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刘薇薇： 二师兄的肉快

贵过牛肉，敞开肚皮吃的时代已

经过去了。

@大爷是何发：猪肉是吃不

起了，还是出家当和尚吧。

@ 行天： 我家都两个月没

吃过猪肉了……猪肉是什么东

东？ 能告诉我什么味道吗？

@小超超呀么超：刘翔还有

伤病的时候，CPI 没有。 我宁愿

不涨工资也不愿物价上涨，因为

象征性涨一点的工资远远追不

上物价上涨。

@

微博热议 CPI

专家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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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多

云， 傍晚局部有

阵 雨 或 雷 阵 雨 ，

偏 北 风 3 级 左

右， 温度 24

℃

到

33

℃

。 夜里到明

天 多 云 间 阴 ，局

部有阵雨。

预计本周我

市 降 水 量 20 毫

米至 30 毫米，周

后期有一次较明

显降水过程。 周

平均气温 24

℃

至

26

℃

， 周极端最

高 气 温 34

℃

至

36

℃

。

今天各气象

指数是：

紫 外 线 指

数：四级，辐射强

度强；

人 体 舒 适

度：早晚为三，感

觉较热； 中午为

二，感觉热；

中 暑 指 数 ：

二级，不易中暑，

重体力劳动者应

注意；

空 气 质 量 ：

二级，良。

更多天气资

讯 ， 请 拨 打

12121。

新华社北京 7 月 9 日电（记者 刘铮）国家统计局 9

日发布报告，6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CPI)同比

上涨 6.4

％

，涨幅再创新高。

国家统计局测算认为 ，6 月份 6 .4

％

的 CPI 同比

涨幅中， 去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约为 3 .7 个百分

点，今年新涨价因素约为 2 .7 个百分点。 食品类价格，

特别是猪肉价格继续领涨 CPI。 6 月份，全国食品类价

格同比上涨 14 .4

％

，影响 CPI 上涨约 4 .26 个百分点。

其中，粮食价格上涨 12 .4

％

，影响 CPI

上涨约 0 .34 个百分点； 猪肉价格上涨

57 .1

％

， 影响 CPI 上涨约 1 .37 个百分

点。

调查显示，6 月份全国居住类价格同比

上涨 6.2

％

，烟酒类价格上涨 2.7

％

，衣着类价

格上涨 2.1

％

， 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价格

上涨 2.5

％

，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价格上涨 3.4

％

，交

通和通信类价格上涨 0.9

％

，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类价格上涨 0.6

％

。

从更能反映价格最新变动情况的环比数据看，6

月份我国 CPI 环比上涨 0.3

％

。 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0.9

％

，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28 个百分点，其中，猪

肉环比价格上涨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36 个百分点，

鲜菜、鲜果价格环比下降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 0.33 个

百分点。

此外，作为 CPI 的上游，6 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 PPI 同比上涨 7.1

％

，环比与上月持平。

猪肉“绑架”CPI

6 月 CPI 同比涨幅创三年新高

CPI拐点在哪？ 11月前或再冲新高

从 3.3

％

到 6.4

％

，CPI 同比涨幅一路攀升。 从普通百

姓到专家学者， 一个问题最牵动人心———“破六” 之后

CPI 何时出现拐点？

流动性过剩推动形成的较强通胀预期， 是这轮物价

上涨的特殊背景。 业界普遍认为，通胀预期往往具有“自

我实现性”，一旦形成了强烈的通胀预期，政府需要花很

多功夫和很长时间去改变这种预期。

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治理起来难度更大。 中国人民

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指出， 国内通胀的动力机制

发生了新变化，各方面因素经过长期发展和积累，逐渐传

递到劳动力、土地等生产成本上来，而成本推动导致的物

价上涨惯性更大，持续性更强，波及面更广，治理起来就

更复杂。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CPI6.4%超出

市场预期的 6.2% ， 主要是两大原因， 一是翘尾大约

3.9%，二是上半年大多数月份环比高于历史同期；PPI 环

比与上月持平，反弹主要是去年同期基数下降推高了读

数。 预计未来 PPI 继续反弹 ，10 月份之前 CPI 保持在

6.0%左右的高位运行， 一不小心还会再破新高，11 月份

之后可能回落。 （据新华社电）

■

CPI 上涨影响

存银行 1 万元

1 年亏 273 元

CPI 同比涨 6.4%， 这对把钱存在

银行的老百姓来说意味着这笔存款将

缩水，下面我们来算一下：

央行 7 月 7 日起执行 1 年期存款

基准利率 3.5%，以该利率计算，如果在

去年 6 月存入一笔 1 万元一年期定存，

今年 6 月到期后， 连本带息可取出

10350 元 。 由 于 6 月 CPI 同 比 上 涨

6.4%，这 10350 元若用于日常消费，仅相

当于一年前的 9727 元，比当初存入的 1

万元贬值 273 元。（据《每日经济新闻》）

6.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