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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 月 15 日讯 记者韩秉志报道：旅
游管理、电子商务、市场营销、播音与主持艺术、音乐
表演⋯⋯这些曾经被视为“香饽饽”的专业如今将被
打入“冷宫”。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近两年就业率
较低的全国 15 个本科专业名单，上述专业均“榜上
有名”。

全国 15 个就业“困难户”专业具体包括：食品卫
生与营养学、生物科学、旅游管理、社会体育指导与
管理、市场营销、动画、知识产权、广播电视编导、表
演、艺术设计学、播音与主持艺术、音乐表演、电子商
务、贸易经济、公共事业管理。

从地区来看，每个省份近两年就业率较低的本
科专业不尽相同，部分省、市和自治区登榜的本科专
业与全国榜单也有所出入。北京、上海、广东等地，
新闻学、汉语言文学、法学、公共事业管理等专业频
繁入榜。

教育部高教司负责人表示，按照《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要求，高校设置专业，须有
稳定的社会人才需求，各高校在申报专业时，要参考
全国、分省（市、自治区）的就业率较低的本科专业名
单，充分考虑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避免盲
目布点、重复设置。各教育主管部门也要对就业率
较低的专业进行布点控制，综合应用规划、政策指导
和资源配置等措施，促进高校优化专业结构，加强专
业内涵建设。

全国高校15个专业

不再是就业香饽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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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魔术“变”出致富路

前不久，上海质检部门抽查发现市场
上销售的壁纸九成不合格，这让广大消费
者的心凉了半截，看似环保美观的壁纸却
含有增塑剂，具有一定的致癌作用，但查阅
相关卫生规范，却找不到该物质的含量标
准限定。类似的情况在不同的产品中多有
存在。

“致癌”、“涉毒”、“涉重”⋯⋯每当威胁
公众健康的消费品安全风波出现的时候，
广大消费者会不假思索地把目光投向监控
管理部门，却总是失望地发现“没有标准”
或标准陈旧滞后。

“消费品安全标准是提升消费品安全
水平、保障消费者安全的关键。”国家标准
委主任田世宏说，目前我国轻工、纺织、涂
料、建筑卫生陶瓷等消费品领域，现有相关
国家标准 3000 余项、行业标准 4100 余
项，基本覆盖了消费品工业方方面面，构成
了门类相对齐备、结构相对合理的消费品

标准体系，但相对于消费品工业快速发展、
产品日新月异、人民群众对消费品质量安
全要求的不断提高，标准化工作在局部范
围内仍然存在不适应、跟不上的情况。

标准缺失老化致经济受损

标准的缺失和滞后给国内消费市场带
来了明显的不利影响。目前，我国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大大低于世界
平均水平，甚至比我国上世纪 80 年代水平
还低 10 至 20 个百分点。“造成我国整体消
费力不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是，我国消费品的质量和安全水平
与消费者的需求存在很大差距。”国家质检
总局总工程师刘兆彬说。

除了国内市场，因标准问题导致的出
口退货在外贸市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中
国是欧盟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13 年中国

出口欧盟总额达 3702.7 亿美元，其中儿童
用品是拳头产品。然而，今年 1 月至 7 月，
欧盟非食品类消费品快速预警系统对中国
儿童用品共发起通报 449 起，出口商损失
严重。据了解，对华通报数长期占据系统
总通报数的 50%以上，有时会高达 70%。

从四方面集中发力

针对我国消费品安全标准当中存在的
问题，10 月 11 日，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
准委等 5 部委、7 省（市）、35 家单位共同启
动了消费品安全标准“筑篱”专项行动，目
标是到 2016 年底，构建适应新形势、新要
求的消费品安全标准化体系和共治机制，
系统提升消费品安全标准化工作能力，推
动国际标准转化、互认，提高国内外标准一
致性，不断提高消费品标准安全水平和实
施效益，在标准创制、实施应用、公共服务

等环节筑起牢固的消费品安全防线。
在谈到如何具体“筑篱”时，国家标准

委工业二部主任戴红介绍，未来 3 年，“筑
篱”专项行动将主要开展 4 方面的具体行
动。一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同步，在 11
个重点消费品领域加快国际标准转化和中
国标准国际化步伐，大力推动与主要贸易
国的标准互认进程，提高国内外标准一致
性。二是完善标准体系，加快制定消费品
中化学危害、儿童用品基本安全等跨领域
通用安全标准，兜住消费品安全底线。三
是推动标准化工作与社会热点需求“相向
而行”，加快制定《日常防护型口罩技术规
范》、《空气净化器》等涉及安全的急需标
准。四是开展标准宣传服务进企业、进校
园、进家庭、进社区、进机关的助企惠民行
动，建设消费品安全标准服务网，为企业和
消费者提供标准化“一站式”信息服务。

同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消费品
领域的质量安全问题，国家质检总局在充
分借鉴发达国家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启动
了消费品安全法研究工作，法律草案目前
正在研究起草。

