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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News

5.1%！ 11

月

CPI

涨幅创

28

个月新高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称

，

今后一个时期物价可保持基本稳定

证券时报记者 许 岩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

布的数据显示，

11

月份

CPI

同比

上涨

5.1%

， 不仅超出了

10

月份

0.7

个百分点， 这也是自

2008

年

7

月上涨

6.3%

之后、

28

个月以来

的最高涨幅。 统计还显示，前

11

月我国

ＣＰＩ

同比上涨

３．２％

，国家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

本年度

CPI

应该会被控制在调控

目标范围以内。“中国政府原来预

定的宏观调控目标是

3%

左右，这

是一个预期性的、指导性的目标，

稍稍超过

3%

应该也还在调控目

标范围之内。 ”他说。

数据显示，

11

月份， 居民消

费价格同比上涨

5.1%

， 环比上

涨

1.1%

。 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

涨

11.7%

，环比上涨

2.0%

；居住

价格同比上涨

5.8%

， 环比上涨

1.8%

。食品类价格拉动

CPI

上涨

3.8%

，“贡献”率是

74%

；居住类

价格同比上涨

5.8%

， 拉动

CPI

上涨

0.9%

，“贡献”率是

18%

。

“从同比指数构成来看， 食品

价格和居住类价格的上涨推动了

同比

CPI

上涨。”盛来运介绍，

11

月

份， 食品价格中粮食同比上涨

14.7%

，食用油上涨

14.3%

，水果上

涨

28.1%

，蛋类上涨

17.6%

。

对于此次

CPI

涨幅创

28

个

月新高，盛来运分析，从环比指数

构成的变化看，

11

月份比

10

月份

物价涨幅有所扩大， 主要是由食

品、 居住类以及衣着类三项产品

的环比指数上涨造成的， 这三类

商品的环比分别上涨

2%

、

1.8%

和

1.6%

，对环比指数的“贡献”率分

别是

0.7%

、

0.3%

和

0.1%

。 其中，鲜

菜环比下降

1.9%

。

11

月份物价上

涨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季节性的变

化有关， 因为进入冬季后对肉、

蛋、菜的消费要增加，会在供求变

化上有所反映。

另外，

11

月份

PPI

同比增长

6.1%

，环比上涨

1.4%

。

11

月份

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

比

１０

月份加快

０．２

个百分点。

11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

18.7%

。 前

11

月城镇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4.9%

，增

速较

1

—

10

月份的

24.4%

有所

加快。

对于

12

月份及今后一段时

期的物价走势， 盛来运表示，

12

月份有很多稳定物价的有利条

件，最有利的条件是宏观调控措

施的效果会不断显现。 另外，翘

尾因素在

12

月份就没有了，这

对拉低物价总水平也会产生积

极的作用。 只要按照国务院

40

号文件的要求，抓好落实，保持

今后一个时期物价基本稳定是

能够实现的。

虽然这不是统计局第一次

在周末发布经济数据， 但此前

央行又一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这使得

CPI

与紧

缩政策再次紧密联系在一起 。

盛来运再次强调， 这并非有意

为之， 且与准备金率上调毫无

关系。 他重申无特殊原因，并透

露：“明年新闻发布会时间正在

商量敲定中， 月度数据发布仍

将安排在每月

11

日。

深沪两市指数样本股

明年首个交易日起调整

证券时报记者 黄 婷 胡学文

本报讯 深交所发布公告显示

，

根据指数

编制规则

，

决定于明年

1

月第一个交易日对深

证系列指数

、

巨潮系列指数实施样本定期调整

，

深证系列指数包含深证成份指数

、

深证

100

指

数

、

中小板指数和创业板指数的调整

，

巨潮系列

指数则包含巨潮

40

指数

、

巨潮

100

指数

、

巨潮

公共服务等指数

、

深圳报业指数

、

CBN

长江三

角洲指数

、

CBN

珠江三角洲指数

、

CBN

环渤海

地区指数

、

泰达环保指数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也宣

布

，

将调整上证

180

、

上证

50

、

上证红利等指数

的样本股

，

以及沪深

300

、

中证

100

、

中证红利

、

两岸三地

500

等指数样本股

。

本次样本股调整

将于明年第一个交易日正式生效

。

本次调整后

，

按照

12

月

9

日收盘价计算

，

沪深

300

指数和中证

100

指数市盈率分别为

20.30

倍和

17.85

倍

，

较沪深

A

股平均水平分别

低

19.41%

和

29.13%

。

季晓南

：

今明两年将有

40

家央企实现整体上市

本报讯 国务院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

监事会主席季晓南昨日在

“

中国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指数

(2010)

