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10  中国财政 71

财经话题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高低直

接关系到货币政策的取向与宏观调控的

力度，因此社会各界普遍加大了对该指

标的关注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今年

1—4月累计CPI同比上涨2.4%，其中4

月份，CPI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

扩大0.4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2%。对

于后期CPI的走势，社会各界有多种预

测。应该说今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难以

预测，决定了价格走势也充满复杂性。

但综合各种因素分析预测，今年的CPI

将呈温和上升趋势，难以出现大幅攀升。

影响CPI后期上涨的三个新增因素

首先，劳动力成本增加可能成为推

动今年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今年以

来，珠三角和长三角“民工荒”凸显了农

民工用工成本上升的压力。3月18日，我

国最大的出口省份广东省对最低工资标

准平均提高20%以上，5月1日起开始生

效。调整后，广州最低工资标准为1030

元/月，东莞920元/月，惠州810元/月。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后，社保、公基金等

福利待遇都会出现相应上调。此外，北

京、上海等地也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

准。可以预见，未来很有可能在全国形

成一个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大趋势。随

着时间的推移，部分上涨的劳动力成本

将会转移到相关产品的价格中。而且，

今年国家将加大收入分配的改革力度，

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产品价格也会随

之而上升，居民消费者价格必然会反映

这种变化。预计CPI上升的压力将会伴

随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整个过程。

其次，铁矿石价格大幅飙升带来的

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我国是一个钢铁

依赖度很高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受铁矿

石涨价伤害最深的国家。一年一度的铁

矿石谈判前景并不乐观，铁矿石年度定

价机制有可能被季度定价所取代，甚至

最后过渡到指数化定价机制。日本钢铁

公司已与巴西淡水河谷达成新的铁矿石

基准价格，在2009年的基础上上涨近

一倍。根据惯例，我国钢铁企业可能会

跟随，价格翻倍上涨的预期将变为现

实。铁矿石价格大涨不仅威胁我国钢铁

业的生存，而且将增加通胀压力。此外，

随着世界经济的总体复苏，原油、有色

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概率也较

大，由于我国对这些大宗商品依赖程度

较高，所以存在输入性通货膨胀风险。

第三，西南地区的持续干旱可能推

升国内粮食和部分食品的价格，增加短

期内物价上涨的压力，但影响有限。尽

管西南地区并不是我国的主要产粮区，

但部分农产品的产量却占有重要位置，

如白糖、茶叶、烟叶等。特别是白糖，目

前云南的甘蔗受灾面积已达甘蔗种植面

积的75%，产糖量估计会下降15%以

上；产糖量的预计下降已经使糖价连

续4月上升，也给食糖的下游食品行业

叶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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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成本压力。但通过研究发现，CPI

更多反映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对强弱，

而与当年粮食产量的相关性不大，因此，

预计西南五省份的干旱只会对部分产品

的价格产生较大压力，但对CPI的影响

有限。				

后期物价运行的几点判断

第一，涨价将主要集中在食品和居

住两方面。通过对近10年来有关数据的

相关性分析，我国CPI涨幅与居民食品

价格指数变化的相关系数达0.964，而与

当期和前期货币供应量变化的相关系数

最大仅为0.541。由于我国食品价格占

CPI权重达1/3，而居民食品消费需求刚

性较强，CPI涨幅更多地是受到食品供

应量变化的影响。在增加农民收入、理

顺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关系方面，一些

农产品价格还有进一步上涨的需要。居

住价格在居民消费价格中的比重达到

14.7%，在八大分类指标中权重位列第

二。居住价格包括水、电及燃料价格，

建房及装修材料价格和租房价格三个

子项。2010年，国家抑制房地产价格过

快增长的政策将发挥作用，有利于租房

价格的相对稳定。水、电及燃料价格主

要受政府控制，据测算，如果石油、煤

炭、电力价格指数分别提高10%，则将

拉动居民消费价格分别上涨0.2和 0.3

个百分点。由于这些价格对老百姓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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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因素可分为翘尾

