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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通胀预期的沙盘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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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通胀的中性预期是什么？ 

结合通胀指标的历史规律和驱动因素，中性情形下，2021 年 CPI 位于温和区间，猪

肉价格同比弱势震荡，对 CPI 的拉动为-1.3%。随着疫苗推进，中国经济恢复将支撑核

心 CPI底部向上，但疫情控制难以一蹴而就，更大概率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预计 2021

年中国 CPI 位于 1%-2%的相对温和区间（近 20年 20分位数至中位数）。PPI预计全年在

2%左右（近 20 年中位数），一季度由负翻正，全年前高后低，二季度后期或者年中可能

出现全年高点，可能会在 4%左右（近 20 年 70 分位数）。 

二、预期差可能来自哪里？ 

仅就 PPI 而言，在 2021年至少存在 20个标识可能会对商品价格走势的路径造成影

响，进而改变通胀预期。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宏观方面，主要是疫情进展存不确定

性；（2）商品供需方面，在疫情相对稳定的背景下，原油和螺纹的供给侧弹性大于需求

侧，铜的需求侧弹性更大；（3）金融方面，流动性是重要变量，上半年国内流动性变化

和下半年海外流动性变动会加大资产价格的波动。今年海外高通胀的预期或被市场高估。 

三、通胀对政策和资产的影响是什么？ 

以近年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反应看，PPI更像是政策的锚，如果一季度 PPI由负转正，

则货币政策边际收紧的概率上升。但是，PPI并不是政策变动的唯一指标，建议结合“PPI+

核心 CPI+工业企业利润”的组合来看通胀对政策的影响。当 PPI翻正并继续向上时，如

果出现以下两种情形（1）核心 CPI仍在历史低位磨底，没有明显向上趋势，或者，（2）

工业企业利润尚在低位，基础并不牢固时，那么，货币政策可能边际会收紧，但幅度不

会很大，动态平衡力度和节奏。 

以上政策变动对高估值的权益市场的短期情绪冲击大于实质影响；债市或许意味着

利率仍在“磨顶”状态；商品对货币政策变动的早期反应可能并不敏感，而是更多在交

易通胀上升的逻辑。 

风险点：外部摩擦升级；国内疫情失控。 

 

中性情形下，2021 年通胀是温和预期，预期差可能来自疫情、商品供需、流动性。

建议结合“PPI+核心 CPI+工业企业利润”的组合来看通胀对政策的影响。 

报告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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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年通胀的中性预期在哪里 

从历史规律和主要驱动因素来看，今年国内通胀的中性预期是温和通胀。 

1.1 翘尾的启示 

首先，通胀的走势和自身的翘尾因素（上一年环比的累积）在趋势上高度相

关，长期相关性高达 80%以上。换句话说，通胀价格上一年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对下一年走势起到较强启示性作用。 

通过对 2021年 CPI和 PPI的翘尾计算，CPI 翘尾的低点在 2021年 2月，此

后反弹，6 月升至 1%，此后小幅回落，四季度再次反弹。PPI 翘尾则前高后低，

2月由负转正， 5月为全年高点 2.8%，下半年下降至 1.5%附近。 

图1： CPI长期走势与其翘尾高度相关           单位：%  图2： PPI长期走势与其翘尾高度相关             单位：%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图3： 2020年和 2021年 CPI翘尾走势           单位：%  图4： 2020年和 2021年 PPI翘尾走势             单位：%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但是，翘尾并不能解释通胀价格指数的全部，因为今年新增的变化并未表现。

2020 年 PPI 翘尾与实际走势的差距在上半年持续走阔，即反映了疫情突发和油

价暴跌对工业品价格的影响。因此，翘尾只能用作一定程度的参考，实际数值会

围绕趋势上下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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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 CPI 和 PPI 的中性预期 

