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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基建、稳地产，对通胀有何影响？——3 月物价点评 
  

主要观点： 

[Table_Summary] [Table_Summary] ⚫ 事件：3 月 CPI 同比增长 1.50%，预期值 1.26%，前值 0.90%；PPI 同比
8.30%，预期值 8.04%，前值 8.80%。 

⚫ 一、CPI 同比上涨 1.5%，高于前值；食品 CPI 同比降幅缩窄，环比由正转负，
猪肉、鲜果、水产品是主拖累，鲜菜、粮食是主支撑；非食品同比再度小幅上
升，环比涨幅较上月小幅下降，能源价格高企，服务价格较弱；核心 CPI 环比由
正转负，同比持平前值，经济景气总体较弱。 

CPI 同比上行，受疫情冲击和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化肥价格上行等影响，鲜
菜和粮食 CPI 同比上涨；国际油价和天然气价格仍在高位，再度拉动交通工具
燃料环比高升；经济受国内外扰动而承压，经济景气较上月下降，核心 CPI 环
比由正转负，同比持平前值。 

3 月 CPI 同比上涨 1.5%，高于前值；环比为 0%，较上月涨幅下降 0.6 个百
分点。其中，食品 CPI 环比受猪肉、鲜果、水产品拖累，下降 1.2%；非食品环
比上升 0.3%，略低于前值，拉动 CPI 上升约 0.25 个百分点，拉动力度不及 2
月，主因服务业受疫情冲击。核心 CPI 同比持平前值。PMI 和 BCI 指数均较上
月下降，因此核心 CPI 环比由正转负，下跌 0.1%。分项看： 

1、食品项：环比由正转负，下降 1.2%，其中猪肉、鲜果、水产品是主要拖
累项，鲜菜与粮食是主支撑。 

1）鲜菜价格受疫情冲击以及化肥价格上升的影响上涨，鲜菜 CPI 同比大幅
上升 17.2%；环比涨幅由上月的 6%降至 0.4%，仍是 CPI 环比的主要拉动项，
环比涨幅显著高于季节性约 10.8 个百分点；同比大幅上升 17.2%，较上月上升
17.3 个百分点。3 月 28 种重点监测蔬菜平均批发价环比上涨 2.33%；高频指标
看，4 月初 28 种重点监测蔬菜平均批发价略高于 3 月均值。 

2）粮食价格受国际粮食价格大幅上升及国内疫情影响上涨，粮食 CPI 环比
上升 0.5%，对 CPI 环比拉动 0.01%，与鲜菜拉动效果一致，环比涨幅略高于季
节性 0.49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 2%。国际粮食价格扰动提升，3 月 30 日央行印
发《关于做好 2022 年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强调粮食
安全金融保障，加大对大豆、油料等重要农产品供给金融支持；4 月 1 日国务院
副总理胡春华在全国玉米水稻生产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巩固发展稻谷
产量稳中有增的好势头，确保市场供应稳定。粮食安全重要性有所提升。 

3）鲜果与水产品环比均由正转负，同比涨幅均下降，水产品和鲜果 CPI 同
比涨幅较上月分别下跌 0.7 和 2.3 个百分点，鲜果环比低于季节性，但水产品略
高于季节性，禁渔期对水产品价格形成一定提振。 

4）猪肉 CPI 环比降幅继续扩大，下降 9.3%，低于上月 4.7 个百分点，低于
季节性约 3.6 个百分点，同比也延续下跌趋势，降幅较上月缩减 1.1 个百分点至-
41.4%。猪肉下跌主要原因仍是供给充足，2 月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已降至 0.5%，
但能繁母猪存栏同比一般领先猪肉价格变动 10 个月，从存栏对价格的领先性来
看，当前猪肉供给仍在高位，因此价格仍处于低位。4 月 1 日发改委会同有关方
面开展年内第三批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工作，拟于 4 月 2 日、3 日收储 4 万吨冻
猪肉，但提振效果有限，猪粮比仍持续低于 5:1，因此，发改委 4 月 8 日宣布拟
于近日开展年内第四批 4 万吨冻肉收储工作。 

