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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 食品项价格环比回落，猪肉鲜菜成主要原因 

● 非食品价格环比回落，交通项仍是主要原因 

● 生产资料价格环比下跌，工业出厂价格继续回落 

● 大宗价格高位回落，价格剪刀差或收窄 

CPI、PPI 点评报告                                     A0101-20220909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宏观经济研究课题组 

 

 

学术指导：刘伟 

组长：苏剑 

 

课题组成员：   

陈丽娜 

黄昱程 

邵宇佳 

杨盈竹 

联系人： 康健                                                 

联系方式： 

010-62767607 

gmjjyj@pku.edu.cn 

 

 扫描二维码或发邮件订阅 

 第一时间阅读本中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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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22年 8月，CPI同比上涨 2.5%，较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环比下跌 0.1%，较上月回

落 0.6 个百分点。其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约为 0.8个百分点，较上月下降约 0.1个百

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 1.7 个百分点，较上月下降约 0.1 个百分点。食品价格回落是此次

CPI回落的主要原因。此外，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同比上涨 0.80 %，涨幅较上月

不变，显示需求复苏温和，总体价格平稳增长。我们预测 8 月份 CPI 同比增长 2.7%，高于

实际结果 0.2个百分点，但好于市场预期，主要是对国际油价下行和疫情影响服务的估计不

足，导致对非食品项高估了 0.2个百分点。 

2022年 8月，PPI同比上涨 2.3%，较上月回落 1.9个百分点，环比下跌 1.2%，较上月

上升 0.1 个百分点。其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响为 2.5个百分点，较上月下降约 0.7个百

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0.2 个百分点，较上月回落 1.2 个百分点。生产资料价格回落依然

是造成 PPI 继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我们预测 8 月份 PPI 同比上涨 2.9%，高于实际结果 0.6

个百分点，但仍好于市场预期，误差主要来源是对生产资料价格下行的估计不足。 

  

图 1 CPI、PPI 当月同比增速（%） 图 2 CPI、PPI 环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正  文 

食品项价格环比回落，猪肉鲜菜成主要原因 

CPI关注食品和非食品两个方面，食品价格由猪肉、鲜菜、鲜果和水产品等驱动，非食

品价格由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业价格驱动。8 月份，国内疫情虽有反弹但防控形势总体可控，

消费市场供应总体充足，CPI同比上涨 2.5%、环比由上月 0.5 %转为-0.1%，具体而言：食品

项价格环比回落显著，其中猪肉、鲜菜环比回落是本月食品价格环比回落的主要原因；非食

品价格环比继续下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下跌是本月非食品价格环比下跌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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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PI 食品与非食品当月同比增速（%） 图 4 CPI 食品与非食品环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食品项中，从同比看，食品价格上涨 6.1%，较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

约 1.09 个百分点。受压栏惜售和疫情趋稳消费需求回温叠加低基数等影响，猪肉价格上涨

22.4%，较上月上升 2.2个百分点；受多地持续高温天气影响，鲜菜价格同比上涨 6.0 %，较

上月回落 6.9个百分点。 

总的来说，食品项八大类价格除水产品外同比普涨，其中鲜果同比涨幅最高（+16.3%），

较上月同比变动分化，3正 5负，其中鲜菜同比变动最显著（-6.9%）。 

表 1 食品八大项同比及较上月变动（单位：%） 

食品八大类 粮食 食用油 鲜菜 畜肉类 水产品 蛋类 奶类 鲜果 

8月同比 3.3  7.5  6.0  10.1  -0.5  1.7  0.8  16.3  

同比变动 -0.1  0.7  -6.9  1.7  2.4  -4.2  -0.1  -0.6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图 5 粮食、食用油、鲜菜、畜肉价格同比（%） 图 6 水产品、蛋、奶、鲜果价格同比（%）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从环比看，食品价格上涨 0.5%，较上月回落 2.5 个百分点，影响 CPI上涨约 0.1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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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点。受压栏惜售情绪缓解，生猪出栏逐步恢复正常，叠加消费需求季节性走弱等因素影响，

