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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2％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记者陈

炜伟 魏玉坤）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
据，10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下降0.2％，环比下降
0.1％。

从同比看，10月份CPI下降
0.2％，主要是因为食品价格降幅扩
大。食品价格同比下降4％，降幅比
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影响CPI下降
约0.75个百分点。食品中，猪肉价格

同比下降30.1％，降幅扩大8.1个百分
点；鸡蛋、牛羊肉、鲜菜和食用油价格
同比下降较多，降幅在3.5％至6.4％；
鲜果价格由上月下降0.3％转为上涨
2.2％。

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0.7％，涨
幅与上月相同，影响CPI上涨约0.57
个百分点。非食品中，工业消费品
价格同比下降0.1％，其中汽油价格
由上月下降1.2％转为上涨1.8％；服

务价格同比上涨1.2％，涨幅回落0.1
个百分点，其中旅游和飞机票价格
分别上涨11％和5.1％，涨幅均有回
落。

10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
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6％，涨幅略
有回落。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10月
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
下降2.6％，环比持平。

食品价格带动CPI走低
需求回暖有望推动物价温和回升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记者陈
炜伟 魏玉坤）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
数据，10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同比下降0.2％。

“10月份，受天气晴好农产品供
应充足、节后消费需求回落等因素
影响，CPI略有下降。从同比看，CPI
下降0.2％，主要是因为食品价格降
幅扩大。”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
计师董莉娟说。

具体来看，10月份，食品价格同
比下降4％，降幅比上月扩大0.8个
百分点，影响CPI下降约0.75个百分
点。食品中，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30.1％，降幅扩大8.1个百分点。

从环比来看，10月份CPI下降
0.1％。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0.3％
转为下降0.8％，也是带动CPI环比
由涨转降的主要原因。

董莉娟分析，10月份全国大部
分地区天气晴好，农产品供应总体
充足，加之节后消费需求有所回落，
鲜活食品价格大多下降，鸡蛋、猪
肉、鲜菜和水产品价格均呈季节性
回落。

猪肉价格在食品价格中占有较
高比重。针对猪肉价格未来走势，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负责人陈光
华说，生猪生产仍在惯性增长，后市

供应将稳定增加。四季度是消费旺
季，猪价可能会回升，但缺乏大幅上
涨的基础。

今年以来，国内物价总体呈低
位运行态势，前三季度CPI同比上涨
0.4％。

专家分析，我国价格指数变化
的结构性特征明显，但扣除食品和
能源价格的影响，核心CPI总体稳
定。前三季度核心CPI同比上涨
0.7％，10月份核心CPI同比上涨
0.6％，月度波动很小。

从国际横向对比看，我国物价
变化与国际走势不同。国家统计局
副局长盛来运分析，近几年，国际大
宗商品价格大幅上行，全球通胀保
持高位，美国虽然实行了大力度加
息，但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9月份
同比上涨3.7％，欧元区CPI同比上
涨4％以上，高通胀成为影响经济恢
复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我国
流动性总体充足合理，价格走势跟
国际走势形成鲜明对照。

“从宏观调控角度来讲，我国价
格在全球层面还是一个亮点。当
然，也不是说价格越低越好，随着总
需求回暖、经济恢复，价格也会温和
上涨。”盛来运说。

从工业生产者价格看，今年以

来，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国
内需求不足和上年同期基数较高等
因素影响，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PPI）同比降幅持续扩大。
但随着市场供求关系改善，7月、8
月、9月PPI降幅持续收窄。

最新数据显示，10月份PPI同比
下降2.6％，环比持平。

董莉娟分析，10月份，工业生产
经营活动保持扩张，受国际原油、有
色金属价格波动及上年同期对比基
数走高等因素影响，全国PPI环比由
涨转平，同比降幅略有扩大。

最新公布的一系列数据，释放中
国经济稳步恢复的鲜明信号：10月
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0.9％，扭转
此前单月增速“四连降”；中国物流业
景气指数为52.9％，保持在扩张区
间；制造业PMI中生产经营活动预期
指数为55.6％，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
点，连续四个月位于较高景气区间。

“随着总需求持续回暖，市场信
心逐步增强，经济运行恢复向好，以
及提振工业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落
实落细，企业生产经营稳步推进，叠
加基数效应减弱，下一步PPI同比降
幅有望继续收窄。”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立
坤说。

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吸引3万余名采购商参加

新华社青岛11月9日电（记者王
凯 张昕怡）第二十届中国国际农产
品交易会9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开
幕，近3000家企业携2万余种展品
参展，吸引各地专业采购商超3万
人参加。

本届农交会由农业农村部、山
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展览面积

12万平方米，以“奋进新征程、强农
促振兴”为主题，设置了粮油、果蔬、
畜禽、水产、茶叶、地标农产品、农
垦、农业农村服务业、国际等11个展
区，其中国际展区有斯里兰卡、吉尔
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俄
罗斯、菲律宾、乌干达等18个国家和
地区参展。

本届展会还以“做好‘土特产’
文章，大力促进产业兴农”为主题举
办首届“强农论坛”。展会期间，中
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将发布425个
农垦品牌，各地农业农村部门、有关
行业协会和企业等还将举办30余场
品牌推介，开展新品发布、品鉴体验
等活动，展示农业品牌建设新成果。

