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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9 日发布数据

显示，2024 年全年，全国居民消

费 价 格 指 数（CPI）同 比 上 涨

0.2％，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PPI）同比下降 2.2％，降

幅比上年收窄 0.8个百分点。

“2024 年消费市场运行平

稳，物价总体保持稳定。尤其

是近段时间，核心 CPI 持续回

升，PPI 同比降幅收窄，释放积

极信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

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刘方说。

从最新月度数据看，2024
年 12月份，CPI同比上涨 0.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4％，涨幅比上

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继续保持

回升态势。

刘方指出，随着一揽子增

量政策和前期已出台的存量政

策持续落地显效，需求端得到

修复，推动物价改善。核心CPI
同比由 2024年 9月的上涨 0.1％
升至 12 月的上涨 0.4％，经济恢

复向好态势明显。

在我国CPI“篮子”商品中，

食品占比相对较高。2024 年全

年，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0.6％。

其中，12月份，食品价格由上月

同比上涨 1.0％转为下降 0.5％，

环比下降 0.6％。

“12 月食品价格超季节性

下降，主因在于暖冬天气条件

较好，利于农产品生产与储运，

导致鲜菜、鲜果等鲜活食品价

格下滑。而猪肉受前期压栏惜

售、二次育肥等影响，供应充

足，价格走低。”中国民生银行

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

从非食品价格看，2024年全

年，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0.4％。

12月份，非食品价格同比由上月

持平转为上涨 0.2％，环比由上月

下降0.1％转为上涨0.1％。

“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

策的扩围加力以及年末促销等

活动，居民消费热情较高，耐用

消费品价格好于季节性表现。

临近元旦假期出行、娱乐和家

庭服务需求增加，带动服务价

格环比上升 0.1％，同样好于季

节性表现。”温彬说。

数据显示，2024年 12月份，

飞机票价格由上月环比下降8.6％
转为上涨4.6％，家政服务、电影及

演出票价格分别环比上涨0.9％和

0.7％；部分品牌新款上市，通信工

具价格环比上涨3.0％。

2024 年全年，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均下降

2.2％，降幅比上年分别收窄 0.8
个、1.4个百分点。

“随着一系列存量政策和

增量政策协同发力，总需求继

续向上，带动国内工业品需求

有所恢复，促使相关产品价格

上行。尤其是随着房地产、基

建项目的加快推进，近段时间，

水泥、有色金属、玻璃、钢材等

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刘方说。

12 月份，尽管部分行业进

入传统生产淡季，国际大宗商

品价格波动，PPI 同比降幅仍比

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调查

的主要行业中，石油煤炭及其

他燃料加工业、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生

产和供应业 8 个行业价格降幅

比上月均有所收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

2025年经济工作时提出，注重目

标引领，着力实现增长稳、就业

稳和物价合理回升的优化组合。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

聘高级研究员庞溟表示，从中

长期趋势看，我国经济基础稳、

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长期

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

有变，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

量发展创造的良好适宜的货币

金融环境没有变，这决定了供

需条件将持续改善、物价将继

续保持基本稳定并逐步回归到

合理区间和扩张水平。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北国冬已深，又逢冰雪

引客来。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一票

难求、吉林长白山景区人头攒

动、新疆阿勒泰冰雪民俗走

红……四海冰雪同梦，“冷”资

源被消费热情加温，“热”经

济正在持续释放活力。

冰雪经济茁壮成长，正

是开年我国全方位扩大内需

的生动注脚。

回望 2024 年，从着力实

施“两新”“两重”政策，再到

打造低空经济、首发经济、冰

雪经济等新业态，密集有效的

扩内需举措，为稳增长提供坚

实支撑。

无论是传统佳节天南海

北的餐饮创新，还是因地制宜

上新文旅项目，抑或创新投融

资模式推动重大工程建设，各

地各具特色的扩内需实际行

动也在持续显现成效。

当下，需求不足依然是

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展

望 2025 年，如何进一步增强

内需动力，为中国经济回稳向

好、长期向好积蓄持久强劲的

动能？

持续激发潜能，不断释

放消费和投资活力，才能有效

扩大内需。

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指出，着力提振内需特别是

居民消费需求。这体现了让

“消费”这一经济增长主引擎

更加有力的深远考量。

提振消费，重在提升居

民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其

底层逻辑是：促进居民收入稳