2、非食品项：非食品环比上升，涨幅较上月有所下降，一方面国际油价和
天然气价格依然高企，拉动交通工具燃料 CPI 和居住水电燃料 CPI 环比上升；
另一方面疫情冲击房租和旅游业，服务业 CPI 普遍略低于季节性。 

3 月 CPI 非食品环比上升 0.3%，较季节性高 0.44 个百分点，同比上升
2.2%，涨幅高于上月 0.1 个百分点。非食品内部同比涨多跌少，环比涨跌互现，
具体从环比来看： 

1）显著低于季节性的分项为房租、西药和通信服务。疫情冲击下房租 CPI
持平前值，环比为 0%，低于季节性 0.28 个百分点，低于剔除疫情影响的季节性
（2016-2019 年同期均值）0.55 个百分点。西药环比与中药环比均上升，但西药
CPI 低于季节性 0.2 个百分点，是医药保健 CPI 低于季节性 0.1 个百分点的主拖
累。通信服务环比下降 0.1%，低于季节性 0.06 个百分点。 

2）旅游分项受疫情冲击影响，环比下降 2.6%，但高于剔除疫情影响的季节
性 4 个百分点。 

3）能源方面，国际油价持续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天然气价格持续走
高；交通工具用燃料受汽油、柴油价格上涨的影响，CPI 环比由上月的 6.1%升
至 7.1%，高于季节性 7.64 个百分点；居住水电燃料 CPI 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
拉动下上升，环比涨幅为 0.7%，高于上月的 0.1%，高于季节性 1 个百分点。 

3、核心 CPI：经济景气较上月下降，核心 CPI 环比下跌 0.1%，同比持平
前值 1.1%。3 月核心 CPI 环比由正转负，下跌 0.1%，但高于剔除疫情影响的季
节性 0.03 个百分点。受疫情冲击，3 月制造业 PMI、服务业 PMI、BCI 指数较上
月均下滑，经济承压。需求总体仍然疲弱，3 月核心 CPI 同比持平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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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PPI 同比涨幅下降，环比再度回升；受俄乌冲突等影响，煤炭、原油、黑
色、有色等重点品种价格基本全线上涨；上下游价格仍在传导，传导效果有所提
升。 

PPI 同比延续下行，主因基数较高，且下游行业 PPI 涨幅有限。在对俄制裁
加码、国内基建发力等影响下，重点工业品价格保持上涨，煤炭、原油、黑色、
有色产业链价格全线上升。3 月 CPI-PPI 负缺口缩减，PPI-PPIRM 缺口持平前
值，PPI 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增速差再度缩窄，说明上游价格继续向下游传导。 

PPI 同比延续下行，3 月 PPI 同比涨幅缩窄 0.5 个百分点至 8.3%，环比再升
0.6 个百分点至 1.1%，主因大宗商品价格在国际形势扰动下均有上涨，重点品种
煤炭、原油、黑色、有色产业链价格全面上升。3 月 CPI-PPI 负的缺口再度缩窄
1.1 个百分点至-6.8%，PPI-PPIRM 缺口持平前值-2.4%，上游成本继续向下游传
导。 

1、大类看：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增速差再度缩窄，缩窄幅度扩大。 
3 月 PPI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涨幅差距继续缩窄，PPI 生产资料同比涨幅下

降 0.7 个百分点至 10.7%，生活资料同比与前值持平，PPI 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增
速差缩窄 0.7 个百分点至 9.8%，缩窄幅度较前值上升，说明上游成本仍在向下
传导，传导效果略有提升。 

