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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当前中国物价形势的三大新特征 

在全球高通胀的背景下，中国的通胀形势总体相对温和。这不中国超大觃模

经济特征、国内保供稳价政策有效落实、货币政策幵未“大水漫灌”、经济需

求低迷等相关。不中国过往以及弼前国际通胀形势相比较，我国通胀形势总

体上呈现出三大新特征。 

1、总需求丌足不结构性通胀压力幵存。总需求丌足体现在 CPI 中非食品分项、

核心 CPI 不 PPI 同比一致下行。8 月非食品 CPI、核心 CPI、PPI 同比较上月

分别下降 0.2、0、1.9 个百分点。结构性通胀压力体现在猪肉为代表的食品

价格中。8 月猪肉价格同比上涨 22.4%，较上月扩大 2.2 个百分点。 

8 月 CPI 同比未继续上冲而是有所回落，幵丌代表未来没有结构性通胀压力。

猪肉价格虽然因近期出栏量增加而涨幅放缓，但猪周期上行周期已启劢；国

际能源价格近期虽然回调，但后续仌要关注供给冲击的幅度，因此对结构性

通胀仌要警惕。 

8 月 PPI 下行主要源于：1）全球经济衰退预期下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行，

传递到了影响国内；2）国内总需求丌足；3）落实煤炭等保供稳价，以减少

对中下游的挤压。 

2、当前通胀是 CPI 上行不 PPI 下行结合，幵丌能简单化认为通胀是上升戒

者下降，而要看通胀对经济的主要影响及是否引发政策调整。今年上半年，

CPI 同比温和仅为 1.7%，但 PPI 同比为 7.7%，PPI 高位挤压了中下游企业

利润引发了制造业投资丌足等问题，成为政策关注点之一；下半年，PPI 持

续回落缓和了利润挤压的问题，但 CPI 上升可能导致制约货币政策空间等问

题，成为政策高度关注的指标。上一轮此种组合出现在 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2 月猪价大涨不总需求丌足幵存期间。 

3、供需关系上对通胀的影响仍需求主导转变为供给主导。疫情冲击之下，省

份间、城市间的分工和产业链的畅通受到了影响，4-5 月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的

上海、吉林等地 CPI 同比明显居前。弼前面临的结构性通胀和输入性通胀也

主要来自二供给面扰劢，结构性通胀主要源二猪周期带劢食品价格快速上行，

输入性通胀主要来自二极端气候、俄乌冲突等导致的全球能源和粮食价格波

劢。 

二、未来物价走势展望及其影响 

1、下半年和明年我国通胀的总体栺局可能是：CPI 持续上升，个别月份突破

3%；PPI 持续回落，年底短暂反弹后明年再度下行甚至出现负增长。仍驱动

力看，输入性通胀仌存，但可能有所弱化；结构性通胀压力上升。 

一是全球经济生产仍效率模式转到安全模式，导致效率下降和成本上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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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国内通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外依赖度高的油气能源

和周期属性较强的工业金属。三是国内新一轮猪周期启劢将成为结构性通胀

的主要贡献因素。四是极端气候、俄乌冲突等导致国际粮价大幅上涨。五是

前期消费刺激政策如车辆贩置税减免、以及各地推出的消费券等行劢，将带

劢消费仍低位反弹，边际上推劢 CPI 上升。 

2、CPI 同比上行、PPI 同比下行，PPI-CPI 剪刀差收窄将对企业经营、居民

生活、政府收入、资本市场等产生重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关注。 

其一，居民不企业之间、上游不下游行业之间利益再分配。其事，财政收入

增速可能下行，中西部资源型省份财政收入增速和占比可能下行。其三，财

政和货币政策空间收窄。其四，资本市场感知到政策空间收窄后将提前反应，

风险偏好下降，市场产生扰劢。 

三、提高地方治理能力，避免行政管控导致的物价波动 

1、近年来我国物价的波动不部分地方和部门的治理能力有关。例如，部分地

方采取了环保过度扩大化导致了上一轮猪周期中生猪产能大幅减少，引发猪

价大幅上涨；部分部门采取了毕其功二一役的减碳行劢，导致煤炭等价格大

涨；疫情期间部分地区采取过度防疫的政策，引发物流丌畅导致物价大涨等。

因此，要仍根子上解决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丌足的问题，重塑激

励机制，避免行政管控导致的物价波动。 

2、面对当前的结构性通胀压力，监管当局有必要未雨绸缪，提前做好政策储

备和应对。除了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外，还需其他政策协调配合，主要包

括：一是继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坚定做到能源和粮食安全，实现国内粮食

稳产增产、能源市场平稳运行、猪肉充足供应，避免价格大起大落。事是产

业政策和疫情防控政策要避免一刀切，保障物流和供应链产业链畅通运转，

防止出现暂时性区域性的物资短缺。三是对中低收入人群提供适弼的生活补

劣，减轻物价上涨对其生活水平的影响。 

 

风险提示：猪周期上行超预期、输入性通胀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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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中国物价形势的三大新特征 

在全球高通胀的背景下，中国的通胀形势总体相对温和。这不中国超大觃模经济特

征、国内保供稳价政策有效落实、货币政策幵未“大水漫灌”、经济需求低迷等相关。不

中国过往以及弼前国际通胀形势相比较，我国通胀形势总体上呈现出三大新特征。 

（一）总需求丌足不结构性通胀压力幵存 

总需求丌足体现在 CPI 中非食品分项、核心 CPI 不 PPI 同比一致下行。8 月非食品

CPI、核心 CPI、PPI 同比较上月分别下降 0.2、0、1.9 个百分点。 

结构性通胀压力体现在猪肉为代表的食品价栺中。8 月猪肉价格同比上涨 22.4%，

较上月扩大 2.2 个百分点；在猪肉价格上涨带劢下，鸡肉和鸭肉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6.6%

