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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据前瞻

本报记者 吴 澍

据新华社报道，5月29日上午，神舟十六号
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举行。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
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宣布：“经空间
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
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30日9时31分发射神舟十
六号载人飞船。”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驻留约5
个月，计划于今年11月返回东风着陆场。

另据林西强介绍，这是载人航天工程今年
的第二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

段首个载人飞行任务。飞行乘组由航天员景海
鹏、朱杨柱和桂海潮组成，景海鹏担任指令长。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和各项设备工
作正常，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和长征二号F遥
十六运载火箭产品质量受控，神舟十六号航天
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
定，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林西强说。

林西强表示，中国空间站进入应用与发展
阶段，将常态化实施乘组轮换和货运补给任
务，乘组的在轨工作安排也趋于常态化，主要
有6大类任务。

一是驾乘载人飞船交会对接和返回，辅助
货运飞船、巡天望远镜等来访飞行器对接和撤

离，确保人员物资正常轮换补给。
二是对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的照料，包括飞

行器状态设置、在轨物资管理、平台设备维护
巡检、舱内外设备安装、载荷进出舱等工作，确
保空间站平台安全稳定运行。

三是乘组自身健康管理，包括健康状态监
测、在轨锻炼训练等，确保航天员在轨健康工
作生活。

四是进行在轨实（试）验，利用空间站舱内
外应用设施开展大规模科学研究与应用，确保
发挥空间站应用效益。

五是开展科普及公益活动，包括天宫课堂
太空授课、公益视频拍摄等，最大化发挥空间

站综合效益。
六是进行异常情况处置，包括在轨故障的

应急处置，对故障设备进行在轨维修更换，必
要时通过出舱活动进行舱外维修作业，确保空
间站能够长期稳定运行。

此外，林西强宣布，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
程登月阶段任务已启动实施，计划在2030年
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目前，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已全面部署开展各项研制
建设工作，包括研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
征十号）、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
服等飞行产品，新建发射场相关测试发射设
施设备等。”

我国瞄准5月30日9时31分发射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

张 敏

近年来，得益于医保改革的提速，国家医
保药品目录实现“腾笼换鸟”，一些临床价值不
高、有更好替代的药品被调出目录；与此同时，
创新药纳入医保的速度加快，引导药企积极投
入创新研发。

5月28日，国家医保DRG技术指导组组长、
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主任郑杰表示，
今年医保发展将进入重构期，不再单纯追求产
品成本探底，而会建立多元价值体系，按照技
术创新价值进行资源分配，对药品技术创新价
值进行等级划分后确定价格体系。

笔者认为，当下，建立多元价值评估体系，
不唯低价是取，对于我国创新药的持续发展十
分关键。

一方面，按照产业链的价值贡献进行资源
合理分配有助于行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得益于多年的政策扶持和持续增加的投
入，我国医药创新研发能力持续提升，从小分子
药物、抗体药物到ADC、细胞和基因治疗赛道，
我国药企的研发水平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平，
多家创新药企的在研药品实现了license out，海
外授权价格屡创新高。

与仿制药相比，一款创新药从开发到成功
上市，往往要耗费更多时间、资金，且面临着失
败风险。在创新药上市之初，给予其科学合理
的定价、利润空间和市场空间，有助于企业收
回研发成本、形成利润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另一方面，良好的商业化预期有助于吸引
资本持续投资。

由于产品处于研发阶段尚未形成收入，很
多中国创新药企面临较大融资压力。部分
Biotech公司由于资金不足不得不削减研发费用、
砍掉研发项目等，进而影响研发进展和再融资，
制约企业的长远发展。医保按照技术创新价值
来进行资源分配，有助于创新药形成良好的商业
化预期，加强资本对医药创新赛道的信心。

随着医保改革由转型期步入重构期，多元
化的价值评估体系将逐步建立，使真正的创新
产品实现商业化成功，从而进一步反哺创新研
发，形成良性循环。

构建多元价值评估体系
助力医药创新发展

本报记者 刘 琪

金融数据在一季度超预期高增之后，4
月份出现明显回落。对于即将结束的5月
份，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普遍预
计，新增信贷将环比回升，但低于去年同
期。央行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
人民币贷款增加7188亿元；2022年5月份，人
民币贷款增加1.89万亿元。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预计5月份新增信贷将达到
1.2万亿元左右，环比会有季节性回升，但同
比将少增7000亿元左右。一方面，今年一季
度信贷投放集中靠前发力后，二季度转入节
奏回调期，这已在4月份信贷数据中有所体
现。另一方面，去年5月份信贷投放基数明
显偏高，也会导致今年5月份新增信贷出现