11月8日，在美国弗
吉尼亚州的华盛顿杜勒
斯国际机场，装有大熊
猫的特制“旅行包厢”准
备运上专机。

旅居美国的大熊猫
“美香”“添添”和它们在
华盛顿出生并长大的雄
性幼崽“小奇迹”8 日启
程返回中国。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旅美大熊猫旅美大熊猫
““美香美香””一家三口启程回国一家三口启程回国

我国成功发射中星6E卫星
新华社西昌11月9日电

（李国利 周加豪）11 月 9日
19时2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
载火箭，成功将中星6E卫星

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
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
成功。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第496次飞行。

铁路等部门积极服务
“双11”电商购物节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记者樊曦 王聿昊）“双11”
将至，网购高峰期开启。铁
路、电力、民航等部门提前筹
划，优化货物运输、强化安全
保障，保障“双11”网络购物
更加便捷高效。

11月1日开始，铁路部门
全面启动“双11”电商网购高
峰期快运服务活动。中国铁
路上海局集团公司利用高铁
动车组列车、普速旅客列车
行李车、货物特快班列等运
力资源，推出“高铁急送、当
日达、次日达”“批量达、特需
达”等定制服务；中国铁路武
汉局集团公司根据市场需求
和铁路快运对适运货物的要
求，每日利用95列以上载客
动车组的高铁快运柜、5列载
客动车组的预留车厢、65列
普速旅客列车行李车，优化
运力投放，保障快运服务。

电力方面，南方电网广
东电网公司组织多个党员服

务队，深入辖区内各电商平
台和直播基地进行驻点值
守，对主要供电线路进行24
小时不间断动态监测，开展

“点对点”用电服务和用电安
全指导；南方电网贵州兴义
供电局加强与电商、快递企
业合作，根据相关企业分布、
主营业务、用电情况等提前
做好调研摸底，制定优化保
供电方案，提升用电服务效
率和用电设备安全检查频
率。

民航方面，南航物流提
前关注电商“双11”收运需
求，制定运输保障方案，合理
调配每日航班舱位，增设快
件收运通道，助力电商货物
高效送达；常州机场物流公
司提前召开部门协调会，从
前端收运到后期保障各环节
进行部署，增开过检通道，高
效处理高峰时段货物收运工
作，保障“双11”货物迅速安
全出港。

我国储能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
新华社福州11月9日电

（记者董建国）记者从9日在
福建宁德举行的2023世界储
能大会上获悉，当前我国储
能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一
司一级巡视员苗长兴表示，
我国储能产业规模快速扩
大，2022年我国锂离子电池
储能产业链产值已接近2000
亿元。2023年上半年，新投
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
863万千瓦，相当于此前历年
累计装机规模总和。

本次大会以“全球视野
全新储能”为主题，聚焦产业
链和供应链协同创新、经贸
对接、成果转化。业内专家、
企业代表济济一堂，围绕“双
碳”战略大背景下储能产业
发展的新趋势，探讨储能市

场、政策环境、技术创新、场
景应用的新路径，以期推动
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与会人士认为，目前全球
能源结构加快调整，而新能源
的快速发展也对储能产业加
快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发
展新型储能对于消纳新能源、
削峰填谷、增强电网稳定性，
提升能源电力系统调节能力、
综合效率和安全保障能力具
有重要支撑作用。

本次大会由宁德市人民
政府、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
业发展中心联合主办。据
悉，大会同期还将举办中国
（宁德）国际新能源产业及储
能装备博览会，展现智能自
动驾驶载人航空器等众多储
能产业新成果新成效。

万吨级海缆施工船下水
助力能源输送走向深蓝

新华社南京11月9日电
（记者杨丁淼）由国家电网公
司自主研发的万吨级海缆施
工船“启帆19号”，9日上午在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海新船
厂举行仪式正式下水。据介
绍，这是载缆量达1万吨、具备
海底电缆和通信光缆深远海
敷设与检修作业能力的特大
型海缆施工船，有助于提升我
国海洋输电装备和技术水平。

目前，我国海上风能开发
利用正逐渐向深远海发展，向
广阔海洋拓展资源与空间。
海上风电产生的电能通过海
底电缆输送到陆地，以往的海
缆施工船载缆量远难以支撑
长距离的深远海能源输送。

据国网舟山供电公司项

目工程负责人李彦介绍，该
船排水量2.4万吨，可装载80
公里220千伏海缆、130公里
300千伏海缆或2000公里通
信光缆，同时装配国内先进
的拖曳式水喷埋设犁，最大
埋深达4.5米，更好地保护海
缆不受锚损。

该船定位作业能力全球
领先，且海缆敷设精度较
高。以往海缆敷设需借助导
缆笼将海缆敷设入水，水深
超40米后，因海缆自重过大，
导缆笼易对海缆造成磨损。
国家电网自主研发悬链式敷
设系统，利用动态定位技术，
可抵抗9级风力和4节流速海
水冲击，确保以恒定速度敷
设海缆，路径误差为0.5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