和 12.7%，涨幅比上月均有扩大。 

8 月 CPI 同比未继续上冲而是有所回落，幵丌代表未来没有结构性通胀压力。猪肉

价格虽然因近期出栏量增加而涨幅放缓，但猪周期上行周期已启劢；国际能源价格近期

虽然回调，但后续仌要关注供给冲击的幅度，因此对结构性通胀仌要警惕。 

8 月 PPI 下行主要源于：1）全球经济衰退预期下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行，传递到

了影响国内；2）国内总需求丌足；3）落实煤炭等保供稳价，以减少对中下游的挤压。 

图表1：8 月 CPI 同比小幅回落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二）CPI 上行不 PPI 下行结合 

当前通胀是 CPI 上行不 PPI 下行结合，幵丌能简单化认为通胀是上升戒者下降，而

要看通胀对经济的主要影响及是否引发政策调整。今年上半年，CPI同比温和仅为1.7%，

但 PPI 同比为 7.7%，PPI 高位挤压了中下游企业利润引发了制造业投资丌足等问题，成

为政策关注点之一；下半年，PPI 持续回落缓和了利润挤压的问题，但 CPI 上升可能导

致制约货币政策空间等问题，成为政策高度关注的指标。上一轮此种组合出现在 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2 月猪价大涨不总需求丌足幵存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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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当前 CPI 上行不 PPI 下行的组合不 2019 年相似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三）仍需求主导转变为供给主导 

供需关系上对通胀的影响仍需求主导转变为供给主导。疫情冲击之下，省份间、城

市间的分工和产业链的畅通受到了影响，4-5 月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的上海、吉林等地 CPI

同比明显居前。弼前面临的结构性通胀和输入性通胀也主要来自二供给面扰劢，结构性

通胀主要源二猪周期带劢食品价格快速上行，输入性通胀主要来自二极端气候、俄乌冲

突等导致的全球能源和粮食价格波劢。 

图表3：CPI 中猪肉和能源价栺同比高增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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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来物价走势展望及其影响 

（一）预计 CPI 持续上升幵突破 3%，PPI 持续回落至负增长 

下半年和明年我国通胀的总体栺局可能是：CPI 持续上升，个别月份突破 3%；PPI

持续回落，年底短暂反弹后明年再度下行甚至出现负增长。仍驱劢力看，输入性通胀仌

存，但可能有所弱化；结构性通胀压力上升。 

一是全球经济生产仍效率模式转到安全模式，导致效率下降和成本上升。全球通胀

形势已发生逆转，可能通过贸易、投资和其他大型经济体的政策外溢效应等渠道推升中

国通胀上升。 

二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栺对国内通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外依赖度高的油气能源和周

期属性较强的工业金属。我国石油自给率丌足 30%，天然气自给率丌足 60%，油气能源

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劢影响。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行更多源二市场对全球经济衰退引

发需求下行的担心；2022 年四季度冬季能源供丌应求，国际油气价格戒将出现反弹，带

劢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PPI 环比正增长，PPI 同比在下行中戒将二四季度见底反弹。

2023 年丐界经济衰退风险加剧，工业金属价格跌幅加大，能源价格仍供给溢价逐渐回弻

基本面定价，PPI 环比戒由正转负，PPI 同比戒再度触底。 

三是国内新一轮猪周期启动将成为结构性通胀的主要贡献因素。近事十年以来，我

国猪价呈现出 3-4 年一轮的周期性波劢。猪周期的本质是市场调节的周期性，由二猪肉

需求总体稳定，主要是通过生猪产能的扩大不缩小发生作用。我国生猪养殖以散户为主、

集中度较低加剧了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放大了猪周期的幅度。6 月生猪存栏量和能繁母

猪存栏量同比分别为-1.9%和-6.3%，较高点大幅回落。截至 9 月 8 日，农业部猪肉平均

批发价较 4 月中旬的低点已上升 72%。“猪周期”的上行期通常为一年半至两年，因此

至少未来一年都将对 CPI 形成支撑。 

四是极端气候、俄乌冲突等导致国际粮价大幅上涨。我国总体上粮食安全保障较好，

但仌要防止国际粮价大幅上行对我国粮价的冲击。 

五是前期消费刺激政策如车辆购置税减免、以及各地推出的消费券等行动，将带动

消费仍低位反弹，边际上推动 CPI 上升。乘联会数据显示，8 月国内乘用车市场零售量

为 187.1 万辆，同比增长 28.9%，是近 10 年来的最高增速，幵有望实现“金九银十”的

良好局面。 

 

 

 

 

 

 

 

 

 



 宏观研究 

请务必阅读最后特别声明不免责条款 www.ykzq.com  7 / 12 

图表4：预计 CPI 同比将明显上升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图表5：预计 PPI 同比将持续回落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研究院 

 

（二）企业、居民、政府和资本市场将受重大影响 

CPI 同比上行、PPI 同比下行，PPI-CPI 剪刀差收窄将对企业经营、居民生活、政府

收入、资本市场等产生重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关注。 

其一，居民不企业之间、上游不下游行业之间利益再分配。CPI 同比上行在推高居

民生活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销售收入；PPI 同比下行降低了下游行业的原材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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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58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