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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我国CPI同比下降0.3% 北京农产品直播最高奖励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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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称，2023年7
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3%，环比上涨
0.2%；从1-7月平均值来看，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比上年同期上涨0.5%。有关分析认为，整体来看，
7月CPI呈现“环比强，同比弱”的特征，其中，同比
弱主要是去年基数大涨所致。CPI略好于预期，特
别是核心CPI反弹，反映当前内需正在企稳回升。

同比下降0.3%

根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3年7月，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3%。其中，城市下降0.2%，农
村下降0.6%；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持
平； 消费品价格下降1.3%， 服务价格上涨1.2%。
1-7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5%。

对于7月的数据，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
计师董莉娟分析认为，7月，受上年同期基数较高
影响，CPI同比有所回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核心CPI明显回升，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
大0.4个百分点。

董莉娟指出，从同比看，CPI由上月持平转为
下降0.3%。同比由平转降，主要是受上年同期对
比基数较高影响。 其中， 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2.3%转为下降1.7%，影响CPI下降约0.31个百分
点。食品中，猪肉价格下降26%，降幅比上月扩
大18.8个百分点；鲜菜价格由上月上涨10.8%转
为下降1.5%；鸡蛋、牛羊肉和虾蟹类价格降幅在
1.5%-4.8%之间，降幅均有扩大；鲜果、薯类和
禽肉类价格涨幅在2.2%-8.8%之间， 涨幅均有
回落。

同时，董莉娟介绍，非食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0.6%转为持平。非食品中，服务价格上涨1.2%，涨
幅比上月扩大0.5个百分点， 其中飞机票价格由

上月下降5.8%转为上涨11.9%，宾馆住宿、旅游、
电影及演出票价格分别上涨 13.2% 、13.1%和
5.9%，涨幅均有扩大；工业消费品价格下降1.9%，
降幅收窄0.8个百分点，其中能源价格下降6.9%，
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下降0.3%，降幅均有
收窄。

“据测算，在7月0.3%的CPI同比降幅中，上年
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0， 上月为0.5个百分
点； 今年价格变动的新影响约为-0.3个百分点，
上月为-0.5个百分点。” 董莉娟表示，“总体看，
CPI同比回落是阶段性的。下阶段，随着我国经济
恢复向好，市场需求稳步扩大，供求关系持续改
善，加之上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逐步消除，CPI有望
逐步回升。”

环比由降转升

在同比下降的同时，7月的CPI在环比上则截
然不同地出现了由降转涨。7月，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环比上涨0.2%。其中，城市上涨0.3%，农村持
平；食品价格下降1%，非食品价格上涨0.5%；消
费品价格下降0.1%，服务价格上涨0.8%。

董莉娟指出，从环比看，CPI由上月下降0.2%
转为上涨0.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降幅比
上月扩大0.5个百分点， 影响CPI下降约0.18个百
分点。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鲜果和鲜菜价
格分别下降5.1%和1.9%；市场供应充足，猪肉价
格持平，鸡蛋、食用油、牛羊肉和禽肉类价格下
降，降幅在0.4%-1.4%之间。

董莉娟介绍，非食品价格由上月下降0.1%转
为上涨0.5%，影响CPI上涨约0.4个百分点。非食
品中，服务价格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7个
百分点，主要受出行类服务价格上涨带动，其中
暑期出游大幅增加，飞机票、旅游和宾馆住宿价

格分别上涨26%、10.1%和6.5%。 工业消费品价
格由上月下降0.4%转为上涨0.3%，其中受国际
油价上行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1.9%；“6·18”
促销活动结束，大型家用器具、家庭日用杂品和
个人护理用品等价格有所回升，涨幅在0.7%-1.2%
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7月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环比大涨0.5%， 创2017年9月以来的非春节
时期最大环比涨幅。

“从结构看， 部分耐用消费品反弹和暑期服
务需求回暖是主要原因。”温彬介绍，两项主要耐
用品价格反弹。“耐消三大件”中，家用器具环比
上涨0.9%，在连续3个月环比下行后强劲反弹；通
信工具环比上涨0.5%， 为连续5个月环比下行后
的首次上涨，主因为“6·18”促销活动结束后的价
格回升。7月交通工具价格环比下降0.4%，为连续
第7个月环比下行。从原因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效率提升持续有效降成本，同时去年车辆购
置税政策优惠提前透支部分购车需求的影响仍
在。同时，服务类价格暑期表现强势，7月服务价
格环比上涨0.8%， 高于历史同期环比均值0.3个
百分点，表现较为强势。同比上涨1.2%，较6月回
升0.5个百分点。

