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浩俊：1 月 CPI、PPI 涨幅

继续回落 经济政策如何环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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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谭浩俊 

2 月 16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

同比上涨 0.9%，略低于市场预期的 1%，涨幅比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

1 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 9.1%，低于市场预期的 9.5%，

涨幅比上月回落 1.2 个百分点。 

 

这也是 CPI 继去年 12 月出现回落后。连续 2 个月出现回落，PPI 则是

从去年11月出现回落后，连续3个月出现回落。在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巨大，

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深受高通胀之害的情况下，我国能够比较好地控制住

价格上涨，特别是居民消费价格甚至涨幅低于 1%，无疑会给稳增长提供更

大的政策空间，能给政策调整创造更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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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 1 月份价格指数的情况来看，也有几个方面的特点不容忽视。首

先，核心 CPI 涨幅高于 CPI 涨幅。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 月份，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涨幅与上月相同，但高于

同期 CPI 涨幅 0.3 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上月的核心 CPI 还是低于 CPI 的，

且幅度达到 0.3 个百分点，1 月份就出现比较大的反复，除了猪肉价格继续

大幅下跌、蔬菜价格由涨转跌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值得

关注。 

其二，PPI 正在对 CPI 形成传导和渗透。数据显示，1 月份，非食品

价格上涨 2.0%，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

涨 2.5%，涨幅回落 0.4 个百分点。虽然也都出现了一定回落，但是，由于

本身基数较高，涨幅回落后，其绝对值仍然比较高。因此，非食品价格与

食品价格之间出现了相对较大的差距。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PPI 对 CPI

的传导和渗透可能已经形成，PPI 正在对 CPI 产生上拉影响。如果不能有

效控制好大宗商品价格，PPI 对 CPI 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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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PPI 仍在高位运行。虽然从去年 11 月起，PPI 出现了涨幅回落

现象，但是，实际仍处于高位运行，涨幅仍达 9%以上。PPI 涨幅偏高，并

不是经济过热所致，而是与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位增长有关，煤炭、石油、

钢材等价格都继续处于高位增长，价格涨幅回落未改整体上涨格局，且涨

幅仍然较大。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上涨 51.3%，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

38.2%。这样的涨幅，对下游企业来说，无疑是压力非常巨大的。为什么

CPI 中非食品价格上涨幅度与食品价格上涨幅度不协调，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幅度太大，对下游的非食品价格形成了传导与渗透。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地区稳定也面临很大压力，

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也会加大。在这样的情况下，高通胀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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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会继续困扰着各国、特别是发达经济体。根据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

2022 年 1 月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7.5%，是自 1982 年 2

月以来的最大涨幅，而 CPI 与去年 12 月相比上涨 0.6%，也超过了预期。

也就是说，输入型通胀也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必须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 

更需要引起关注的是，由于持续的高通胀，美联储已经明确表态，将

调整货币政策，以应对高通胀影响。如果美联储在下次的议息会议上决定 3

月份加息，那么，就意味着国际市场资金将发生比较大的变动。因为，一

旦美联储挥动了加息键，可能就不是加息一次，而是多次，甚至有专家预

测，美联储有可能在牛肉加息 7 次。果真如此，那真的是全球的灾难。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应当依据目前国际市场环境变化，以及国内价格

形势现状，及时在宏观政策方面做出应对，特别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应当制定多套应对方案，并确保每套方案都能在政策上环环相扣，都能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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