2、七大产业看：上游环比全面上涨，下游环比以升为主。 
上游环比全面上涨，下游环比主要靠食品和一般日用品拉动。采掘工业环比

上升 3.5 个百分点至 4.8%，同比涨幅扩大 5 个百分点至 38.0%，再度上升，主
要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升的影响；原材料工业同比涨幅缩窄 1.2 个百分点
至 16.7%；中游加工工业同比涨幅缩窄 0.9 个百分点至 5.7%。下游的食品和一
般日用品同比涨幅均有所上升，分别上升 0.3 和 0.4 个百分点；衣着和耐用消费
品同比分别上升 0.8%和 0.3%，但涨幅较上月缩窄。而环比来看，食品类和一般
日用品类 PPI 环比小幅上升，衣着类 PPI 环比下降 0.2%，耐用消费品类 PPI 环
比为 0%，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 

3、40 个工业行业看：油价与天然气仍在高位，重点品种基本全线上涨。 
1）煤炭价格涨幅继续扩大拉动煤炭产业链。煤炭价格环比涨幅全线上涨，

焦煤、动力煤分别环比上升 20.41%、3.70%，带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
由跌转升，涨幅扩大 4.9 个百分点至 2.5%。4 月 7 日至 8 日，美英日以及欧盟
对俄制裁加码，其中包括禁止俄罗斯煤炭进口，欧盟给成员国 120 天时间逐步
减少直至停止俄煤炭进口。国际煤炭供给受到冲击，国内方面，3 月 28 日国家
发展改革委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强调引导煤炭价格在
合理区间运行。在国内外多因素的扰动下，我们预计 4 月煤炭价格会继续走高，
需要关注国内政策实施力度。  

2）原油价格仍在高位，提振化工产业链。虽然 IEA 宣布释放 6266.2 万桶石
油储备，稳住了原油价格持续上升的趋势，但原油价格仍在高位，拉动石化产业
链价格大幅上涨，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环比上升 14.1%，涨幅较上月上升
3.7 个百分点，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上升 7.9%，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制造业与化学纤维制造业环比分别小幅上涨 0.8 和 0.9 个百分点至 1.8%、2%，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环比为 0.2%，比上月上涨 0.2 个百分点。 

3）黑色产业链价格上升、非金属矿价格降幅缩窄。基建发力，水泥市场价
环比上升 1.5%，铁矿石和螺纹钢价格环比分别上升 10.33%、2.56%，拉动黑色
金属矿采选业环比上升 4.2%，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环比涨幅增加 0.7 个
百分点至 1.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环比跌幅缩小 0.8 个百分点，下降 0.2%。 

4）铜价上升拉动有色链价格。国际有色金属价格上行，3 月 LME3 个月铜
价环比上升 3.56%，对应 PPI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环比上升 1.5%，有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环比上升 2.7%。 

5）天然气期货月均价格环比大幅上升 58.6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价格
环比上涨 0.4%，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环比上升 3.7%。当地时间 3 月 28 日，俄总
统普京要求“不友好国家”供应天然气改用卢布结算，G7 已拒绝这一要求。为
减少对俄能源依赖，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美国购买至少 150 亿立方米的液化
天然气，取代俄罗斯供应，欧盟首脑支持天然气共同采购机制。德国计划年底停
止进口俄油，2024 年停用俄气。然而欧洲对俄能源的依赖度较高，以德国为
例，根据 IEA 对俄能源进口依赖度（每种燃料的俄罗斯进口与国内燃料消耗的比
率）的计算，2020 年德国对俄国天然气的进口依赖度大概在 46%，依赖度较
高，在所有进口俄天然气的国家中排名第 10（10/43），原油及成品油的俄进口
依赖度为 37.2%，在所有进口俄原油的国家中排名第 9（9/38，5 个国家缺失数
据）。俄罗斯方面进一步表示，自 4 月 1 日起，俄罗斯的天然气将不再输入拉脱
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英国。而 4 月 7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禁止从俄
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法案。天然气供给受到严重冲击，预计 4 月天然气价格
仍会走高，拉动 PPI 上行。 

