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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向东（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
家）：随着物价的逐步回落，政策上
也会出现相应的调整。微调主要
体现在：一、对在建项目在信贷上
有限宽松；二、对中小或微小企业
的信贷进行定向宽松；三、对中小
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进
行减税；四、财政上对一些产业的
在建项目进行支持。

滕泰（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
家）：10 月物价指数符合市场预
期，预计下个月 CPI 回落到 5%以
下，明年一季度回落到 4%以下，
明年 6 月份回落到 3%以下，明年
9 月可能跌破 2%。物价回落趋势
已然明了，货币政策没必要再紧，
从结构性预微调到总量转向只是
时间问题。

连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
家）：CPl、PPl双双回落，趋势下降
已成定局，物价开启了新一轮下行
周期。

鲁政委（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
家）：物价进入回落通道，经济“软
着陆”成功。展望未来，11、12月份
CPI 都将跌破 5.0%，全年 CPI 预计
在5.4%~5.6%。

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1 年 10 月份，全国居
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
同比上涨5.5%。其中，城
市上涨 5.4%，农村上涨
5.9% ；食 品 价 格 上 涨
11.9%，非食品价格上涨
2.7%；消费品价格上涨
6.6%，服务项目价格上涨
2.8%。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 总 水 平 环 比 上 涨
0.1%。其中，城市上涨
0.1%，农村与上月持平；
食品价格下降0.2%，非食
品价格上涨0.2%；消费品
价格上涨0.1%，服务项目
价格上涨0.2%。

国家统计局同日发
布的另一报告显示，10月
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 格（PPI）同 比 上 涨
5.0％，环比下降0.7％；工
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
上 涨 8.0％ ，环 比 下 降
0.7％。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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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10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的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了0.6个百分点。
从7月份达到年内峰值的6.5％，到8月份的6.2％、9月份的6.1％，再到10月份的5.5％，CPI同比涨幅形成了一

条清晰的下行曲线，而且下行幅度在加大。
“现在物价绝对水平还处于高位，但物价涨幅正加快回落，价格调控取得明显成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

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指出。

食品价格涨幅回落明显
涨也食品，落也食品。本轮物价上涨的“领头

羊”和主导性力量食品类价格近来出现新变化。
统计显示，10月份我国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

11.9％，涨幅比 9月份回落了 1.5个百分点，比 7月
份更是回落了 2.9个百分点。前期一些涨幅突出、
百姓反映强烈的食品价格的同比涨幅出现了明显
回落，有的甚至转为下降。

以猪肉价格为例，10月份我国猪肉价格同比上
涨38.9％，涨幅比7月份回落了17.8个百分点；国家
统计局监测的50个城市猪肉后臀尖的平均价已经
从 7月上旬的每公斤 31.25元回落至 10月下旬的
30.47元。

再如蛋类价格，10月份我国蛋类价格同比上涨
12.6％，涨幅比 9月份回落 1.6个百分点；50个城市
散装鲜鸡蛋平均价格已经从 9 月上旬的每公斤
10.94元回落到10月下旬的10.04元。

蔬菜类价格则出现了同比下降。10月份我国
鲜菜价格同比下降了 6.8％，而上月还是上涨
2.1％。50个城市大白菜的平均价格已经从 9月上
旬的每公斤2.8元降到10月下旬的2.21元。

从更能反映价格最新变动的环比数据看，食品
价格的回落更为明显。10月份我国食品类价格出
现近来罕有的环比下降，降幅为0.2％。其中，鲜菜
价格环比下降 3.4％，猪肉价格环比下降 1.8％，蛋
价格环比下降3.8％。

“本轮物价上涨食品是主导性力量。现在猪肉
价格已经基本稳下来了，而蔬菜价格降得比较明
显。国家发展农产品生产、增加供应、平抑价格的
一系列举措效果日益显现。”张立群认为。

虽然CPI涨幅正加快回落，但百姓仍
然觉得目前物价水平较高，专家也认为当
前通胀压力依然较大，价格调控仍需继续
努力，切不可掉以轻心。

专家们认为，未来两个月CPI同比涨
幅会随翘尾因素的快速消失而进一步明
显回落。去年涨价的翘尾因素，已经从 7
月份的 3.3个百分点、9月份的 2.1个百分
点，回落到10月份的近1.5个百分点，而到
12月份就会为零。翘尾因素的回落是统
计技术层面的原因，并不代表真正的价格
涨幅回落。

“虽然价格涨幅回落了，但没有理由
过于乐观。物价还在高位，同比回落有翘
尾因素消退的原因，CPI环比还在上涨。
食品价格存在反弹可能，前期释放的超量
货币仍然存在，通胀压力仍然较大。”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
军说。

随着冬季的到来，猪肉消费进入旺
季。猪肉价格波动周期一般为三年，目
前上涨的周期还没有完全走完。随着
元旦、春节等节假日的到来，各类消费
将进入传统旺季，物价上行的动力可能

会有所增强。
货币存量仍然明显偏大。张立群分

析指出，目前广义货币M2余额是 78万多
亿元，是 GDP的 1.8倍，而 2008年是 1.54
倍。从货币的存量能够看出，通胀压力还
不能忽视。此外，房地产价格虽然出现松
动，但房价仍然总体处于高位，房地产市
场仍然存在反弹压力。

“考虑到成本推动因素，此轮物价上
涨具有一些中长期特征。成本推动问题
不是简单通过货币政策能够奏效的，价格
调控要做长期打算。”王军强调。

价格是经济的杠杆和灵敏反映，价格
调控政策是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
分。CPI同比涨幅加快回落，体现了怎样
的经济形势？对宏观政策的走向将产生
怎样的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
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经济减速，外需下
降，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保持经济增
长的稳定性成为宏观调控潜在的新挑
战。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发
出了宏观政策预调微调的信号。

“价格涨幅的回落，体现了中国经济
总需求出现回落，是经济增速连续回落

的自然反应。”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
院长刘元春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同
比增速逐季回落，四季度经济增速会继
续回落。

“价格涨幅的加快回落，为宏观政策
预调微调提供了有利条件。”张立群认为，
目前在房地产调控坚定不移、货币存量仍
然偏大的背景下，稳健的货币政策总基调
不能变，但在实际执行中，可以从一度实
际收紧转向真正的中性，巩固经济增长的
市场基础和内生动力。

货币政策受控通胀和稳增长“两难”
局限之时，财政政策近来频频出手，体现

了积极财政政策对舒缓中小企业困难的
独特作用。

“政策预调微调关键在于把握‘度’，
太松不利于控制通胀，再紧会对增长产生
负面影响。”王军说，这就要求宏观政策要
密切观察经济形势的变化，相机抉择。

张立群强调，中国宏观政策从应对
危机的扩张刺激回归常态的转变已经完
成，再度实行总量扩张政策的风险和代
价太大。应当借外部环境的变化，真正
推动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把中国经济
引向更高质量、更少消耗的新的增长轨
道上来。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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