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應「類滯脹」關注
統計局：階段性表象

受短期衝擊因素造成 上月PPI升13.5%非最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三季度以來，中國能源等價格高漲，工業

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屢見高點，外界對

中國經濟走向「滯脹」的擔憂不絕於耳。

「看起來好像出現了一些『類滯脹』的表

象，但是這種情況是受到短期衝擊因素造

成的，是一種階段性的狀況。」中國國家

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15日對此表示，

中國經濟有望繼續穩定恢復，居民消費價

格（CPI）仍將保持溫和上漲的態勢。

付凌暉分析說，由於三季度受到疫情和汛情等因素的衝擊，
經濟增速有所放緩，同時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帶來的

輸入性影響和國內部分能源、原材料產品的供給偏緊，也造成了
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漲幅擴大。
三季度以來中國經濟主要指標回落，而PPI同比增速快速攀
升，10月達到13.5%，連續第二個月創有PPI月度統計以來新
高，不少研究者擔憂，經濟有可能出現一種「增速偏低、價格
偏高、效益下降、風險增大」的「類滯脹」不利局面。不過，
付凌暉提醒，10月PPI同比增長13.5%，並不是歷史新高，中國
從1993年開始進行PPI的調查統計，而上世紀九十年代早期，
最高的月度PPI漲幅曾經超過20%。

多項利好將拉低CPI漲幅
付凌暉表示，儘管國際能源價格上漲帶來的輸入性影響還在
持續，但是國內各方面加大增產增供的力度，增加對企業財政
和金融的支持力度，這些都有利於降低生產價格上漲的壓力，
減輕PPI向CPI傳導，同時居民消費價格目前整體漲幅比較溫
和。「下階段，中國糧食生產有望再獲豐收，生豬產能目前總
體上恢復，豬肉價格同比還在下降，將拉低CPI的漲幅。同
時，從工業和服務業供給的整體情況來看，市場供應還比較充
足，CPI不具備大幅上漲的基礎。」
經濟增長方面，付凌暉表示，隨着制約經濟的短期因素逐步
減弱，經濟恢復態勢是在逐步顯現。從10月主要指標情況來
看，生產和需求主要指標的兩年平均增速，多數是有所回升
的。同時，市場保供穩價的力度在加大，部分能源產品供給偏
緊的狀況也在逐步得到改善，這些都有利於經濟的穩定增長。

經濟持續恢復態勢沒變
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經濟企穩跡象，工業和消費表
現優於預期改善。10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3.5%，增速
比9月加快0.4個百分點，為年內首次回升；消費增速連續第二個
月加快，10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4.9%，高於9月0.5個百
分點，為三個月最快；1至10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6.1%，為
去年12月以來最低，不過製造業投資持續改善，帶動民間投資回
升。
付凌暉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中國經濟持續恢復的態勢沒
有改變，積極因素累積增加。但也要看到，國際不穩定不確定
因素仍然較多，國內經濟恢復仍存在制約，企業成本上升壓力
加大。從下階段來看，儘管面臨一些風險挑戰，但是總的看中
國經濟運行總體穩定，發展質量逐步提高的態勢有望保持。

今年 1 至 10 月中
國提前完成全年就
業目標，城鎮新增
就 業 人 數 達 1,133
萬，在經濟復甦步
伐放緩的宏觀背景

下，就業相關多項指標可圈可點。

青年人就業情況續改善
10 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穩定在

4.9%的低水平，較去年同期下降 0.4
個百分點，也低於2019年同期，其中
青年人失業率為14.2%連續三個月下
降，表明青年人就業情況在逐步改
善。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分析，
今年經濟存在一定壓力，但就業形勢
保持穩定偏強，一個主要原因可能是
出口部門增長強勁，帶動就業擴張。
與此同時，失業率持續穩定在低位，
顯示居民就業和收入持續改善，對消
費形成支撐。

不過，靚麗的就業指標背後亦有隱
憂，雖然今年前10個月城鎮新增就業
人數已提前完成1,100萬的全年目標，
但就業擴張速度明顯放緩，10月新增

就業只有88萬，比9月的107萬明顯
減少，比去年同期也下降兩成左右。

教培行業監管衝擊顯現
另外，雖然整體城鎮失業率處於

4.9%的低位，但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
失業率10月小幅上升0.1個百分點至
5.1%，4月以來持續高於全國總體水
平，近期教培等行業監管政策落地對
就業的衝擊逐步顯現。