“整体看，7月CPI呈现‘环比强，同比弱’的特
征， 环比强在于能源价格反弹及核心环比回暖，
同比弱主要是去年基数大涨所致。” 温彬表示，
从结构看，“食品弱，服务强”是主要特征，其中
食品弱于季节性， 与厄尔尼诺现象的反常天气
表现、 猪肉弱周期以及我国加大农产品进口量
等供应增加因素有关， 服务强则反映了暑期居
民文化娱乐及旅游的相关需求反弹。“CPI略好
于预期，特别是核心CPI反弹，反映当前内需正
在企稳回升。”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冉黎黎

提前营业上线早餐

早上8点， 蔡澜港式点心华贸店已开门迎
客，“8-10点门店仅提供固定菜单上的产品，10
点之后的菜品会更加全面。” 门店工作人员表
示。北京商报记者在门店内看到，上述固定菜单
上印有“早8点吃早点，来蔡澜港式点心”的字
样，售卖的产品则更适合早餐场景，其中包括烧
卖、牛肉粥、虾饺等20款左右，大部分与正餐产
品重合，售价在23-42元左右。

不过，目前北京的蔡澜港式点心并非所有
门店都提供线下早餐堂食，例如西直门店也提
供线下早餐堂食，但西单店和颐缇港店等门店
10点开始营业。 一位店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部分门店受商场营业时间的限制无法提前营
业，不过可以在该时段线上购买早餐产品。

无独有偶， 位于大望路的荣小馆同样在
早上7-9点半设置了与正餐不同的早餐菜单。
既包括馄饨、油条、包子、豆浆和白粥等中式
早餐产品，还包含面包、三明治以及咖啡等常

见西式早餐产品，相较于人均150元左右的荣
小馆正餐菜品，其早餐售价并不高。目前早餐
仅限堂食或者到店取餐的形式，不支持外送、
跑腿等。

关于品牌相关业务的发展规划， 北京商
报记者致电了蔡澜港式点心及荣小馆， 但截
至发稿并未收到回复。

利润与成本间的博弈

实际上，多时段经营在餐饮圈并不少见。
此前，东来顺正大中心店采取“全时段”经营
方式，在传统正餐上新增了午餐轻食、下午茶
点、夜晚CLUB等不同消费场景，既包含传统
的涮肉品类，还包括咖啡等下午茶产品；全聚
德将前门店一层的快餐部改造成了“全聚德·
中轴食礼”体验店，推出了下午茶套餐和三款
定制糕点礼盒；再之前，李先生海淀黄庄门店
还实行24小时全天营业， 更是根据各时段特
点覆盖甜品、炒菜、茶饮等多品类。

南城香创始人汪国玉在公开会议分享中

曾透露，由于看到市场需求，南城香自今年2
月开始实行“早餐倍增计划”，截至7月底，南
城香已经完成了80%的目标， 预计年底平均
单店早餐流水能够达到1万元。接下来，南城
香还将推出“中餐倍增计划”和“晚餐倍增计
划”，从而保证门店的增长。

的确， 多时段经营的确能够给门店带来
多个营业高峰期， 但相应要承担的成本也随
之增加。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增加经营时段
并非简单的增派人手， 而是需要重新排兵布
阵。除了需要筛选早餐售卖菜品，形成固定菜
单之外，门店还需解决人员配备问题。据蔡澜
港式点心一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门店目前全
天共分为三个班次，不仅是前厅的服务人员，
后厨在早班时同样需要准备菜品等。

资深连锁产业专家文志宏指出， 多时段
经营是餐企提升门店营业额的方式之一，通
常来说， 运营时间增加便意味着门店坪效随
之增加， 但能否提升人效取决于企业的经营
方式。若餐企在客流较少的空闲时段做加法，
能够有效提升人效。

找准定位匹配需求

餐企虽然能够通过多时段运营增加营
收，但并不意味着盈利能力会随之增加。就多
品牌争先布局的早餐而言，成本高、毛利低、
费时费力使部分餐厅望而却步， 而其他时段
更是各有讲究， 多时段经营这门学问仍需餐
企“对症下药”。

