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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CPI同比涨0.2%，今年或温和回升
受寒潮天气及节前消费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上月CPI环比小幅上涨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
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12月末，我国黄金
储备规模为7187万盎司，
环比增加29万盎司，这是
我国黄金储备连续第14个
月增加。世界黄金协会全
球研究负责人安凯表示，
黄金作为储备资产，具备
安全性、流动性、低波动性
和出色回报等特点，可以
帮助持有者对冲风险，有
效提升投资组合的表现，
为投资者提供稳定且较
高的收益，这是央行持续
购买黄金的重要原因。

在全球多国央行购
金、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
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黄金
价格表现亮眼。纽约商品
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在
2023年全年累计涨幅超
13%。“从历史来看，在美联
储加息后期，黄金表现较
强，央行会增加对黄金的
储备需求。”邮政储蓄银行
研究员娄飞鹏表示，近年
来，全球经济恢复面临不
确定性，地缘政治冲突加
大风险隐患，凸显了黄金
作为避险资产的价值，央
行在储备资产中增加了对
黄金的需求。同时，央行推
动储备资产多元化，以更好分散风险，也有
助于增加对黄金的需求。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吴丹认为，增
持黄金对优化我国储备资产结构，统筹外
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与盈利性等有重要意
义。黄金储备资产价值受通货膨胀、金融风
险或地缘政治等影响较小，具有价值稳定、
流动性强、回报率高等特征，因此增持黄金
有利于提升央行储备资产管理能力，分散
外汇储备资产风险，维护外汇储备资产安
全和规模稳定。

展望未来，受访专家认为央行“囤金热”
或将持续。世界黄金协会报告显示，根据
2023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结果，超过
70%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黄金储
备将增加。专家还认为，中国储备资产多元
化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并且在当前外部环境
更趋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从多元化资产配置
的角度看，增持黄金依然有必要。吴丹表示，
预计2024年全球央行有继续囤金的计划，各
经济体多元化配置储备资产、增加黄金购
买的需求仍将保持坚挺。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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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菜价上涨油价下跌
CPI环比由降转涨 同比降幅收窄

国家统计局1月12日发布了2023年12
月份全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从2023
年12月份情况看，受寒潮天气及节前消费
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当月CPI同比下降
0 . 3%，降幅比上月收窄0 . 2个百分点；环比
由上月下降0 . 5%转为上涨0 . 1%。

在我国CPI“篮子”商品中，食品占比
较高。2023年全年，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0 . 3%。其中，2023年12月份，食品价格同比
下降3 . 7%，降幅比上月收窄0 . 5个百分点；
环比由上月下降0 . 9%转为上涨0 . 9%。国
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分析，
2023年12月份，雨雪寒潮天气影响鲜活农
产品生产储运，加之节前消费需求增加，鲜
菜、鲜果及水产品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6 . 9%、1 . 7%和0 . 9%。

猪肉价格在食品价格中占有较高比
重。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猪肉价格
同比下降13 . 6%，其中12月份同比下降
26 . 1%，是带动当月CPI同比下降的主要因
素。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研究员朱增勇表示，受2023年四季度生猪
存栏仍处于较高水平影响，生猪出栏量短
期内或将仍处于高位，叠加春节后消费季
节性下降，预计2024年上半年尤其是一季
度猪价还将面临一波震荡探底期。随着能
繁母猪产能平稳去化，今年下半年猪肉供
需形势会逐渐好转，猪价有望逐渐实现温
和回升，但总体将处于窄幅震荡态势。

非食品中，受国际油价持续下行影响，
国内汽油价格下降4 . 7%，降幅比上月扩大
1 . 9个百分点，影响CPI下降约0 . 17个百分
点，是拉低CPI环比涨幅的主要因素；元旦
假期出行、娱乐和家庭服务需求增加，交通
工具租赁费、电影及演出票价格分别上涨
4 . 7%和1 . 1%，飞机票价格由上月下降
12 . 4%转为上涨0 . 4%，家政服务价格上涨
0 . 4%；购物需求增加叠加促销活动结束，
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0 . 1%转为上涨0 . 3%。

国内消费动能恢复
专家称今年物价将温和回升

2023年全年，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核心CPI同比上涨0 . 7%，我国工业消费品
以及服务消费价格保持稳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
示，2023年CPI总体低位运行，随着输入
性、周期性、季节性等因素有所改变，基数

效应逐步减弱，商品服务需求持续恢复，预
计今年CPI将温和回升。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
华认为，猪肉和原油价格回落，加之高基数
影响，对物价构成拖累。他看好猪肉价格逐
步改善：一方面，猪肉价格持续回落下，部
分亏损严重的养殖产能有序退出，市场机
制将推动生猪供需再平衡；另一方面，国内
消费动能恢复，物价将逐步回升。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及研
究部总监庞溟预计，短期内中国物价水平
或仍维持低位，但在宏观政策同向发力和
提质、扩量、增效背景下，叠加基期效应逐
步常态化、社会有效需求回暖、供给端波