换个角度，从对 CPI和 PPI的驱动因素上分析。 

（1）猪价向下，核心通胀缓慢向上，CPI处于温和区间 

食品仍然是 CPI 中占比最大的权重，其中猪肉权重 4.8%是食品中最主要的

驱动项。生猪存栏同比在 2019年四季度触底，2020 年三季度由负翻正并大幅上

行，按照能繁母猪 10-11 个月的繁育+生长，本轮生猪长期产能扩张将至少持续

到 2021 年 9-10月。但短期看，生猪出栏仍未完全恢复，春节期间为猪肉消费旺

季，疫情期间进口猪肉减少，国内猪肉价格仍有支撑，春节前夕预计小幅反弹。 

考虑生猪出栏节奏叠加猪肉价格的季节性规律，即 6-8 月和 12 月大概率上

涨，我们预估了 2021 年猪肉价格的走势：春节前小幅反弹后下跌，年中或有反

弹，四季度为全年低点，年底反弹。按年度均价看，以瘦肉型白条猪为例，2020

年均价为 44元/千克，2021 年可能降至 32元/千克，对应到猪肉价格同比，全年

弱势震荡，对 CPI的拉动为-1.3%。 

图5： 生猪产能正在释放                    单位：%  图6： 猪肉价格走势预估                        单位：%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剔除掉食品，非食品和核心 CPI 更值得关注，居住和交通恢复情况是核心 CPI

的关键观测指标。核心 CPI当前仍处于 0.4%的历史低位，主要支撑是医疗、教育

文化和娱乐，主要拖累是交通通信和居住，居住是非食品项中权重最大的分项，

占比约 20%。就当前数据而言，住房租赁、外出务工、客运交通等反映经济内需

的指标仍未恢复至疫情之前。 

国内外疫情进展仍是影响核心 CPI的关键因素，按照当前普遍预期，如果疫

苗推进顺利，今年下半年疫情有望得到控制。中国经济复苏将支撑核心 CPI 底部

向上，但疫情控制难以一蹴而就，更大概率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预计 2021 年

中国 CPI 位于 1%-2%的相对温和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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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食品影响正在趋弱，非食品项更值得关注   单位：%  图8： 疫情持续冲击交通运输业                 单位：%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图9： 全国租房景气度大幅下降                单位：%  图10： 农民工市场仍未完全恢复                 单位：%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2）中性情形下，预计 PPI全年在 2%左右，前高后低  

对 PPI而言，中上游大宗商品行业在权重和价格波动方面更具代表性，尤其

是原油价格与 PPI 长期走势一致。不过，从 PPI 细分指标的加权变动可以看出，

工业金属是近期 PPI快速回升的重要驱动因素。  

图11： 工业金属是近期 PPI快速回升的重要拉动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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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螺纹+铜”是对 PPI有效的预测指标，我们在之前的通胀系列报告中

已经做过推导。结合中信期货研究部相关商品研究判断，我们对 2021年以原油、

螺纹、铜为代表的大宗商品走势做出基准预期。 

图12： 2021年主要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中性预期 

 

资料来源：中信期货研究部 

 

图13： 基于中性预期下，2021年主要大宗商品价格驱动逻辑 

大宗商品 短期 中期 长期 

原油 

情绪偏强，沙特意外宣布 2-3月

额外减产，对可能在一季度出

现的回调起到托底作用。 

上半年因疫情反复和需求淡

季，基本面相对偏弱。  

下半年若疫情得控，需求旺季

来临，库存逐渐去化，基本面

相对偏强。 

螺纹 

需求偏弱，受淡季以及国内疫

情多点散发的影响，价格向上

驱动更显不足。 

需求总体维持强势，但产能扩

张，预计将压低钢材利润。价格

中枢将主要受成本驱动，上半

年铁矿、焦炭仍存在供需缺口。  

下半年随着中品澳矿供给增

加、焦炭供应缺口逐渐回补，钢

价中枢或将有所回落。 

铜 

需求偏强，出口强势拉动制造

业需求；铜矿供应恢复缓慢；海

外流动性和情绪仍在高位。 

流动性的影响或将减弱；出口

放缓，中国精铜消费面临回落

压力；精铜对废铜替代及国储

收铜或难再现；供应增量恢复。 

全球经济复苏带动欧美用铜需

求，但中国铜需求 2020年过分

透支，全球铜需求增长有限；铜

矿供应大幅回升，存供需压力。 
 

资料来源：中信期货研究部 

 

