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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8_AE_BA_E7_83_c26_512794.htm 市场价格上涨原因分析及

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 一、当前价格形势的基本判断 当前价格

形势的判断可以这样概括一下：从去年初到今年2月，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一直在走高。当前价格上涨不是全面轮番的上涨

，可以说价格上涨的特征主要还是结构性上涨的因素在推动

，但是上游产品向下游产品传导的价格上涨压力在加大。因

此确实要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

2008年价格走势的基本判断是，上半年价格继续走高的压力

大些，下半年价格涨幅会逐步回落，全年有可能达到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的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4.8%左右的水平。

达到这个预期调控目标，我们有客观的物质基础，也有不少

有利的条件，包括国家已经和正在采取的一系列稳定价格的

政策措施，因此应该是有信心的。当然，考虑到今年1、2月

份遇到的冰雪灾害的影响，以及国际石油高企带来的成本上

升因素，今年稳定价格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只有按照中央

提出的防过热、防通胀的宏观调控基调，未雨绸缪、及时应

对，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才能实现预期的宏观调控目标。 

二、导致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分析 为什么说现在的价格上涨

具有结构性上涨的特点？从去年全年看，主要是猪肉、禽蛋

、蔬菜、食用油等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推高了食品

价格指数，进而引起居民消费价格攀升。这一轮价格上涨的

成本推动因素比较明显，部分原因是国际石油价格和粮食价

格高企，引起国内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2006年国际粮食减



产，导致国际粮食价格一直走高；此外还有美国、巴西这样

一些粮食生产大国将玉米用于加工工业酒精，这个附加值很

高，把玉米价格明显拉高了。因为国际价格很高，刺激我国

国内生产的玉米大量出口，所以国内的玉米价格、粮食价格

也被拉高了。这样，以粮食为原料的生产成本必然提高，例

如饲料价格上涨，导致了生猪、家禽等养殖成本提高，成为

肉禽蛋等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 目前国内的粮食并不

短缺，2004年以来连续四年丰收，粮食库存充裕，为什么国

内粮食价格还会上涨？主要是受国际粮食市场波动的影响。

今年还要继续关注这个影响。现在国内粮食价格的涨幅并不

高，已经回落到两位数以下。而推动国内食品价格走高的，

还是由于猪肉、禽蛋、蔬菜、食用油等农产品价格涨幅较大

。 从今年1、2月份来看，在消费价格指数的构成里面，价格

涨幅最高的仍然是猪肉、禽蛋、蔬菜和食用油这四类，2月份

的猪肉价格涨幅高达63%。这几类农产品明显上涨直接影响

到相关的食品生产企业的成本。同时，也有几类消费品价格

的涨幅是回落的，包括家用电器、服装等，因此目前消费品

价格上涨的结构性上涨特点仍然比较突出。但是，这些价格

涨幅较低或者回落的消费品，对人民的日常生活来说并不是

急需的，所以老百姓的感受并不深，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吃

的东西价格上涨，对低收入群体来说就更加如此。 除了这四

类农产品的供给减少导致了价格上涨之外，还应看到上游产

品向下游产品传导的涨价压力在加大。从去年8月份开始，工

业品的出厂价格在逐渐走高，生产资料价格也是在去年的7

、8月份以后开始反弹，而在去年8月份以前，生产环节的工

业产品出厂价格是回落的，生产资料价格也是回落的。这也



说明，在去年8月份以前，价格结构性上涨的特征非常明显。

工业品出厂价包括两类，一类是生产资料出厂价，一类是生

活资料出厂价，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去年年初以来一直在走高

，主要是由于居民消费价格走高拉动的，而后者主要是由于

肉蛋菜等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去年10月以前，非食品价格都

在回落，由1％回落到0.9%。但是，在11、12月以后，非食品

价格也开始走高了，到今年1月份已经走高到1.5％。上游产品

价格都在往上走，对下游产品价格上涨加大了传导压力。这