⚫ 三、油价短期小幅下行，中期因结构性短缺而高位震荡，下半年或受全球需求回
落再度走低。  

近期对俄制裁加码，IEA 积极抛储提振市场预期、弥补短期供给，而 OPEC
坚持温和增产计划。具体而言，扰动油价的因素需关注以下方面： 

供给端方面，1）OPEC 坚持逐步增产，与 IEA 意见背离。3 月 31 日
OPEC+在线上会议上批准了 5 月份每日增加 43.2 万桶石油供应的增产计划，同
时，本次会议中 OPEC+决定将 IEA 提供的任何数据从其原油产量估计中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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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 与 OPEC 矛盾加深，在 IEA 积极抛储的情况下，预计 OPEC 会继续坚持稳
步增产，可能不会大幅增加增产目标救市；2）IEA 宣布释放 1.2 亿桶石油储
备，其中美国将释放 6055.9 万桶。IEA 成员国于 4 月 1 日就新的紧急释放石油
库存达成协议，4 月 7 日 IEA 确认释放总额，迄今为止承诺的总量为 1.2 亿桶，
是 IEA 历史上最大的库存释放。3 月 31 日白宫宣布未来半年每天释放 100 万桶
石油，IEA 抛储计划中来自美国的 6055.9 万桶石油是 3 月 31 日宣布的 1.8 亿桶
战略石油储备(SPR)释放总量的一部分。此次石油储备释放有助于弥补短期供
给，但是对长期石油结构性短缺作用有限。另外，美国原油库存已降至 9.77 亿
桶，其中 SPR 降至 5.683 亿桶，为 2002 年 5 月来最低水平，长期仍需补足库
存，短期 SPR 的大量释放可能会导致长期石油供给的进一步紧缩；3）对俄罗斯
制裁加剧，俄罗斯出口进一步受到限制。美国参议院 4 月 7 日通过了一项禁止从
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法案，4 月 8 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了终止与俄罗
斯和白俄罗斯正常贸易关系的法案。IEA 预测从 4 月开始，随着制裁的实施和买
家回避出口，俄罗斯石油产量可能会减少 300 万桶/日。参考 2021 年 11 月的数
据进行计算，若美国、日本和经合组织欧洲地区全体对俄罗斯原油进行能源制
裁，我们预计俄罗斯石油供给约减少 524.4 万桶/日，其中原油、凝析油及原料
大概在 374.8 万桶/日左右。随着制裁措施的实施，石油供给将产生巨大缺口；
4）伊核谈判进入终局，需关注美国态度。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表示，维也纳
会谈已经接近达成协议，伊方已通过一名欧盟高级谈判代表向美国传达了伊朗对
剩余问题的建议，目前“皮球在美国手中”。IEA 在 2 月的报告中预测伊朗制裁
解除将增加 130 万桶/日，3 月预测伊朗石油出口量在解除制裁后可能会在六个月
内增加约 100 万桶/日。综合判断，伊朗被解除制裁后最大可恢复到制裁前的最
高水平（即约 380 万桶/日），为原油市场带来新增的约 125 万桶/日的供给。 

需求端方面，从原油裂解价差看短期需求仍然波动上行，OPEC 在 2022 年
3 月的月报中，预计 2022 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增长 415 万桶/日达到 100.9 百万桶/
日，全球石油消费量将在 2022 年第三季度超过 1 亿桶/日，与 2 月预测结果相
比，同时上调了 2021 年和 2022 年的石油需求量，因此年度全球石油需求增长
量不变。 

整体而言，预计油价短期在 IEA 的积极抛储下会小幅下行，中期因结构性短
缺而高位震荡。根据 EIA 预测，若俄乌冲突不继续升级，年中之后原油供需可能
渐趋平衡，下半年或受全球需求回落再度走低。 