定增长，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让百姓有钱消费；相应的社会

保障要跟上，让百姓无忧消

费；高质量消费供给要与高质

量消费需求匹配，满足人民与

时俱进的消费偏好。

近期以来，我们能进一

步感受到促消费的鲜明信号：

把更多消费品纳入“两新”支

持范围、落实就业优先政策、

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举

办商旅文体健融合的促消费

活动……突破制约消费的关

键环节，为扩大消费营造有利

环境，相关举措频频发力、形

成合力。

提振消费，发挥经营主

体能动性同样重要。当前，数

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

等趋势正在形成。不断优化

和创新供给，才能激发和创造

更多市场需求。

看传统企业，吴裕泰、同

仁堂等老字号深耕线上销售，

推出以健康为导向的饮品、保

健品，赢得市场青睐；看市场

新锐，一大批创新型企业精准

定位客户群体，有的放矢打造

产品，市场热度持续提升……

扩大有效投资，是提振

内需的关键。

几项数据彰显着有效投

资拉动内需的成果：2024 年 1
至 11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 3.3％，制造业投资增

长 9.3％，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4.2％。我国投资总量保持平

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调整。

同时，中国人均资本存

量仍低于发达经济体，在推动

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以人为

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等领域仍有巨大投

资空间。

高质量的投资，需要更

加有效的制度供给。

近期，江苏南通一连 20
场工业领域设备更新供需对

接活动热火朝天。180余家优

质设备供应商和金融机构，吸

引着 2000 多家企业参加活

动，累计促成 800 余家企业现

场咨询洽谈。

放眼全国，产供销、上下

游、政银企协同联动，其背后

体现出的鲜明思路，是更好统

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

系，持续优化相关制度机制，

让投资更有效益。

下一步，要推动完善市场

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

制，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

与市场竞争的一系列障碍，让

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

公益事业等公共产品的供给，

努力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扩 大 内 需 不 是 权 宜 之

计，而是战略之举。展望未

来，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和

强大供给能力的优势条件没

有变，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也不会变。各方合力持续激

发内需潜能，中国经济必将迸

发更为蓬勃的生机活力。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一日三餐，看似吃饱了，但可能

仍存在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摄入不

足的“隐性饥饿”。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1月 9日
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国家全谷物行

动计划并呼吁全民“加入国家全谷物

行动计划”。

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科学研究院

首席科学家谭斌说，我国居民“隐性

饥饿”问题突出，人均每日膳食纤维

摄入量仅为推荐量三分之一，维生素

B1约为二分之一，亟待增加全谷物天

然“营养素包”。

近日，国家粮食和储备局会同国

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印发《国家全

谷物行动计划（2024—2035）》。
国家粮食和储备局新闻发言人王宏说，增加全谷

物供给与消费，有助于节粮减损，促进营养均衡消费，

提升人民健康水平。

谷物仅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部分就是全谷物，出

品率达 98％以上。我国小麦平均出粉率为 70％至

75％，稻米平均出米率为 65％左右。

谭斌说，B 族维生素及钙铁锌等微量营养成分，

全谷物比精制谷物多 40％至 90％，对支持大脑功能、

新陈代谢至关重要。全谷物糙米膳食纤维含量一般

在 4克／100克左右，全麦约为 12克／100克。我国成

年人膳食纤维日推荐摄入量为 25 克至 30 克，实际仅

10.2克。

改变消费者“不愿吃、不愿买”局面，要让全谷物

口感好、易保存。中粮研发的全麦粉，铁锌钙镁含量

是普通面粉的 1至 2倍，B族维生素为 2至 3倍，膳食纤

维 5倍，通过全麦粉稳态化技术，保质期从不足 3个月

延至 9个月以上且口感更好。

部分发达国家全谷物消费占比已达 20％至 35％，

我国还不足 1％。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核心目标就

是加快全谷物食品产业发展，力争用 10 余年时间，大

力提升全谷物消费占比。（记者 王立彬）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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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物价运行总体稳定
——解读2024年我国CPI和PPI数据

新华社记者 韩佳诺 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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