战略定位专家、 九德定位咨询公司创始
人徐雄俊表示，随着消费不断复苏，餐企也在
抓住机会来扩大营收。 品牌试水多营业时段
是为了提高营业收入和利润， 并提升经营效
率， 但延长营业时间就意味着人力资源等成
本会随之提升， 能否盈利取决于餐企如何平
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人力等成本是一方面， 品牌做加法的举
动是否奏效与客流更是成正比。 汪国玉提
到，客流量是“早餐倍增计划”的关键。即便
南城香的自助早餐售价较低，但由于客流量
较大，门店仍有盈利，南城香平均单店早餐

能接待1000个消费者，若客流减半，则很难
盈利。

文志宏进一步指出， 品牌需要注意新增
营业时段的产品组合， 若新增产品与品牌原
本定位不符，则可能带来反效果，如何将新产
品与品牌形象等相连接则是关键。另外，门店
的选址与企业能否做加法有很大关联。 若在
位于写字楼或是地铁等公共交通附近的门店
增加早餐，会为门店增加较大营收，但若门店
位于购物中心内， 则受到商场营业时间等限
制， 下午茶场景则更适合在写字楼或商业区
等场景。

徐雄俊表示， 企业想要多时段经营的初
衷较好， 除了需要注意产品品质和食品安全
等基础之外， 还要确保多时段经营不会影响
品牌原本的高峰时段，从而得不偿失。另外，
消费者的用餐时段较为固定， 若品牌均在相
同时段做加法，同样会加剧行业竞争，因此，
品牌需要找准自身定位， 并在多时段运营中
进行差异化布局，从而提高品牌综合优势。

北京商报记者 张天元

直播电商的快速发展给线上消
费增添了新动能。根据《通知》，北京
将支持商贸流通企业、品牌商拓展直
播销售渠道，自建或对接网络直播平
台， 搭建专业或独立的网络直播场
景，升级直播带货技术手段，提升线
上消费体验； 支持网络直播平台、北
京特色直播电商基地、直播（电商）服
务机构加强信息化建设、升级直播软
硬件设备， 优化网络直播场景及技
术，提高直播领域服务能力和运营能
力，赋能北京品牌企业直播业务。

线上与线下的融合已成为未来
消费市场的发展趋势。《通知》 提出，
支持商贸流通企业、 品牌商运用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优化服
务体验，丰富线上服务供给，打造沉
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发
展定制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即
时零售等新型消费，加快线上线下消
费高效融合；支持主要面向商品性消
费的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建设，为商
贸流通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在线交易、
消费评价及推荐、消费大数据分析等
服务。

根据支持标准，商贸流通企业年
均交易额应不低于2000万元，或年均
网络零售额应不低于1000万元；相关
品牌商应具备独立的商贸销售主体，
年均网络零售额不低于1000万元。
直播（电商）服务机构应经电商平台、
直播平台认证或备案，年均助力北京
品牌企业实现成交金额不低于2000
万元，或年均网络零售额不低于1000
万元。

北京还将支持农副产品拓展线
上销售渠道，鼓励电商平台、农贸企
业等自建或对接农副产品线上交易
平台，提升产销对接、信息整合、营销
推广、 在线交易等综合服务能力。该
项支持要求电商平台和农贸企业应
具备独立的商贸销售主体，年均交易
额不低于1000万元；或年均网络零售
额不低于500万元。

《通知》明确，北京将对建设项目
相关的软硬件设备购置及配套设施
建设等相关费用，按照不超过审定实
际投资额的50%给予支持，最高不超
过100万元。

北京日报

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关于征集电子商务创新

示范项目的通知》，对直播电商创新发展、线上线

下消费融合发展、农副产品拓展线上销售渠道给

予支持，符合标准的项目最高可获得100万元资

金支持。

抢占更多时段客流成了餐企努力的方

向。近日，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发现，原本上午

10点甚至11点才开始营业的餐厅赶早做起

了早餐生意，蔡澜港式点心华贸店提前2小

时便开始营业，从上午8点开始推出了更适

合早餐时段的固定菜单，与此同时，荣小馆

也在早餐时段设置了性价比更高的独立菜

单。事实上，多时段经营能够最大限度捆绑

消费群体，加强消费黏性。但多时段经营并

非单纯的增加营业时长和产品这么简单，如

何平衡人力等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才是

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