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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6月CPI涨2.2% 创29个月新低
猪肉价格比去年同期降12 . 2%

据新华社济南7月9日
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6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 . 8%，影响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同比上涨约 1 . 2个
百分点。虽然食品价格还是
推动CPI上涨最主要的因
素，但相比5月份6 . 4%的同
比增速，影响力明显减弱。

从环比来看，6月份的
食 品 价 格 比 5 月 份 下 降
1 . 6%，其中，鲜菜价格下降
15 . 2%，肉禽及其制品价格
下降0 . 6%。

6月25日至7月1日商务
部重点监测的食用农产品
价格以降为主，18种蔬菜批
发价格连续两月回落，比前
一周下降2 . 5%，比5月初下
降28 . 6%；猪肉价格连涨两
周后再次回落，比前一周下
降0 .7%，同比下降21 .2%。

在食品价格总体下降
的同时，也有食用油等相对
影响较小的产品出现逆势
涨价现象，专家认为，目前来
看，在燃料、原材料等生产资
料价格普遍出现下跌的背景
下，农产品价格的成本开始
下降，虽然难免有类似食用
油等农副产品出现涨价，但
这难改变物价大势。

专家认为，夏粮的丰收
和生产资料价格也都将对今
后的物价起到基础性的稳定
作用。其中工业品出厂价格
同比增速已连续4个月为负
值，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农副产品的成本。

据新华社北京7月9日
电 CPI一路走低，固然为

“稳增长”创造了较大的政
策空间，然而当前的物价走
势也远非到了可高枕无忧
的程度。

“对物价仍然不能掉以
轻心。虽然这次不会因为经
济过热而带来物价快速上
涨，但这次更重要的是成本
上升对物价的长期推动。”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副主
任、学部委员刘树成提醒。

“去年以来，我们商会
的企业用工成本普遍增加了
25%，即便这样还会出现季节
性用工荒。”温州纺织品商会
会长梅忠说，“一般只能靠产
品提价转嫁成本提高。”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
究员姚景源建议，“稳增长”
要更多采用财政政策，因为
财政政策对结构调整的作
用更大。比如，要利用经济下
行的时机，由政府贴息推动
企业进行新一轮设备更新和
技术改造；再如，加大减税的
力度，大面积对中小企业减
税，这样还能稳住就业。

刘树成认为，尽管目前
CPI处于下行通道，但还是
要密切跟踪物价走势，及时
采取应对措施，注意防止成
本推动物价反弹因素变成
现实。

专家们指出，在农产品
价格问题上，既要防止“菜
贱伤农”，又要防止“菜贵伤
民”。

本报综合新华社等消息 国
家统计局9日发布报告，6月份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
涨2 . 2%，创下2010年2月以来29个
月的新低。

6月份，我国CPI中，食品价格
同比上涨3 . 8%，非食品价格上涨
1 . 4%。上半年，全国CPI同比上涨
3 . 3%。

调查显示，6月份，我国食品价
格中，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2 . 2%，蛋
价 下 降 3 . 6 % ，鲜 菜 价 格 上 涨
12 . 1%，粮食价格上涨3 . 2%。

6月份，我国烟酒及用品价格
同比上涨 3 . 2 % ，衣着价格上涨
3 . 3%，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
格上涨1 . 9%，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
价格上涨1 . 9%，交通和通信价格下

降0 . 4%，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价格上涨 0 . 3 % ，居住价格上涨
1 . 6%。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在6月份
2 . 2个百分点的CPI同比涨幅中，去
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约为1 . 4个
百分点，新涨价因素约为0 . 8个百
分点。

从更能反映价格最新变动情况

的环比数据看，6月份，全国CPI环比
下降0 .6%。其中，食品价格环比下降
1 . 6%，影响CPI环比下降约0 . 53个
百分点。在食品价格中，鲜菜价格下
降15 .2%，猪肉价格下降1 .6%。

此外，作为CPI的上游，全国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在6月份
同比下降2 . 1%，环比下降0 . 7%。上
半年，全国PPI同比下降0 . 6%。

居民消费商品价格下降了，
工业原材料价格便宜了，对于普
通市民来说，意味着消费支出的
成本在下降。但对于整个国家来
说，则可能意味着经济增长缺乏
动力。

在山东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
张卫国看来，6月全国CPI降至29
个月以来新低，和PPI连续4个月
同比负增长，都表明经济回落导
致的需求下降正成为引导价格下
降的主要因素。“未来‘控通胀’的
目标应该让位于‘稳增长’。”

从去年7月份CPI涨至6 . 5%
的同比涨幅高点，到今年6月份
降至29个月以来的新低，张卫国
认为，“由于去年肉菜价格显著上
涨，国家启动了较为严厉的‘控通
胀’措施，现在看效果非常显著，
只用了不到 1 年就稳定住了物
价，稳定了居民的消费信心。”