猪肉价格上涨 0.4%，较上月回落 25.2个百分点；受多地持续高温天气影响，鲜菜上涨 2.0 %，

较上月回落 8.3个百分点。 

总体而言，食品八大类价格环比分化（4正 1负 3不变），其中蛋类环比幅度最高（+3.1%），

较上月环比变动分化（2正 5负），其中畜肉类环比变动最显著（-11.2%）。  

表 2 食品八大项环比及较上月变动（单位：%） 

食品八大类 粮食 食用油 鲜菜 畜肉类 水产品 蛋类 奶类 鲜果 

8月环比 0.0  0.7  2.0  0.6  0.0  3.1  0.0  -1.0  

环比变动 -0.1  -1.1  -8.3  -11.2  -0.5  2.8  -0.1  2.8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图 7 粮食、食用油、鲜菜、畜肉价格环比（%） 图 8 水产品、蛋、奶、鲜果价格环比（%）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图 9 食品烟酒、烟草、酒类价格同比（%） 图 10 食品烟酒、烟草、酒类价格环比（%）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此外，从食品烟酒指标来看，8 月食品烟酒价格同比 4.5 %，环比 0.4 %，具体而言，8月

烟草同比 1.3 %、环比上涨 0.1 %，酒类同比上升 1.5 %、环比上涨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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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食品价格环比回落，交通项仍是主要原因 

非食品项中，从同比看，8 月非食品价格上涨 1.7%，较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1.38 个百分点。具体而言，受燃油价格回落带动，工业消费品价格较上月继续

回落；受疫情散发影响，服务价格上涨 0.70 %，较上月不变。 

总体而言，非食品项七大类价格同比普涨，其中交通通信项同比涨幅最高（+4.9%），

较上月同比变动分化（2正 1零 4负），其中其他用品项同比变动最显著（+1.3%）。 

表 3 非食品七大项同比及较上月变动（单位：%） 

非食品项 

七大类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 交通通信 教育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 

8月同比 0.6  0.6  1.3  4.9  1.6  0.7  2.2  

同比变动 -0.1  -0.1  -0.1  -1.2  0.1  0.0  1.3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图 11 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同比

（%） 

图 12 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价格、

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同比（%）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从环比看，非食品价格环比下跌 0.3%，较上月下降 0.2个百分点，影响 CPI下跌约 0.22

个百分点。受国际油价下行影响，能源价格下行带动工业消费品价格回落；受疫情多点散发

叠加出行需求减弱影响，服务价格持平，飞机票和交通工具租赁费价格分别下降 7.5%和 1.0%。 

总体而言，非食品项七大类价格环比分化（3 升、2 降、2 不变），其中交通通信项和

其他用品项环比幅度最高（-1.7%），较上月环比变动分化（3正、3负、1不变），其中交

通通信项环比变动最显著（-1.0%）。 

表 4 非食品七大项环比及较上月变动（单位：%） 

非食品项

七大类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 交通通信 教育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 

0.6 0.6 

1.3 

-1.0

-0.5

0.0

0.5

1.0

1.5

2.0

2.5

3.0

3.5

2
0

1
7

-0
9

2
0

1
8

-0
1

2
0

1
8

-0
5

2
0

1
8

-0
9

2
0

1
9

-0
1

2
0

1
9

-0
5

2
0

1
9

-0
9

2
0

2
0

-0
1

2
0

2
0

-0
5

2
0

2
0

-0
9

2
0

2
1

-0
1

2
0

2
1

-0
5

2
0

2
1

-0
9

2
0

2
2

-0
1

2
0

2
2

-0
5

CPI:衣着:当月同比

CPI:居住:当月同比

CPI:生活用品及服务:当月同比

4.9 

1.6 
0.7 

2.2 

-6

-4

-2

2

4

6

8

10

2
0

1
7

-0
9

2
0

1
8

-0
1

2
0

1
8

-0
5

2
0
1

8
-0

9

2
0

1
9

-0
1

2
0

1
9

-0
5

2
0

1
9

-0
9

2
0

2
0

-0
1

2
0
2

0
-0

5

2
0

2
0

-0
9

2
0

2
1

-0
1

2
0

2
1

-0
5

2
0

2
1

-0
9

2
0
2

2
-0

1

2
0

2
2

-0
5

CPI:交通和通信:当月同比

CPI:教育文化和娱乐:当月同比

CPI:医疗保健:当月同比

CPI:其他用品和服务:当月同比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8月环比 -0.2  0.0  0.0  -1.7  0.1  0.1  0.3  