因素和新涨价因素两类。据有关专家测

算，2009年居民消费价格对2010年各月

翘尾影响将呈先升后降走势，在6、7月

达到最大，为2.1个百分点，翘尾因素影

响2010年全年CPI上涨1.2个百分点。

2010年新涨价因素会导致CPI上涨约2

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体现在月度环比

变化上。根据近几年CPI月环比看，每

年的前两个月，是整年中环比最高的月

份。3月份国内食品价格处于季节性的

回落过程中。但由于“倒春寒”天气的影

响，今年食品价格环比跌幅呈现逐周

缩小的趋势，其整体环比跌幅要低于往

年，这可能使3月份CPI较 2月份同比不

会大幅下滑。6月份往往是环比最低的月

份，从8月份开始，居民消费价格环比可

能会开始回升，10月以后将再次回落。

总体上看，上半年物价上涨的趋势

仍将延续，全年物价走势将会呈现一个

倒U字形，上半年物价可能会持续上涨，

年中出现高点，下半年物价涨幅会有所

回落。但在当前市场供过于求矛盾比较

突出的情况下，2010年出现剧烈通货膨

胀的可能性较小，全年CPI涨幅将在3％

左右，但如果出现因重大灾害导致农产

品严重减产情况，CPI涨幅也有可能进

一步提高。

弱化通胀预期  缓解通胀压力

即将到来的物价上涨难以避免，但

对越来越强的通胀预期必须保持高度

警觉，并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笔

者认为，下一步要在继续保持经济平稳

较快发展和防止通胀两者之间进行权

衡，密切关注通胀预期和其他方面经济

指标的变化，将有助于市场形成稳定的

政策预期，进而形成稳定的通胀预期。

一是要管理好通胀预期。要密切跟踪

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国内宏观金融变量指

标变化，增强货币政策的针对性、灵活

性和前瞻性，促进货币供应量的合理增

长。在政策调控方向、调控目标上与其

他宏观政策要保持高度一致，形成管理

通胀预期的宏观政策合力。二是抓住时

机调整结构。采取一定措施抑制产能过

剩，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短板”行

业发展，增加有效商品供给，让有效商

品吸纳更多的货币量，从而壮大反通胀

的物质力量。三是继续完善强农惠农政

策。进一步夯实“三农”发展的基础，加

快农业产业化步伐，增强农产品供给，

特别是要提高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

生产能力，为稳定食品价格创造基础性

条件。同时，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核心

的第三产业，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占

比，以满足社会公众对服务商品的多层

次需求，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同时促

进货币量的有效分流。四是加快推进资

源和能源价格改革。在出台具体的改革

措施时，应充分考虑企业、居民的承受

能力及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避免因改

革措施出台过于集中而引发物价总水平

急剧上升。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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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影响较大，对企业成本影响也较大，

各地政府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主动调

整，以避免对物价产生较大影响。初步

预计2010年居住价格涨幅有望控制在

5％左右，其对CPI的拉动在0.7个百分

点左右。

第二，物价上涨将是温和可控的。

目前推动CPI上涨的其他因素同时存

在，作用力在某种情况下还有可能大幅

度增强。最近政府上调电力、自来水等

资源品价格，也会加大CPI上涨的推

动力。但总体上物价上涨将是温和可控

的。例如我国粮食连续6年丰收，主要

农产品供给比较充足，而且主要农产品

也建立了收储制度和市场调节机制，这

样农产品的价格波动会受到一些抑制。

另外，现在大多数的工业品是供过于求，

总体的供求关系没有发生变化。加上各

级政府都高度关注物价问题，积极处理

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结构调整、通

胀预期的关系。在国家政策调控下，今

年的物价总体上讲应该是温和可控的。					

第三，价格运行轨迹将呈现先升后

降，年度高点在6—7月份。温和上涨、

先扬后抑将是今年物价的主要走势。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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