⚫ 四、基建发力，地产宽松，上游原材料价格可能难以顺利下行。 
我们在报告《“量跌价升”背后的近忧与远虑》中通过计算认为，基建发力

较容易带动有色金属与化工类大宗商品上行，以史为鉴，基建对工业品价格的拉
动普遍会提前反应，但并不持久；地产上行周期的整个周期大宗商品的价格涨幅
普遍较高。扩基建、稳地产可能使得今年上游原材料价格难以顺畅下行。原材料
价格上涨是本轮通胀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观察基建与地产周期对应的 CPI 与
PPI 变动，可以发现： 

1、在基建投资上行期（2008.02-2009.06、2012.02-2013.03），CPI 同比
在周期开始后三个月以及周期结束时低于期初 CPI 同比，周期结束时 PPI 同比
基本低于期初同比； 

2、房地产投资上行期（1999.12-2004.02、2006.02-2008.06、2009.02-
2010.05、2015.12-2019.04）CPI 同比普遍在周期开始后一月、后三个月以及整
个周期内上升，周期结束时 PPI 同比基本高于期初同比。 

综合来看，房地产投资作为顺周期变量，其增速上升更容易拉动 CPI 和 PPI
上行。3 月 30 日国常会提出合理扩大专项债使用范围并决定新开工一批条件成
熟的水利工程，4 月 6 日国常会强调部分政策可提前实施，我们判断基建高增的
确定性进一步增强，但基建对 CPI 和 PPI 的拉动可能有限。4 月 6 日国常会还指
出“优化保障性住房金融服务”，叠加各地楼市放宽政策频出，我们预计地产政
策有望继续走宽，带动地产需求回暖，而这将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给上游原材
料带来支撑。因此，维持此前判断，在俄乌冲突、扩基建、稳地产的影响下，需
警惕今年 PPI 同比回落速度较慢，且回落幅度有限。 

⚫ 风险提示 
国内外经济扰动因素增加，国内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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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CPI 同比有所上行  图表 2 猪价拖累 CPI，鲜菜是主要拉动项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 3 蔬菜价格持续上升 图表 4 猪肉价格寻底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测算 

 

图表 5 CPI 非食品重点项目变化 图表 6 汽油、柴油价格环比上涨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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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核心 CPI 环比由正转负 图表 8 PPI 同比下行，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增速差减小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 9 PPI-PPIRM 缺口持平前值 图表 10 采掘工业 PPI 同比再度攀升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 11 煤炭价格环比上升 图表 12 原油与天然气价格环比上升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0.4
-0.3
-0.2
-0.1
0.0
0.1
0.2
0.3
0.4
0.5
0.6

-60

-40

-20

0

20

40

60

80

2
0
1
8
-0

3

2
0
1
8
-0

9

2
0
1
9
-0

3

2
0
1
9
-0

9

2
0
2
0
-0

3

2
0
2
0
-0

9

2
0
2
1
-0

3

2
0
2
1
-0

9

2
0
2
2
-0

3

非制造业PMI:服务业环比
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BCI)环比
CPI:不包括食品和能源(核心CPI):环比（右轴）

