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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涨幅预计回落，结构性问题应予重视(刘满平；11月19日)

文章作者：刘满平

    国家统计局的10月份数据显示，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增幅为4.3％，涨幅比9月份回落0.9个百分点。这是今年6月份以来，

首次回转到3-5％的“适度”区间。今年前9个月，在国民经济持续较高速度增长的背景下，价格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各种价格均呈现回升

或者小幅上涨的走势。CPI指数逐月持续上涨，与去年同期相比，升幅除2月外逐月增大，一直在3％及3％以上，从6月起甚至连续4个月超

过5％，6、7、8、9月份CPI同比分别上涨5％、5.3％、5.3％和5.2％，通货膨胀的压力日益增加，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行政和经济调控手

段，央行也于10月29日采取了加息的方式，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进行结构性调整，因此，10月份CPI快速回落是有其必然性的，也是在预料

之中的，可以说是国家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的必然结果。 

    综观前10个月CPI走势，可以发现虽然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有所显现，但消费品物价上涨不是全面的、大幅度的，而是具有很强的结构

性。从构成CPI指数的八大类商品看，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价格继续下跌，但食品类和居住类价

格保持一定幅度的上涨，根据测算，尽管三季度CPI上升幅度已超过5％，但剔除食品后的核心CPI上涨幅度大约只有1％，食品价格上涨对

居民消费物价上涨贡献度高达90％。因此，食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上涨才是推动CPI上涨的最大动力。8、9、10月份粮食价格同比分别上

涨了31.8％、31.7％和28.7％；肉禽蛋价格涨势虽然低于粮价，但也创下近年新高；另外一个涨价因素就是居住类价格，1-9月，全国商

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2777/平方米，同比提高13％，部分城市房价上涨幅度超过20％。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居住类价格从1月份同比上涨

2.8％上升到9月份的6.4％，再到10月份的6.8％，这将是未来推动CPI上涨的一个潜在的主要因素。 

    对于作为CPI上涨最大动力的粮食价格来说，前10个月的粮食价格上涨并不是因需求增加引起的，而是缘于供给面的因素。截至2003

年，我国已经连续5年粮食减产，2003年我国粮食库存与当年消费量的比率，处于197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而导致粮食价格上涨，推动

CPI上涨。2004年，为了鼓励和促进粮食生产，增加国内粮食供给，国家出台了对农民直接补贴、减免农业税、对稻谷实行最低收购价等一

系列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收到了明显的效果。预计今年粮食总产量可以达到或超过9100亿斤的预定目标，粮食价

格预计会在高位运行，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不大。再者，由于去年11月粮食价格同比增幅较高的原因，今年11、12月份以粮食价格为主的

食品价格涨幅会进一步减缓，这会带动CPI同比增幅进一步回落。 

    对于影响CPI上涨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住房价格来说，虽然目前加息对住房价格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但预计房价在今年11、12

月份开始有所回落，货币供应量调控影响会滞后反映出来，前期控制需求的政策慢慢反映在CPI中。 

    食品价格、居住类价格增幅回落再加上去年翘尾因素基本消化等综合因素影响，将使得后期CPI涨幅回落，预计第四季度上涨3.8-

4％，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4％左右，高于年初确定的2％的调控目标，已进入一个温和通货膨胀阶段。根据传统的经验，3-

5％甚至6％以内的价格总水平上涨仍是经济运行和居民生活可以承受的范围，但仍需重视价格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决不能忽视价格的结构

性上涨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影响。 

    1.工业品价格涨势迅猛，对下游产品价格拉动的作用逐步体现，给后期价格上涨带来动力。前10个月，工业品价格同比上涨幅度呈现

逐步上升的趋势，从1月份的3.5％上升到10月份的8.4％，1-10月份累计上升了5.8％。另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统计，1-10月国内生产资料