同比少增。
“5月份居民中长期贷款有望增长，新增

规模或在千亿元之内。”王青判断，5月份新
增信贷主要受票据融资拖累，背后是当前票
据利率仍然偏高，而企业中长期贷款有望延
续同比多增势头。这也意味着5月份基建投
资和制造业投资仍将保持较强韧性，宏观政
策延续稳增长取向。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预计，5月份新增人民币
贷款1.5万亿元。从以往经验看，5月份实体
经济资金需求比4月份更旺盛一些。

对于下一阶段货币政策主基调，央行近
期发布的2023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
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总量
适度，节奏平稳，搞好跨周期调节，保持流动
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

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结合对金融数据的判断，梁斯认为，后

续货币政策在维持稳健基础上，将继续引
导金融机构针对基建、制造业等稳增长重
点行业资金需求情况合理优化信贷安排，
确保融资支持力度不减，持续夯实经济恢
复基础。另外，考虑到企业资金需求仍然
较强，短期内通过降息刺激资金需求的必
要性不高，预计短期内政策利率调整概率
不大。

“接下来经济能否持续较快回升，关键
是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信心能否较快修
复。这取决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情况等各
类因素，金融方面的宽信用只是其中之一。”
王青判断，后期信贷投放节奏还会根据经济
运行态势合理调整，今年宽信用基调有望一
直保持到年底。

业界预计5月份新增信贷环比回升
宽信用基调有望保持到年底

本报记者 孟 珂

5月29日，《证券日报》记者采访多位业
内人士，前瞻5月份CPI、PPI数据。大家普遍
认为，受国内需求改善和去年低基数推动，5
月份CPI同比涨幅或较4月份小幅回升。同
时，受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回落、国
内企业主要原材料采购成本降低等因素影
响，5月份PPI同比降幅将进一步扩大。

CPI方面，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
究员周茂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预计5
月份CPI同比涨幅约0.4%，较4月份有所回
升。东方金诚高级分析师冯琳同样认为，5
月份CPI同比涨幅有望达到0.4%左右，涨幅
较上月回升0.3个百分点。

谈及原因，冯琳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一是受上年同期基数走低影响，5月份
蔬菜、水果价格同比涨幅显著扩大，这会抵
消猪肉价格同比由正转负的影响，有望带
动食品价格同比涨幅扩大。这是推高5月
份CPI同比数据的主要原因。二是尽管受
国际油价下行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下调，
叠加上年同期价格基数走高，5月份汽油、
柴油价格同比降幅会进一步扩大，但随着
国内服务消费较快修复，服务价格水平总

体上行，加之汽车“价格战”影响逐步减弱，
因此判断5月份非食品价格同比涨幅有望
保持基本稳定。

“总体上看，当前物价水平偏低，也与商
品和服务供给充分等因素有关。剔除波动
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核心CPI涨幅持
续处于1.0%以下的偏低水平。综上判断，5
月份核心CPI同比涨幅将在0.7%左右。”冯琳
表示，这意味着下一步政策在促消费方面空
间较大。

从趋势看，周茂华表示，物价中枢有望
逐步抬升，继续保持温和可控。国内经济活
动恢复，需求复苏，供需负缺口收窄。从猪
肉价格看，近几个月尽管猪肉价格在回落，
但环比下降幅度在明显收窄。同时，国内需
求处于恢复阶段，生猪产能恢复，蔬菜等居
民必需消费品供应充足，物价有望保持温和
可控。

PPI方面，周茂华与冯琳都预计，5月份
PPI同比降幅或从4月份的3.6%进一步扩大
到4.0%左右。

谈及原因，周茂华表示，5月份能源等大
宗商品价格进一步回落，国内企业主要原材
料采购成本降低，部分制造业仍处于去库存
阶段，加之去年基数走高影响，5月份PPI同

比降幅将进一步扩大。
冯琳认为，一方面，全球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背景下，5月份国际原油价格波动走低，
3月末OPEC+宣布减产难以从根本上扭转这
一势头，叠加上年同期基数走高，5月份国际
原油价格同比降幅会比4月份进一步扩大。
另一方面，伴随国内钢铁、煤炭产能持续释
放，特别是近期煤炭进口量大幅增长，5月份
国内大宗商品价格在边际下行，同比降幅均
有不同程度扩大。

冯琳表示，当前消费需求复苏速度偏
缓，房地产投资有所下降，在此背景下，工业
品价格上行动力不足。考虑到上年同期PPI
价格基数偏高，预计5月份PPI同比降幅有可
能进一步扩大。

在周茂华看来，尽管目前PPI同比呈收
缩态势，但不考虑基数影响，能源、原材料商
品价格仍远高于正常年份水平，部分中下游
制造业面临较大成本压力。

“当前原油、煤炭价格的绝对水平仍然
相对偏高，PPI降幅扩大，实际上会减轻中下
游企业成本压力，有利于经济修复。”冯琳表
示，下半年伴随高基数效应减弱，国内经济
修复带动上游原材料和工业品需求上升，
PPI同比有望转正。

业内预计5月份CPI同比涨幅或较上月小幅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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