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工业价格再创新高，通胀结构分化继续 

——黄昱程 

 

 

2021年 9月 
CPI同比

(%) 

PPI 同比

(%) 

统计局 0.7 10.7 

北大国民经济研究中心预测 0.5 10.2 

wind 市场预测均值 0.8 10.2 

2020 年均值 2.5  -1.8  

 

要点 

● 疫情好转带动需求回暖，猪价仍是主要压低因素 

● 食品项普遍回落显著，交通通信拉动非食品上涨 

● 上游采掘原材料高涨，PPI年内或将持续破十 

● 工业价格上下游传导不足，供给冲击下价格结构分化

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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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2021年 9月，CPI同比增长 0.7%，涨幅较上月回落 0.1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涨幅

较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其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 0 个百分点，比上月回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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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扣除食

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来看，9 月同比上涨 1.2%，涨幅较上月相同，显示内需复苏温和，

总体价格水平保持平稳。 

PPI同比增长 10.7%，较上月涨幅扩大 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2%，环比涨幅扩大 0.5

个百分点。其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 1.8个百分点，与上月相同；新涨价影响约为

8.9 个百分点，比上月扩大 1.2个百分点。 

  
图 1 CPI、PPI 当月同比增速（%） 图 2 CPI、PPI 环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疫情好转带动需求回暖，猪价仍是主要压低因素 

9月份，国内疫情边际好转，消费市场供需基本平稳，价格总体稳定。非食品价格同比

环比都上升，食品价格同比环比下降显著，猪肉价格下跌依旧是压低 CPI的主要因素。 

  
图 3 CPI 食品与非食品当月同比增速（%） 图 4 CPI 食品与非食品环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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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食品项中，从同比看，食品价格下降 5.2%，降幅扩大 1.1%，影响 CPI下降约 0.98个百

分点，9 月猪肉仍是主要压制因素，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46.9%，降幅扩大 2.0 个百分点，影

响 CPI 下降约 1.0 个百分点。食品项八大类同比较上月均有所下滑，其中鲜果同比降幅最

大，具体而言：粮食、食用油同比分别为 0.7%、6.5%，较上月回落 0.1%、0.3%；鲜菜、畜

肉同比分别为-2.5%、-28.5%，较上月降幅扩大 1%、1.4%；水产品、蛋类同比分别为 9.8%、

12.6%，较上月下滑 1.9%和 1.3%；奶、鲜果同比分别为 1.6%、-0.8%，较上月分别下滑 0.2%、

5.8%。 

  
图 5 粮食、食用油、鲜菜、畜肉价格同比（%） 图 6 水产品、蛋、奶、鲜果价格同比（%）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从环比看，食品价格下降 0.7%，较上月下滑 1.5%，影响 CPI下降约 0.12 个百分点。9

月猪肉供应充足导致猪价下降 5.1%，降幅较上月扩大 3.7%。食品八大类除鲜果外环比均有

所下滑，具体而言：粮食、食用油环比都下降 0.1%，较上月回落 0.2%、0.1%；鲜菜、畜肉

环比分别为 1%、-2.3%，较上月分别下滑 7.6%、1.4%；水产品、蛋类环比分别为-2.5%、-

0.2%，较上月分别下滑 0.2%和 7.5%；奶、鲜果环比分别为-0.4%、0%，较上月分别变化-0.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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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图 7 粮食、食用油、鲜菜、畜肉价格环比（%） 图 8 水产品、蛋、奶、鲜果价格环比（%）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另外，从食品烟草指标来看，9 月食品烟草价格同比下降 2.8%，环比下降 0.4%，而食

品项同比下降 5.2%，表明食品烟草项同比主要受烟草和酒类拉动，具体而言，9月烟草同比

上升 1.5%、环比上升 0.1%，酒类同比上升 2.1%、环比下降 0.5%。 

  
图 9 食品烟酒、烟草、酒类价格同比（%） 图 10 食品烟酒、烟草、酒类价格环比（%）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非食品项中，从同比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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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工业消费品同比上涨 2.8%的影响，特别是其中汽油和柴油价格分

别上涨 23.4%和 25.7%，交通和通信类是非食品同比上涨的主要拉动因素。非食品项七大类

价格同比增速较上月 3升 2持平 2下降，其中，同比增速较上月扩大的是：居住、教育文化

和娱乐价格、其他用品和服务，同比分别为 1.3%、3.2%、-2.8%，分别扩大 0.2%、0.2%、1.1%；

同比增速较上月不变的有：衣着、医疗保健，同比分别为 0.5%、0.4%；同比增速较上月回落

的是：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同比分别为 0.5%、5.8%，分别回落 0.1%和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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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图 11 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同比（%） 
图 12 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价

格、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同比（%）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从环比看，非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0.2%，较上月扩大 0.3个百分点，影响 CPI上涨约 0.16

个百分点。受冬装新品上市、新学期开学部分学校收费上调影响，衣着、教育文化和娱乐成

为非食品项主要拉动因素，非食品项七大类价格环比 4上涨 1持平 2下降，其中环比上涨的

有：衣着、居住、教育文化和娱乐、其他用品和服务，环比分别为 0.8%、0.2%、0.7%、0.3%，

较上月变化 0.9%、0.1%、0.7%、1.2%；医疗保健环比持平，较上月不变；受暑期结束叠加散

点疫情影响，环比下降的有：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环比分别为-0.1%、-0.2%，较

上月变化-0.2%、0.4%。 

  

图 13 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环比（%） 
图 14 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价

格、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环比（%）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上游采掘原材料高涨，PPI或将持续破 10 

受短期市场供需缺口尚未缩小叠加煤炭和部分高耗能行业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工

业品价格涨幅继续扩大，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剪刀差继续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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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价格同比增速（%） 图 16 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价格环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分大类，从同比看，9 月 PPI 上涨 10.7%，涨幅扩大 1.2%。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

响，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14.2%，涨幅扩大 1.5%，其中采掘、原材料、加工同比为 49.4%、

20.4%、8.9%，较上月变化 7.6%、2.1%、0.9%；受国内一系列保供稳价的政策影响，生活资

料价格上涨 0.4%，涨幅扩大 0.1%，其中食品、衣着、一般日用品、耐用消费品同比为 0.7%、

0.4%、0.4%、0.2%，较上月变化-0.2%、0.4%、0.3%、0.3%。采掘、原材料工业成为此次 PPI

同比上涨的主要拉动因素。 

  
图 17 生产资料价格分项同比增速（%） 图 18 生活资料价格分项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从环比看，9 月 PPI 上涨 1.2%，涨幅扩大 0.5%。受市场供需缺口叠加煤炭和部分高耗

能行业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1.5%，涨幅扩大 0.6%，其中采掘、原

材料、加工环比为 5.5%、1.9%、0.9%，较上月变化 2.5%、1%、0.2%；生活资料价格持平，

其中食品、衣着、一般日用品、耐用消费品环比为-0.1%、0.2%、-0.1%、0%，较上月变化-

0.1%、-0.1%、-0.1%、0.2%。采掘、原材料工业成为此次 PPI 环比上涨的主要拉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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