环比变动 0.2  0.0  -0.3  -1.0  -0.4  0.1  1.0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图 13 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环比（%） 
图 14 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价

格、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环比（%）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生产资料价格环比下跌，工业出厂价格继续回落 

8 月份，前期保供稳价政策持续，各地区各部门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

障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定，国内部分能源和原材料供需矛盾有所缓解，但受国际大宗商

品价格波动传导和国内需求偏弱等多种因素影响，工业品价格走势整体下行，工业品价格环

比下跌幅度收窄，同比下行幅度不变，具体而言：受工业上游原材料、能源品等价格回落影

响，生产资料价格同比继续回落；受需求不足及上游工业传导影响，生活资料价格继续下行。 

  

图 15 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价格同比增速（%） 图 16 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价格环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分大类，从同比看，高基数下 8 月 PPI 上涨 2.3%，较上月继续回落 1.9 个百分点。受国

际大宗商品高位运行但边际回落影响，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2.4%，较上月继续回落 2.6 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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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其中采掘工业同比回落最为显著；受上游工业部门价格传导影响，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1.6%，较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工业同比上升最为显著。生产资料同比回落是此

次 PPI 同比回落的主要因素。 

表 5 工业出厂价格分项同比及较上月变动（单位：%） 

分项 
生产资料项 生活资料项 

采掘 原材料 加工 食品 衣着 一般日用品 耐用消费品 

8月同比 10.1  7.8  -0.7  3.7  2.2  1.5  -0.6  

同比变动 -8.7  -3.6  -1.6  0.0  0.1  0.0  -0.3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图 17 生产资料价格分项同比增速（%） 图 18 生活资料价格分项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从环比看，8 月 PPI 环比下跌 1.2%，较上月回升 0.1 个百分点。受复工复产持续推进、

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逐步畅通稳定、保供稳价政策效果继续显现影响，生产资料价格下跌 1.6%，

较上月回升 0.1 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环比回落最为显著；生活资料价格下跌 0.1%，较上

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其中衣着环比上升最为显著。工业上游价格回落仍是此次 PPI 环比回

落的主要因素。 

表 6 工业出厂价格分项环比及较上月变动（单位：%） 

分项 
生产资料项 生活资料项 

采掘 原材料 加工 食品 衣着 一般日用品 耐用消费品 

8月环比 -4.5  -2.4  -0.9  0.0  0.3  0.0  -0.4  

环比变动 -2.6  0.1  0.4  -0.6  0.2  0.3  -0.6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10.1 7.8 

-0.7 

-20

-1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2
0

1
7

-0
9

2
0

1
8

-0
1

2
0

1
8

-0
5

2
0

1
8

-0
9

2
0

1
9

-0
1

2
0

1
9

-0
5

2
0

1
9

-0
9

2
0

2
0

-0
1

2
0

2
0

-0
5

2
0

2
0

-0
9

2
0

2
1

-0
1

2
0

2
1

-0
5

2
0

2
1

-0
9

2
0

2
2

-0
1

2
0

2
2

-0
5

PPI:生产资料:采掘工业:当月同比

PPI:生产资料:原材料工业:当月同比

PPI:生产资料:加工工业:当月同比

3.7 

2.2 1.5 

-0.6 

-4

-2

2

4

6

2
0

1
7

-0
9

2
0

1
8

-0
1

2
0

1
8

-0
5

2
0

1
8

-0
9

2
0

1
9

-0
1

2
0

1
9

-0
5

2
0

1
9

-0
9

2
0
2

0
-0

1

2
0

2
0

-0
5

2
0

2
0

-0
9

2
0

2
1

-0
1

2
0

2
1

-0
5

2
0

2
1

-0
9

2
0

2
2

-0
1

2
0

2
2

-0
5

PPI:生活资料:食品类:当月同比

PPI:生活资料:衣着类:当月同比

PPI:生活资料:一般日用品类:当月同比

PPI:生活资料:耐用消费品类:当月同比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图 19 生产资料价格分项环比增速（%） 图 20 生活资料价格分项环比增速（%） 

