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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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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 物价或继续走高

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

2016年12月份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数据显示，CPI环比上涨

0.2%，同比上涨2.1%；PPI环

比上涨 1.6% ， 同比上涨

5.5%，创逾5年新高。

专家表示，虽然蔬菜价

格走低影响CPI增速回落，

但是即将到来的春节将大

概率再度推高CPI涨幅；PPI

出现了5年来最强势的一次

上涨是受到了进口大宗商

品价格上涨的影响，但其上

涨空间正在逐渐缩小，短期

高点即将来临。

【温和】
菜价走低致CPI涨幅回

落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

级统计师绳国庆表示，从同

比看，2016年12月CPI涨幅

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主要是由于对比基数相对

较高的影响， 食品价格同

比上涨2.4%， 涨幅比上月

回落1.6个百分点。其中，鲜

菜 价 格 涨 幅 由 上 月 的

15.8%回落至2.6%， 对CPI

的影响减少了0.30个百分

点， 是同比涨幅回落的主

要原因。

“CPI大部分项目都在

继续加速， 仅蔬菜一项大

幅走低， 导致同比增速下

行。”广发证券首席宏观分

析师郭磊表示， 菜价下行

主要是天气因素， 暖冬导

致 12月气温大幅高于往

年， 气温偏高导致部分蔬

菜出现降价抛售。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

家连平表示，2016年12月

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

涨幅比上个月上升0.2个百

分点， 是2011年12月以来

首次上涨至2%。居住类、服

务类和能源类价格上涨较

为明显。 受原油等初级能

源价格持续上涨， 交通工

具用燃料类价格同比上涨

至10.6%，涨幅比上个月上

升6.1个百分点，时隔5年重

新回到2位数增长。水电燃

料价格也有所上涨， 同比

涨幅为0.7%，已创2014年9

月以来的新高。

数据显示，2016年全

年CPI同比上涨2.0%，涨幅

比2015年扩大了0.6个百

分点。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

研究所的报告显示， 从全

年来看，CPI运行总体上呈

现出年初、年末较高，年中

较低的“U”字形走势，这

主要与食品价格变化趋势

有关， 即食品价格在年初

和年末涨幅均比较高，年

中比较低。此外，服务类

价格近期走高，一方面反

映了随着老龄化加剧、农

村转移劳动力减少和人

口红利衰减，中国劳动力

成本持续上涨的事实，另

一方面也表明随着经济

进入新阶段以及经济结

构的转换， 服务业快速发

展，呈现出“供需两旺”的

格局。

对于后市，多位专家

认为， 即将到来的春节

会 推 高 食 品 价 格 ，2017

年 1月CPI涨幅将大概率

高于2016年12月。 连平表

示，虽然暖冬依旧是1月菜

价的一个约束因素， 但这

一点整体应该抵不过节日

因素，预计届时CPI将上涨

2.4%~2.5%。

【显效】
PPI迎多年来最强势上

涨

绳国庆表示， 从环比

看，2016年12月份PPI上涨

1.6%，涨幅继续扩大。一是

受汇率波动等多因素影响，

进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

升了部分工业品出厂价格；

二是工业生产和市场需求

稳定增长，去产能、去库存

政策的效果显现，供需关系

逐步改善。从同比看，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煤炭

开采和洗选、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石油加工业价格同比

分 别 上 涨 35.0% 、34.0% 、

19.7%、17.1%和16.6%，涨幅

比上月分别扩大12.8、5.4、

13.5、4.5和7.6个百分点，合

计影响PPI同比上涨约4.2

个百分点，占总涨幅的76%

左右。

对于PPI的走势， 郭磊

表示，原油系是上涨源头之

一。石油加工和化工都受到

了原油价格的影响，2016年

12月布伦特油价均值环比

上行幅度达16.7%。 黑色系

是另一个上涨源头。2016年

11月和12月铁矿石价格分

别上涨26.5%和4.0%。 整治

中频炉的影响对12月钢铁

价格影响也比较明显。

对于后市，业内普遍认

为PPI同比将继续上行。海

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姜

超判断，1月以来油价上行

乏力，煤价、钢价继续回落，

1月PPI环比或零增长，但考

虑到去年同期基数依然较

低，预计1月PPI同比涨幅继

续回升至6.1%。

2016年全年PPI同比下

降1.4%，降幅比2015年收窄

了3.8个百分点。连平表示，

PPI在9月同比转正，只用了

4个月时间便上涨至5.5%，

近4个月涨幅分别为0.1%、