动收窄等因素，中期来看通胀中枢将在波
动中逐步修复，回归至高于2023年且更为
温和、常态的水平。

部分工业品需求不足
PPI环比下降 同比降幅收窄

从工业生产者价格看，2023年全年，全国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比上年下降
3%。其中，受国际油价继续下行、部分工业品
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2023年12月份，PPI同
比下降2.7%，降幅比上月收窄0.3个百分点；
环比下降0.3%，降幅与上月相同。

董莉娟分析，2023年12月份，国际油价
继续下行，带动国内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环比分别
下降6 . 6%、3%，合计影响PPI环比下降约
0 . 18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市场需求不足，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下降
0 . 3%；受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燃气生产
和供应业价格上涨2 . 3%。临近年底部分基
建项目加快施工，水泥等建筑材料供给偏
紧，水泥制造价格环比上涨2 . 2%，黑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上涨0 . 8%。
装备制造业中，锂离子电池制造、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价格分别下降
1 . 9%、0 . 6%；汽车制造业价格上涨0 . 2%。
另外，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价格分别下
降0 . 7%、0 . 5%；食品制造业价格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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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立坤说。

粮油肉蛋菜果奶等重要民生商品保供
稳价，事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随着2024年
春节临近，守稳护牢百姓“米袋子”“菜篮
子”至关重要。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2024年元旦、
春节、“两会”期间粮油市场保供稳价工作；
湖北紧盯猪肉、蔬菜、鸡蛋等重要民生商品
价格变化，强化风险预警预判；山东省日照
市加大市场监管力度，开展稳价保质执法
检查……近期，各有关部门各地落实中央
部署，统筹做好保供稳价。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为保
障节日市场供应，将指导各地加大生活必
需品货源组织力度，加强产销衔接，丰富商
品品种；重点指导甘肃、青海商务主管部门
推动地震灾区商业网点加快恢复；根据低
温天气和灾区保供需要，以及市场供需变
化，做好肉类等储备商品投放准备。

综合新华社、中新社等

国家统计局1月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全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比上年上涨0 . 2%，物价运行保持总体稳
定。展望2024年，我国物价有望温和回升，
保供稳价具有坚实基础。

物价关系经济运行，影响百姓生活。
2023年，我国CPI月度同比涨幅均低于3%
左右的年度预期目标，其中1月份受春节
效应和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等因素影
响，当月CPI涨幅最高，达2 . 1%，3月份以
来涨幅连续处于1%以下的低位。最终，
2023年全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 . 2%。

国家卫健委1月12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
建设有关情况。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司
长黄心宇在会上表示，国家医保局指导各
省全面建立了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
制，持续加大医疗服务价格优化调整力度。

黄心宇介绍，国家医保局指导各省全
面建立了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持
续加大医疗服务价格优化调整力度，在总
体不增加群众看病负担的情况下，指导各
地动态调整偏低的门急诊诊查、护理等技
术劳务类项目价格，指导有关省市规范基
层医疗机构一般诊疗费价格，均质化程度
高的医疗服务项目同城同价，推进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统筹支持乡村医疗机构发展。
同时，还指导各省制定“互联网+”医疗服
务价格政策文件，规范互联网复诊、远程会
诊、远程监测等医疗服务项目收费，促进互
联网诊疗向基层延伸，满足群众使用互联
网医疗服务的需求。

黄心宇指出，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统
筹医疗服务价格和促进分级诊疗等政策，
更好匹配基层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支持
基层医疗机构发展，激发内部活力。“我们
将进一步支持医保基金向县域内医共体和
县域内基层医疗机构倾斜，提高县域内疑
难重症诊治能力，促进基层医疗机构提供
更多的医疗服务，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

率。”黄心宇表示。
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基层司司长傅卫

表示，截至目前，我国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
工作已覆盖828个试点县，各试点县在优化医
疗卫生资源配置、提高整体服务能力、改善
患者就医体验等方面，均取得了积极成效。

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是提高
县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促进
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推动构
建分级诊疗秩序的重要举措。傅卫表示，县
域医共体应加强和城市医院的合作，通过
专家派驻、专科共建、临床带教等方式，提
升重点疾病治疗、重大疫情应对、中医药服
务等各方面能力和水平。同时，县域医共体

要积极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加强信息
化建设，更好地推动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的
结果互认。牵头医院要向乡镇常年派驻临
床管理人员，协助解决基层问题，并面向乡
村开展巡回医疗。

下一步，县域医共体建设还将坚持中
西医并重，持续强化县级综合医院、专科医
院、妇幼保健院等中医临床科室和中药房
建设，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和中西医结合
诊疗水平。力争到2025年，我国所有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能规范开展10项
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80%的村卫生室能
规范开展6项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

综合中新社、北京日报等

全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一般诊疗费价格，均质化程度高的项目同城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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