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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国家统计局 14 日发布数据，9 月份，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0.7%，

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 10.7%，涨幅

比上月扩大 1.2 个百分点。

一个关系居民生活成本，一个关系企业

生产成本，CPI 与 PPI 涨幅“一降一升”，二

者“剪刀差”继续扩大，这表明消费市场价格

总体稳定，但中下游企业发展可能面临一定

压力，保供稳价仍需进一步发力。

“在我国的 CPI 构成中，食品价格占有

较高比重。9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46.9%，

这是拉动 CPI 涨幅回落的主要原因。”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

立坤分析。

除猪肉外，9月淡水鱼、鸡蛋和食用植物

油等部分食品价格同比涨幅也有所回落。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分

析，9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涨幅与上月相同。消费市场

供需基本平稳，价格总体稳定。

近段时间以来，国内出现多点散发疫情，

且部分地方出现台风等极端天气，各地区各部

门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

价。

考虑到台风等极端天气对长三角地区绿

叶蔬菜造成的价格波动，上海多家批发市场

通过做好供应商联动、“郊菜不足客菜补”的

方式，加大客菜供应量，平稳价格，做到“产区

有菜、路上有菜、市场有菜”。

国内多家大型商超在加强防疫措施基础

上，根据市场需求保障民生商品供应，稳定市

场预期。“遇到特殊时期，超市将及时开启

‘储备’模式，在现有供货量基础上，适时增

加供货量。”北京一家大型商超有关负责人

说。

“当前我国 CPI 平稳运行与其他主要经

济体CPI 涨幅高企形成鲜明对比，反映我国

疫情防控有力、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中

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室主任郭丽岩

说，展望全年，我国农产品、工业消费品和服

务供给总体较为充裕，供需动态平衡态势良

好，CPI 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与CPI 的温和上涨不同，受煤炭和部分

高耗能行业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9 月

PPI 涨幅创下了 10.7%的新高。

统计数据显示，9月份，在调查的 40 个

工业行业大类中，价格同比上涨的有 36 个，

比上月增加 4个。主要行业价格涨幅均有所

扩大，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涨

幅分别比上月扩大 17.8、2.3、2.8 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受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

幅上涨以及国内电力、煤炭供需持续偏紧等

因素影响，近期一些地方出现拉闸限电，给正

常经济运行和居民生活带来影响。

对此，10 月 8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强调，要发挥好煤电油气运保障机制作用，有

效运用市场化手段和改革措施，保证电力和

煤炭等供应。

会议提出了多项举措，包括在保障安全生

产的前提下，推动具备增产潜力的煤矿尽快释

放产能；有序推动燃煤发电电量全部进入电力

市场；鼓励地方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电

实行阶段性优惠政策等。

面对持续高涨的原材料价格，下游企业

正积极应对，稳定生产。

“与去年初相比，原材料成本上涨近

30%。”安徽大汉机器人集团市场总监孙扬

说，公司在不影响产品质量的基础上，尽可能

多选择国产替代原材料，并进一步压缩生产

规模，多措并举，降低生产成本。

除了在生产端压缩成本之外，部分企业

还运用期货套期保值等金融工具对冲风险。

记者了解到，当前，越来越多的下游造纸

企业借助期货工具稳定生产经营，以纸浆期

货价格作为购销合同价格基准，逐渐形成价

格管理、库存管理等期现一体化的交易模式，

这有助于稳定原材料价格。

“受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预计

PPI 短期内可能高位运行，后续随着阶段性、

季节性因素影响逐步减弱，上游原材料价格

有望逐步回落。”郭丽岩说。

王立坤建议，当前，需抓紧落实各地区、

企业煤炭增产增供政策，核增和释放先进产

能，加大天然气生产和进口力度；进一步压实

上游原材料领域企业主体责任，确保中长期

供应合同充分履行；重点引导下游企业合理

用能、节约用能，提升用能效率。

“从中长期看，应加快完善用能权、碳排

放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完善大宗商品国

家和商业储备制度，适时加大储备规模，更多

通过市场化手段缓解供需矛盾和维护价格稳

定。”他说。

同比涨幅“一降一升”，9月价格指数传递哪些信号？

消费市场价格总体稳定 中下游企业面临压力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致力全球影响力
来自 2021 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的观察

中国曾是仿制药大国。如今，创新药研发

形势喜人：国产首个 PD-1 单抗药物、全球首

台全景动态 2米 PET-CT。疫情之下，新冠病

毒检测试剂盒、新冠疫苗、抗疫药物研发与生

产呈现“你追我赶”的势头。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新冠

病毒检测试剂产品已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应

急使用清单，目前日产能升级至 200 万人份。

截至今年 8月，新冠病毒检测试剂产品累计

供应 1.5 亿多人份，涉及近百个国家和地区。

上海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高地，“张江研

发 +上海制造”更是成为一张靓丽的名片。

截至今年 6月，在全国批准的细胞药物临床

试验项目中，16项来自张江。基因治疗领域，

集聚各类企业超过 30 家，在研管线超过 80

个，发展动能强劲。

君实生物首席执行官李宁说：“公司和中

科院微生物所参与研发的针对新冠病毒的抗

体疗法，目前已在全球 15 个国家和地区获得

紧急使用授权，得到了来自美国、欧洲政府的

采购订单，本土创新正在为中国和世界疾病

预防控制贡献力量。”

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当前，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医药产

业格局深刻调整，加快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的要求十分迫切。

近日，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中心、阿斯

利康上海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医疗人工智

能创新中心在上海启用，这将有助于加速更

多创新药和解决方案在中国孵化，惠及全球

患者。

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中心总裁何静表

示，公司在中国有 120 多个在研项目，和全球

管线内同步研发的项目超过了 85%。未来公

司将继续加大在中国的前瞻性布局，进一步

利用生物分析、转化医学、人工智能等助力全

球研发。

目前，全球药企前 20 强的 18 家和医疗

器械前 20强的 17家都已落户上海，设立中

国区的总部、研发中心、办事处或者生产基

地。

此外，一批由海归科学家、顶尖人才牵头

的“小而美”新药研发项目正在发力。

吸引他们踏入这一赛道的“磁石”，是近

几年中国产业环境发生的变化。“我们有一个

针对乳腺癌的新药临床试验，今年 6月获得

美国药监局临床批件，几乎同时获得了中国

药监局的批准，如此快速在中美同步启动，这

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来凯医药创始人吕向

阳说。

“今年将是罗氏制药第四次参展（进博

会），过去三届进博会不仅为全球创新产品和

前沿科技提供了展示平台，也凭借其强大的

溢出效应，加速展品变商品。”罗氏制药中国

总裁边欣说，在首届进博会亮相的一款肺癌

创新药，上市 3年来已惠及很多中国患者。仅

在今年上半年，罗氏已实现多款新药在华获

批。

除了药物，医疗器械方面，美敦力在第一

届进博会上带来了重量仅约 2克的无导线心

脏起搏器，已在国内开展逾 2500 例植入。今

年进博会，公司将首次在亚太地区亮相用于

心脏房颤介入治疗的钻石头房颤消融系统，

并通过智慧医疗等七大主题，描绘未来医疗

图景。

“很多以前觉得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正在

变成现实。”迈威（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创始人刘大涛说，从过去一小部分人攻

关生物医药到如今百花齐放，无论是产业链

上的哪一环都备受鼓舞，也坚定了我们“创新

药、中国造、惠全球”的信心。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从 2021 上

海国际生物医药产

业周活动了解到 ：

上海正致力于打造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生物医药产业 ，让

更多新药好药造福

人类。

上海一直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高地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