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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份 CPI 同 比 上 涨

1.9％，虽连续 4 个月处于

“1 时代”，但已比上月同

比涨幅提高 0.6 个百分点，

是连续 4 个月下降后的首

次上涨。业内专家预计，

四季度物价或小幅抬升，

但幅度有限。同时，PPI同

比上涨 0.1％，4 年半来首

次由负转正——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20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向社会公开作出不销售未取得预售许可证

的商品房、不发布虚假广告、不捂盘惜售或散布涨价信息等八项承诺

将加快房地产行业的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

联合惩戒制度，及时公布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10 月 14 日下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召开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行为维护
房地产市场秩序电视电话会议，就进一步
整顿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工作进行部署。

会上，保利房地产 （集团） 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 20 家一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企
业向社会公开作出不销售未取得预售许
可证的商品房、不发布虚假广告、不捂
盘惜售或散布涨价信息等八项承诺。

20 家一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表
示：公平的市场秩序、良好的市场环
境，需要开发企业共同维护和营造。市
场秩序稳企业就走的远，市场环境好企
业就发展的好。房地产开发企业不能一
边吃房地产的饭一边砸房地产的锅，特
别是一级资质房地产开发企业是骨干和
龙头，要带头作表率、作标杆。这 20 家
企业郑重表示：一定要信守承诺，诚信
经营。

今年春节过后，部分城市房价出现
过快上涨态势，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和
中介机构趁机哄抬房价、炒买炒卖，为
房价上涨推波助澜，严重扰乱了市场秩

序。国庆前后，前期房价过热的 20 多个
城市先后出台楼市调控政策，提出规范
和整顿房地产开发商和中介的行为。与
此同时，住建部公布了 45 家违法违规开
发企业和中介机构名单，严厉的行业整
顿拉开帷幕。

为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
行为，净化房地产市场环境，维护房地
产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住建部近
日下发 《关于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

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通
知》 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 9 种不正当经
营行为作出了明确界定：一类是误导、
欺诈、炒作行为，包括发布虚假信息和
广告、捏造或者散布谣言等；另一类是
违法违规销售行为，包括未取得预售许
可证销售商品房、变相收取定金预订
款、捂盘惜售、暗中加价收费、捆绑搭
售、“一房多卖”等。

同时，《通知》 要求，各地要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这些违法违规行

为进行严厉查处。对属于房地产主管部
门职责范围的，要抓紧处理；对属于相
关部门主管的，要抓紧移交处理；对涉
嫌犯罪的，要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在此基础上，要视情节轻重，
对房地产开发企业采取书面警示、约谈
企业主要负责人、公开通报企业不正当
经营行为、列入严重违法失信房地产开
发企业名单、在资质审查中重点审核等
措施。

住建部在会上还要求，各地要高度重
视，把整顿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工作持之
以恒、毫不松懈地抓下去。要加大执法检
查力度，加强部门间的协作配合，始终保
持高压严查态势。房地产开发企业要对
照《通知》自查不规范行为，加强自律，依
法依规经营，诚信守诺。

此外，要加快房地产行业的信用体
系建设，建立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
惩戒制度，及时公布违法失信企业名
单；对查处的严重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要及时予以公开曝光，在全社会形成强
大的舆论氛围。

住建部再出重拳严查 9 种房地产企业不正当经营行为——

绝不允许房企一边吃饭一边砸锅
本报记者 许红洲

本报北京 10 月 14 日讯 记者亢舒从国家发改委获
悉：国家发改委拟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第三批国家新型
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据介绍，本批试点将适当增加试点
数量，每个省（区、市）申报试点数量为 2至 3个，新增试点
数量适当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倾斜，优先考虑改革意愿
强、发展潜力大、特色较鲜明的中小城市、县、建制镇。

国家发改委要求立足各地区发展实际，充分发挥地
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大胆探索、创新实践，体现区域差
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开展各具特色的新型城镇化试点
示范建设。

同时，将突出试点内容特色。在农民工融入城镇、新
生中小城市培育、中心城市建设、城市（镇）绿色智能发
展、产城融合发展、地方文化保护传承、城乡统筹发展等
领域就一个或多个主题开展试点。

第三批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数量将增加
优先考虑特色中小城市

本报北京 10 月 14 日讯 记者陈果静报道：个人信
息泄露引发的各类电信网络新型诈骗，正成为威胁持卡
人用卡安全的主要问题。银联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 9
月，中国银联先后协助全国公安司法机关排查电信诈骗
案件 1.1万起，排查可疑交易资金 817亿元。

今年以来，配合打击电信诈骗专项行动，中国银联
先后与北京、上海、厦门、广州、深圳等地区反电信诈
骗中心合作，探索共建电信诈骗可疑交易信息共享与案
件联动处置合作机制。此外，通过互联网金融支付安全
联盟平台，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支付机构等共建风
险交易追踪机制，通过拦截欺诈交易的货物、暂缓可疑
交易的资金清算，帮助持卡人避免各类欺诈损失合计约
3.5亿元。