”

发布会上透露

，

截至今年

7

月

30

日

，

中央企业主营业务资产整体上市的已有

24

家

，

预计今明两年

，

100

家上市央企中将有

40

家企业整体实现上市

。

季晓南表示

，

建立上市公司信息指数披露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

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

发展

，

也有利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好地接受

各方面监督

。

当前

，

部分国有企业在让渡产权等

问题上饱受非议

，

上市公司通过让渡产权获得

更多社会资本

，

理应接受社会的监督

。

季晓南说

，

要确保国有上市企业信息披露

真实

、

准确

，

这就要求有体制上的安排

，

这就需

要加快国有企业整体上市步伐

。

推进国有企业

股份制改革已经成为共识

，

要让有条件的国有

企业尽可能上市

，

成为公众公司

。

12

月

CPI

将回落 仍存加息可能

证券时报记者 岩 雪

本报讯

12

月份

CPI

数据创出年

内新高，但该数据并没有完全超出市场

预期。 对此，业内专家指出，

CPI

仍在可

控范围内，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控制

物价上涨的措施，

12

月

CPI

还是有可

能回落到

5%

以内。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

永军认为，

11

月的

CPI

涨幅远超预期，

除了食品价格推动，还有货币超发及热

钱流入等使基础货币投放过多，以及投

机等诸多因素造成。

尽管前

11

月份的

CPI

同比涨幅为

3.2%

，从目前的调控来看影响

CPI

走势

的食品价格逐步回落。

11

月

CPI

最大

的因素仍是食品，

11

月食品价格同比

上涨

11.7%

。 不过，在国务院出台调控

物价“国

16

条”组合拳，国家发改委

5

天内连发

9

文调控物价，密集组合拳之

下，部分商品价格应声而落。 农业部最

新监测数据显示， 全国大豆、 玉米、小

麦、水稻、土豆、面粉等农产品主产区市

场报价连续几日涨幅为零。发改委网站

也称，调控措施初见成效，蔬菜、棉花价

格环比回落。

申银万国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表

示，从未来通胀的走势来看，可能取决于

农产品的基本供求和国家调控手段。

市场普遍预期

12

月份

CPI

涨幅将

现回落。 发改委网站《如何正确看待当

前的价格形势和调控监管措施》的访谈

记录称，

12

月份

CPI

不会破“

5

”，并且

较

11

月有所回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也认为，调

控措施产生效果逐步反映到物价上，可

能需要时间。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

虽然近期物价仍存在短期输入性通胀

压力和食品通胀压力，但随着翘尾因素

的消失、 政府价格干预措施的逐步实

施， 年内通胀压力或已见顶，

12

月

CPI

将平稳回落。

兴业银行资金运营中心首席经济学

家鲁政委也认为，

12

月份

CPI

回调可能

性很高，但并不代表本轮通胀峰值已过，

明年可能出现反弹。货币投放过量、劳动

力成本提高等推动通胀的几个因素还没

得到有效遏制，通胀形势并不乐观。

就在

11

月

CPI

数据公布的前一

天，央行再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

率

0.5

个百分点，这已经是年内第

6

次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业内专家表示，抑

制流动性过剩、控制通胀成为当前货币

政策主要调控目标，但加息和上调存款

准备金并不矛盾，央行仍有可能加息。

鲁政委也表示，未来仍然存在加息

可能，年内加息比明年加息更好。 现在

加息有利于表明央行防通胀的决心，可

以缩短政策生效时间差，同时有利于化

解未来出现的资产泡沫化风险。 他同时

预计，明年加息可达

5

—

6

次之多，存款

准备金率可能上调至

23%

水平。

发改委

：

稳健货币政策将力控物价

预计

12

月

CPI

涨幅有所回落

，

明年一季度仍将高位运行

证券时报记者 周 宇

本报讯

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日前

就当前价格形势表示，此前召开的中央

政治局会议已经明确，明年将“实施积

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

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

这将为稳定物价奠定宏观基础，稳健的

货币政策是控制物价较快上涨的根本

性措施。

该负责人表示， 总体上看，

11

月份

CPI

同比上升的

5.1%

中， 主要还是受食

品类和居住类价格上涨的影响， 这一趋

势没有改变。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影响

3.8

个百分点， 居住类价格上涨影响

0.9

个百分点。 两项合计， 占总涨价因素的

92%

。 他指出，

11

月份价格上涨因素中，

临时性、季节性因素占了很大的成分。

该负责人强调，国务院

40

号文件下

发后，目前已经初步取得成效，粮、油、

肉、菜这些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的趋稳，

