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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9月翘尾和新涨价因素对CPI的影响

2010年各月CPI涨幅

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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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全年CPI3%左右
前三季度我省 CPI 持续走高，那么未来我

省物价形势如何？
这份报告分析，未来我省价格总体走势仍

将在主动性上涨与宏观调控之间行进，全年
CPI3%左右。对这一判断，省统计局城调队分
析了原因。

一是粮食和资源型产品价格稳步上涨，对
CPI形成一定压力。

国家决定从明年新粮上市起适当提高主产
区2011年生产的小麦最低收购价水平，国家最低
收购价政策决定了粮食价格仍将保持上涨趋势。

资源性产品调价积少成多，水、电、气价格
近期均有提价要求。粮食、资源型产品在价格
体系中具有基础地位，其价格上涨将对相关行
业产品形成连锁推动，对CPI构成上涨压力。

二是输入型通胀压力再现。
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货币超量发行，流

向商品领域，大宗商品价格再度大幅上涨。9
月农产品现货、期货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3.2%、
30.2%。受有色金属价格上涨的影响，工业生
产资料现货、期货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20.4%、
24%。在农产品和有色金属等初级产品价格上
涨的带动下，9 月份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的
现货、期货价格比去年同期分别上涨 21%、
19.3%，输入型通胀压力趋于增强。

“虽然有多种因素影响价格，但价格大幅上
涨的可能性不大。”省城调队相关负责人分析，就
涨价幅度高的粮食来说，我省全年粮食丰收增
产，库存充足。随着副食品供求矛盾改善，鲜活
食品价格趋于稳定，只要不出现大的自然灾害，
食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此外，国家房地产、货币等宏观调控政策趋
向成熟、效果逐渐积累，有利于价格稳定。

前三季度我省CPI上涨2.8%，预计全年CPI3%左右

16类食品价格全部上涨

近七成商品价格上涨，16类食品价格全部上涨。昨日，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发布报告称，前三季度，河南市场物价
总水平受翘尾因素和农产品、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影响，涨幅持续扩大。与上年同期相比，前三季度全省居民消费价格
（CPI）上涨2.8%，涨幅较去年同期高出3.7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2.9%，农村上涨2.7%。 晚报记者 程国平

数据：近七成商品价格上涨
2009 年下半年，在宏观经济回暖带动

下，全省物价总水平环比止跌转升。
从季度数据看，2009年四季度CPI同比

涨幅为 0.4%，今年 1~3 季度全省 CPI 同比涨
幅分别为2.0%、2.6%、3.7%，去年四季度以来
持续上涨趋势明显，上涨速度逐步加快。

八大类商品中，前三季度食品类价格同
比上涨 6.8%，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上涨
2.9%，居住类上涨 2.8%，烟酒及用品上涨
1.1%，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上涨0.5%，
衣着类上涨0.5%，交通和通信类下降0.7%，家
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下降0.7%。

在调查的 262个基本分类中，去年 12月
同比上涨的数量为139个，今年3月份扩大至
148个，6月份进一步扩大至175个，9月份扩
大至180个，将近七成的商品价格上涨。

重点：16类食品价格全部上涨
前三季度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6.8%，拉

动价格总水平上涨 1.97个百分点，调查的 16
类食品价格全部上涨。

粮食价格上涨9.6%，比去年同期涨幅高出
2.3个百分点。其中大米上涨18.2%，面粉上涨
6.5%，粮食制品上涨5.5%，其他粮食上涨19.2%。

在国家持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背
景下，河南粮食价格自 2007年 6月份起环比
连续 38 个月攀升。今年以来受西南干旱以
及杂粮价格暴涨影响，粮价上涨速度较快，9
月份较上年年底已上涨7.9%。

灾害性天气造成鲜菜等价格大幅上涨。
去年冬季河南大部遭遇了多年不遇的大雪，
气温急剧降低，冻死冻坏部分蔬菜和幼苗，一
些菜农没有能够及时补种蔬菜，造成春季蔬
菜上市量小。

而今年春季光照不足、气候反常也影响
了鲜菜产量。前三季度全省鲜菜价格同比上
涨 19.8%，其中 1~4 月份涨幅分别达 25.3%、
36.1%、21.2%、25.7%，价格涨幅大、高价运行
时间长成为今年蔬菜价格运行的显著特点。

此外，三季度以来，肉、禽、蛋、水产品价
格也普遍上涨。包括工业品价格及服务价格
都有所上涨。

前三季度CPI上升 2.8%，上涨的类别多
为涉及居民“衣食住行”的生活必需品。据
对84类生活费用商品及服务抽样调查显示，
郑州市、平顶山市、辉县市前三季度生活费
用价格同比分别上涨3.6%、6.1%、3.9%，均明

显高于同期CPI涨幅。
目前物价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是由食品

价格上涨引发的，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中用于
支付食品开支的比重很高，生活费用大幅上
涨，使生活成本进一步提高，生活负担加重。

省城调队出炉的这份报告显示，影响前
三季度CPI走势的主要因素比较多，有较为
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物价总水平温和上
涨原因，也有翘尾因素的影响。

此外，自然灾害频发，部分农产品供给
不足或遭到囤积炒作，价格上涨较快。

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货币供应量大、资
金使用成本低，社会剩余货币流向个别产量
小、易存储的农产品，出现了囤积、炒作、操
纵价格的行为，大蒜、绿豆、杂粮等价格先后
出现暴涨。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通胀预期强化，
对物价产生一定影响。

工资调整、农产品涨价、负利率、大宗
产品价格上涨、国际热钱涌入等造成通胀
预期增强。较高的通胀预期首先使人们担
心货币购买力下降，寻求资产保值增值，造
成资产价格异常波动；其次，通胀预期较高
将给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居民带来较大的心
理压力，影响社会稳定；第三，通胀预期会
使人们对价格变动敏感性增强，容易出现
非理性消费。

分析：多因素促我省CPI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