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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发布
同比上涨1.4%

CPI连续5个月
处于“1时代”

9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5 年 6 月份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数据显示，6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1.4%，连续五个月处于“1 时
代”，也连续十个月低于 2%。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1.9%，服务价格上涨 2.2%。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1.3%。

●蔬菜价格上涨
在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之前，北

京市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提供的数
据显示，今年 4月至 6月，新发地市场
蔬菜价格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价位，
其中5月更为明显，5月1日，市场蔬菜
加权平均价是 2.37元/公斤，同比上涨
9.2%；5月31日是2.27元/公斤，较去年

同期上涨35.9%。
虽然去年 5 月份蔬菜价格是近 5

年同期的最低点，但今年5月份价格已
经回升至近5年同期的中间位置。

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
统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6月底，监测 21
种蔬菜中，16种蔬菜全国价格高于去

年同期，蔬菜品种价格同比涨幅多集
中在 10%至 15%之间。业内人士认
为，去年夏季菜价过低，影响农民种植
积极性，今年部分地区夏季蔬菜种植
面积减少是目前蔬菜价格高于去年同
期主要原因之一。

●CPI涨幅连续十个月低于2%
数据显示，2015 年 6 月份，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1.4%，
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1.9%，服务价格上
涨 2.2%。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1.3%。

据测算，在 6 月份 1.4%的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
上涨的翘尾因素约为0.9个百分点，新
涨价因素约为0.5个百分点。

记者梳理发现，6月份的CPI涨幅
连续五个月处于“1时代”，也连续十个
月低于2%。

在八大类消费品中，除交通和通
讯费出现同比下跌外，其余七大类全
部上涨。

其中，烟酒及用品和衣着的价格
同比涨幅超过了食品价格涨幅。

●分析 烟草受政策影响涨幅较大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余

秋梅分析认为，从环比看，6月份食品
价格下降 0.1% ，非食品价格上涨
0.1%，走势较为平稳。食品中，鲜菜价
格下降 0.1%，但各地区价格涨跌差异
较大，北方部分地区鲜菜价格有所下
降，南方部分地区受暴雨洪涝灾害影
响鲜菜价格有所上涨；应季水果大量

上市，鲜果价格下降 7.8%，影响CPI下
降0.19个百分点；猪肉价格继续上涨，
涨幅为 4.0%，影响 CPI 上涨 0.12 个百
分点。七大类非食品价格四涨二降一
平，涨跌幅在-0.1%至1.7%之间。

从同比看，6月份CPI同比涨幅比
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对
比基数较低。食品价格上涨 1.9%，其

中鲜菜和猪肉价格上涨较多，涨幅分
别为 11.4%和 7.0%；蛋、鲜果和羊肉价
格则有所下降。非食品价格上涨
1.2%，其中挂号诊疗费、家庭服务、学
前教育等服务价格涨幅在 5.6%至
11.3%之间，烟草受政策性因素影响价
格上涨6.7%。

●预测 下半年CPI同比可能小幅回升
对于未来的物价，交通银行金融

研究中心报告显示，由于过去两年猪
肉价格持续下降导致生猪养殖亏损扩
大，生猪存栏量和能繁母猪存栏量持
续下跌至有记录以来最低，下半年猪
肉价格将处于上升周期。此外，今年
厄尔尼诺现象将影响农产品价格走
势，预计下半年蔬菜、鲜果等食品价格
在随季节性波动中将明显高于去年。

预计下半年油价仍将小幅上涨，带动
车用燃料及其他一系列石油相关消费
品价格的持续回升。房地产市场回
暖，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提升，也将带
动居住类价格企稳。预计下半年CPI
同比可能小幅回升，但全年平均物价
水平将低于2%。

中金公司近日发布的分析报告同
样预计，受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

趋稳、房地产价格回暖以及低基数效
应的影响，下半年整体通胀水平将温
和反弹，但全年CPI仍维持低位。

中金公司认为，目前经济周期仍
处于筑底阶段，短期增长可能出现反
复，预计下半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将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多支持。

香港将今年9月3日设为特别假期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香港特区立法会9日通过《特别假
期（2015年 9月 3日）条例草案》，将今
年 9月 3日定为一次性的额外公众假
期和法定假日。

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表示，今

年 9月 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日，该日成为香港《公众假
期条例》下的公众假期和香港雇佣条
例下的法定假日。

根据香港雇佣条例，所有雇员享

有这额外假期，如雇员在紧接法定假
日前已连续受雇满3个月，更可享有假
日薪酬。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民政部公布2015年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

各类自然灾害致全国379人死亡
民政部网站9日公布了由民政部、

国家减灾办发布的2015年上半年全国
自然灾害基本情况。经核定，各类自
然灾害共造成全国 7514.6 万人次受
灾，379人死亡，56人失踪，直接经济损
失892.4亿元。

2015年上半年，我国自然灾害以
洪涝、风雹、地震为主，干旱、台风、低
温冷冻、雪灾、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
和森林火灾等灾害也均有不同程度发
生。全国相继发生中东部低温雨雪冰
冻灾害、西南地震、北方干旱和南方暴
雨洪涝等灾害，给灾区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各类自然
灾害还造成168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
91.7万人次需紧急生活救助；10.7万间
房屋倒塌，143.8 万间不同程度损坏；

农作物受灾面积 6808.5 千公顷，其中
绝 收 610 千 公 顷 。 综 合 来 看 ，与
2004-2014年（2008年重灾年除外）同
期均值相比，2015年上半年全国灾情
总体偏轻，除直接经济损失外，其余主
要灾情指标偏少幅度均在三成以上。

2015年上半年自然灾害呈现的特
点具体包括：南方暴雨洪涝灾害频发，
风雹灾害影响范围较广，地震活动水
平总体较弱，干旱、低温冷冻等影响有
限，台风登陆缓解局部旱情。

在暴雨洪涝灾害方面，全国没有
发生大范围流域性暴雨洪涝过程，但
黄淮、江淮、江南以及东北和西北的部
分地区降雨明显偏多，尤其入汛以来
南方地区连续出现 15次强降雨过程，
珠江、淮河和长江陆续发生洪水，太湖

流域面平均降雨量达 112毫米，197条
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多地城区发生内
涝，上海、南京、合肥、深圳等多个大中
城市发生严重积水，给市民日常生活
尤其是交通出行造成较大影响。据统
计，洪涝（含地质灾害）造成全国 28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 3991.8 万人次受灾，直接经济损
失521.7亿元。

同时，我国大陆地区未发生6级以
上地震，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10次，集
中于云南、西藏和新疆等 6 省（自治
区）。总体来看，上半年地震灾情总体
偏轻，主要灾情指标均为 2008年以来
同期较低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