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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能改掉我的支付密码？
青年报记者测试“熟人盗号”

让全世界感受
升级版“中国造”

从世界工厂到全球高品质
公共产品提供者，“中国制造”在
国际舞台上一步步实现全面升
级。新华社记者近期在美洲、欧
洲和亚洲一些国家调研，明显感
受到“中国制造”科研能力提高、
品牌效应增强和本土化程度提
高所产生的市场效应。

海外展会上的高科技“中国造”
在芝加哥举办的北美放射

学会年度会展是国际放射诊疗
设备及相关技术的最高水平展
会。一些中国企业凭借一流的
科技研发能力在这里抢占了一
片天地。

参展的东软医疗是中国领
先的医疗设备、医疗IT解决方
案和健康服务供应商。目前，东
软在美国、中东均有百台以上设
备在各医疗机构使用。该公司
同时在努力开拓非洲和拉美市
场。

东软常驻秘鲁的拉美销售
经理刘柏安说，拉美市场很长时
间是美国二手大型设备的倾销
地。当地曾有人认为“中国制
造”等同于粗制滥造。东软卖给
秘鲁一家医院的大型设备高频
率使用6年，没有更换过任何核
心消耗部件，大大超出平均寿
命，在当地医疗系统声名鹊起，
后来院方又追加了购买订单。

中国产品开始形成品牌效应
记者在一些国家调研发现，

华为、比亚迪、联想、大疆等中国
高端制造企业已经逐步累积了
品牌效应，品牌形象与“优质”和

“信任”关联，成为开拓海外市场
的有力武器。

比亚迪已与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长滩市、科罗拉多州丹佛市
等签下数十辆电动大巴的订单，
在赢得市场效益和品牌知名度
的同时为当地绿色交通作出贡
献。如今在美国媒体上经常能听
到、看到一些中国品牌，如大疆、
联想、华为等。虽然这些中国制
造企业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市
场的占有率、品牌知名度还不如
老牌国际知名企业，但作为新兴
力量，它们正在迅速崛起。

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国际
关系教授毛里西奥·桑托洛说，越
来越多科技含量高、在市场上有
竞争优势的中国品牌进入巴西市
场。这些品牌都在巴西社会获得
了相当高的认可度，积累了口
碑。中国名牌产品进入巴西市场
反映了中国日益崛起的科技创新
能力，以及中国企业放眼全球的
发展眼光。 据新华社电

上海自贸区成立三年多以来基本形成金融创新制度框架

加快形成更开放的金融市场体系
记者10日获悉，上海自贸

试验区成立三年多以来，已经
基本形成了以资本项目可兑换
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主要内容
的金融创新制度框架、更加开
放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机构
体系，以及支持金融创新、有效
防范风险的金融监管协调机
制，还探索形成了一大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金融创新成果。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金兴
明10日在上海自贸区第七批金
融创新案例发布会上表示，近
期上海全面总结了自贸试验区

设立三年来开放创新的成果，
总体达到预期目标。其中，金
融开放创新试点是上海自贸试
验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坚持宏观审慎、风险可控的前
提下，以金融制度创新为核心，
以服务实体经济和投资贸易便
利化为目标，大力推进自贸试
验区金融开放创新，取得了明
显成效。

“未来四年是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建设的决胜阶段，要深
入贯彻落实‘金改40条’，做好

‘三个对标’。”金兴明说，一要

对标建设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国际高标准经贸规
则，进一步深化自贸试验区金
融开放创新试点，不断提升金
融服务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
二要对标2020年基本建成国际
金融中心的目标，加强与国际
金融中心建设联动，加快形成
更加开放高效的金融市场体
系，不断提升金融市场配置境
内外资源的能力；三要对标国
家战略和金融改革开放总体部
署，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支持

“长江经济带”建设，服务人民

币国际化战略，加强与上海科
创中心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建
设联动，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功能。

