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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 激 凌 也 能“ 定 制 ”了

3月份CPI、PPI发布。专家认为，前3个月我国物价水平总

体较低，实现全年物价调控目标问题不大，PPI持续下降有利于

加速制造业优胜劣汰和转型升级。在国际经济环境好转、国内

改革红利释放的双重利好下，中国经济有望很快企稳——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
2014 年 10 月，安徽部分地
区发生了水稻减产甚至绝
收，受灾面积超过万亩，涉
事稻种为“两优 0293”。有
人据此在网上炒作这是超
级 稻 ，并 对 其 增 产 效 果 质
疑 。“ 两 优 0293”究 竟 是 不
是超级稻？超级稻到底能
不能增产？就相关热点问
题，《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

按 照 农 业 部 门 约 定 ，
所谓超级稻，是指采用理
想株型塑造与杂种优势利
用相结合的技术路线育成
的，比现有水稻品种有大
幅度产量提高，并兼顾品
质 与 抗 性 的 水 稻 新 品 种 。
数据显示，2005 年至 2015
年，农业部累计冠名了 146
个超级稻品种。由于冠名
后 推 广 面 积 不 达 标 等 因
素，陆续有 28 个品种被取
消了超级稻品种资格。目
前 仍 有 118 个 超 级 稻 品 种
在确认范围内。

那么，“两优 0293”是
不是超级稻呢？该负责人的
答 案 是 否 定 的 。 据 介 绍 ，

“两优 0293”在 2005 年进
行了生产试验，平均亩产
561.0 千克，比对照汕优 63
增产 11.08%。这一品种从
未列入过农业部冠名的 146
个超级稻品种之列。

针对超级稻品种是否显著提升我国水稻产量的
疑惑，这位负责人表示，超级稻品种攻关有益于推
动我国水稻整体产量的提升。2005 年，农业部启动
了超级稻攻关项目。经多年实施，选育了一批产量
高、品质优、抗性强、适应广的超级稻品种，集成
示范了一批高产高效栽培技术，也创造了一些高产
典型。

数据显示，2014 年，经农业部认定的超级稻品
种的推广面积已达到 1.36 亿亩，约占全国水稻种植
面积的 30%，平均亩产达到 590.8 公斤，与同等种植
条件下的非超级稻品种相比，亩增产 68.8 公斤，增
产幅度达到 13.2%。

业内认为，评判稻种品质的基本原则是“高产、
优质、多抗”，即产量高、品质优良、抗多种病虫
害。当然，这个基本原则是动态和发展的，并非一成
不变。在粮食总产较低、没有完全解决粮食安全的历
史阶段，产量指标最重要。随着粮食问题的基本解决
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市场对稳产和农产品品质的
要求提高，优质、多抗的指标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另
外，不同品种的试验产量不尽相同，同一品种在不同
地点的试验产量也不同，这取决于气候、土壤等，以及
栽培管理技术。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
—

安徽减产绝收水稻并非

﹃
超级稻

﹄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本报北京 4 月 10 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对于
近来有关“今年５月份会出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
传言，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 10 日在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予以否认。

“可以明确地说这个消息不属实。”宋树立表示，
我国人口众多，人口对于资源、环境，对于经济社会
发展的压力是长期存在的，因此要坚持计划生育的基
本国策。考虑到目前人口结构的现状和今后人口发展
的趋势，以及群众的生育意愿，去年我国依法启动实
施了单独二孩政策。

对于各地再生育政策不一致的问题，宋树立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结合本地实际，通过
修订地方性法规或作出专门规定，依法启动实施单独
二孩政策。这是根据各地特点、各地人口形势、人口
结构作出的规定，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授权，也符
合中央精神。

国家卫计委：

“5 月全面放开二孩”传言不实

日前，一款名为“700 天的味道”的冰激凌由壹

清食品公司推出。该冰激凌的独特之处在于，用户可

以通过互联网对其进行个性定制。图为在壹清全球品

牌发布会上，消费者对定制模式兴趣浓厚。

本报记者 张 雪摄

4 月 10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3 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数据显示，3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4%，涨幅与上月持
平，环比下降 0.5%；PPI 同比下降 4.6%，
环比下降 0.1%。

有关专家在接受 《经济日报》 记者
采访时表示，前 3 个月我国物价水平总
体较低，实现全年物价 3%左右的调控目
标问题不大。

CPI环比降 0.5%——

节后物价回调是主因

3 月份，CPI 同比上涨 1.4%，涨幅
与上月持平。在 1.4%的同比涨幅中，去
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约为 0.5 个百分
点，新涨价因素约为 0.9个百分点。