数据来源：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数据来源： Wind，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分行业，从同比看，按同比涨幅由大到小排，分别是石油、煤炭、化学原料及制品、有

色金属等相关行业，这些相关行业同比涨幅依旧居高，但较上月变动分化，煤炭开采、石油

开采、有色加工和黑色加工相关行业贡献了 PPI 同比回落的主要动力；从环比看，国际原油、

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带动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下降，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石油天然

气开采、煤炭开采等贡献了环比回落的主要动力。 

大宗价格高位回落，价格剪刀差或收窄 

PPI 传导，上涨动力始于采掘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PPI 权重构成中，中下游的加工业

大约占了一半、生活资料大约占了四分之一，上游的采掘业和原材料业大约占了剩下四分之

一，而 PPI 向 CPI 传导主要通过生活资料项价格，价格传导本质来自于厂商或行业基于成本

压力或利润考虑的主动提价行为，这需要具备对上游及下游的议价能力，这种议价能力决定

了传导时间的长短，例如与原材料直接相关、成本转嫁能力较强的消费品涨价传导比较快，

原油价格上涨带动 CPI 交通工具用燃料同比上涨。 

2021 年，受猪肉供给较多的影响，猪肉价格在 2021 年持续走低，使得 2022 年食品项

价格存在一定上涨空间；同时 2021 年非食品价格相对平稳，在 2022 年经济进一步回暖的情

形下存在价格上涨的可能性，但鉴于非食品价格增速波幅较小，对 CPI 增速变化的影响也有

限，2022 年 CPI 增速走势依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食品价格的波动。在低基数以及下半

年经济回暖叠加猪价回升的影响下，预计 2022 年 CPI 同比增速中枢较 2021 年将会有明显

上移，全年中枢 2.2%左右。 

2022 年，随着供应紧张状况缓解，预计大多数大宗商品价格有望在 2022 年回落，美联

储 Taper 落地以及加息预期将对国际原油等大宗商品形成一定冲击，同时从中长期来看，全

球“双碳”工作的推进意味着能源价格较此前或将有系统性的抬升，但在高基数效应以及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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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因素的影响下，2022 年 PPI 增速预计将有比较明显的回落，且大概率呈现前高后低的走

势，虽然 PPI 同比增速可能放缓，但大宗商品价格或将持续处于高位。此外，随着中国电价

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将使得电力价格上涨，而电力对于整体物价增速的影响将会明显高于煤

炭、钢铁等大宗商品，PPI 增速在电力涨价的带动下，自高位下行的速度也或将慢于预期，

同时电力价格上涨也将加速 PPI 向 CPI 增速的传导，鉴于电力在工业生产与居民生活中的

重要影响力，可以预期 2022 年随着电价上调，或将对工业部门和居民消费部门造成一定的

成本推动压力，进而一定程度地抬升整体物价水平，预计 2022 年 PPI 同比增速中枢较今年

将会有一定下移，全年中枢 5.0%左右。 

未来通胀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一、伴随收入恢复，商品消费或进一步修复，若原材料价格持续维持高位，对中下游企

业利润持续挤压，部分企业甚至可能退出市场、带来供给收缩，终端消费涨价压力或进一步

显性化，叠加服务业边际恢复、猪肉价格周期底部回弹，或进一步推升通胀预期。 

二、俄乌冲突升级下推动国际粮价高涨。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粮食大国，两国出口的小

麦占全球市场近 30%，若战争持续，国际小麦价格难免暴涨。从 2021 年中国进口粮食的情

况来看，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 16454 万吨，虽然小麦的进口量不大，但如果小麦暴涨，同样