% %

-15

-10

-5

0

5

10

15

20

2
0
0
6
-0

3

2
0
0
7
-0

3

2
0
0
8
-0

3

2
0
0
9
-0

3

2
0
1
0
-0

3

2
0
1
1
-0

3

2
0
1
2
-0

3

2
0
1
3
-0

3

2
0
1
4
-0

3

2
0
1
5
-0

3

2
0
1
6
-0

3

2
0
1
7
-0

3

2
0
1
8
-0

3

2
0
1
9
-0

3

2
0
2
0
-0

3

2
0
2
1
-0

3

2
0
2
2
-0

3

PPI同比 PPI生活资料同比 PPI生产资料同比

%

-5

-4

-3

-2

-1

0

1

2

-6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2
0
1
3
-0
3

2
0
1
3
-0
9

2
0
1
4
-0
3

2
0
1
4
-0
9

2
0
1
5
-0
3

2
0
1
5
-0
9

2
0
1
6
-0
3

2
0
1
6
-0
9

2
0
1
7
-0
3

2
0
1
7
-0
9

2
0
1
8
-0
3

2
0
1
8
-0
9

2
0
1
9
-0
3

2
0
1
9
-0
9

2
0
2
0
-0
3

2
0
2
0
-0
9

2
0
2
1
-0
3

2
0
2
1
-0
9

2
0
2
2
-0
3

%%

工业企业盈利增速 PPI-PPIRM（右轴）

-20
-10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2
0
2
0
-0
3

2
0
2
0
-0
5

2
0
2
0
-0
7

2
0
2
0
-0
9

2
0
2
0
-1
1

2
0
2
1
-0
1

2
0
2
1
-0
3

2
0
2
1
-0
5

2
0
2
1
-0
7

2
0
2
1
-0
9

2
0
2
1
-1
1

2
0
2
2
-0
1

2
0
2
2
-0
3

采掘工业:当月同比 原材料工业:当月同比

加工工业:当月同比
%

-50%
-40%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2
0
1
7
-1
2

2
0
1
8
-0
3

2
0
1
8
-0
6

2
0
1
8
-0
9

2
0
1
8
-1
2

2
0
1
9
-0
3

2
0
1
9
-0
6

2
0
1
9
-0
9

2
0
1
9
-1
2

2
0
2
0
-0
3

2
0
2
0
-0
6

2
0
2
0
-0
9

2
0
2
0
-1
2

2
0
2
1
-0
3

2
0
2
1
-0
6

2
0
2
1
-0
9

2
0
2
1
-1
2

2
0
2
2
-0
3

焦炭月均期货价环比 焦煤月均期货价环比

动力煤月均期货价环比

-60%

-40%

-20%

0%

20%

40%

60%

80%

2
0
1
7
-0
6

2
0
1
7
-0
9

2
0
1
7
-1
2

2
0
1
8
-0
3

2
0
1
8
-0
6

2
0
1
8
-0
9

2
0
1
8
-1
2

2
0
1
9
-0
3

2
0
1
9
-0
6

2
0
1
9
-0
9

2
0
1
9
-1
2

2
0
2
0
-0
3

2
0
2
0
-0
6

2
0
2
0
-0
9

2
0
2
0
-1
2

2
0
2
1
-0
3

2
0
2
1
-0
6

2
0
2
1
-0
9

2
0
2
1
-1
2

2
0
2
2
-0
3

IPE英国天然气月均期货价环比

MICEX 布伦特原油月均期货价环比



 

敬请参阅末页重要声明及评级说明                   6 / 10                                          证券研究报告 

图表 13 高频数据下天然气价格上涨，原油价格有所回落 图表 14 铁矿石与螺纹钢价格环比上升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 15 铜价环比上升 图表 16 原油裂解价差波动上行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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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 基建投资周期 CPI、PPI 同比涨跌复盘 

基建投资周期 CPI PPI 

2004.03-2008.02 基建投资同比增速下行期 

后一个月 0.80 1.00 

后三个月 2.00 2.40 

全周期 5.70 2.62 

2008.02-2009.06 基建投资同比增速上行期 

前一个月 1.60 0.52 

后一个月 -0.40 1.33 

后三个月 -1.00 1.60 

全周期 -10.40 -14.42 

2009.06-2012.02 基建投资同比增速下行期 

后一个月 -0.10 -0.40 

后三个月 0.90 0.81 

全周期 4.90 7.83 

2012.02-2013.03 基建投资同比增速上行期 

前一个月 -1.30 -0.70 

后一个月 0.40 -0.35 

后三个月 -0.20 -1.43 

全周期 -1.13 -1.95 

2013.03-2018.09 基建投资同比增速下行期 

后一个月 0.32 -0.70 

后三个月 0.60 -0.78 

全周期 0.43 5.52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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