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刘国良 美编 魏冬杰 责校 范锦春

A04 重点

2012年7月10日 星期二

6月CPI涨2.2% 创29个月新低
2010年7月以来CPI增速首次回落至“3”以下；食品等三大类消费品涨幅回落拉低CPI

■ 影响

CPI“破3”上证综指失守220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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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分类别同比涨跌幅 （单位：%）

■ 相关

房地产企业家信心指数大升
北京市统计局发布信息称，对经济判断不乐观的企业家上升

■ 分析

CPI持续回落说明什么？

CPI“2”时代能持续多久？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
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宏
观调控政策应该进行适度
调整，改变当前的一些悲观
预期。包括货币投放力度和
节奏、降息等举措，都可以
适度推进。更重要的是，要
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加大
减税力度，降低企业负担，
改变企业生存空间困难的
境地。

对于有专家呼吁要放
松限购、限贷政策的说法，
刘元春并不认同。他表示，

当前楼市的局部回暖，不会
改变从长期来看房价整体
回落的大趋势。而一旦放
开限购、限贷政策，引发房
价大幅反弹，对我国经济造
成的损害将是灾难性的，是
绝对不可取的。

新京报记者 蒋彦鑫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
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
持续走低的 CPI 为货币政
策的微调提供了空间，可以
保证央行在释放流动性的

同时不引起严重的通胀。
“稳增长”仍然是主要的政
策目标，下半年货币政策有
所放松是大趋势。

“经济增速减缓也并非
坏事。”郭田勇表示，如果我
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政府是没有动力去调整经
济结构的。事实上目前经
济增速放缓，为我国调整经
济结构创造了很好的机遇，
改变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
增长的现状。

据新华社电

下半年预计采取哪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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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记者蒋彦鑫）
国家统计局 9 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6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同比上涨 2.2%，
创 29 个月以来的新低。这
是 自 2010 年 7 月 以 来 CPI
增速首次回落至“3”以下，
也创下了自 2010 年 1 月以
来的新低。

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8%

6 月份，在八大类商品
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最多，
达 3.8%；其次为衣着价格同
比上涨 3.3%。居住价格同
比上涨 1.6%。而交通和通
信价格是唯一下降的，同比
下降0.4%。

数据显示，在 CPI 涨幅
构 成 中 ，食 品 价 格 上 涨
3.8% ，非 食 品 价 格 上 涨

1.4%。上半年，全国 CPI 比
去年同期上涨 3.3%。具体
来说，食品价格上涨，影响
CPI 总水平同比上涨约 1.2
个百分点。影响份额最大的
依次为鲜菜、水产品、粮食和
油脂等；肉蛋类价格则有所
下降。从环比看，6 月食品
价格环比下降1.6%。

翘尾因素占1.4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表示，据测
算，6 月份 2.2%的居民消费
价格总水平同比涨幅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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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结构上看，有三大类
消费品的物价涨幅出现回
落，成为带动 CPI 涨幅回落
的主要因素。一是食品类

价格同比涨幅，由 6.4%回落
到 3.8%；二是交通和通信环
比 降 幅 ，由 0.1% 扩 大 到
0.4%；三是烟酒及用品同比
涨幅回落 0.1 个百分点。

住房租金价格持续上涨

6 月份，全国居住类价
格中，住房租金同比涨幅
2.9%，涨幅较上月增加0.7个
百 分 点 。 环 比 涨 幅 为
0.5%。上半年租金同比涨幅
为2.4%。

虽然 CPI 涨幅下调，但
从具体类别来看，房租依然
持续上涨。中原地产市场
总监张大伟表示，随着高校
学生毕业，将迎来租赁市
场又一轮高峰。租金很可
能因为需求的集中出现，
而再次明显上涨。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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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非但没有从中获得提
振，反而在能源等权重板块
的拖累下大幅下挫。上证
综指失守 2200 点整数位，盘
中创下半年新低。