会带动其他粮食涨价。与此同时，2021 年中国粮食进口增长了 18%，但进口金额却增长了

39%，说明国际粮价平均涨了近 20%。尽管农产品通胀的传导存在较明显的滞后效应，但

2022 年以来的上游大宗通胀对农产品的影响或加速显现，传导核心在于油气等大宗价格的

持续上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中长期传导，种植成本化肥（尿素）、机械费用增加、油

价上涨提升成本项中的油电费用，造成农产品种植成本提升；二、短期传导，汽运、海运成

本提升造成环节费用的提升，油价高涨推动燃料乙醇价格走强，从需求侧拉动农产品价格，

另外煤、气等成本提升推动烘干成本和深加工成本提升。最后一旦出现系统性粮价抬升，在

当前已经很低的猪粮价比的情况下，大概率带动猪价更高幅度的回升，进而对 CPI 产生重要

影响。 

三、绿色转型、双碳目标造成能源供给缺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下行慢于预期。极

端气候可能造成短期价格波动，如寒流、高温、干旱影响水力、核能等新能源供能，同时也

会造成短期需求强劲，对天然气进口增加，价格高涨。电改继续深化，电价上涨直接推升下

游成本，且高耗能原材料行业电价不设上限，其价格上涨进一步推升其他行业的成本，如非

金属矿物、金属冶炼、金属制品、煤炭开采、石油天然气加工、机械制造、食品制造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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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电价上涨影响较大。另外新能源转型提升有色需求，双高行业供给约束仍在，有色价格或

仍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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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简介：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4 年，挂靠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依托北京大学，重点研

究领域包括中国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经济学理论、中国经济改革实践、转轨

经济理论和实践前沿课题、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教学研究等。同时，本中心密切跟踪宏观经济与

政策的重大变化，将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纳入一个综合性的理论研究框架，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去解读，

把握宏观趋势、剖析数据变化、理解政策初衷、预判政策效果。 

中心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成

果有：（1）推动了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中心主任苏剑教授从 2006 年开始就呼吁中国应该立即彻底

放弃计划生育政策，并转而鼓励生育。（2）关于宏观调控体系的研究：中心提出了包括市场化改革、

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政策的三维宏观调控体系。（3）关于宏观调控力度的研究：2017 年 8 月，本中

心指出中国的宏观调控应该严防用力过猛，这一建议得到了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批示，也与三个月后十

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宏观调控有度”的观点完全一致。（4）关于中国经济目标增速的成果。2013 年，

刘伟、苏剑经过缜密分析和测算，认为中国每年只要有 6.5%的经济增速就可以确保就业。此后不久，

这一增速就成为中国政府经济增长速度的基准目标。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实践也证明了他们的这一测

算结果的精确性。（5）供给侧研究。刘伟和苏剑教授是国内最早研究供给侧的学者，他们在 2007 年

就开始在《经济研究》等杂志上发表关于供给管理的学术论文。（6）新常态研究。刘伟和苏剑合作的

论文“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经济科学》2014 年第 4 期）是研究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第一篇学术

论文。苏剑和林卫斌还研究了发达国家的新常态。（7）刘伟和苏剑主编的《寻求突破的中国经济》被

译成英文、韩文、俄文、日文、印地文 5 种文字出版。（8）北京地铁补贴机制研究。2008 年，本课

题组受北京市财政局委托设计了北京市地铁运营的补贴机制。该机制从 2009 年 1 月 1 日开始被使用，

直到现在。 

中心出版物有：（1）《原富》杂志。《原富》是一个月度电子刊物，由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

心主办，目的是以最及时、最专业、最全面的方式呈现本月国内外主要宏观经济大事并对重点事件进

行专业解读。（2）《中国经济增长报告》（年度报告）。该报告主要分析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中长

期问题，从 2003 年开始已经连续出版 14 期，是相关年度报告中连续出版年限最长的一本，被教育部

列入其年度报告资助计划。（3）系列宏观经济运行分析和预测报告。本中心定期发布关于中国宏观

经济运行的系列分析和预测报告，尤其是本中心的预测报告在预测精度上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免责声明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属学术机构，本报告仅供学术交流使用，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

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观点仅供参考，亦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

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研究中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

制、发表或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