田世宏表示，通过这 4 方面集中发力
和消费品安全立法，最终实现用标准支撑
国内外市场“双满意”，用标准筑牢消费品
的“安全篱笆”，保障消费品安全、提振消费
者信心、促进消费增长。

瞄着消费需求筑牢安全“篱笆墙”
本报记者 刘松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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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15 日发布数据显示，继
今年 4 月份下探到 1.8%之后，全国 CPI
月 度 同 比 涨 幅 9 月 份 重 回 “1 时 代 ”，
1.6%的同比涨幅也创下了 2010 年 2 月以
来 56 个月的新低；但环比涨幅近 3 个月
却持续扩大，0.5%的涨幅是今年以来的
次高点。

双重因素致 CPI同比创新低

作为一个统计数据，CPI 同比变化
并不能够全部真实地反映实际物价涨落
幅度，它包含两种不同性质的组成部
分，即对比基期留下来的翘尾因素和当
期的新涨价因素。9 月份全国 CPI 同比涨
幅创下新低正是这两个因素作用的结果。

翘尾因素是统计方法上不可避免的
一种现象，因为各种统计和财务报表都
是以年为单位的，而经济运行并不受日
历年份影响，因此这种“翘尾”现象，
必然会影响到第二年的经济运行数据。
例如西红柿去年 1 至 8 月均保持每 500 克
1 元，9 月涨至 2 元，并保持到 12 月。这
样，即使今年全年价格都是 2 元，前 8 月
西红柿价格月度同比涨幅都是 100%，而
9 月份以后月度同比涨幅则变为 0%，这
就是翘尾因素的影响所致，因此在观察
CPI 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区分翘尾因
素和新涨价因素。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余秋
梅指出，由于去年 9 月环比上涨较多，抬
高了今年的对比基数，致使今年 9 月的翘
尾因素比上月减少了 0.7 个百分点。也就
是说，如果 9 月翘尾因素和 8 月持平，9 月
CPI 同比涨幅应该是 2.3%，因此如果剔除
翘尾因素影响，9 月 CPI 同比涨幅实际上
高于 8月份的 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
国物价总水平依然处在平稳上涨的合理
区间，既远离通货膨胀的威胁，也远远未
到通货紧缩的地步。

新涨价因素反映的是当期物价的实
际变化情况，9 月新涨价因素为 1.3 个百
分点，高于 8 月份的 1.0 个百分点，也表
明我国物价继续保持温和上涨的水平。
不过 9 月新涨价因素虽有所增加，但却
低于近 5 年的平均水平。2010 年到 2013
年 ， 各 年 9 月 份 的 新 涨 价 因 素 分 别 为
2.3、4.0、1.7 和 2.3 个百分点，均高于今
年 9月份 1.3个百分点的水平。

综合来看，受翘尾因素减少和新涨
价因素偏低的双重影响，9 月 CPI 同比涨
幅比上月回落了 0.4 个百分点，也创下了
56 个月来的新低。尽管受翘尾因素影响

较大，但也不可否认，CPI 涨幅的持续
走低，背后反映的还是我国经济下行压
力较大、总需求不足的严峻局面。

物价疲弱源于需求不足

CPI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商品和
服务的供求关系，CPI 涨幅回落表明我
国整体需求不足，经济存在一定下行压
力。这种压力，广大企业感受更深，工
业生产者价格的表现也更加直接。

9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下降 1.8%，降幅比 8 月份扩
大 0.6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0.4%，环比
降幅比 8 月份扩大 0.2 个百分点。PPI 已

经持续 31 个月同比负增长，而且进入三
季度以来，降幅在逐月扩大。

PPI反映的是工业企业产品第一次出
售时的出厂价格，持续 31 个月的同比负
增长，表明工业品的出厂价格持续走
低，也意味着市场需求的相对不足。连
续 3 个月降幅的扩大，表明工业品需求
不足的情况有所加剧。

余秋梅表示，在PPI中，生产资料价
格同比下降 2.4%，影响 PPI下降约 1.8 个
百分点，是 PPI 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中，
采掘工业价格下降 6.7%，原材料工业价
格下降2.7%，加工工业价格下降1.8%。

从发布的分行业出厂价格环比数据
看，采掘和原材料工业价格的大幅下降

是 PPI 下降的主要因素，而其价格的下
降，既有我国需求不足的原因，也是全
球经济低迷，整体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国
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回落的结果。今年
以来，我国大量依靠进口的石油、铁矿
石等价格持续走低，煤炭进口价格也已
经低于国内价格。这些大宗商品作为最
重要的工业原料和燃料，其价格的降低
直接导致企业成本的降低，进而导致
PPI 的持续走低。随着 PPI 向 CPI 的传
导 ， 也 间 接 导 致 了 CPI 涨 幅 的 持 续 回
落。因此，当前 CPI 涨幅的持续回落和
PPI 的持续负增长也可以说是输入性通
货膨胀压力持续减轻的一种反映，对此
不必过分担心，通货紧缩离我们还相当
遥远。

