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10日
发布了2019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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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国家统计局城市司
处长董雅秀进行了解读。

CPI环比略有下降，同比
涨幅与上月相同。从环比看，
CPI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
0.1%。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0.3%，影响CPI下降约0.06个
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下降
0.1%，影响CPI下降约0.05个
百分点。在食品中，鲜菜大量
上市，价格下降 9.7%，影响
CPI下降约0.25个百分点；前
期补栏雏鸡开始生产，鸡蛋供
应充足，价格下降2.6%，影响
CPI下降约0.01个百分点；虾
蟹供应增加，水产品价格下降

0.9%，影响CPI下降约0.02个
百分点。西瓜和桃子等水果
集中上市价格下降，但苹果和
梨价格继续上涨且涨幅较高，
加之南方部分地区多次强降
水影响采摘和运输，火龙果和
菠萝等水果价格上涨，全国鲜
果价格上涨5.1%，影响CPI上
涨约0.11个百分点，目前价格
水平处于历史高位；猪肉供应
偏紧，价格上涨 3.6%，影响
CPI上涨约0.09个百分点。

从同比看，CPI上涨2.7%，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食品
价格上涨8.3%，影响CPI上涨
约1.58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
上涨1.4%，影响CPI上涨约
1.10个百分点。在食品中，鲜
果价格上涨42.7%，涨幅比上
月扩大16.0个百分点，影响

CPI上涨约0.71个百分点，除
气候等因素影响外，去年同期
价格较低也是涨幅扩大原因之
一；猪肉价格上涨21.1%，涨幅
比上月扩大2.9个百分点，影响
CPI上涨约0.45个百分点；鲜
菜价格上涨4.2%，涨幅比上月
回落9.1个百分点，影响CPI上
涨约0.10个百分点。

PPI环比由涨转降，同比由
涨转平。从环比看，PPI由上月
上涨0.2%转为下降0.3%。其
中，生产资料价格由上月上涨
0.2%转为下降0.4%，生活资料
价格由上月上涨0.1%转为持
平。从同比看，PPI由上月上涨
0.6%转为持平。其中，生产资
料价格由上月上涨0.6%转为下
降0.3%；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0.9%，涨幅与上月相同。

统计局：六月鲜果价格上涨42.7%

本报讯 上半年国内粮食市
场价格呈现“两涨两跌”特点：其
中，小麦产需平衡有余，价格有
所回落；稻谷供给大于需求，价
格明显回落；玉米产需存在缺
口，价格总体上涨；大豆供给满
足需求，价格波动上升。

今年夏粮实现恢复性增产，
又是一个丰收年。7月4日，国
家粮油信息中心发布上半年粮
食市场分析报告显示，上半年国
内粮食供需总体宽松，库存充
裕。国家粮油信息中心负责人
表示，上半年国内粮食市场价格
呈现“两涨两跌”特点，小麦稻谷
价格回落，玉米大豆价格有所上
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从小麦收获情况来看，2019
年冬小麦获得丰收，质量明显好
于上年。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
计，2019/2020年度（6月份至次
年5月份）我国小麦供给量（含
产量和进口，不包括库存，下同）
为1.365亿吨，同比增加127万
吨。国内食用消费基本平稳，饲

用和工业消费有所下降，年度消
费总量 1.235亿吨，同比减少
532万吨。年度结余量1301万
吨，同比增加759万吨。

“今年上半年小麦产需平衡
有余，价格有所回落。”国家粮油
信息中心负责人认为，导致上半
年小麦市场价格回落的主要原
因，一是今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每
斤1.12元，每斤下调0.03元，价
格底部下移。二是中央和地方
储备小麦轮换工作相继展开，小
麦市场粮源充足。三是受非洲
猪瘟疫情影响，小麦副产品麸皮
需求减少，上半年麸皮价格每吨
下跌超过300元，加工企业利润
下滑。四是6月份新小麦收获
上市，产量增、质量好，市场供应
量增加。监测显示，6月底华北
地区普麦收购均价每吨 2270
元，比年初每吨下降230元。随
着小麦收购工作全面展开，市场
粮源逐渐减少，预计下半年国内
小麦价格将在最低收购价水平
之上运行。

稻谷市场供给则较为充裕，
需求相对低迷，阶段性过剩特征
明显。预计2018/2019年度（10
月份至次年9月份）稻谷产量
2.12亿吨，供给量为2.16亿吨，
其中进口400万吨左右。年度
稻谷总消费量1.97亿吨，产大于
需1933万吨。

今年上半年稻谷供大于求，
价格震荡下行。6月底主产区
普通早籼稻收购价为每吨2270
元至 2320元，与年初基本持
平。国家粮油信息中心负责人
认为，上半年稻谷价格明显回落
的主要原因，一是国内稻谷市场
产需有盈余。二是稻谷库存消
化渠道单一，销售进度相对缓
慢，库存销售压力较大。三是政
策性稻谷拍卖底价大幅下调，拉
低销售价格。随着政策性稻谷
持续投放市场，预计后期稻谷市
场价格弱势运行。

