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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价格反弹 CPI重回“2时代”
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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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体育中考新方案出炉 金融法院护航北交所
体育考试应试倾向严重？体育考试内容供给类型不足？学生自

主选择空间小？今后，这些社会关注的突出问题在北京的体育考试

中将得到解决。12月9日，《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发布。《方案》指出，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

核评价包括过程性考核与现场考试两部分，总分值70分。

北交所司法配套服务措施正在提上日程。12月9日，北京金融

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近日，北京金融法院制定出台了

《北京金融法院关于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提供

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为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

京证券交易所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25条具体工作举措。

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上调
（见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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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新冠特效药
如何撬动百亿市场

新一轮散点多发疫情又来袭。12月

8日，全国新增本土病例60例，涉及内蒙

古、浙江、江苏、云南等省份。截至目前，

全国现有高风险地区8个、中风险地区

44个。疫苗接种大规模推广的背景下，

“新冠特效药”将为疫情防控提供新助

力。当天，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批

准首个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新冠病毒中

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12月9日，该药研

发企业腾盛华创医药技术（北京）有限

公司表示，面对阿尔法、贝塔、德尔塔所

有变异株，这一中和抗体联合治疗药物

都能保持活性。 （见2版）

■“特效药”药效如何

■ 腾盛博药是谁

■ 还有哪些药物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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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下午，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实验小学师生观看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天宫课堂”第一课。 CFP/图

12月9日15时40分，“天宫课堂”第一课正式开讲，时隔八年之后，中国航天员再

次进行太空授课。“太空教师”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为广大青少年带

来了一场精彩的太空科普课，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此次太空授课活

动进行了全程现场直播，在中国科技馆设地面主课堂，在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

澳门分设4个地面分课堂，共1420名中小学生代表参加现场活动。 据新华社

北京商报讯（记者陶凤吕银玲）随着天气转冷，猪

肉、菜价又有上涨趋势。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王女士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近日她在买菜时发现，猪肉前尖后尖价格已经

涨到了15.9元一斤，排骨也19块甚至20多块钱一斤了。12月

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11月CPI、PPI数据。从环比看，

受季节性因素、成本上涨及散发疫情等共同影响，CPI上涨

0.4%，涨幅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从同比看，CPI上涨

2.3%，重回“2时代”，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

具体而言，11月食品价格环比上涨2.4%，涨幅比上

月扩大0.7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43个百分点。食品

中，受季节性消费需求增长及短期肥猪供给偏紧等因素

影响，猪肉价格由降转涨，上涨12.2%。

“反弹的主要原因是前期价格下行、天气转冷和冬季

腌腊灌肠形成的需求侧推动，供给端仍保持较高水平，预

计后期猪肉价格难以持续上行。”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

观分析师应习文表示，“天气因素导致其他食品也出现温

和上涨，鲜菜环比上涨6.8%，较上月回落9.8个百分点，鲜

果环比上涨4.3%，较上月加快1.4个百分点。”

从同比看，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表

示，CPI涨幅扩大较多，除了受到11月新涨价影响外，主

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影响。食品中，猪肉价格同

比下降32.7%，降幅比上月收窄11.3个百分点；鲜菜价格

上涨30.6%，涨幅比上月扩大14.7个百分点。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CPI同比增幅有所扩大，除了基数效应外，还

有两大影响因素。一是非食品价格上涨较快，表明PPI持

续高涨已经部分传导到下游，这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中的生活资料价格上涨1%可以得到佐证；二是分类别商

品中，交通通信价格涨幅较大，同比上涨7.6%，这主要与

原油价格11月有较大幅度上涨有关，也说明这部分成本

在快速传导至终端消费品。

PPI方面，11月由上月上涨2.5%转为持平。值得注意

的是，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在11月已出现由涨转降的拐点。

从环比看，生产资料价格由上涨3.3%转为下降0.1%；

生活资料价格上涨0.4%，涨幅扩大0.3个百分点。董莉娟分

析称，多部门联动遏制煤炭价格非理性上涨，煤炭产量和市

场供应量持续增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由上涨20.1%

转为下降4.9%，煤炭加工价格由上涨12.8%转为下降8.4%。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2020年9月，CPI由同比上

涨2.4%转为同比上涨1.7%，此后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都

在低位运行。今年10月CPI同比上涨1.5%，已是年内新

高，11月CPI同比则再次涨超2%。不过，应习文解释称，去

除食品、能源后，核心CPI环比下降0.2%，同比上涨1.2%，

较上月小幅放缓，疫情反复对总需求的影响依然保持。

“在国内严格疫情防控的政策下，2020年下半年以

来，国内供给恢复较快，并承担起‘全球生产者’的重任。

但另一方面，严格的防疫政策对国内需求形成了抑制作

用，特别是对传统服务业形成冲击。从更能衡量社会总需

求的核心CPI来看，疫情前我国核心CPI长期在1%以上，

但2020年一度下降至负增长。随着疫情趋缓，2021年10

月核心CPI已恢复到1.3%，预计2022年核心CPI有望回升

至1.5%-2%的历史正常区间。”应习文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