当日沪深股市双双低
开。上证综指开盘报2210.71
点，上摸2216.70点后开始持
续走低，最后一个小时加速下
跌。盘中沪指触及2168.61点
的半年新低后，以2170.81点
报收，较前一交易日大跌
52.77点，跌幅达到2.37%。

此前央行突然降息，已兑
现了市场对政策放松的预
期。上半年国民经济数据将
于本周亮相，市场预测 GDP
增速或进一步回落。在对宏
观经济运行情况的忧虑情绪
中，A股出现了大幅下跌。

相关报道见B03版

新京报讯 （记者蒋彦鑫）
北京市统计局昨日发布信息
称，二季度，北京总体经济延
续了一季度平稳运行态势，
企业景气状态基本稳定。但
企业家对经济运行不乐观判
断的比重有所上升。

数据显示，二季度，北京
企业景气指数继续稳步运行
在“较为景气”区间，北京经

济发展虽有下行压力，但经
济企稳的基础正在形成。

对经济持“平稳运行”和
“不乐观”判断的企业家比重
有所上升。其中，判断“平稳
运行”的企业家超过半数，比
重为 53.6%，较上季度提升
1.6个百分点；判断“不乐观”
的企业家比重为 12.5%，上
升0.5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除房地产业
外，工业等七大行业企业家
信心指数均在景气区间运
行。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
企业家的信心指数继一季
度回升 8.6 点后，本季度继
续提升 16.8 点至 97.8，虽连
续五个季度位于 100 以下的
不景气区间，但已是去年一
季度楼市调控以来的新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
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CPI
下调幅度比之前的预测要
大，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开始
出现一些悲观预期。

刘元春表示，从 6 月的
数据看，CPI 下行已经不仅
仅是单纯由食品所引导的，
而是多种复杂因素构成，我
国 经 济 下 行 压 力 正 在 持
续。与此同时，PPI 连续 4
个月出现下降，企业经营环

境在未来会比较困难，利润
会进一步下滑，经济企稳反
弹的趋势不明显。

缘何出现这种因素？
刘元春认为，当前全球经
济复苏受阻，在外部环境
恶化的情况下，我国内生
压力也正在形成。输入性
的通缩压力、上游价格回
落被放大等引发的经济下
滑，是CPI下行较快的核心
原因。但由于食品价格的

不确定性，以及我国价格
改 革 引 发 的 一 些 成 本 释
放 ，CPI 负 增 长 的 概 率 极
小，下半年应该保持在相
对较低的水平。

经济学家李稻葵表示，
6 月 CPI 涨幅符合预期，食
品 价 格 环 比 下 降 1.6% 是
CPI 下降的主动力。这种
情况下是资源、能源价格机
制改革的大好时机。

新京报记者 蒋彦鑫

随着6月份CPI的大幅
回落，上半年，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
涨3.3%。专家认为，受国内
经济形势影响，短期内物价
将保持低位，全年实现CPI上
涨低于4%的调控目标难度不
大，但在国家稳定投资、货币
政策不断宽松后，随着经济
增速的回升，CPI 难长期保
持在“2”时代。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
家连平认为，7 月开始 CPI
翘尾因素将有较大幅度回

落，因此如不出现新的涨价
因素，预计三季度CPI同比
都将维持在3%以下的较低
水平，年内 4%的物价控制
目标应该可以实现。

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
认为，目前经济正处在“U”
形底部，第三季度GDP增速
将回升。而根据经验，GDP
的增速和CPI的增速有很高
的吻合度，如2009年一季度
GDP增速降至6.52%后开始
回升，相应CPI也在下半年
开始了上涨行情。

特别是降低存款准备
金率、降息等系列货币政策
的操作，也难免会对物价上
涨带来一定压力。

连平认为，第四季度
CPI 将有所回升，全年 CPI
同比涨幅在3%左右。

交通银行预计，三季度
物价将继续下行，四季度或
有小幅回升，全年运行态势
为前低后高，年末物价涨幅
的高度则取决于稳增长系
列政策实施的效果。

据新华社电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涨跌幅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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