上海同期还公布了15个自
贸区金融创新案例，聚焦“金改
40条”发布以来金融要素市场
和金融机构创新试点成果，包
括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发行在
华首个绿色金融债券，上海证
券交易所发行首批300亿元地
方政府债券，首笔自贸区柜台
债成功发行、首批合资券商在
自贸区成立等。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昨日，国家统计局
发布了2016年12月份全国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数据
显示，CPI环比上涨0.2%，同比上
涨2.1%。业内人士表示，暖冬、
基数原因致CPI同比出现回落，
预计未来CPI将继续保持温和，
大幅上升可能性不大。PPI 环
比上涨 1.6%，同比上涨 5.5%。
其中，PPI同比涨幅明显高于市
场预期，这是由于黑色产业链
平均出厂价继续大幅上涨，加
上原油价格上涨推升能化产业
链价格所致。昨日统计局数据
还显示，2016年全年，CPI同比
上涨2.0%，涨幅较前一年扩大了
0.6个百分点；PPI全年同比下降
1.4%，降幅较前一年收窄了3.8
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价格环比微涨
“受暖冬、基数等原因，

2016年12月CPI同比涨幅比上
月回落0.2 个百分点。”国家统
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绳国
庆表示，CPI 环比上涨 0.2%，主
要原因是暖冬天气，鲜菜鲜果
价格涨幅弱于历史同期平均
涨幅，环比合计影响 CPI 上涨
约 0.05 个百分点。粮食、水产
品和猪肉价格环比合计影响
CPI 上涨约 0.03 个百分点。其
中，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气等
能源价格合计影响CPI上涨约
0.06个百分点。从同比看，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
点，主要是由于对比基数相对
较高的影响。

交通银行的经济学家认
为，2016年12月份，剔除食品
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9%，涨幅与上个月持平，年初
以来呈逐渐上升趋势。当前
CPI 涨幅回落的主要原因是食
品价格下降，非食品价格依然
处于温和上涨状态，核心CPI逐

渐上升，真实的物价水平并未
回落。核心CPI更能真实地反
映物价和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

中金固收表示，2016年12
月CPI同比上涨2.1%，基本符合
市场预期，成品油价格上涨推
升交通类价格，部分服务价格
上涨也有所加快，加上 PPI 到
CPI传递有所加快，非食品价格
继续保持上行，不过蔬菜价格
低迷拖累食品通胀下行，整体
通胀仍处于相对温和状态。其
预计，CPI将继续保持温和，大
幅上升的可能性较小。

对于2017年CPI中枢表现
预测，九州证券的分析师认为，
这关键看 2017 年 1 至 2 月的
CPI环比表现如何。由于2016
年1至2月CPI环比远高于历史
均值，导致 2017 年 CPI 面临高
基数压力，拉低了 2017 年的
CPI。如果今年前2月的环比与

2016 年持平，则 2017 年的 CPI
中枢预计在1.9%。

PPI环比、同比涨幅均扩大
PPI方面，国家统计局城市

司高级统计师绳国庆表示，从
环比看，2016年12月份PPI上
涨1.6%，涨幅继续扩大。其中，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2.0%，涨幅与
上月持平；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0.3%，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
分点。

对于PPI 环比涨幅扩大的
原因，绳国庆表示，一是受汇率
波动等多因素影响，进口大宗
商品价格上涨，推升了部分工
业品出厂价格；二是工业生产
和市场需求稳定增长，去产能、
去库存政策的效果显现，供需
关系逐步改善。

中金固收分析认为，2016
年12月PPI同比上涨5.5%，明显
高于市场预期，由于黑色产业

链平均出厂价继续大幅上涨，
加上原油价格上涨推升能化产
业链价格，工业品价格继续大
幅上涨。而 PPI 大幅高于 CPI
是典型的滞胀格局，上中游工
业品受供给端冲击而大涨，导
致下游行业面临更高的原材
料成本，但居民杠杆从高位开
始放缓会导致下游行业面临
的终端需求减弱，夹击下游行
业。当下游行业利润放缓和
投资放缓，最终压力会倒逼回
去中上游行业，导致 PPI 重新
回落，非食品 CPI 的压力也会
重新减弱。其预计PPI高点体
现在今年的 2 至 3 月份，此后
逐步回落。债市短期内面临
基本面和流动性压力，但这些
压力也体现在经济层面，尤其
是下游（原材料和融资成本双
升），但压力在二季度以及二
季度后会逐步减弱，重新带来
交易机会。

2016年CPI同比上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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