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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进入新上涨周期，下半年物价压力较大 

 

 核心观点 

 我们认为，短期内生猪价格快速上涨，并有望在下半年持续震荡

上行，带动猪肉价格上涨；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生产资料、

基础消费品存在上涨风险。PPI下行有利于中下游制造企业成本

减少，利润回升，但当前 PPI 绝对值仍较高。 

 预计下半年物价将继续上行，CPI 高点可能会突破 4%，春节后有

望回落，明年上半年在 3.5%附近高位震荡。此外，下半年物价上

涨压力，将对货币政策产生制约，货币政策全年将呈现“前松后

紧”趋势。 

 

 CPI 下半年高点有望突破 4%，猪肉进入新上涨周期 

6 月 CPI保持温和上涨，下半年有望突破 4%。6月 CPI同比上

涨 2.5%，较 5月份提高 0.4个百分点；环比持平，较 5月提供 0.2

个百分点。本月 CPI同比涨幅增加值均由翘尾因素贡献，翘尾因素

为 1.2%，较 5 月提升 0.4 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为 1.3%，与 5 月

持平。受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猪肉价格上行影响，预计下半年

CPI有望震荡上行达到 4%。 

能源价格有望高位运行，持续推动 CPI上行。本月同比涨幅最

大的子项为交通通信，同比上涨 8.5%，主要受交通工具用燃料价格

大幅上涨所致。6月以来能源价格冲高后大幅回调，能源价格对 CPI

继续上行的推动作用减弱。预计下半年能源价格将在高位震荡，同

比涨幅较大，仍是 CPI同比上涨的重要推手。 

需求回升供给收缩，猪肉价格进入新上涨周期。需求端，国内

疫情趋于平稳，对猪肉需求稳步回升；供给端，生猪、能繁母猪处

于低位，供给趋紧，养殖户压栏惜售加剧了当前状况。7 月初发改

委已着手研究通过投放中央储备猪肉、加强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督等

手段抑制猪肉价格过快上涨。我们认为，猪肉已进入新上涨周期，

并有望在明年 1月达到阶段性高点，春节后存在向下调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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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I 持续下行，中下游制造业利润回升 

保供稳价成效显著。6月份 PPI同比上涨 6.1%，较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连续 8 个月同比涨幅下降；环比持平，较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连续 3个月环比涨幅下降。与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涨幅持

续回落相对的是，生活资料涨幅呈稳步扩大趋势。今年 1月份以来，

生活资料同比及环比涨幅连续 5个月未现回落。预计下半年，中下

游制造业受益于成本减少及产成品价格上行影响，利润将逐步回

升。 

原料价格企稳，能源价格高位运行。受美联储为控制通胀强力

加息预期影响，6 月能源价格冲高回落，呈现大幅回调，但高位的

能源价格对 PPI影响仍然较大，下半年 PPI下行趋势有望缓和。 

 PPI-CPI 剪刀差连续 8个月收窄，通胀压力仍然较大 

6 月 PPI 和 CPI 剪刀差收窄至 3.6 个百分点，连续第 8 个月下

降。“剪刀差”的下降有助于缓解工业企业由大宗商品涨价带来的

成本压力，但对消费的抑制作用逐步增强，持续推高 CPI。 

 

 

 风险提示 

政策施行效果不及预期、疫情恶化、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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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PI下半年高点有望突破 4%，猪肉进入新上涨周期 

6月 CPI保持温和上涨，下半年有望突破 4%。6月 CPI同比上涨 2.5%，较 5月份上涨 0.4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2.9%，非食品价格上涨 2.5%。CPI 环比持平，其中食品价格下

降 1.6%，非食品价格上涨 0.4%。本月 CPI 同比涨幅增加值均由翘尾因素贡献，翘尾因素为

1.2%，较 5 月提升 0.4 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为 1.3%，与 5 月持平。受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

行、猪肉价格上行影响，预计下半年 CPI有望震荡上行达到 4%。 

图表 1 CPI同比与环比、核心 CPI（%） 图表 2 CPI：翘尾及新涨价因素（%） 

  

数据来源：iFinD，中邮证券研究所整理 数据来源：iFinD，中邮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表 3 CPI：食品与非食品当月同比（%） 图表 4 CPI：食品与非食品环比（%） 

  

数据来源：iFinD，中邮证券研究所整理 数据来源：iFinD，中邮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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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CPI分类别同比涨跌幅（%） 图表 6 CPI分类别环比涨跌幅（%） 

  

数据来源：iFinD，中邮证券研究所整理 数据来源：iFinD，中邮证券研究所整理 

 

能源价格有望高位运行，持续推动 CPI 上行。本月同比涨幅最大的子项为交通通信，同比

上涨 8.5%，主要受交通工具用燃料价格大幅上涨所致。6月伦交所 WTI 原油和纽交所天然气主

力合约结算价，分别达到此次能源价格上行周期高点 109.93美元/桶和 9.344美元/mBTU。受

此影响，6月交通工具用燃料价格大幅上涨，并成为推动 6月 CPI上行的重要因素，但能源价

格继续上行概率不大。截至 7月 8日，WTI原油和天然气主力合约结算价已分别较 6月高点下

降 17.31%和 32.98%。预计下半年能源价格将在高位震荡，同比涨幅较大，仍是 CPI同比上涨

的重要推手。 

图表 7 CPI：交通工具用燃料当月同比与环比（%） 图表 8 WTI原油与天然气期货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iFinD，中邮证券研究所整理 数据来源：iFinD，中邮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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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回升供给收缩，猪肉价格迈入上行周期。需求端，国内疫情趋于平稳，对猪肉需求稳

步回升。供给端，受去年猪肉价格持续低迷影响，21年 2季度以来能繁母猪存栏量持续下降，

生猪存栏量亦在 22年 1季度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供给趋紧。而 6月以来，猪肉价格上行叠加

豆粕等饲料价格下降，猪粮比价回升，生猪养殖利润空间提升，养殖户压栏惜售加剧了近期供

给端偏紧的状况。7月初国家发改委召开会议，要求大型养殖企业带头保持正常出栏节奏、顺

势出栏适重育肥生猪，不盲目压栏，提醒企业不得囤积居奇、哄抬价格，不得串通涨价；发改

委已着手研究通过投放中央储备猪肉、加强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督等手段抑制猪肉价格过快上

涨。我们认为，猪肉已进入新上涨周期，并有望在明年 1月达到阶段性高点，春节后存在向下

调整的可能。 

我们认为，下半年物价将继续上行，CPI 高点可能会突破 4%，春节后存在环比回落的可

能，明年上半年将在 3.5%附近高位震荡。此外，下半年物价上涨压力，将对货币政策产生制

约，货币政策全年将呈现“前松后紧”趋势。 

图表 9 CPI：鲜菜价格当月同比与环比（%） 图表 10 CPI：猪肉价格当月同比与环比（%） 

  

数据来源：iFinD，中邮证券研究所整理 数据来源：iFinD，中邮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表 11 生猪及能繁母猪存栏量（万头） 图表 12 22省市猪肉平均价格（元/千克） 

  

数据来源：iFinD，中邮证券研究所整理 数据来源：iFinD，中邮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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