“3 月份 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春节过
后价格回调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城市司
高级统计师余秋梅说，春节过后，居民对
部 分 鲜 活 食 品 需 求 减 少 ，导 致 价 格 下
降。其中，蛋、水产品和肉禽价格环比分
别下降 5.7%、2.3%和 1.8%。与此同时，
由于气候条件转好，降水适宜，鲜菜市场
供 应 充 足 ，全 国 鲜 菜 价 格 环 比 下 降
8.9%。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
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3 月份 CPI 走
势既表明了当前物价水平总体保持平
稳，并处于较低水平，但也反映出市
场消费需求不旺，宏观经济面临下行
压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
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分析说，预
计二季度，我国食品供应仍将保持稳
定 ， 加 之 国 际 大 宗 商 品 价 格 总 体 企
稳，CPI 总体上有望在相对较低水平保
持平稳运行，这为持续推进价格改革
创造了条件。

PPI连续 37个月回落——

环比降幅小幅收窄

3 月份，PPI 环比下降 0.1%，同比
下降 4.6%，降幅比 2 月份收窄 0.2 个百
分点。余秋梅分析说，PPI 环比降幅收
窄，主要由于部分工业行业价格由降转
升或者降幅收窄。

3 月 份 ， 石 油 和 天 然 气 、 石 油 加
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出厂价格环比
由上月的下降 15.7%、3.1%、1.0%转为
本月的上涨 5.4%、3.7%、0.5%；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环比分别下降 1.3%和 0.3%，

比上月降幅分别收窄 1.4 个和 1.2 个百分
点。生产资料价格环比下降 0.1%，影响
PPI总水平下降约 0.1个百分点。

从同比情况看，3 月份，PPI 同比降
幅比上月缩小 0.2 个百分点,这也是 2014
年 7 月以来首次收窄。其中，石油和天
然气开采、石油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等 3 个行业出厂价格同比降幅
收窄较多，分别比上月收窄 3.1 个、2.7
个和 1.9个百分点。

余秋梅表示，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下
降 5.9%，影响 PPI 总水平下降约 4.6 个
百分点。在 3 月份负 4.6%的 PPI 同比降
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因素约为负
2.7 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约为负 1.9 个
百分点。

赛迪顾问消费品产业研究中心总经
理陈德强表示，尽管 PPI 同比降幅较上
个月有所收窄，但 PPI 未来能否延续升
势，主要取决于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
的未来走势。

货币政策需更灵活——

去产能去库存同步推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年 CPI
涨幅控制在 3%左右。今年前 3 个月平
均，全国 CPI 同比上涨了 1.2%；PPI 同
比下降了 4.6%，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
比下降 5.6%。

不少专家表示，尽管目前 CPI 同比
涨幅远低于全年物价工作的目标，有利
于完成全年物价工作调控目标，但如果
物价持续低位徘徊，可能最终形成通缩
压力，对宏观经济造成伤害。

白朋鸣表示，PPI 已经连续 37 个月
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的下跌和出厂商
品价格的下跌虽然降低了企业生产成
本，但企业的盈利空间也受到挤压，经
济下行压力明显。

然而，PPI 下降，未必就是坏事。
有专家认为，工业领域通缩在压降工
业企业毛利润的同时，也在加速中国
制造业的优胜劣汰和转型升级。

陈德强认为，政府应继续实施相对
宽松货币政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加
大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带动过剩产能的
消化；创新投融资机制，让企业融资更
加便捷。

此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
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认为，一方面，有必
要通过降息、降准等货币政策以及更加
有力的财政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为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环境。同时，仍要
坚定地去产能、去库存，推动产业结构
调整和经济转型升级。

本报北京 4 月 10 日讯 记者林火

灿报道：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 3 月份
CPI 和 PPI 数据。如何正确认识当前物
价形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
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接受了 《经
济日报》 记者的专访。

李佐军表示，今年前 3 个月我国物
价水平总体平稳，完成全年物价调控目
标并无太大悬念，也为我国继续稳步推
进一系列价格改革创造了宽松的外部
环境。

李佐军认为，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
制约了工业产品的需求，而传统制造业
产能过剩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
转，加之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相对较
低，加剧了工业经济的发展困难，影响

了 PPI回升。
“从长期看，PPI 的持续回落，也

是工业化发展所处阶段的必然。”李佐
军说，当前，我国工业经济正在从资
源 能 源 密 集 型 工 业 快 速 发 展 的 上 半
场，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重化工业快
速发展的下半场迈进。这两个半场的
转换和调整，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发
展过程，这也影响了工业经济的发展
和 PPI 的表现。

