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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眼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8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2.8%，涨幅与 7 月相同。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比七涨
一降。 8 月份，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 7.3%，影响
CPI 上涨约 2.14 个百分点。 其中，畜肉类价格同比

上涨 30.9%，影响 CPI 上涨约 1.31 个百分点（猪肉
价格上涨 46.7%，影响 CPI 上涨约 1.08 个百分点）；
鲜果价格上涨 24%，禽肉类价格上涨 9.6%，鸡蛋价
格上涨 3.8%。 此外，鲜菜价格下降 0.8%，为同比连
续上涨 18 个月后首次转降。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降。 其中，其他用品

和服务、 医疗保健、 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分别上涨
4.7%、2.3%和 2.1%，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
别上涨 1.6%、1%和 0.7%；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 2.3%。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8 月份， 全国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0.8%， 降幅比 7 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

新快报讯 记者涂波报道 9 月 10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释放重磅信号，便利
外资加速进场！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外汇
管理局决定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RQFII）投资额度限制。 国家外汇管理
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表示，此
次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
制后， 跨境证券投资便利化程度进一步
提高，预计将带来更多境外长期资本。数
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9 月 10 日，沪深港
通北向资金已累计流入 7965.06 亿元人
民币。

投资额度限制取消
王春英介绍说，近年来，国家外汇管

理局会同相关部门已先后 3 次对 QFII
和 RQFII 的相关外汇管理规定进行了
修订，在额度审批、资金汇兑等方面不断
放松管制和简化手续。

此次改革全面取消 QFII、RQFII 额
度限制， 是外汇局在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外汇管理领域又一重大改革举措。 王
春英说，明晟（MSCI）、富时罗素、标普道
琼斯以及彭博巴克莱等国际主流指数相
继将我国股票和债券纳入其指数体系，
并稳步提高纳入权重， 境外投资者对我
国金融市场的投资需求相应增加。

下一步 ， 外汇局将立即着手修订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
汇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明确不再对
单家合格境外投资者的投资额度进行
备案和审批。

另外，RQFII 的试点国家和地区限
制也要取消了。 王春英表示，取消 RQ鄄
FII 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有助于进一步
便利全球多地投资者以人民币投资境内
证券市场，拓宽境外人民币使用渠道，提
升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深度和广度。

据介绍，今后，具备相应资格的境
外机构投资者， 只需进行登记即可自
主汇入资金开展符合规定的证券投
资， 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金融市场的
便利性将再次大幅提升， 中国债券市

场和股票市场也将更好、 更广泛地被
国际市场接受。

QFII 持有 286 只个股
截至 2019 年 8 月末 ，QFII 投资总

额度 3000 亿美元，共计 292 家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获批投资额度 1113.76 亿美
元；RQFII 制度从中国香港扩大到 20 个
国家和地区， 投资总额度为 19900 亿元
人民币， 共计 222 家 RQFII 机构获批
6933.02 亿元人民币投资额度。东方财富
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9 月 10 日，沪深
港通北向资金累计净买入 7965.06 亿元
人民币。

据同花顺数据， 截至昨日，QFII 持
有 A 股 286 只股票，其中持股市值超 10
亿元的有 22 只，其中北京银行、美的集
团和南京银行持股市值超 100 亿元。 从
持股比例来看，有 16 只个股超 5%，南京
银行、 北京银行和江苏租赁持股比例超
10%。

“我们希望的是境外的长期资本来

投资，比如养老金。 ”外汇局资本项目管
理司有关负责人强调， 当前外资持有我
国境内流通股票市值占总市值的 3.8%，
比例是相对较低。与此同时，指数是一个
逐步纳入的过程， 境外投资者会逐步配
置。对股市的影响不会特别大，不会说短
时间有大量资金流入。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
数据，8 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 2.8%，涨幅与 7 月相同。
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0%，涨幅比 7
月扩大 0.9 个百分点， 影响 CPI 上涨约
1.93 个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上涨 1.1%，
涨幅比 7 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

