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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CPI涨1.8% 创两年半新低
2010年2月以来涨幅首次跌破2%；专家称低涨幅不意味着低物价

新京报讯 （记者蒋彦
鑫 实习生徐晗）7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 1.8%，涨幅比
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创下
2010 年 2 月以来的新低，为
两年半以来涨幅首次回落到
2%以内。

相关专家表示，低涨幅
并不意味着低物价，涨幅偏低
很大程度是受翘尾因素回落
影响。而随着国际油价上调
以及水灾带来的蔬菜价格上
涨，下月起物价会逐步上升。

食品价格同比涨2.4%

昨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7月份经济数据。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CPI）总水平同比
上涨 1.8%。据测算，在 1.8%
的涨幅中，去年价格上涨的翘
尾因素约为0.9个百分点，新
涨价因素约为0.9个百分点。

从具体数据看，食品价
格同比上涨 2.4%，影响 CPI
总水平同比上涨约0.78个百
分点。其中，鲜菜价格上涨
8.0%，影响 CPI 总水平上涨
约 0.21 个百分点；肉禽及其
制 品 价 格 下 降 6.1%，影 响
CPI总水平下降约 0.48个百

分点（猪肉价格下降 18.7%，
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下
降约0.71个百分点）。

7月CPI环比上涨0.1%

虽然是较低的涨幅，但
从环比看，CPI 依然是上涨
态势，当前依然是高物价水
平。数据显示，环比看，7月
CPI上涨0.1%。

住房租金同比涨3.1%

从公布的 CPI 数据看，
住房租金同比涨幅 3.1%，涨
幅 较 上 月 增 加 0.2 个 百 分
点。环比涨幅为0.2%。

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常
清认为，当前正值年中租赁
旺季，租赁需求集中释放，
在今年楼市限购仍未松绑的
情况下，租金上涨形势其实
并不算突出。

中原地产市场总监张大
伟认为，在毕业季已经到来
的 8-9 月份，租金很可能因
为需求的集中出现，而再次
明显上涨。从 8月上旬部分
城市租赁成交情况看，租金
在继续上涨。

■ 反应

CPI“破2”提振A股
沪指连续第五个交易日收红

■ 释疑

CPI“破2”进入低物价时代？1

CPI下半年走势会如何？2

预计会采取哪些调控措施？3

■ 影响

A股或仍现
震荡格局

CPI重回“1时代”，能
否为正在“解冻”的 A 股
再添上一把火？

对于 A 股市场而言，
观察CPI走势的意义在于
探究其提供的货币政策
调整空间。在央行年内
已数度下调金融机构存
贷款利率和人民币存款
准备金率的背景下，CPI

“破 2”还会给A股带来多
大的利好效应？

因坚守“钻石底”判
断而为市场所关注的英
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
霄 表 示 ，CPI 增 幅 跌 破
2%，打开货币政策的空
间，稳定经济的政策也会
进一步推出。

“目前A股市场看多和
看空的观点仍处于拉锯状
态，但在CPI创新低之后，
看好市场的人必定会增
多。‘钻石底’依然成立，而
且会更加坚强。”李大霄说。

不过，也有不少市场
人士持相对谨慎的观点。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
分析师杨德龙表示，在经
济低迷背景下，实际需求
不足，通胀下降在情理之
中。预计 8月CPI将小幅
反弹至2%左右，但仍在低
位徘徊，为央行实施货币
政策留足空间，未来降息
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
可能性依然存在。

但杨德龙同时表示，过
去两年中国经历了去库存
之后的去产能，消费和投资
持续疲软，目前从数据上

“仍看不出趋势拐点”。
在杨德龙看来，未来

半年，通胀不会是政策重
点，稳增长才是重中之
重。而对于 A 股市场而
言，经济走势仍将是决定
其走势的根本因素。“股
市短期或有超跌反弹，但
在经济增速回升之前很
难出现大幅上升行情，后
市或仍将反复震荡。”杨
德龙说。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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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
心高级宏观分析师唐建
伟：年末乃至明年的通胀风
险将高于通缩。稳增长措
施实施过当与地方政府换
届效应的叠加，可能催生新
一轮的投资过热，进而带动
物价的上涨，将对物价水平
的温和上涨带来较大冲击。

同时，电、气、水、油等
资源性产品与服务价格将

随改革推进而缓慢走高，如
上半年居民生活用水价格
已较去年上涨约 6%，预计
这种趋势仍会维持。这些
或将延缓整体物价下行速
度，并对未来物价产生抬升
作用。

鲁政委：政府未来会继
续加大微调力度，预计 8 月
份会下调0.5个百分点的存
款准备金率，但不会降息。

马光远：未来的宏观调
控不会采取加息的手段，国
家货币发放量已经足够。
从目前看，政府经济政策
调整，减息将是未来的主
要趋势。加大货币发放量
可以解决问题，但解决空
间较小，减息是更好的解决
办法。