表明,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为普遍的轮番上涨的风险在加大，

形势不容盲目乐观。 导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原因。生产资

料价格上涨主要还是成本推动，一是国际石油价格的大幅度

上升，去年冲到了100美元以上，最近超过了107美元；再就

是国内的成本上升，包括基础产品价格、还有劳动力成本上

升。现在，生产领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包

括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逐步上涨，表明了成本上升的影响，传

导到下游产品，又会成为后者价格上涨的成本推动因素。所

以，中央提出防止由结构性价格上涨转为明显的通货膨胀，

是非常及时、切中要害的。 三、价格涨缓形势预测有 今年1

、2月份价格总水平走高和年初的冰雪灾害有直接的关系。根

据我们中心课题组的分析，因为去年消费价格涨幅很高，所

以它有较大的翘尾因素，通俗地说就是它对今年价格走势有

较大的后续影响。虽然国家严格控制价格上涨，但1、2月份

价格翘尾因素仍然达到5.8个百分点，这就是后续的影响，或

者说惯性。年初冰雪灾害冲击，导致肉、禽蛋、菜、食用油

等的价格进一步大幅度上涨，把居民消费价格继续推高，这

个新发生的涨价因素大概占到1到2个百分点。考虑到去年的



价格翘尾因素、今冬雨雪灾害因素还有春节旺销因素，今年1

、2月居民消费价格走高难以遏制，这是预料之中的。由于消

化价格翘尾因素与冰雪灾害的后续影响，今年上半年食品价

格和消费价格的上涨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这种影响是局

部的、暂时的，对全年价格形势不会产生太大的全局性影响

。 为什么预计下半年价格涨幅会回落呢？有三个因素会促使

价格总水平回落：一是下半年价格翘尾因素会逐渐减弱，估

计到9月份价格翘尾因素会下降为2个百分点，这样有利于把

全年的价格总水平稳住。二是去年5月份以来国家采取的扶持

短缺农产品生产和抗灾救灾的措施，会陆续产生效果，生猪

等短缺的农产品的供给情况会有大的改善，下半年的食品价

格和消费价格上涨压力会减小。三是从固定资产投资波动周

期对生产资料价格涨落的影响看，目前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在

很大程度上受到前些年投资增速较高的带动，近两年投资增

幅趋稳，并有周期性回落态势，预计下半年这会带动生产资

料价格出现回落，这也有利于减轻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压力。

这样看来，全年的价格上涨走势可以说是前高后低，大体上

能够稳定在4.8%左右，维持去年的水平。 当然，还要充分估

计到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国际石油价格继续走高

，或者受世界性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半年再发生自然灾害的

话，那就还会有新的涨价压力。根据国内外气象专家的预测

，今年是全球气候变暖事件和变冷事件交替的年份，极端天

气和后续自然灾害还有可能产生冲击。后续自然灾害有可能

是发生洪涝灾害，这会影响流域的生产和生活；如果是粮食

主产区发生旱灾就麻烦了，那会影响一大片收成。有这么多

不确定因素，所以要从1、2月份冰雪灾害中吸取教训，加大



对农业的扶持力度，继续做好防灾减灾准备工作。 今年的价

格形势确实是比较严峻，但我们仍然要增强稳定价格总水平

的信心，因为我们有客观的有利条件。百考试题提供一是我

们的粮食连续丰收，有较大库存，现在库存有三四千亿斤，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另外，国家已经采取措施控制粮食出

口，国内市场需求可以保证得到满足。二是煤电油运这样一

些基础产品和基础行业的供应能力，也是在不断增加的

。2004年我们煤和电力供应全面紧张，05年和06年煤和电的

供给瓶颈已陆续缓解，近几年基础原材料、燃料、运力的投

资增长很快，供给能力都在迅速增加。这样有利于平抑市场

价格。三是我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可以用来支持农业生

产、保障民生和平抑市场波动的财力物力要比以往雄厚得多

。2007年我国新增财政收入1.2万多亿元，外汇储备高达16000

多亿美元，既可以通过加大财政支出，扶持农业生产和保障

民生；也可以动用外汇储备增加进口，保证国内市场供应。

四是国家采取的扶持短缺农产品生产的政策措施，以及农产

品价格走高的市场信号，都有利于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刺

激农产品供给明显增加，进而使价格总水平回稳。 "#F2F7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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