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连线

9月我省CPI重回“1时代”
解读：物价走低不改经济复苏趋势

进入四季度，中
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和
挑战有增无减。

如何夯实经济持
续稳定复苏的势头？

从2万亿元财政直
达资金直达市县基层
到减税降费政策为企
业纾困解难， 从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 再到实施推
进国有企业改革三年
行动方案， 强大改革
合力正激发经济社会
发展活力。

从服贸会到进博
会，从自贸试验区再扩
容到稳外贸稳外资政
策持续发力，更高水平
对外开放正不断拓展
经济发展新空间。

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 中国正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
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
更多动力。

“随着中国改革开
放进一步深化，跨国企
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合
作机遇。” 西门子大中
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赫尔曼说，在后疫情
时代，一个持续开放的
中国将积极助力全球
经济复苏和发展。

迎难而上， 中国
经济巨轮正破浪前
行。刘爱华表示，从需
求、生产、市场信心和
活力等方面看， 今年
四季度经济有基础、
有条件保持目前的态
势，“我们对全年经济
发展充满信心”。

多个指标转正！中国经济“三季报”提气
成绩解读：哪些数据在支撑着经济回暖 数据背后：中国经济复苏走在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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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
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
加快，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
增长15.3%；9月份智能手表产
量增长超过70%，新能源汽车产
量增长超过50%……

疫情冲击下，产业转型步伐
加快，新动能逆势成长，中国经
济透出新意和活力。

这背后，是无数个市场主体
迎难而上、积极转型的努力。

电商直播、在线办公、在线
教育、远程问诊……层出不穷的
新经济、新业态，进一步撬动14
亿人口大市场蕴藏的消费潜力。

一季度下拉4.4个百分点、二
季度下拉2.3个百分点、三季度上
拉1.7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最终
消费支出对GDP拉动的点数逐

季好转，三季度由负转正，内需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恢复。

回暖的中国大市场，也为世
界带来更多红利。

法国美妆巨头欧莱雅，疫情
期间电子商务销售额增长强劲，
特别是中国市场表现亮眼，成为
欧莱雅业绩恢复的“决定性因
素”。

美国企业强生在华医疗器
材、制药、消费品等业务加速创
新和数字化转型，二季度企业在
华业务恢复强劲增长，领跑全球
其他市场。

“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
释放，不光是我国扩大内需战略
基点的体现，也会对整个世界经
济复苏带来好处。”刘爱华说。

■据新华社

4.9%———这是中国经济第三季度增速，在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
3.2%的基础上，三季度增速进一步加快。

0.7%———这是中国经济前三季度增速，在上半年同比下降1.6%的基础上，前
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实现转正。

国家统计局10月19日发布的经济“三季报”显示，疫情大考下中国经济逐季转
好、稳定恢复，展现强大韧性。在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世界经济
陷入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为世界经济注入正能量。

前不久， 世界银行发布报
告， 对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从6月
初的1%上调到2%；联合国贸发
会议发布报告，预测全球经济面
临深度衰退，但中国经济仍将保
持正增长。

国际机构投下“信心票”，中
国经济也确实展现出强大的复
苏能量。 除了经济增速加快，三
季度经济运行还释放出诸多积
极信号。

主要指标恢复，经济展现韧
性———

多项指标转正。 前三季度，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货物进
出口总额增速、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实际增速3个指标均实
现转正。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增长0.9%，季度增速
年内首次转正。

生产恢复加快。 三季度，全
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比
二季度加快1.4个百分点，连续6
个月保持正增长；服务业增加值
增速比二季度加快2.4个百分
点，连续5个月正增长。

市场预期向好。9月份制造
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1.5%，比上
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
位于临界点之上。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
击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各
地区各部门科学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力有效推动
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国民经济延

续稳定恢复态势。” 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评价说。

就业物价平稳，民生保障有
力———

就业形势稳定，前三季度城
镇新增就业898万人， 接近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9月份全国城镇
调查失业率为5.4%，从年初6.2%
的高位持续回落。 物价涨势温
和，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前
高后低”，9月份已回落至1.7%。

居民收入增长，前三季度全
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
长0.6%， 和经济增速基本同步。
社会保障加强，前三季度全国居
民人均养老金和离退休金同比
名义增长8.7%，人均社会救济和
补助收入增长12.9%。

刘爱华分析，面对空前加大
的就业压力，各地区各部门全面
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持续加大民
生投入，基本民生得到切实保障
和改善。

“中国经济经受住了疫情的
压力测试， 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
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 展现出强
大的韧性和活力。”第十三届全国
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王一鸣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日前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
中国将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
的主要经济体。IMF总裁格奥尔
基耶娃表示，中国经济将成为全
球经济的积极推动力。

疫情大考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

本报10月19日讯 国家统计局
湖南调查总队近日发布数据，9月份，
湖南省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1.5%，涨幅比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这
是自2019年2月（上涨1.5%）以来，CPI
同比涨幅再次回归“1时代”。纵观今年
前9个月CPI走势，此次重回“1时代”显
示我省物价水平经过动荡性上涨已重
新恢复正常。

统计显示，影响CPI的八大类商品
价格同比“四涨四降”，食品烟酒价格
上涨5.6%， 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
4.3%，医疗保健价格上涨1.1%，衣着价
格上涨0.3%； 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
3.2%，居住价格下降0.8%，教育文化和
娱乐价格下降0.7%， 生活用品及服务
价格下降0.1%。

今年以来， 我省CPI走势一直由
食品价格主导。作为拉动CPI的主要因
素，9月份我省食品价格涨幅明显回
落，对CPI的拉动作用趋弱。国家统计
局湖南调查总队介绍，9月份， 我省食
品价格上涨7.5%， 涨幅比上月收窄3.5
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1.76个百分
点。食品中，猪肉价格上涨19.4%，因去
年翘尾因素影响大幅减弱， 涨幅比上

月回落22.4个百分点， 影响CPI上涨约
1.01个百分点；鲜菜和淡水鱼价格分别
上涨17.3%和5.9%，二者合计影响CPI上
涨约0.54个百分点；鸡蛋、鸡肉和鲜果价
格分别下降10.8%、7.8%和5.5%，三者合
计影响CPI下降约0.24个百分点。

此外， 非食品价格下降也是影响
CPI走低的一个因素。9月份，非食品价
格同比下降0.4%，影响CPI下降约0.31
个百分点。其中，受近期国际原油价格
波动影响，柴油、汽油和液化石油气价
格分别下降16.5%、15.4%和12.5%，三
者合计影响CPI下降约0.45个百分点；
新冠肺炎疫情对服务业冲击明显，电
影票、旅行社收费、其他住宿和宾馆住
宿价格分别下降7.0%、6.4%、6.1%和
5.6%，四者合计影响CPI下降约0.11个
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表示，
我省食品价格涨幅大幅收窄， 主要因
生猪产能逐步恢复、 猪肉供给改善所
致；非食品价格走低，则受到国际价格
变动影响较大。因此，物价走低不改变
湖南经济复苏趋势， 我省经济发展仍
以稳为主。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王章萍

数据解读

为全球经济注入信心和动力增速背后

夯实经济
持续稳定复苏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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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在山东龙口，多用
途滚装船“渤海恒达”轮开始下水。
当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前三
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由负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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