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分析·

CPI 涨幅缘何落至

两年半来新低

“1.8％的涨幅在市场预期之内。

两年半来首度回落到 2％以内。 随着

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 和此前大力度

的控物价措施的见效，CPI 涨幅已进

入了下行通道。农产品的丰收，更是为

此奠定了基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分析指出。

食品价格的基本稳定和涨幅回

落，是 CPI 涨幅回落的首要原因。 从

更能反映价格变动最新情况的环比数

据看，7 月份我国食品价格环比下降

0.1％。 其中， 猪肉价格环比下降

0.3％，水产品价格下降 0.6％，蛋价格

下降 2.3％，鲜菜价格上涨 0.2％。

此轮 CPI 涨幅的回落，不计季节

性因素带来的微小反弹和波动， 总体

上已经持续了 1 年。 从去年 7 月份同

比涨幅的高峰 6.5％，到今年 7 月份的

1.8％，回落的幅度不小，食品价格的

涨幅回落是首要原因， 而大环境是经

济增速的持续回落。

从 2011年一季度起，中国经济同

比增速已经连续 6 个季度回落，从

9.7％一路回落到 7.6％。 虽然目前经

济已经出现了缓中趋稳的迹象，但

7％平台的经济增速下的总需求，显然

弱于 9％至 10％增速平台的总需求。

张立群指出，总需求放缓，反映供需关

系的物价自然涨幅回落。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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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记者采访中发现， 相比前期高涨幅的

CPI， 眼下的物价涨幅已显得缓和了许多，这

也为调整经济结构， 促进经济长远发展腾出

了空间。 例如，楼市涨幅趋于缓和，为调整商

品房和保障房的结构提供了空间； 车市涨幅

趋于缓和， 为调整私人交通和公共交通的结

构提供了空间等等。

在经济增速放缓过程中， 一些企业和行

业的结构调整也显露出积极的因素。

“压力太大！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

任潘建康说。 但真正令他忧虑的不是开发区

经济增速和出口增幅下降， 而是园区内企业

如何转型，更好地寻求新的市场。 据潘建康介

绍，今年以来一个迹象非常明显，以内销为主

的企业销售量普遍增长 20％至 30％，而外销

为主的企业则相对减少 20％至 30％。

在昆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 为应对外接

需求疲软，公司已将内外销比例由此前的 7∶

3 调整为 6∶4，同时缩减老产品生产线。“要

不是加大内销比例并调整产品结构， 今年的

营业额将更不‘好看’。 ”公司负责人说。

一些企业调转“船头” 开拓内需转型升

级， 另外一些企业则专注技术革新占领世界

市场。“我们的目标是，将显示器做到一个毫

米厚。 ”维信诺显示技术公司研发中心主任高

裕弟说。

专家分析认为，CPI持续走低， 经济增速

放缓， 为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

了机遇。 比如在国际经济低迷的形势倒逼之

下，今年前 5 个月，我国电子、机械产品贸易

额增幅超过 9％； 而初加工产品为 7％左右，

且增幅逐月下降。 （据新华社电）

7 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 1.8％， 涨幅两年半来首度

回落到 2％以内，食品价格涨幅回落是主因———

“控物价”与“稳增长”如何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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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7 月我市CPI

同比增长 1 . 6 %

涨幅创 25个月以来新低

晨报讯（记者 夏国锋 通讯员

常颖）“现在鸡蛋和蔬菜价格确实降了

不少， 平均下来每月家里可节省开支

近百元。 ”8 月 8 日在新区淇滨菜市

场， 谭女士边买鸡蛋边与店主谈论物

价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她希望以后物

价不要有大的波动。当日，记者从市统

计局获悉，7 月份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同比上涨 1.6%， 创 25 个月以

来涨幅新低。 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

平环比下降 0.1%。

据了解 ， 本月蔬菜环比下降

0.2%，同比下降 0.7%，干鲜瓜果价格

环比持平。 鸡蛋价格本月环比下降

4.8%；水产品本月环比下降 1.3%。

CPI持续走低，

是否按下葫芦又起瓢？

“7 月份食品价格整体相对稳定，是

助推 CPI持续下行的关键因素， 翘尾因

素回落也加固了这一趋势。 ”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说。

“CPI下降有利于百姓生活成本下

降，但也要看到它的另一面。 ”亚洲开发

银行经济学家庄健说，“部分企业对国

内经济景气度预期不高，企业生产意愿

不足。 ”

能够体现企业生产扩张意愿的

PMI 与 PPI 数据佐证了这一点，7 月份

的 PMI 为 50.1％， 已是连续 3 个月下

跌；PPI也是多月逐步走低。

据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

介绍，经济增长下降 1 个百分点，CPI会

下降 0.5％至 0.7％。

“CPI下行是经济增速放缓的结果，

但如果 CPI持续下行， 会进一步影响投

资意愿，导致企业盈利水平下降，反过

来影响经济增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副院长孙立坚对记者说。

专家分析，去年以来，包括人力、原

材料成本在内的企业生产成本大幅提

高，而以家电为代表的终端消费品价格

却不断下跌，这些情况表明：一是中间

环节装备工业或商业利润被压缩；二是

有效需求减少，这样不容易调动实体经

济生产的积极性。

“企业是就业的稳定器。 ”中国（海

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要

防止 CPI走低引发的就业问题。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

元春表示， 稳增长措施将对价格产生

“托底”效应，预计下半年对 CPI的作用

力度为 1.7个百分点。

事实上，今年以来，在外部经济低迷和内

需扩张动力不足的双重影响之下， 我国经济

增速已经连续多个季度出现下降。“三驾马

车”动力不足。

外贸受到海外市场萎缩影响， 今年上半

年外贸进出口总值告别此前两位数的增速，

同比增长 8％。一些外贸企业在成本上升和订

单减少中徘徊；消费需求稳定但缺乏新引擎；

投资增速也一度有所减缓。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称， 国际

经济形势仍不明朗需求疲弱、 贸易摩擦加剧

可能令外贸雪上加霜、 国内控物价防通胀仍

不能放松。 经济增速与 CPI增幅回落，为宏观

经济政策提供了更大空间， 这是许多经济学

家的共识，特别是 7 月份 CPI再次探底之后，

如何实现保增长？

经济学者叶檀等判断， 通胀缓解为下半

年货币政策打开了空间，“当前货币政策基调

为稳健，但偏向宽松的势头渐显，倘若经济形

势仍不够景气，还有降息与降准的空间。 但要

把握政策的节奏与力度。 ”

“政策空间还很大，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压

着水花调控。 ”盛来运说。

事实上，二季度以来，一些稳增长的措施

陆续出台， 央行一个月内两次调低存贷款利

率，一批事关国民生计的项目获发改委批准，

投资和需求拉动的力度逐步增加。

那么如何寻求保增长的长远发展， 形成

以内需为主体的经济拉动呢？ 专家认为，改善

收入分配制度体系是当务之急。

一组数据显示，2011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8.4％， 低于 GDP 增

长 9.2％和公共财政收入增长 24.8％的幅度。

与此同时， 消费占我国 GDP 的比重不到

50％，远低于发达国家 70％的水平，甚至低于

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

夫说。“关键是在顶层设计上落实‘两个提

高’， 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迟福林说。

CPI持续走低，如何实现保增长？

CPI持续走低，为调整结构腾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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