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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的“序章” 
 

伴随油价大跌、猪价大涨，通胀预期出现分化。当前低通胀能否延续，有哪

些潜在风险，未来通胀如何演绎？本文梳理，可供参考。 

 温和通胀已不能掩盖成本压力的传导，而食品核心拖累项即将成为通胀推手 

CPI 同比读数温和，无法掩盖成本传导压力，如能源成本高企等对 CPI 非食品中

枢的显著推升。与原材料涨价直接相关、成本转嫁能力较强的消费品涨价，在

CPI中已有明显体现，例如油价上涨推升 CPI交通工具用燃料一度达 40%、创新

高。伴随能源等原材料涨价，非食品中枢明显抬升、CPI 非食品同比短短一年间

由负值“陡升”至 2%以上，剔除能源的服务和其他非食品尚未修复至疫情前。 

伴随新一轮猪周期的启动，猪价即将由 CPI 拖累项变为通胀重要推手。作为 CPI

主要波动来源，CPI 食品项，一度受生猪供给上量、猪价大幅下跌拖累，创历史

最低。伴随供给收缩，猪价开始持续上涨，22 省市生猪均价由 3 月的 12.3 元/千

克、连续上涨至 5 月的 15.4 元/千克，带动 CPI 猪肉环比由-9.3%转正至 5.2%；

6 月中下旬以来，猪价加快上涨，7 月初超 20 元/千克、创过去一年来新高。 

 “猪油”演绎不同，决定两者对未来通胀的影响，并非单纯的“共振”驱动 

供需紧平衡下，原油等涨价传导或延续、成本端压力较难短时间内缓解，但直接

影响边际减弱。伴随疫情退潮和出行旺季到来，原油需求仍在改善，产能受限背

景下，原油价格仍将高企。但国内成品油上限“有顶”，当国际原油高于 130 美

元/桶，国内汽、柴油价格不提或少提；当前国际原油处临界值，成品油调价空间

或有限。同样，煤炭、铜等原料价格维持高位推升的成本端压力或也边际减弱。 

产能去化放缓、供给上量加快等或削弱猪价弹性，但养殖成本抬升等或推升猪价

中枢。猪周期本质上是养殖盈利驱动下的存栏量变化。非洲猪瘟影响下，养殖利

润大幅累积，使得本轮养殖户“抗亏损”能力更强；叠加行业产能扩张、猪种改

良等，或使得产能去化不彻底、供给能力上量快。同时，伴随玉米、大豆等原材

料涨价，饲料等养殖成本或推升猪价中枢；若需求边际改善，猪价上行或更快。 

 下半年 CPI 通胀抬升已成“共识”，但明年上半年通胀高企的风险不宜低估 

猪周期启动、成本传导推动下，CPI 通胀或在 3 季度加速抬升，高点或在 3%左

右、甚至可能更高。全球粮食危机下，部分进口依赖度较高的粮食涨价或通过成

本间接影响猪价等，叠加生猪产能去化、猪周期启动，猪价回升或带动 CPI 食品

项反弹。食品价格回升的同时，原油等支撑非食品价格维持高位，或推动下半年

CPI明显抬升；中性情景，CPI或在 3 季度加速抬升、阶段高点或在 3%左右。 

明年上半年通胀中枢或进一步抬升，通胀在高位停留的时间可能超预期。不同于

今年，明年核心 CPI抬升，或成为 CPI 中枢进一步抬升重要变量之一，核心驱动

或来自线下活动修复下，服务业“补偿式”涨价等。叠加猪周期启动、原材料涨

价扩散等影响，中性情景下，明年 CPI 中枢或抬升至 2.6%，上半年中枢或接近

3%；悲观情景下，需求加速修复带动全面通胀，上半年 CPI中枢或超 3.5%。 

 

风险提示：原材料供给不及预期，猪价大幅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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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食品中枢受成本压力抬升，食品项核心驱动吹响涨价号角 

（一）原材料涨价累积的成本端压力已明显推升非食品中枢 

 

CPI 同比读数温和低位并非传导受限，剔除猪肉和服务的 CPI 已近年高位。

CPI 主要分项中，猪肉价格拖累显著，5 月 CPI 猪肉同比-21.1%、依然处于历

史不足 10%的分位数，CPI服务项整体也相对低迷、处于历史不足 30%的分位

数，而 CPI交通燃料、交通工具、家用器具等非食品细分项均处于历史 95%以

上分位数的绝对高位；剔除猪肉和服务项的 CPI同比一度超 3%。 

图表 1：CPI分项中，猪肉价格拖累明显  图表 2：剔除猪肉和服务的 CPI同比处近年高位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与能源等原材料涨价直接相关、成本转嫁能力较强的消费品涨价，在 CPI

中已有明显体现。原油等到大宗商品涨价直接抬升相关燃料价格，影响 CPI 水

电燃料、交通工具用燃料等分项，已在 CPI 中明显体现，例如，原油涨价带动

CPI 交通工具同比大幅抬升至 30%左右。同样地，钢、铜等涨价，推升耐用品

制造成本，使得 CPI家用器具一度攀升至 2.5%、创历史新高。 

图表 3：原油涨价，带动 CPI交通工具用燃料抬升  图表 4：PPI耐用消费品向 CPI传导进一步显现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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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等原材料涨价已明显推升非食品中枢，剔除能源的服务和其他非食品