前9月银联协助排查电信诈骗案1.1万起
排查可疑交易资金 817亿元

10 月 14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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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份，CPI 同比上涨 1.9%，环比上涨
0.7%；PPI 同比上涨 0.1%，自 2012 年 3
月以来首次由负转正，环比上涨 0.5%。

有关专家表示，预计未来我国 CPI
运行基本平稳，有小幅上涨可能，同比涨
幅在 2%左右波动；PPI 同比增速则可能
继续上升，但近期不会大幅走高。总的
来看，我国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稳健适
度，不会有更宽松的货币政策。

CPI连续 4 个月处于“1 时代”

从同比看，9 月份 CPI 上涨 1.9%，比
上个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这也是 CPI
同比涨幅连续 4个月处于“1时代”。

其 中 ，城 市 上 涨 2.0% ，农 村 上 涨
1.6%；食品价格上涨 3.2%，非食品价格
上涨 1.6%；消费品价格上涨 1.7%，服务
价格上涨 2.4%。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余秋
梅分析说，9 月份，部分消费品价格同
比由降转涨，其中，鲜菜、鲜果、汽油
价格同比分别由上月下降 3.9%、0.6%、
3.6%转为上涨 7.5%、6.7%、2.2%，影响
CPI 同比涨幅扩大约 0.49 个百分点。部
分服务价格同比涨幅扩大。飞机票、教
育 服 务 价 格 同 比 分 别 上 涨 4.0% 、
3.2%，涨幅分别比上月扩大 2.2 个和 1.0
个百分点，影响 CPI 同比涨幅扩大约
0.07个百分点。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
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7%，比上月提升 0.1 个百分点。当前，
市场流动性充裕，对物价水平起到了一
定的抬升作用。不过，CPI同比涨幅持续
低于 2%，表明不存在明显的通胀风险。

9 月份，CPI 环比上涨 0.7%，涨幅比
上个月扩大 0.6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
涨 0.7%，农村上涨 0.7%；食品价格上涨
1.7%，非食品价格上涨 0.4%；消费品价
格上涨 0.8%，服务价格上涨 0.5%。

PPI结束 54 个月同比负增长

9 月份，PPI 同比上涨 0.1%，结束了
同比连续 54 个月下降的态势，这是 PPI

同比自 2012 年 3 月份以来首次由负转
正；环比上涨 0.5%。工业生产者购进价
格环比上涨 0.4%，同比下降 0.6%。1 至
9 月平均，PPI 同比下降 2.9%，工业生产
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3.8%。

余秋梅分析说，今年以来，在稳增
长、去产能、去库存政策作用下，国内工
业行业供需矛盾有所缓解，重点行业库
存、销量均出现向好态势，加之国际市场
原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行情
有所好转，国内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

根据测算，上述 3大行业合计影响当
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约 0.8 个百分点，是影响 PPI 同比转正的
重要因素。

9 月份，PPI 环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连平表示，9 月份，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上涨的行业个数明显增
多。在调查的工业大类行业中，25 个行
业产品价格上涨，比上月增加 8 个。而
且，部分重要工业行业价格涨幅明显扩
大，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5.4%和
0.5%，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3.9 个和 0.4
个百分点。

此外，部分工业行业价格由降转升，
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石油加工业价
格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本月分别上涨
4.0%和 3.2%。

“PPI 持续上升反映供求关系的转
变，经济运行出现明显的企稳迹象。”连
平指出，年初以来 PPI 同比降幅逐月收
窄，9 月 PPI为 2012 年 3 月以来首次同比
正增长，意味着持续 4年半的工业通缩基
本结束。

“PPI的回正能够缓解工业企业经营
压力，企业利润增速有望提升。结合近
期多项宏观经济指标的改善，经济运行
出现了明显的企稳迹象。”连平说。

未来物价走势总体平稳

9 月份，CPI 和 PPI 的走势在一定程
度上超出了市场的预期。英大证券首席
经济学家李大霄表示，数据大幅超预期，
有部分消费品价格及部分服务价格上涨
的因素，也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
也反映出稳增长的成效初现，表明国内
工业行业供需矛盾有所缓解，一些重要

行业出现向好的曙光。
根据交通银行预测，预计未来我国

CPI 运行基本平稳，有小幅上涨可能，同
比涨幅在 2%左右波动；PPI 同比增速则
可能继续上升，但近期不会大幅走高。

连平表示，从 CPI 看，预计猪肉价格
下行趋势放缓。国际大宗商品中的农产
品价格指数下降，将会影响到未来粮食
价格走低。原油价格有所上升，国内燃
油 价 格 调 升 ，石 油 相 关 消 费 品 价 格 上
涨。文化、旅游、服务类价格稳定上涨。

“稳增长仍是一段时期重要工作，市
场流动性保持充裕对 CPI 形成支撑，但
出现强刺激货币政策的可能性不大，不
会大幅抬升物价。不过，CPI翘尾因素在
10 月和 11 月小幅上升。”连平说，预计未
来 CPI同比涨幅有小幅上涨的可能。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
赵锡军则认为，在季节性因素的作用下，
农副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在冬季容易受到