就業穩定是經濟復甦的重要基石。
疫情後中國政府應對經濟衝擊的重要
抓手就是保市場主體穩就業，為企業
減稅降負，幫扶困難企業，穩崗擴就
業。

對於下一步中國經濟走勢，各方普
遍認為下行風險來自供給端的能源供
應，以及需求端的房地產加速下行和
出口增速放緩。

今年年底以前，國內疫情再抬頭對
經濟的影響可能再次體現，加之臨近
冬奧會，在對疫情「零容忍」下出
行、消費等可能再受衝擊，投資需求
或有所降溫，國家統計局明確表示
「保持經濟穩定恢復仍需加力」，當
前溫和的宏觀政策下會否將出台更有
針對性的調整仍待觀察，而穩就業首
當其衝仍需發力，為經濟復甦提供動
力和支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據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網
站消息，國務院任命甘霖為中國國
家反壟斷局局長。這是新設國家局
─國家反壟斷局首次公開亮相。

據「長安街知事」報道，甘霖
出生於 1963 年 10 月，湖南湘陰人，農學博士。現
任致公黨中央副主席。她早年在湖南農業大學園藝
系任教，後赴湖南省農業廳任職。2003 年 1 月晉升
副省長，2011 年 3 月出任國家工商總局副局長。
2018年機構改革後，任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副局長。

甘霖還有一個職務─中國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秘書
長。2008年8月1日，反壟斷法正式施行。根據有關規
定，國務院成立了反壟斷委員會。

值得一提的是，這是國家反壟斷局首次公開亮
相。此前，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有內設機構─
反壟斷局，局長為吳振國。而在2018年機構改革之
前，反壟斷工作的職權分屬於三個部門，即國家工
商行政管理總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
部。後來國務院設立了市場監管總局，並將反壟斷
執法「三合一」。

今年10月下旬，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局長張工在接
受《人民日報》採訪時，談到強化反壟斷、深入推

進公平競爭政策實施之時披露，2018年以來，查處
壟斷案件345件、不正當競爭案件3.7萬件，有力維
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談到下一步安排，張工表
示，除了着力完善公平競爭制度、着力加強競爭監
管執法，還要着力健全監管體系，其中包括加快構
建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監管體系。

●香港文匯報綜合報道

年就業目標完成 擴張速度顯放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
京報道）「金九銀十」樓市旺
季，中國房價延續跌勢。中國國
家統計局15日發布數據顯示，10
月70個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銷售價
格環比總體延續略降態勢，同比
漲幅繼續回落，房價上漲的城市
數量驟減，二手房價上漲的城市
僅有4個。
自今年8月起，全國房價由整
體環比上漲轉為環比下跌，10月
房價進一步探底。國家統計局數
據顯示，一二三城市房價齊降。
新建商品住宅方面，一線城市的
銷售價格環比持平，與9月相
同；二線城市的銷售價格由環比
持平轉為環比下降0.2%；三線城
市的銷售價格環比下降0.3%，跌
幅環比擴大0.1個百分點。
二手住宅方面，一線城市的銷
售價格環比下降0.4%，環比跌
幅與9月相同；二三線城市的銷
售價格均環比下降0.3%，跌幅
分別環比擴大0.2個百分點和0.1
個百分點。
房價上漲的城市數量驟減，下
跌的城市數量進一步增加，創
2015年以來最高。根據國家統計
局數據，10月，新建商品房價格
環比上漲城市為13個，較9月減
少 14 個，北京和銀川均上漲
0.6%漲幅最高，新房價格下降的
城市數量由9月的36個增加至52
個。二手房房價上漲的城市數量
由9月的17個驟減至4個，分別
是贛州、三亞、海口和大連，64
個城市二手房價格環比下降。