价格仍有修复空间。CPI 非食品中主要包括生活相关的商品和服务，受到上游

原材料供应等成本影响；而成本型通胀，一旦抬升、短期内或较难明显回落。

事实上，本轮能源等原材料涨价带来的成本型通胀已明显推升非食品中枢，

CPI 非食品同比在短短一年间由负值“陡升”至 2%以上、一度达 2.5%；而剔

除能源的服务和其他非食品价格同比在 0.5%-0.9%间徘徊、尚未修复至疫前。 

图表 5：能源涨价等带动 CPI非食品中枢明显回升  图表 6：非食品抬升下，食品端压制 CPI回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二）非食品抬升下，新一轮猪周期启动吹响食品项回升号角 

 

生猪供给上量、猪价大幅下跌，一度拖累 CPI 食品创历史最低。伴随着能

繁母猪产能修复、生猪出栏量大幅增长。叠加部分时段猪企“压栏”、屠宰超

季节性放量等，也一定程度加剧了猪肉供给过剩。此外，疫情反复下，线下消

费活动阶段性干扰使得猪肉需求下降，拖累猪肉价格大幅回落。例如，22 省市

生猪均价由 2020 年年中高点的近 38 元/千克，“腰斩”至 2022 年年初的不足

13 元/千克；同时，CPI猪肉也跌至-47%的“深坑”。 

图表 7：伴随生猪出栏快速增加，猪价一度大幅下跌   图表 8：猪价大幅下跌拖累 CPI食品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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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生猪定点屠宰量一度大幅高于以往   图表 10： 猪企阶段性“压栏”加剧供给过剩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伴随生猪产能调整，猪价已有企稳回升迹象，对 CPI 环比正向影响有所显

现。生猪养殖周期显示，能繁母猪存栏量领先猪价拐点 10 个月左右，或预示

猪价于年中前后止跌回升。事实上，4 月中下旬以来，22 省市生猪均价已有企

稳迹象，由 3 月的 12.3 元/千克、连续回升至 6 月的 16.4 元/千克、7 月初已超

20 元/千克，带动 CPI猪肉环比转正（详情参见《CPI通胀风险仍在积蓄》）。 

图表 11：能繁母猪等领先指标显示猪价或于年中回升  图表 12：2022年 4 月中下旬，猪价企稳回升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经验显示，猪价回升“号角”响起，或推动 CPI 通胀升温。CPI 权重中最

高的为食品项、占比近 1/3，尤其是细分项中的猪肉，是 CPI 通胀率波动的主

要贡献项。回溯历史，伴随猪价的周期性波动，CPI 多有明显起伏，特别是非

洲猪瘟期间，猪价“急涨急跌”影响明显加大，一度成为影响 CPI 波动的主要

来源。2021 年以来，CPI 温和低位也多缘于猪价低位的压制；伴随猪价企稳回

升，CPI通胀预期正逐步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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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食品细分项中的猪肉是 CPI波动主要来源   图表 14：猪肉对 CPI的压制已有所减弱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二、往后来看，CPI 核心驱动演绎节奏、影响幅度或不同以往 

（一）供需紧平衡下，原油等涨价传导延续、直接影响边际减弱 

 

供需紧平衡下，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或仍将高企。供给端上，OPEC

作为原油市场的“头号玩家”。近期增产屡屡不及预期，且石油财政主导下的

高油价诉求较强，缓慢增产或将是常态，同时，美国页岩油也增产放缓等，或

使得原油供给弹性仍有约束；伴随着疫情退潮和出行旺季的到来，原油需求仍

在改善。供需紧平衡下，原油上涨第二波仍在途中（详情参见《油价上涨第二

波，尚在途中》）。 

图表 15：OECD 增产也较为谨慎   图表 16：美国页岩油增产相对较慢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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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全球航班数量有望进一步修复   图表 18：原油需求结构中，交通用油占比较大  

 

 

 

来源：Bloomberg、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涨价传导或延续、成本端压力较难短时间内缓解，但

直接影响边际减弱。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带动国内成品油涨价，直接体现

在 CPI 交通工具用燃料、CPI 水电燃料等分项上。但国内成品油价格上限“有

顶”，根据调整机制，国际原油价格高于 130 美元/桶，国内汽、柴油原则上不

提或少提；当前布伦特原油已接近临界值，国内成品油调价空间或相对有限。 

图表 19：当前油价已处高位   图表 20：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有上限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发改委、国金证券研究所 

 

 

同样地，煤炭等原材料价格推升的成本端压力也较难短时间消解，但保供

稳价下、直接影响也或边际减弱。煤炭等成本上涨推升电力成本，居民用电价

格虽有控制，但部分省市已纷纷上调工商业电价的上浮比例。电价上涨通过影

响工业产品的量、价，进而传导至终端消费品，也可能推升相关服务成本。当

前煤炭、铜等商品价格已处于历史高位，保供稳价政策频出下未来上行空间或

相对有限，对成本抬升的直接影响边际或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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