在玉米方面，受生长期不利
天气影响，2018/2019年度国内
玉米产量有所下降。2018/2019

年度（10月份至次年9月份）我国
玉米供给量2.61亿吨，同比减少
171万吨；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
国内玉米消费略降，年度总消费
量2.75亿吨，同比减少297万吨。

不过，上半年国内玉米价格
总体呈上涨趋势，6月底东北产
区玉米均价为1840元/吨，较年
初上涨65元/吨。国家粮油信
息中心负责人认为，造成上半年
玉米价格总体上涨的主要原因，
一是农民手中玉米大多已销售，
余粮基本见底。二是5月下旬
国家临储玉米投放市场，拍卖底
价较去年提高200元/吨，拍卖
成本增加。三是我国对美国玉
米及其替代品进口减少。不过，
鉴于近期国家临储玉米与2018
年产玉米将共同流向市场，国内
玉米市场供给充足。

据海关统计，前5个月我国
进口大豆3175万吨，同比减少
12.2%。预计上半年我国进口大
豆3995万吨，同比减少490万吨
左右，减幅11%。国家粮油信息

中心负责人认为，在大豆进口减
少的情况下，大豆供给能够满足
需求。分析其原因，一是生猪存
栏量下降，豆粕需求高位回落。
二是国家临储大豆投放市场，增
加市场供给。

上半年大豆价格呈波动上
升走势。进口大豆成本上升主
要在于美国大豆播种期推迟，市
场预期美国大豆减产。总体看，
目前南美大豆集中上市，对美国
大豆出口形成有力竞争，国际市
场大豆供应充足。

上半年国内大豆价格也有
所上升。6月底，黑龙江地区食
用大豆收购价格为每吨3630元
至3660元，比年初每吨上涨100
元至120元；油用大豆收购价格
为每吨3320元至3340元，比年
初每吨上涨40元至60元。“这是
因为，目前农户手中余豆基本见
底，市场高品质大豆供应不足，
对市场价格形成支撑。”国家粮
油信息中心负责人说。

（《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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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粮食库存充裕市场平稳

从农业农村部获悉，近年来，
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认真贯彻中央
关于创新创业部署，切实落实创
新创业政策，搭建能人返乡、企业
兴乡、市民下乡平台，将智创、文
创、农创引入乡村，促进资源要素
活力竞相迸发和创新创业源泉充
分涌流。目前，创新创业正在广
袤农村风生水起，为乡村产业振
兴注入新动能，也为城乡融合发
展开辟新通道。

规模不断扩大，层次明显提
升。随着城乡融合的不断深入，
乡村提供了更多的创业机会和
平台，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
人才要素汇聚乡村。据监测，
2018年返乡下乡人员780万人，
比上年增加40万。与上世纪80
年代初农民纷纷“洗脚上田”创
业和90年代体制内人员到农村
“下海”创业不同，这一轮农村创
新创业人员层次更高。返乡农
民工、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
科技人员、留学归国人员、企业
主等，大都是开创型、知识型、技
能型人才，既有资金、又有经验，
既懂管理、又懂市场。目前，农
村创新创业人员平均年龄45岁
左右，高中和大中专以上学历的
占到40%。

跨界特征明显，业态多种多
样。适应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新趋势，各类创新创业主体注
重发掘新功能新价值，培育新产
业新业态，实现农业与现代产业
要素跨界配置。据对1573个“双
创”样本数据分析，新增创业项目

的60%以上具有创新因素，80%以
上的创新创业项目属于产业融合
类型，55%左右的创新创业主体广
泛运用互联网、智慧农业、共享经
济等模式，形成城乡关联、产业梯
度格局。

产业重心下沉，乡土特色明
显。各地引入创业创新元素，打
造出一批“孵化器”和“加速器”，
聚集了3%的创新创业主体。据
监测，创新创业主体的经营场所
设置在县城区域的占13%，在县
城以下的占87%，与乡村和农户
的联系更紧密，辐射带动作用更
明显。多数创新创业主体依托当
地资源优势，发掘乡土资源和传
统工艺，发展小众类、中高端、特
色化产业产品，创响一批独一份、
特别特、好中优的“土字号”“乡字
号”品牌。

联农带农紧密，社会效益明
显。各类创新创业主体创办的项
目多是农民特别是小农户参与度
高、受益面广的产业，有的到贫困
地区建立农产品原料标准化基
地，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和脱贫
攻坚。通过推行“订单收购+分
红”“农民入股+保底收益+按股
分红”等多种利益联结方式，鼓励
农民将承包地经营权、设施装备、
政府补贴等通过折股量化参与创
新创业。监测显示，70%认为创新
创业带动就业增收，40%认为带动
脱贫，30%认为创新创业带动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生态环境改
善、农村卫生事业推动、农村基层
社会治理。 （央视网）

农村创新创业加快推进
增添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