供需端同降槓桿效果
易居研究院數據表示，中國新建商品
住宅和二手住宅價格分別連續兩個月、三
個月出現下跌，標誌着樓市正式進入下跌
周期。
貝殼研究院首席市場分析師許小樂分
析指出，房價下跌的是需求端和供給端同
步降槓桿的結果。居民按揭貸款的額度收
縮，導致購房端需求減弱；房企普遍面臨
較大的經營壓力，因此加大降價促銷力
度，二手住宅業主降價意願普遍增強，降
價行為增多。
許小樂預計，短期內房價仍有下行壓
力。不過，10月全國房貸利率出現年內
首降、部分城市按揭放款速度加快，預計
2022年房貸供需關係將回歸正常，市場
下行的局面在年底或2022年初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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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任中國反壟斷局局長。 中新社

◀今年 1 至
10月中國城
鎮新增就業
人數達1,133
萬。圖為廣
西柳州醫學
畢業生在查
看 招 聘 信
息。 中新社

●統計局指中國居民消費價格將保持溫和上漲態勢。圖為顧客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商場內選購服裝。 中通社

●付凌暉（右）介紹10月份國民經濟運行情況。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轉載科技日
報報道，一款抗體藥物已經在中國對
700多例感染者開展了臨床救治工作。
據介紹，相關藥物是由清華大學、深圳
市第三人民醫院和騰盛華創聯合研發的
中和抗體聯合療法。

有望12月附條件上市
「我們身體裏產生了很多抗體，但不

是所有抗體都具備抗病毒功效。我們的
研究目標就是要挑出最強、最好的抗病
毒抗體，作為抗體藥物救治病人。」清
華大學醫學院教授、全球健康與傳染病
研究中心主任張林琦告訴記者，團隊從
恢復期患者血液分離得到的幾百個抗體
中，篩選到2株活性高、互補性超強的
抗體。
在國內外開展的臨床試驗中，該抗體

藥物展示了降低重症和死亡率78%的優
異效果，並在深圳、廣州、雲南、南
京、揚州、莆田、廈門、鄭州、黑河等
疫情中對700多例感染者開展了臨床救

治工作。研發團隊已於10月9日向國家
藥監局滾動提交附條件上市申報材料，
有望12月底前獲得批准（附條件）上
市。

讓病毒複製成「爛尾工程」
據介紹，中國新冠病毒藥物研發任務
早在2020年1月21日由科技部部署應
急研發專項布局開展。相關負責人介
紹，臨床救治與藥物板塊科研攻關應急
項目已立項53項，涉及國撥經費約3.15
億元人民幣。
在新冠病毒藥物研發過程中，主要圍繞
阻斷病毒進入細胞、抑制病毒複製、調節
人體免疫系統部署了3條技術路線開展。
以抑制病毒複製為例，通過做一個「劣質」
核甘酸去「欺騙」病毒，讓它在自身複製
時使用這個「劣質」材料，直接阻斷複製
或讓病毒「自身建設」成為「爛尾工程」，
就能成功阻止病毒複製。這種小分子藥物
的策略使用在近50%的抗病毒藥物中。
此外，甄選優質的中和抗體也是一種

普遍採用的策略。研究者通過單細胞技
術，在康復者中逐一考察，找到「最佳
戰士」，制服新冠病毒。多找幾種中和
抗體，配合「雞尾酒療法」（配置過程
類似調製雞尾酒），將對新冠病毒的變
異株等產生更好的治療效果。

中和抗體對病毒「拒不開門」
除上述藥物外，在北京，一種新的中
和抗體也被批准為同情用藥在北京地壇
醫院使用。該藥是由北京大學謝曉亮團
隊與丹序生物聯合開發的中和抗體
DXP604，由於有高達 85%的重合位
點，它使得人體細胞對於新冠病毒「拒
不開門」。
在國際上，中國的新冠肺炎有效用藥
也在抗疫一線發揮着重要作用。資料顯
示，開拓藥業在研的新一代雄激素受體
拮抗劑「普克魯胺」已經獲得巴拉圭的
緊急使用授權，其前期在巴西開展的三
項臨床試驗初步表明，普克魯胺能夠將
重症患者的死亡風險降低78%。

中國一藥物已救治700多新冠病例反壟斷局首亮相 甘霖任局長

文 匯 要 聞 東南亞版2021年11月17日（星期三）●責任編輯：何佩珊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