流通环节销售价格累计上涨14.02％，涨幅比上年同期增大了6.56个百分点。其中钢材价格1-10月累计上涨27.81％，8、9、10月同比分别

上涨19.3％、21.1％和21.1％；有色金属价格1-10月累计上涨36.84％，8、9、10月同比分别上涨34.8％、37.7％和36.04％；原煤价格

1-10月上涨13.43％，8、9、10月同比分别上涨15.7％、14.75％和15.29％；石油及其制品价格上涨10.51％，8、9、10月同比分别上涨

16.7％、18.9％和20.82％。这些原材料大宗产品价格呈普涨态势，可能会逐步影响到下游消费品价格上涨。生活资料价格指数从8月份开

始逐步上升，从而影响到消费价格指数和社会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如果传导不下去，将会造成一些上游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效益滑坡，企业

的生产经营压力加大。 

    2.价格运行中行业结构差异明显。首先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较快，10月份同比上涨10.9％，以后还有上涨的趋势。而生活价格指数同

比上涨只有1.7％，而且几个月来基本上保持了稳定，两者相差近8个百分点。从时间上看，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比生活资料价格指数提前14

个月上涨，而生活资料价格指数自今年年初才开始正增长，传导时间延长。其次，从工业结构内部看，虽然重工业和轻工业价格指数同步上

涨，但前者快于后者，而且涨幅差距扩大，7月份重工业和轻工业价格指数增速之差由3月份的4个百分点扩大为8个百分点。即使在重工业

内部，采掘、原料、加工三大行业的价格涨幅差异也较明显。采掘业涨势较猛；原料行业价格上涨较为温和；加工行业价格指数在7月份开

始比较稳定。 

    3.价格运行中城乡差别大，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高于城市，其中，粮食和居住类价格相差最大。自去年7月份以来，农村价格涨幅一

直高于城市，两者相差近1个百分点。今年1-9月，农村CPI累计上涨5.2个百分点，而城市CPI累计上涨3.5个百分点，前者要高出1.7个百

分点。从CPI构成上分析，农村粮食和居住二类价格均高于城市近2-3个百分点，医疗保健价格要高于城市1-2个百分点。农村粮价和居住类

价格涨幅高于城市，其原因：一是农村居住类的用电价格高于城市；二是农村食品支出占消费品总支出的比例高于城市；三是粮食涨价的时

滞效应。农村是粮食涨价的源头，农村先涨，城市后涨。另外，农村消费品价格基数低、流通渠道不畅，流通成本高于城市市场、市场规模



小，其单位经营成本较高也是农村价格偏高的原因。 

    4.价格上涨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影响差别也比较大。在城市当中，小城市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普遍高于中心城市，使得居民小城市和

低收入居民食品支出比重明显增加。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对辽宁、山西等9个省的省会城市及部分县级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小城市食

品价格上涨幅度普遍高于中心城市。 

    食品价格大幅上涨，使得城市居民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普遍增加，而对于城市低收入家庭来说，其食品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

大，所以食品价格上涨对他们的影响更大。南京低收入居民家庭用于食品支出的比重由2003年的33.7％上升到今年前9个月的36.97％，上

升了3.27个百分点，升幅高于全市平均水平3.08个百分点。沈阳市低收入居民家庭用于食品支出的比重由2003年的32.92％上升到今年前9

个月的34.25％，上升了1.33个百分点，升幅也明显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对于许多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小城市来说，如辽宁灯塔县、山西吕梁

市离石区、陕西大荔县平均收入居民家庭用于食品方面支出比重的上升幅度比各地省会城市的平均收入居民家庭分别高出了3.09、1.71、

5.6个百分点。 

    总的来说，对于后期的价格调控，建议政府既要注意对价格总水平的调控，更要注意对目前价格变化的突出问题— —价格结构性上涨

的调控，要关注农村市场价格秩序和涉农价格变动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关注居民消费价格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以及医疗、教育收费提高对

城市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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