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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专栏作家 吴金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 9 月

份，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涨幅 0.7%，较上月边际下降 0.1 个百分

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涨幅 10.7%，较上月边际上升 1.2 个百

分点。CPI 八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两降。 

食品烟酒项是本月总 CPI 的拖累项，非食品项中居住项以及教育文化

和娱乐 CPI 边际拉升 CPI。9 月 CPI 同比上涨 0.7%，较上月边际下降 0.1

个百分点；CPI 环比与上月持平。具体分项中，9 月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下降

2.8%，降幅比上月扩大 0.8 个百分点，边际拖累总 CPI 下降约 0.227 个百

分点，是本月总 CPI 的最大拖累项。9 月 CPI 的边际拖累项还有交通和通

信项（拖累本月总 CPI 0.01 个百分点）、生活用品及服务项（拖累 0.005

个百分点）。9 月 CPI 同比增速的边际正贡献主要来自于：居住（0.0442

个百分点）、教育文化和娱乐（0.027 个百分点）、其它用品和服务（0.02

个百分点）。 

9月核心CPI同比增速高于CPI同比，显示非食品项贡献大于食品项，

本月新涨价因素主要来自于非食品项。本月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增速 1.2%，高于当月食品同比增速-5.2%和当月总 CPI 同比增速 0.7%

的水平，表明非食品项价格正贡献大于食品项。9月食品项价格下降 5.2%，

降幅较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下降约 0.98 个百分点。其中猪肉

价格下降 46.9%，降幅扩大 2.0 个百分点；此外，本月淡水鱼、鸡蛋价格

分别上涨 21.0%、14.2%，涨幅较上月均有回落。经计算本月猪肉权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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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较 8 月略微下降 0.04 个百分点（表 1）。近期国家开启第三轮猪肉

收储之后部分抑制了猪肉大幅下跌的态势，预计四季度食品项 CPI 可能随

着猪肉消费的上升而小幅上行。9 月非食品价格上涨 2.0%，涨幅扩大 0.1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1.65 个百分点。受 9 月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影

响，本月汽油和柴油价格也分别上涨 23.4%和 25.7%，涨幅均有扩大。9

月适逢开学，教育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1.7%，同时随着暑期结束出行需求下

降，9 月飞机票、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下降 9.9%、3.3%和 2.2%。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9 月份 0.7%的 CPI 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

影响为 0，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 0.7 个百分点，比上

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表明翘尾因素逐渐减弱，新涨价因素主要来自于非

食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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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食品项 CPI 边际涨幅来看，居住以及教育文化和娱乐项均上升。交

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仍处于高位。CPI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

涨一降。CPI 服务项中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

文化和娱乐、医疗服务、其它用品和服务价格同比分别为 0.5%、1.3%、

0.5%、5.8%、3.2%、0.4%和-2.8%；较上月分别变动 0、0.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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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1.1 个百分点，对 CPI 的边际贡献分别为：0、0.0442、-0.005、

-0.01、0.0273、0、0.02 个百分点。9 月 CPI 八大项中同比边际正贡献的

主要是：居住（0.0442 个百分点）、教育文化和娱乐（0.0273 个百分点）、

其它用品和服务（0.02 个百分点）。9 月边际拉低 CPI 的主要是食品烟酒

（-0.2278 个百分点）、交通和通信（-0.11 个百分点）、生活用品和服务

（-0.005 个百分点）；而衣着和医疗保健两分项本月对总 CPI 同比增速的

边际贡献为 0。 

 



 

 - 6 - 

 

PPI 同比和环比增速再次双双扩大。PPI 涨价主要贡献来自于生产资料，

尤其是煤炭开采业工业以及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能源行业 PPI

涨幅较大。2021 年 9 月 PPI 同比大幅上升至 10.7%，较上月提高 1.2 个百

分点；9 月 PPI 环比 1.2%，较上约上升 0.5 个百分点。主因 9 月国际大宗

商品价格和国内工业品继续维持在高位。9 月电耗增加，动力煤需求旺盛，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黑色工业品价格涨幅继续扩大。此外 9 月中国出口增

速继续超预期向好带动国内工业制造业生产，全球主要国家普遍能源危机

等内外多重因素叠加是本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大幅上升的原因。9 月生产资

料价格上涨 14.2%，涨幅扩大 1.5 个百分点，对总 PPI 的边际贡献为 1.12

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0.4%，涨幅扩大 0.1 个百分点，对总 PPI 的

边际贡献为 0.05 个百分点。9 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主要是生产

资料中的煤炭开采工业品价格和石油及天燃气 PPI 大幅上涨所致。具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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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来看，9 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同比增长 74.9%，较上月上升 17.8 个百分

点。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同比增速 43.6%，较上月上升 2.3 个百分点。石

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9 月 PPI 同比 40.5%，较上月上升 5.2 个百

分点。能源类工业品价格大幅上涨主因本轮能源危机所致，9 月国际原油

价格上升到 90 美元/桶，加上国际天燃气价格也大幅上涨；而国内主要是

煤炭供应减少导致煤炭价格上涨，拉闸限电等导致能源相关的工业品价格

大幅上涨。我国 9 月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PPI

同比分别上升 0.2%和 8.5%。涨幅较上月分别上升 0.5 和 2.9 个百分点。

其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PPI 涨幅是 2015 年 2 月来最大的涨幅。

国家发改委放开居民用电之外的工业用电价格，可能结束未来工业用电单

边持续负增长的趋势。此外，其他工业品尽管上涨的幅度有所下降，但整

体上涨幅还维持在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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