参照高考有关规定积极为残疾学生参加初中
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同时，北京将着
力发展残疾人中等职业教育，支持特殊教育学校职教
部与普通中等职业学校合作开设符合残疾学生特点
和需求的专业，做好残疾学生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
支持有条件的高校面向残疾考生开展单考单招，支持
高校发挥学科专业优势发展高等融合教育。

此外，北京将持续优化优质特殊教育资源跨区配
置，核心区特教学校与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特
教学校开展“手拉手”帮扶。

首批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
名单发布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李延霞）银行业理
财登记托管中心10日发布首批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
名单，包括工银理财、农银理财和中邮理财的共7只
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

据介绍，首批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全部为公募
类净值型开放式产品，其中新发产品5只、存续产品2
只，除1只产品为混合类产品外，其余6只产品均为固
定收益类产品。

《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规定，个人养
老金资金账户资金用于购买符合规定的银行理财、储
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金融产品。

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表示，将根据监管要
求，完善理财行业平台建设，做好投资者教育工作和
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名单发布更新。

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发布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戴小河）国家药监局

10日发布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自2023年7月1日
起施行。

专门规定共11章82条，进一步对中药研制相关要
求进行细化，加强了中药新药研制与注册管理，促进
中药传承创新发展。

国家药监局表示，“临床—实验室—临床”是中药
新药研发的主要特点。因此，专门规定强化“以临床
价值为导向、重视人用经验、全过程质量控制”等研制
理念，将中药的生产工艺、质量标准、药效学、毒理学、
临床研究等各研制内容有机结合，结合药品安全性、
有效性、质量可控性的基本要求，建立起兼顾药品基
本要求，并具有中药特点的审评审批体系。

专门规定鼓励用新兴科学技术研究中药的作用
机理，借鉴国际先进理念，鼓励将新型生物标志物、替
代终点决策等用于中药疗效评价，在此基础上推动中
药新药研制创新。

专门规定充分重视“人用经验”对中药安全性、有
效性的支撑，设立专章，对中药人用经验的具体内涵，
作为支持中药安全性、有效性证据的合规性、药学研究
要求，以及人用经验证据支持注册申请的情形等进行
明确，加快促进了中药评价方法与体系的建立和完
善。同时，还明确注册申请人可根据中药人用经验对
中药安全性、有效性的支持程度和不同情形，在研制时
可选择直接从Ⅰ期或Ⅱ期或Ⅲ期开始临床试验研究。

国家药监局表示，专门规定是药品注册管理制度
与中医药特点规律的深度融合，是中药传承创新发展
的时代体现和具体实践。专门规定全面落实《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吸
收近年来中药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成熟经验，并结合疫
情防控中药成果转化实践探索，借鉴国内外药品监管
科学研究成果，全方位、成体系地构建中药注册管理
体系，推进中国式药品监管现代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