新京报记者 蒋彦鑫 李蕾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
家鲁政委：仅就 CPI 破 2 的

“涨幅”就认为进入了“低物
价”时代，其实是一种概念
混淆。个位数的CPI充其量
只能说是物价进入“低速增
长”时期。只要CPI环比仍
然为正，就意味着价格和上
月比仍在上涨；只要同比为
正，就意味着价格和去年比
仍在上涨，东西仍在变贵，只
是变贵的速度放缓而已。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
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CPI 的走势和经济增长率

的走势通常是同方向的。
因为现在经济增速出现一
定下滑，所以潜在的社会
总需求呈现一定程度的减
弱。这既是经济增速下滑
的一个原因，同时也是导致
CPI下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经济学家马光远：CPI
虽然涨1.8%，但这绝非意味
着价格的实质回落，而是因
为翘尾因素导致，7月份翘尾
因素拉低 CPI 至少 0.47%。
因此，当前的物价水平依然
比较高。CPI 同比数据，表
现的是与去年7月份相比较

的物价情况，而并不是表明
现在的价格涨或跌，因此
CPI数据与居民感受之间出
现错位也是正常的。

CPI较低并不是通货紧
缩的表现，与经济形势也没
有太大关系。平稳健康的
经济主要有四点表现，即经
济增速快、物价稳定、进出
口平衡、就业充分。从这四
点来看，我国经济整体情况
还是较为稳定的。7月份的
CPI维持在1%-2%之间，表
示物价温和上涨，经济也是
基本健康的。

马光远：随着国际粮
价、油价上涨，加上因国内
暴雨导致的菜价上升，猪肉
价格探底回升，预计 7 月份
CPI 将创下年内最低点，随
后将回升，年底重回 3%是
大概率。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
家连平：7月份CPI增长虽然
处于低位，但实际物价并没
有明显回落；明年物价将再
度上涨；货币政策向松调整
的空间已经不大。7月份增
长虽然处于低位，但实际物
价并没有明显回落。8月份

CPI会因翘尾因素将回升而
小幅反弹；9月、10月由于翘
尾因素大幅下降，CPI 仍会
回落；进入 11 月后，猪肉价
格将从底部开始回升、翘尾
因素也会稍有回升，CPI 年
底会企稳并稍有回升。

鲁政委：从未来的物价
走势来看，7 月份 CPI 应该
是年内低位，预计 8-10 月
份仍将震荡筑底，但此后可
能会有所反弹。

未来物价走势需要关
注两方面影响：一是临时
性因素的冲击；二是总需

求的变化，主要与政策刺
激强度有关。临时性因素
的冲击，主要是美国干旱
导致的粮食减产。美国遭
遇了25年来最严重的旱情，
不能排除在明年会对国内食
品价格造成冲击。7月以来，
主要粮食期货价格大幅攀
升。玉米和大豆价格创出历
史新高，超过了 2007-2008
年粮食危机期间的水平。
而最终海外冲击能够在国
内造成多大影响，还需要
看当前投资刺激政策力度
的大小。

综合新华社电 受 7月
CPI 同比涨幅“破 2”提振，A
股市场 9 日双双上行，其中
上证综指连续第五个交易日
红盘报收，深证成指则出现
1%以上的涨幅。而 6月CPI
出炉并如期“破3”时，A股曾
表现出出人意料的冷漠。当
日沪深股指跌幅分别超过及
达到2%。

昨日沪深两市双双小幅
低开。上证综指以 2159.43
点开盘，小幅回落至 2148.69
点后开始震荡回升，尾盘以
接近全天最高点的 2174.10
点报收，较前一交易日涨
13.11 点，涨幅为 0.61%。至
此，沪指已连续五个交易日
维持升势，期间累计涨幅接

近3%。
深 证 成 指 走 势 稍 强 ，

9337.54 点的收盘点位较前
一交易日涨 126.87 点，涨幅
达到1.38%。

当日沪深两市成交平稳
放大，分别为 653亿元和 707
亿元，总量达到1360亿元。

所有行业板块当日均出
现不同涨幅。

国家统计局当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7月CPI同比涨幅
回 落 至 1.8%，符 合 市 场 预
期。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CPI“破 2”将为货币政策提
供更多调整空间，并有望促
使 更 多“ 稳 增 长 ”政 策 出
台。在此背景下，沪深股市
放量上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