原油：基准预期 

螺纹：基准预期 

铜：基准预期 

2021 Q1 预估 2021 Q2 预估 2021 Q3 预估 2021 Q4 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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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复苏，流动性的大潮或将逐渐褪去，商品自身基本面情况

将成为 2021 年商品走势的主要依据。不同商品供需结构存在差异，对大宗商品

走势的判断难以一慨而论。 

中性预期下： 

一季度沙特意外额外减产，制造业出口强势，原油和铜预期偏强，情绪推升

之下原油和铜价格上涨可能会超出基于基本面的估值中枢，为后续回调埋下伏笔。

螺纹偏弱，受淡季以及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的影响，价格向上驱动更显不足。 

二季度将逐渐验证疫苗和经济复苏进展，油价和铜价向基本面中枢回归的概

率上升。同时黑色金属进入季节性旺季，地产景气度有望延续，上游铁矿和焦炭

供需缺口明显，成本支撑下，螺纹钢易涨难跌。 

三季度在海外经济复苏的中性假设下，外需改善将对铜价形成向上支撑。群

体免疫假设下出行交通恢复，原油需求旺季来临，库存逐渐去化，基本面相对偏

强。螺纹上游供应缺口逐渐减小，成本支撑弹性减弱，存在中枢下移可能。 

四季度如果疫情持续控制较好，油价有望围绕估值中枢区间上沿波动，螺纹

在冬季再次走弱。铜的外需强于内需，但 2020 年四季度基数过高的需求已经透

支部分 2021 年增量，同时铜矿高利润驱动下供应预计放量，铜价四季度或再度

回落。 

基于中性预期的价格区间与 PPI： 

结合品种年度报告分析和研究员观点，预计 2021 年原油、螺纹、铜的价格

中枢较 2020年整体上抬：原油基于基本面的中性估值区间预计为 45-55美元/桶

区间，螺纹的中性估值区间预计为 3800 元-5000 元，伦铜价格中枢预计在 7000 

美元左右，沪铜价格中枢预计在 53000 元左右。实际价格走势取决预期推升价格

偏离估值程度及后续回归路径。 

根据原油、螺纹、铜的价格中枢区间预估值和对应品种模拟 PPI指数的权重，

对 2021 年 PPI进行预估，中性情形下，预计 PPI 全年在 2%左右，一季度由负翻

正，全年前高后低，二季度后期或者年中可能出现全年高点，可能会在 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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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PPI 分项中的代表行业和资产，以及权重 

行业 
石油、煤炭及其

他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 
合计 

2019年营业收入

（亿元） 
48378.3 65776.2 70724.8 56299.5 241178.8 

占 PPI 权重 4.60% 6.50% 6.80% 5.30% 23.20% 

资产代表 ICE 布油连续 
螺纹钢现货(上

海,HRB400,20mm) 

铜现货(长江有

色 1#) 
- 

原油+螺纹钢+铜组

合模拟指数占比 
47.3% 29.3% 23.4% 100.00% 

 

资料来源：Wind 中信期货研究部 

 

图15： 按库存对油价中枢估值短期偏强 单位：万桶,美元/桶  图16： 全球铜供需预测 2021年精铜供应可能过剩 单位：万吨    

 

 
 2018 2019 2020 2021 

铜矿产量 2058 2053 2022 2115 

精铜产量 2410 2405 2443 2482 

精铜消费

量 
2389 2443 2449 2475 

过剩量 21 -38 -5 7 
 

资料来源：IEA EIA 中信期货研究部  资料来源：Wind ICSG 中信期货研究部 

 

图17： 粗钢表观消费维持强势                单位：万吨  图18： 焦炭库存位于低位，仍存供应缺口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 卓创资讯 中信期货研究部  资料来源：Wind Mysteel 卓创资讯 中信期货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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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