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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7 月 总第 4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编

NAES 月度经济（物价）分析

●● 6 月份 CPI 上涨 2.3％，略低于市场预期

●● PPI 同比降幅继续缩窄，短期内仍难以转正

●● 下半年 CPI 或略有回升，但全年调控目标基本可实现

●● 宏观政策选择或将影响未来物价走势，应谨慎选择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6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2.3 ％，其中，城市

上涨 2.4%，农村上涨 2.1%；食品价格上涨 3.7%，非食品价格上涨

1.7%；消费品价格上涨 2.2%，服务价格上涨 2.6%。2014 年上半年，

CPI 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 2.3%。在数据发布之前，市场普遍预期 6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2.4％～ 2.6％，实际数据略低于市场预期。

从 6 月份环比数据来看，CPI 环比下降 0.1%。其中，城市下降

0.1%，农村下降 0.1%；食品价格下降 0.4%，非食品价格持平；消费

品价格下降 0.2%，服务价格上涨 0.1%。由于翘尾因素对 5 月份和 6

月份的影响因素相同，均为 1.7 个百分点，6 月份 CPI 环比下降使得

物价总水平温和可控的特点更加明显。

6 月 份 CPI 上 涨

2.3％，略低于市

场预期

图 1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6 月 CPI 同比、环比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CPI 八大类商品价格中，除烟酒及用品价格同比下降 0.6% 之外，

其余七类商品价格同比均上涨。其中，衣着价格同比上涨 2.6%；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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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I 同比降幅继续

缩窄，短期内仍

难以转正

住价格同比上涨 2.2%；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1%；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价格同比上涨 1.3%；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

价格同比上涨 1.2%；交通和通信价格同比小幅上涨 0.6%。

与 5 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4.1％相比，6 月份，食品价格上涨

幅度略有下降，同比上涨 3.7%，影响 CPI 上涨约 1.21 个百分点。虽

然由于季节因素，鲜果类价格依然保持上涨，且涨幅达到 19.8％，肉

禽类，特别是猪肉价格同比下跌 2.7％，影响 CPI 下降约 0.08 个百分

点。其他类别食品中，水产品价格上涨 4.0%；粮食上涨 3.2%；鲜菜

下降 1.8%。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除鸡蛋和牛羊肉外，主要食品价格

的涨跌幅度多数进一步趋于缓和。

表 1 2014 年 6 月下旬和 7 月上旬 50 个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变动情况

单位：元 / 升（油）、元 / 千克（其他食品）

品名与规格 6 月下旬价格 涨跌幅（%） 7 月上旬价格 涨跌幅（%）

大米（梗米） 5.97 0.2 5.98 0.2

面粉（标粉） 4.54 0.7 4.54 0.0

大豆油（5L） 10.73 -0.6 10.71 -0.2

猪肉（后腿） 23.56 -0.7 23.46 -0.4

牛肉（腿肉） 66.14 -0.1 66.24 0.1

鸡蛋（散鲜） 10.77 0.2 11.05 2.6

大白菜 2.93 8.9 3.05 4.1

油菜 5.03 10.6 5.33 6.0

苹果（富士） 14.15 2.2 14.41 1.8

香蕉（国产） 8.68 -2.4 8.67 -0.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6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1.1%，环比下降 0.2%。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1.5%，环比下降 0.1%。1 ～ 6 月份，

PPI 同比下降 1.8%，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2.0%。中国 PPI 同

比降幅继续缩窄，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工业品价格趋于企稳回升的态势

大致保持同步。

从同比数据看，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下降

1.5%，影响 PPI 下降约 1.16 个百分点，其中采掘业价格下降较突出。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同比下降 4.1%，有色金

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下降 3.6%，燃料动力类价格下降 1.3%，化工原料

类价格下降 1.2%，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类价格上涨 0.5%，农副产品类价

格上涨 0.1%。从环比数据看，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价格

环比下降 0.3%，影响 PPI 下降约 0.2 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中，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环比下降 1.0%，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类价格下

CPI 八大类商品价

格同比依然“七

涨一降”，食品类

价格涨幅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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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0.3%，燃料动力类价格下降 0.2%，农副产品类价格上涨 0.3%，有

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上涨 0.1%。

2014 年 6 月下旬，对 24 个省（区、市）流通领域 9 大类 50 种重

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与 6 月中旬相比，20 种产品价格上

涨，23 种下降，7 种持平。7 月上旬的价格监测数据显示，与 6 月下旬

相比，18 种产品价格上涨，29 种下降，3 种持平。上涨的商品仍主要

集中在化工产品及有色金属行业。这说明制造业经济刺激政策尚未完

全发挥作用。2014 年下半年，生产者价格指数降幅或将继续缩窄，但

依然难以在短期内转正。经济下行压力仍在持续，制造业企业，特别

是中小企业库存压力大、经营困难等问题尚未明显缓解。

图 2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6 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跌幅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图 3 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6 月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涨跌幅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从目前国内外环境来看，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基本稳定、我国夏粮

总产量有所增长、国内猪肉等重要食品价格涨幅不大等，都成为下半

年物价形势稳定的关键因素。不过，由于经济刺激政策可能带来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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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速度变化、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控对租房等居住价格影响的不确定性、

劳动力成本以及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变化等因素，下半年 CPI 或将

有所上升，但全年预计 3.5% 的物价控制目标基本仍可完成。

目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经营困难，增长缺乏动力。在

5 ～ 6 月 CPI 温和可控的情况下，尽快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呼声日益

高涨。有些意见甚至认为，仅实施定向降准等措施惠及面还不够，下

半年可考虑全面降准两至三次。实际上，在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的时期

过度依靠宽松政策依然是经济增长方式尚未转变的表现，不符合新的

宏观调控政策所倡导的“促改革”和“调结构”要求。设法通过货币、

财税、收入政策的灵活配合，缓解企业经营压力，增加政府和企业对

融资成本、投资回报的敏感度；深化改革，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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