成本推动因素逐步增强

说通货紧缩还相当遥远的主要原因，
是广大老百姓的感受还是物价一直在涨，
反映在统计数据上就是CPI环比涨幅三季
度一直在逐月扩大，7、8、9 月 CPI 环比
分别上涨0.1%、0.2%、0.5%。

环 比 数 据 更 能 反 映 物 价 的 短 期 变
化，更接近老百姓的直接感受，CPI 环
比涨幅逐月扩大，表明物价总水平依然
在持续上涨，9 月份 0.5%的涨幅更表明
短期物价上涨的压力不容忽视。

从 具 体 原 因 看 ， 食 品 价 格 依 然 是
CPI 上涨的主要原因。此外，非食品价
格由上月下降 0.1%转为上涨 0.3%，也影
响 CPI上涨 0.17个百分点。

因此从环比来看，我国市场需求并
不是很弱，总体上保持着平稳增长的势
头。而从 CPI 同比数据来看，近期的物
价变化表现出明显的服务价格涨幅高于
消费品价格涨幅的特点。

9 月份，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3%，
而消费品价格只上涨 1.4%。从分类看，
在衣着价格中，衣着加工服务费上涨
5.2%，服装价格只上涨 2.5%；在家庭设
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格中，家庭服务及
加工维修服务价格上涨 7.5%，而耐用消
费品价格上涨 0.2%。

综合来看，物价指数构成和影响因
素非常复杂，既要看到同比涨幅创新低
反映的需求不足，也要看到环比持续上
涨带来的持续压力。当前，我国物价变
化受食品影响的结构性特点有所减弱，
成本推动因素逐步增强。其中，外部输
入性通货膨胀压力有所减轻有助于 CPI
下行，而土地、资金、尤其是劳动力成
本 的 上 涨 将 为 CPI 带 来 持 续 的 上 行 压
力。下一阶段，随着国内外需求旺季的
到来，工业生产增速有望加快，物价总
水平仍将继续运行在温和上涨区间。

此外，当前较低的物价总水平为深
化改革、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提供了更加宽松的外部环境，只要抓住
机遇，掌握好改革的节奏和力度，国民
经济和物价总水平都将有望长期运行在
合理区间。

9月份CPI再回“1时代”，创56个月来新低——

全 年 物 价 上 涨 将 保 持 低 位
本报记者 薛志伟

受翘尾因素减少和新涨价因素偏低的双重影响，9月CPI继今年4月之后，再次回到“1时

代”，同时创下56个月来的新低。在CPI涨幅变化的背后，既要看到同比涨幅创新低反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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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与主持、市场营销等招生“热门专业”，

却在就业市场中遭遇寒冬。“热专业”遭遇“冷就

业”，这一反差充分体现出高校专业设置与就业市

场脱节的矛盾。近年来我国高校进入规模快速扩张

阶段，一些高校“贪大求全”，为吸引学生而盲目

开设“热门”专业。由于缺乏系统的专业设置体

系、动态质量检测体系和必要的选拔淘汰机制，高

校专业设置雷同、同质化等现象严重，造成毕业生

供大于求。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教育主管部门把牢入

口关，负责评估和审批的教育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把

关，对近年严重过剩的专业，应从严审批。高校作

为办学主体，在保留基础性学科的同时，应加强就

业市场意识，根据就业市场的人才需求来确定人才

培养的规模，而不能“只管进不管出”。在日常工

作中，高校应加强就业跟踪和预判，对学科设置、

招生规模及时做出调整；对于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专

业，应及时进行调整。 （据新华社电）

进一步深化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
全行业诚信意识和服务软实力，是规范交通运输行业
市场秩序、提高交通运输行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要
求，也是服务现代交通运输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为此，要形成部门规章制度和地方性法规、地方
政府规章相结合的交通运输信用法规体系。完善信
用考核标准，实施分类考核监管。针对公路、铁路、
水路、民航、管道等运输市场不同经营门类分别制定
考核指标，加强信用考核评价监督管理，积极引导第
三方机构参与信用考核评价，逐步建立交通运输管
理机构与社会信用评价机构相结合，具有监督、申诉
和复核机制的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将各类交通运输
违法行为列入失信记录。鼓励和支持各单位在采购
交通运输服务、招标投标、人员招聘等方面优先选择
信用考核等级高的交通运输企业和从业人员。对失
信企业和从业人员，要加强监管和惩戒，逐步建立跨
地区、跨行业信用奖惩联动机制。 （关 平）

深化交通运输领域信用建设

高校应加强就业市场意识
陈 灏

未来3年，“筑篱”专项行动将通过提高国内外标准一致性、完善标准体

系、推动社会热点领域标准化工作、开展标准宣传服务等4方面集中发力和消费

品安全立法，用标准筑牢消费品的“安全篱笆”，保障消费品安全、提振消费者

信心、促进消费增长

点 评

10 月 15 日，一位从事魔术教育培训的魔术师在

向群众介绍魔术道具。当日，中国·宝丰第六届魔术

文化节云集了数十家魔术道具展销商。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