李佐军表示，总的来看，PPI 的回
升有赖于 3 个方面条件的改善和成熟。
一是产能过剩的问题得到比较明显改
变；二是高端知识技术密集型重化工业
真正发展起来；三是实体经济的相对收
益率上升。

PPI 回 升 需 吃“ 三 味 药 ”

3 月份 CPI 涨幅温和，PPI 环比降幅收窄——

经 济 增 长 正 能 量 不 断 累 积经 济 增 长 正 能 量 不 断 累 积
本报记者 林火灿

随着今年 3 月份经济运行数据的陆
续公布，宏观经济形势成社会关注焦点。
4 月 10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吹风会
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主任、宏
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对如何看待当前
宏观经济形势等话题进行了深度解读，并
回答了《经济日报》记者提问。

有条件实现经济增长

余斌表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
国的总需求回落，供给方呈现产能过
剩，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有比较明显的
缺口。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关键是在新
常态下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再平衡。从国
际国内形势看，若不出现较大意外冲
击，全年有条件实现 GDP 增长 7%左右
的预期目标。

从国际上看，欧洲央行新一轮 QE
正式启动，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可能性加
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有所趋稳，世界
经济的不确定性短期内有所降低，国际
经济环境有望略好于去年。

从国内来看，改革红利持续释放，
稳增长政策效应显现，经济体系中内在
的积极因素正在不断积累，经济下行压

力将逐步缓解。
余斌指出，今年一季度，我国仍然

处在供给侧调整步伐加快，并逐步与需
求侧相适应的过程中。但应该看到，消
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趋显现，服
务业将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这些积极
现象仍将延伸。他认为，我国经济将在
二季度企稳。

股市上涨有坚实支撑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速
减缓，但是股指却屡创新高。余斌认
为，股市上涨有着坚实的基本面支撑。

今年，我国 GDP 增长预期目标是
7%左右。尽管一季度经济运行面临较大
的下行压力，但是总体上并没有滑出合
理区间。7%的增速，从国际比较角度来
说，速度并不低。虽然我国经济增速同
比有一定幅度的回落，但是若站在全球
范围来看，7%左右的增长速度已经不低
了，这对股市上涨提供了重要支撑。

同时，经过近几年的结构调整、转
型升级，我国经济增长的合理性、有效
性，以及质量和效益都得到明显改善，
这也为股市上涨奠定了良好基础。

PPI降幅有望逐月收窄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3
月份我国 CPI 环比下降 0.5%，同比上涨
1.4%；PPI 环比下降 0.1%，同比下降
4.6%。余斌在回答 《经济日报》 记者提
问时表示，虽然物价在低位运行，PPI
也连续多个月负增长，但倘若因此就判
定出现了通缩，是非常偏颇的。他认
为，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 确定的调控
目标是 CPI 涨幅控制在 3%左右。从现在
情况来看，这个目标今年完全可以实现。

余斌表示，如果只看 PPI 到今年 3 月
份已连续 37 个月负增长，而不将 CPI 的
因素考虑进来，就无法得出全面的认识。
事实上，国外的通缩多数情况下是因货币
供应或者流动性不足造成的，而我国 PPI
之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内持续下降，主要
是因为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下
降、国内供给侧产能过剩。

近来，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已逐
步趋稳，由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的
PPI 下降因素接近消失。同时，我国国
内供给侧调整步伐逐步加快，随着结构
调整提速，大量过剩产能通过资产重

组、优胜劣汰等方式退出，供大于求导
致价格下降的因素也将逐步消失。所
以，PPI 降幅在未来将会呈现出逐月收
窄态势。

房市仍有发展空间

最近一段时间，多个部门出台一系
列房地产政策，打出了政策调控组合
拳。余斌认为，相关政策调整，非常必
要，非常及时。总体而言，中国房地产
市场正从过去的供不应求转向供求基本
平衡，但并不是说房地产市场已经没有
发展空间了。至去年年底，我国城镇化
率是 55%，离基本完成城镇化任务的
70%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在未来很长
一段时间内，我国都将处在城镇化快速
推进阶段，同时城镇居民的住房改善性
需求和空间很大。

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大幅度波动，
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并不是“救市”，而
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新执
行的信贷、首付比例政策，对地产销售增
长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预计 2015 年房
地产投资增速将下降到 7%左右，与去年
相比，降幅明显收窄。

国 研 中 心 宏 观 经 济 研 究 部 部 长 余 斌 认 为——

中 国 经 济 下 季 度 将 企 稳
本报记者 祝惠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