1.2%、3.3%、5.5%，月度间的

差值分别为 1.1% 、2.1% 、

2.2%，呈加速上涨特点。PPI

的转正反映市场需求明显

回升，工业产品价格上涨有

助于企业利润增长。但初级

原料和工业中间产品价格

的过快上涨带来 PPIRM

（工业企业原料、 燃料、动

力购进价格指数） 上涨加

快， 将加大企业经营成本。

楼市政策收紧，债市经历震

荡之后，不排除闲置资金流

入工业品和消费品领域，推

升相关价格加快上涨。

【预判】
2017年或呈温和通胀

走势

多位专家预测，2017年

CPI将呈温和上涨走势，PPI

有望在一季度升至高点，此

后涨势或将放缓。

郭磊判断，从2016年四

季度来看，CPI和PPI的季度

均值大约在2.1%和3.3%的

水平；2017年一季度的CPI

均值应略高于2016年四季

度，PPI应显著高于2016年

四季度。2017年的整体物价

走势大概率是温和再通胀。

连平认为，2017年，经

济运行将缓中趋稳，经济增

长难以明显回升，货币投放

平稳与流动性整体稳定，对

CPI的抬升作用十分有限。

猪肉价格下行周期逐渐结

束，2017年二季度可能回

升。但猪周期的波动性明显

平缓，猪肉价格上涨的幅度

不会达到上一轮那么高。预

计2017年全年CPI同比涨幅

难有明显提升，物价运行整

体温和。此外，产业结构调

整难以显著提振工业需求，

PPI上涨趋势不会一直持

续， 增长势头将逐步放缓。

预计2017年PPI同比涨幅显

著上升， 高点出现在一季

度，之后随着翘尾因素减弱

及工业需求的趋缓，下半年

涨势将有所放缓。但2017年

PPI全年平均同比将转正，

结束持续五年的负增长局

面。

社科院中国经济形势

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也预测，

2017年第一~第四季度，

CPI涨幅分别为2.0%、2.2%、

2.3%和2.4%，呈现逐季上涨

的发展态势，2017年全年

CPI为2.2%， 比2016年略微

增加0.2个百分点， 依然处

于温和上涨阶段；PPI分别

为0.9%、1.5%、1.9%和2.2%，

2017年全年PPI为1.6%，比

2016年增加3.7个百分点。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

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表

示，从居民消费价格来看，

2017年劳动力成本上涨会

推动服务价格上涨， 猪肉

价格高位企稳，蔬菜、鲜果

等食品价格受天气等因素

影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

大幅反弹的动能不足，我

国产能过剩问题仍比较突

出，价格难以持续回升。因

此，2017年社会总供给大

于总需求的状况没有改

变， 物价缺乏大幅上涨的

基础。

（据《经济参考报》）

百福迎春贺岁纪念金（银）上市

为传承传统福文化，展

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

国金币总公司推出衍生产

品“2017年迎春贺岁纪念金

（银）”。 此套产品由中国金

币总公司发行，北京开元中

国金币经销中心总经销，近

日将从北京陆续向全国其

他中心城市投放。

这套产品使用1克足

金999、5克足银999铸造而

成，是款真金实银、工艺精

制的礼品。 纪念金和纪念

银的正反图案一致， 正面

主图案为“百福盈门”图，

寓意收纳百福，福运连绵，

背面图案以“福袋”作为主

图，在3个福袋上分别印有

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

手书“福”“禄”“寿”，寓意

新的一年生活幸福、 平安

吉利、健康长寿。

（据《中国质量报》）

上周A股市场探底反弹

上周A股走势较为疲

弱， 蓝筹板块整体表现抗

跌， 中小创则资金持续流

出较为严重。盘面看，上周

沪综指在周一冲高之后，

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 日K

线上形成4连阴，周跌幅为

1.32%。而创业板指数调整

幅 度 更 甚 ， 周 跌 幅 为

3.31%， 且已连续7个交易

日下跌，收报1899.94点，创

2016年3月9日以来新低，7

个 交 易 日 累 计 跌 幅 为

4.60%。

技术上市场已经出现

底部信号， 但创业板依然

加速下跌。到上周五收盘，

除了 60、90、120分钟出现

背离钝化外， 连日线都即

将出现背离条件， 这种日

期线级别的背离结构，现

在这个日线底背离的机会

下周即将来临。

地产销量掉入冰点，

2016年12月30日大中城市

地产销售同比下降22.7%，

较上周扩大了1.2个百分

点。受北方环保限产和需

求弱的影响，钢铁生产走

弱库存上升。另外，美元

指数下跌，原油价格继续

上行。年初菜价和猪价增

速平稳。央行流动性净回

笼，资金紧平衡。

总的来看，近期市场

连续调整后，短期市场有

望进入修复性反弹阶段。

但以目前量能向上突破

难度较大，沪指将继续考

验3100点的支撑。而创业

板更是持续低迷，目前已

经创出7连阴， 而且有加

速寻底的态势。这主要是

因为一方面新股频发，资

金面供给紧张 ； 另一方

面，创业板诸多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有减持的需求

和动作。后期创业板会继

续寻底， 故而操作上要谨

慎对待，不要盲目抄底。

文/于一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