将为后期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保

障群众基本生活打下坚定的基础。

他还解释称， 由于

10

月份、

11

月

份开始进入冬季，鲜活农产品供应相对

减少，季节性消费相对增加，加之前期

食品类价格较快上涨， 所以反映在

11

月份的

CPI

上仍然是上涨的。 另外，国

务院要求在

12

月

20

日前将各项政策

落实到位，而稳定价格各项政策措施的

落实到位也需要一个过程。

该负责人称， 由于

10

月、

11

月份

新涨价因素较多，对明年上半年，特别

是一季度的滞后影响较大，预计明年一

季度居民消费价格仍将高位运行。

就

12

月份

CPI

数据， 该负责人分

析称，今年

11

月底以来，居民生活必需

品粮、油、肉、菜价格趋稳或者有所下

降，初步预计，

11

月份

CPI

涨幅是今年

的高点， 加上翘尾因素影响，

12

月份

CPI

涨幅会有所回落， 可能回落到

5%

以内。

关于

2010

年记账式附息

（

四十期

）

国债上市交易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

根据《财政部关于

2010

年记账式附息

（四十期） 国债发行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

（财库

[2010]134

号）和本所有关规定，

2010

年记账式附息（四十期）国债（以下简称“本

期国债”） 将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在本所

集中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

台上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期国债为固定利率债券，期限为

30

年，票面利率为

4.23%

，利息每半年支付

一次，每年

6

月

9

日、

12

月

9

日（节假日顺

延，下同）支付利息，

2040

年

12

月

9

日偿还

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

二、本期国债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起

在本所集中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

电子平台上市，交易方式为现券和回购。

三、 本期国债上市交易的现券证券名

称为“

10

国债

40

”，证券代码为“

019040

”，

出入库代码为“

090040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

○

一

○

年十二月十日

前

11

月我 国

ＣＰＩ

同比上涨

３．２％

，

盛来运

表示

，

中国政府原来预

定的宏观调控目标是

3%

左右

，

这是一个预

期性的

、

指导性的目

标

，

稍稍超过

3%

应该

也还在调控目标范围

之内

。

东方

IC/

供图

上证重点指数和样本表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０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指数 样本数量 收盘 样本均价 累计成交亿元 平均股本亿股 总市值 万亿 占比

％

静态市盈率

上证

１８０ １８０ ６６１１．８６ ７．６２ ２５７３．８９ ９５．４４ １３．０８ ７２．６２ １８．３

上证

５０ ５０ ２０２１．６５ ６．９２ １３４４．７ ２８８．９３ １０ ５５．４９ １６．１８

上证

３８０ ３８０ ４３４８．９６ １２．４３ １７３６．８１ ６．３３ ２．９９ １６．５９ ４５．９９

上证综指

９３５ ２８４１．０４ ８．２４ ５４１４．０３ ２３．３８ １８．０２ １００ ２１．６９

上证国债

１０７ １２６．１６ Ｎ／Ａ １１．１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上证基金

２５ ４５６８ Ｎ／Ａ ７７．１４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上证企债

２９２ １４２．７４ Ｎ／Ａ ２８．２８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样本均价

：

市价总值

／

发行股本

；

平均股本

（

亿股

）

＝

总股本

／

期末样本数

静态市盈率

：

市价总值

／

上年度年报净利润

（

除亏损股

）

２０１０－１２－１０

收盘 涨跌幅

２０１０－１２－１０

收盘 涨跌幅

深证成份指数

１２４６０．４６ ０．８７％

巨潮沪深

Ａ

指

３２６１．０９ １．３２％

深证

１００

指数

Ｐ ４０３６．２７ １．１０％

巨潮大盘指数

３０１２．４９ １．２３％

深证

３００

指数

Ｐ ４００９．９２ １．１５％

巨潮中盘指数

３９８２．９４ １．２９％

中小板指数

Ｐ ６９１８．１５ １．５７％

巨潮小盘指数

３８８５．８７ １．３７％

中小

３００

指数

Ｐ １２４７．４３ １．５４％

巨潮

１００

指数

３１１８．０９ １．２１％

创业板指数

Ｐ １１６６．８ １．９５％

泰达环保指数

３５２７．９３ １．４５％

深证治理指数

６８４３．６７ １．０５％

中金龙头消费

５２６０．１４ ０．６２％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ｈｔｔｐ

：

／ ／ ｉｎｄｅｘ．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深证及巨潮指数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