专家分析， 非食品价格同比涨幅持
续走低， 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是推升
CPI 的主要因素。从今年后几个月来看，
稳定总体物价水平仍有坚实基础。

鲜菜鲜果价格开始回落
食品价格方面， 前期上涨较快的鲜

菜价格同比出现回落。 8 月份，鲜菜价格
下降 0.8%， 为同比连续上涨 18 个月后
首次转降。

农业农村部蔬菜市场分析预警团队
首席分析师张晶说， 由于今年夏季冷凉
地区蔬菜供应整体相对充足， 且上半年
菜价较往年偏高，后期扩种意愿高涨，如
果不出现极端天气， 蔬菜供应形势将好
于去年。

近一段时间，62 岁的上海居民周爱
娣发现市场上水果品种更丰富了， 价格
也比之前便宜了。

“超市里产自云南的石榴 20 元 4
个， 之前每斤接近 6 元的梨也便宜了不
少，西瓜价格也不贵。总体感觉最近能挑
到不少物美价廉的水果， 家里水果消费
支出比之前少了一些。 ”她说。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 8 月份，鲜果
价格虽然同比上涨 24%， 但涨幅回落了
15.1 个百分点， 环比看鲜果价格比上月

下降 10.1%。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会长鲁芳校分

析，自 7 月份以来，随着西瓜、桃子、杏等
时令水果大量上市， 各类水果价格开始
逐渐回落。 预计 2019 年苹果、梨的总产
量将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产量， 国内水
果市场供应量充足，完全能满足需求，水
果价格将回归到合理水平。

四季度生猪生产有望止跌企稳
与此同时，猪肉价格上涨仍然较快。

8 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 46.7%，涨幅
比上月扩大 19.7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
涨约 1.08 个百分点。

“近来猪肉价格上涨较快，主要是
阶段性供给偏紧所致， 是猪价下行周
期和非洲猪瘟叠加影响的结果。 ”中国
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
勇说，四季度生猪生产有望止跌企稳。
生猪生产周期较长，目前相关部门、各
省区市都在积极行动， 预计明年下半
年生猪生产将逐步恢复， 生猪价格将
逐步回落。

猪肉等食品价格的上涨， 会不会大
幅增加通胀压力？

“猪肉只是构成 CPI 的一种商品，
可能影响短期 CPI 波动， 但不会撼动
宏观物价总水平稳定的运行基础。 ”中
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
研究员郭丽岩说，从历史上看，部分商
品的价格上涨，更多是结构性、短期性
的。 近期鲜果、鲜菜价格回落明显，将
拉动食品类价格涨幅回落， 成为稳定
CPI 的因素。

电信运营商提速降费带来实惠
除了食品价格，在非食品中，交通和

通信价格同比下降了 2.3%。 今年以来，
电信运营商陆续推出提速降费新举措，
为消费者带来实惠。今年 1 至 8 月份，通
信服务价格同比下降了 1.1%。 此外，汽
油和柴油价格比上个月分别下降 1.1%
和 1.2%。

数据还显示，8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 0.8%，
降幅比上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唐建伟说， 食品价格与非食品价格涨幅

的背离显示 CPI 的上涨并非需求拉动，
更多是供给扰动。 同时，PPI 出现负增长
也显示实体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 下半
年总需求对 CPI 仍将产生下拉作用。

“从今后一段时间来看，我国物价不
具备全面大幅上涨的基础。”国家发展改
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说， 我国工农业产
品和服务供给总体充裕， 居民消费稳定
增长， 价格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的态势
是具备坚实基础的。 国家发改委将会同
有关部门继续密切监测重要民生商品市
场价格形势变化， 根据需要及时采取相
应调控措施，确保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

8月份全国 CPI 同比上涨 2.8%

外汇局：取消 QFII和 RQFII投资额度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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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II持股市值 TOP10个股

（来源：同花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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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总体物价水平有坚实基础
———从 8 月数据看物价运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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