较大影响，在供应紧张的同时，逢年过节
的消费需求又会有所加大，因此，四季度
物价面临一定的上涨压力，但总体涨幅
仍不会突破合理区间。

而从 PPI 看，连平表示，大量稳增长
政策陆续落地，下游市场需求逐渐改善，
能够带动工业出厂产品价格企稳回升。
煤炭、钢铁等行业去产能力度加大，产能
的削减对价格预期有提振作用。四季度
PPI 同比基数逐月收窄，有助于 PPI 涨幅
的改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
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黄汉权表示，货币
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在减弱，如
果再发行更多的货币，可能会流向房地
产、股市和虚拟经济中，进而把资产的价
格炒高，这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不
利的。因此，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将继续
保 持 稳 健 适 度 ，不 会 有 更 宽 松 的 货 币
政策。

9 月份 CPI 同比涨幅提升，PPI 增长 54 个月以来首次由负转正——

经济运行出现明显企稳迹象
本报记者 林火灿

在经历 54 个月同比负增长后，PPI

同比增长终于实现由负转正。9 月份，

PPI 同比上涨 0.1%，明显高出不少机构

的预期。尽管同比涨幅只有 0.1 个百分

点，但其释放出来的信号对于中国经济

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这一轮 PPI 的同比负增长持

续时间长达 54 个月，引发了外界对于中

国经济陷入通缩的忧虑，一些机构甚至

认为中国经济会“硬着陆”。此番 PPI 实

现由负转正，有利于缓解工业企业的生

产经营压力，更是对外界关于中国经济

陷入通缩疑虑的一次正面回应，将为中

国经济增长注入更加强劲的信心。

其次，PPI 同比由负转正，是在我国

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实

现的，说明“三去一降一补”的成效正在

逐步显现。今年年初，我国已经确定了

煤炭和钢铁两个行业去产能的目标任

务。截至 9 月末，煤炭、钢铁去产能已经

完成了全年任务的 80%。去产能任务的

持续推进，为 PPI 的回升起到了很好的

带动作用。

再次，PPI 同比由负转正，也有利于

推动民间投资的企稳回升。当前，我国

民间投资最缺乏的不是资金，也不是好

项目，而是缺乏投资信心。受 PPI 连续

负增长的影响，社会资本对第二产业领

域的投资保持观望态度，导致了民间投

资增速持续下滑。PPI 同比增长由负转

正，表明市场形势正在好转，这将给民间

资本带来更好的投资预期，进一步增强

其投资信心。

我们也要看到，今年以来 PPI 同比

降幅的持续收窄，及至增长由负转正，也

受到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升以及国内

房地产价格回升等因素影响，因此，回升

的基础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巩固。我们仍

然不能对于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掉以

轻心。

关注PPI数据背后的积极信号
林子文

本报北京 10 月 14 日讯 记者周琳报道：10 月 14
日，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在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为配合《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若干规定》（证监会令第 128 号）实施，中国证监会发
布《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参与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
互联互通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证监会公告〔2016〕
24 号），明确了证券公司、公募基金管理人开展内地与
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下“港股通”相关业务
有关事项的具体要求，已于发布之日起施行。

张晓军表示，《指引》 整合了原有证券公司、公募
基金管理人“港股通”相关监管文件，总体上与证券基
金经营机构“沪港通”相关监管要求相一致，同时将适
用范围扩展至包括“深港通”在内的内地与香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此外，针对“深港通”推出后

“港股通”出现两条买卖盘传递通道，投资者“港股
通”交易可能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指引》 要求证券
公司切实做好投资者教育、风险揭示等相关工作，更好
地保护“港股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参与内地与香港
股 票 市 场 交 易 互 联 互 通 指 引》发 布

本报北京 10 月 14 日讯 记者沈慧报道：10 月 14
日是世界标准日。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今天在
京举办 2016 年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并颁发 2016 年中
国标准创新贡献奖。

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于 2006 年由质检总局和国家
标 准 委 设 立 ，是 我 国 标 准 化 领 域 最 高 奖 项 。《GB/
T19963—2011 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等 59 项

（组）标准项目获得 2016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项目
奖，标准化工作业绩突出、积极推进标准化改革、取得
创新成果的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等 5 个单位（组织）和
陈君石等 8 位个人分别获得组织奖和个人奖。

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表示，当前整合精简强制
性标准、优化完善推荐性标准、培育发展团体标准、放
开搞活企业标准已取得初步成效，标准化法的修订也
已经到了关键时期，即将上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
今后将继续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增强实施标准化战
略的内生动力；开展“标准化+”行动，打造实施标准化
战略的实践平台；加强标准化理论研究，奠定实施标准
化战略的科学基础；加大标准化人才培养，为实施标准
化战略提供智力支持。

2016年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在京举办

10 月 14 日，江苏靖江市光芒集团有限公司的太阳能

热水器厂房内员工在工作。该企业为厨卫家电、新能源

行业的领军企业，先后获得 100 多项国家专利，曾参与起

草多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促进了行业标准的发展。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领先标准 领军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