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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0101热点
B叠

▲

B06版中州 ▲

B07版国际 ▲

B09版竞技

▲

B11版文娱·速读 ▲

B13版乐活·讲述

□新华社记者 刘铮

“8月CPI的小幅反弹，在市场预
期之中。主要原因是部分食品价格出
现较为明显的上涨。但受经济增速持
续放缓的大环境制约，物价涨幅低位
运行的大势并不会因此改变。”中国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
军认为。

天气因素影响到蔬菜生产

分析价格变动的最新情况，看环
比数据更加鲜明。8月我国CPI环比
上涨0.6%。其中，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1.5%，而非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1%，
食品价格在8月CPI小幅反弹中的推
动作用可见一斑。

调查显示，8月我国鲜菜价格环比
上涨14.3%，猪肉价格上涨1.5%，蛋价

格上涨8.2%。仅此三样，在环比数据
中，为当月CPI涨幅“贡献率”就达到
了85%。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0个城
市的监测，大白菜平均每公斤售价从7
月下旬的 2.72 元，涨到 8 月下旬的
3.58元；猪肉后臀尖每公斤从24.59元
涨到25.08元；散装鲜鸡蛋每公斤从
9.4元涨到10.71元。

王军分析指出，七八月我国部分
地区暴雨成灾，短期内对蔬菜生产的
影响很大，推高了蔬菜价格；猪肉价格
经过前期持续下跌，到达盈亏平衡点
附近，也出现了一定的反弹。

“虽然8月CPI回到‘2’平台，但大
的物价走势没有变化。简单来说，就
是剔除了受季节和天气因素影响较大
的食品和石油价格后的核心CPI变化
不大。”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刘元春说。

专家：要密切监测价格
走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而CPI的上游、受经济走势影响
更为直接的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已经连续半年下跌，且跌幅不断
扩大。3月我国PPI下降0.3%，而8月
的降幅已经扩大到3.5%。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目前中国
经济仍然处在增速放缓过程中，总
需求相对疲弱。在这样的背景下，
作为供求关系反映的物价，总体上
难以出现较大涨幅，完成全年的物
价调控目标应当是有把握的。但对
部分食品价格的较快上涨以及国际
大宗商品价格的不确定因素，也要
高度关注。

“过去一年在控物价上的调控效
果比较明显。但现在一些食品价格的

反弹要注意，对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影
响还是蛮大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说。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仍然充满
变数。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暴跌之
后，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又出现了明
显反弹。特别是随着市场对美国第三
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增强，专
家们认为，不排除大宗商品价格持续
走高的可能性，国内的物价调控要对
此作好准备。

王军指出，目前的物价走势，“下”
有总需求相对疲弱的压力，“上”有劳
动力成本较快上涨的动力，还有大宗
商品价格的不确定因素，要综合起来
分析。

“物价问题不用太担心，但也不能
太大意。要密切监测价格走势，及时
采取应对措施，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
本稳定。”张立群说。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报告，8月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
涨2.0%，涨幅比创下两年半来新低的
上月，小幅反弹0.2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8月2.0%的CPI同比
涨幅中，去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约
为0.6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约为1.4

个百分点。1至8月，我国CPI同比平
均上涨2.9%。

食品价格领涨8月CPI。当月食
品价格同比上涨3.4%，推动CPI同比
上涨约1.08个百分点。其中，鲜菜价
格上涨23.8%，粮食价格上涨3.2%，油
脂价格上涨4.5%。

此外，8月我国烟酒及用品价格同
比上涨3.0%，衣着价格上涨3.1%，家

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格上涨
1.8%，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价格上涨
1.3%，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
上涨0.4%，居住价格上涨2.2%（其中
房租价格上涨3.0%），交通和通信价
格下降0.8%。

从更能反映价格变动最新情况
的环比数据看，8月我国CPI环比上
涨 0.6%，特别是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1.5%，推动 CPI 环比上涨约 0.49 个
百 分 点 。 其 中 ，鲜 菜 价 格 上 涨
14.3%，猪肉价格上涨1.5%，蛋价格
上涨8.2%。

当日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指出，8月
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
下降3.5%，环比下降0.5%。作为CPI
的上游，PPI已连续6个月同比下降，
且降幅不断扩大。

鲜菜价格上涨23.8%，推高食品价格

小幅反弹 大势未改
——解读8月我国CPI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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