但同时，张卫国又认为，正是
为了“控通胀”，国家实施了偏紧
的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这又在
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增长，
抑制了国内的产业发展和居民消
费，而今年欧美债务危机又引发
外需不振，种种影响经济正常增
长的因素叠加到了一起，导致了
目前中国经济整体处于下行态
势，钢铁、房地产、汽车等主要产
业业绩下滑；家电、家装等民生消
费也没有显著增长。”

专家认为，PPI连续4个月为
同比负增长，说明工业企业开工
不足，市场销售情况不乐观，对原
材料的需求萎缩；再加上现在猪
肉、蔬菜价格持续走低，如果再不
采取刺激经济的措施，中国经济
有从“控通胀”转向“战通缩”的危
险。

“我认为中国经济眼下又到
了一个关键时刻，即采取何种刺
激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张卫国认
为，“首先，肯定不能再重复2008
年金融危机时4万亿天量信贷、
鼓励房地产发展的老路；而是应
该着眼于‘十二五’期间的战略新
兴产业，利用这一‘促增长’的机
遇，加快我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增
长方式转型；同时，国家还应该采
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减轻企业负
担、增加居民收入，在外部市场需
求不振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开
拓国内市场。”

张卫国说，“照目前的情况
看，由于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
和欧美债务危机连续叠加，我国
以往5到8年走完一个经济周期
的节奏，将被延长，可以预计的
是，至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
经济都将走在经济低速增长、居
民消费不振的通缩边缘，如何确
保中国经济不滑落至通货紧缩的
不利境地，将考验国家的宏观调
控艺术。”

本报济南7月9日讯（记者
桑海波 实习生 杨兵）6月CPI
同比涨幅回落至2 . 2%，创下了自
2010年2月份以来29个月的新低。
通胀回落的速度超预期，为政策
进一步宽松提供了空间，不少业
内人士认为，政策层面正致力于
加大稳增长的力度，预计7月准备
金率仍可能下调。

汇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
认为，6月通胀回落至两年半以来的
新低并远低于年初提出的4%的政
策目标，这也解释了央行在一个月
之内两次下调利率的政策举措。

屈宏斌同时指出，PPI已经连
续四个月保持在负数区间，显示
不仅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的
影响，另一方面国内总需求也仍
在继续走弱，暗示通缩风险抬头。

在诸多经济人士看来，政策层
面正致力于加大稳增长的政策力
度。而就在上周末，国务院总理温
家宝强调加大政策预调微调的力
度，以应对经济下行风险的加大。

对于后续宏观政策，屈宏斌
称，未来稳增长的政策空间仍然
充裕，具体政策工具将包括共计
200个基点的准备金率下调空间
以及财政政策刺激，预计7月准备
金率仍可能下调。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预计，从现在开始，年内存款准备
金率还会下调1-3次。他指出，目
前看来，下半年到期资金量比上
半年会有明显减少，今年外汇贷
款的增量也至少要比去年减少一
半。因此，需要下调准备金率来保
持“相对宽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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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如期“破3”并未提振股市

沪指昨暴跌 2200点再度失守
本报济南7月9日讯（记者 桑

海波）9日公布的6月CPI如期“破
3”，但在央行已提前降息的背景
下，A股非但没有提振，反而大幅
下挫。上证综指失守 2200点整数
位，创下6个月来的新低。

截至9日收盘，上证综指报收
2 1 7 0 . 8 1 点，跌 5 2 . 7 7 点，跌幅
2 . 37%；深成指报收9496 . 68点，跌
193 . 48点，跌幅2 . 00%。

从板块上来看，除餐饮旅游外
全部下挫，餐饮旅游逆势飘红涨
1 . 07%。部分医药股亦表现抢眼，
沃华医药涨逾8%，广州药业、片仔
癀等涨幅均超过5%。一些前期创
新高的酿酒股深度回调，金枫酒业
跌8 . 55%，酒鬼酒跌逾6%。煤炭、建
材、银行、钢铁等周期板块遭遇重
挫，煤炭股平均跌幅超过4%。个股
普跌，两市约有9成个股下跌。

股市反弹为何很快被绞杀？
首先是全球股市和商品市场

大跌，尤其上周五欧美股市大跌，
给市场造成了一定的恐慌情绪。

最新公布的国内经济数据也不
乐观。6月CPI重回“2”时代，对市场
却形不成利好。央行上周末突然降
息，股市已经提前兑现了政策预期。

此外，年内第二大IPO中国铁
物上周五过会，拟 IPO募资60亿，
连续的巨额融资抽血，给市场造成
沉重压力。证监会200人全国通查
内幕交易的消息，也对市场情绪造
成了负面影响。

南方基金分析师称，中国政府
对于“稳增长”的重视，政策上不断
加码，将对市场信心形成提振。随
着政策积累效应的显现，下半年经
济有望逐步见底回升。A股市场也
能真正“筑底”。

○

▲7月9日，股民在上海一家证券营业部内交流。当日，沪深股市大
跌，上证综指跌破2200点。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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