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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低通胀：四因素主导下的 CPI 运行 

         
 

核心要点：    
 

11月CPI同比下降幅度超预期，自8月份CPI由负转正后10月再次进入负增长区间。普遍认为，猪

肉的贡献是最大的，猪周期再次引领了通胀。这种说法显然高估了现阶段猪肉对于CPI的影响，

猪肉确实拉动CPI同比的下行，但是其他行业对CPI上行推动力的减弱也是CPI回落的因素之一，

同时原油对CPI也是负拉动。 

猪肉、蔬菜、油气和旅游是11月拉低CPI向下的四项主要因素，这四项分为周期性因素（蔬菜和

旅游出行）和非周期性因素（猪肉和油气价格）。从周期性因素看，蔬菜和旅游的下行幅度均处

于历史的顶部区域，但是仍然没有创出极值，仍然属于正常的波动范围。山东寿光蔬菜价格指数

已经从11月初的82历史低点回升至127，接近过去八年价格中枢水平；11月份旅游环比落至低位

可能属于前期超高增速的历史均值回归所致。从非周期性因素看，猪肉和原油的下行并不突兀。

当前繁母猪存栏量仍处于高位，同时生猪养殖的效率也在提高；原油市场需求端逐渐占据主导地

位，产油国整体减产情况不及预期，而需求的持续低迷仍在发酵。短期来看，周期类因素下行无

法持续，非周期价格的弱势会继续。 

从根本上来看，通胀低水平运行主要：一是疫情后消费恢复的不力；二是生产持续好于消费从而

带来的价格普跌；三是央行的货币始终保持谨慎，货币增速处于合理范围；四是金融资源对房

地产行业的分配减少，房价—房租—工资的链条并不顺畅。首先，疫情后服务价格的上行始终不

及预期，这背后主要与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以及居民收入增长受到影响等因素有关。其

次，疫情后的第一年，供给的恢复远远快于需求，国内需求恢复缓慢叠加了海外需求回落，供需

有所失衡。再次，央行的货币始终保持谨慎，货币增速处于合理范围，货币大幅释放带动经济上

行，同时带动CPI上行的路径不成立。最后，金融资源对房地产行业的分配继续减少，房价—房

租—工资的上行链条并不顺畅。 

综合拉动CPI各项因素分析，居民的消费信心仍然处于恢复的过程中，海外需求会略有好转但是

不确定性仍然较大，货币政策基调是适度的，房地产2024年继续出清，这种情况下，CPI回升需

要较长的时间。 

2024年从货币到商品供给需求，并没有能拉动价格上行的部门。而房地产行业仍然在转型过程

中，商品房销售低迷，商品房价格上行带来通胀走高的可能性更低。2024年仍然是通胀弱势年

份，但是政府支出预计将好于2023年，带动2024年的通胀水平略高于2023年。我们预计2024年

CPI上行在1%左右，1季度处于高位，2季度处于低点，3、4季度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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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对 CPI 贡献驱动减弱（%）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风险提示： 
1. 大宗商品大幅下行的风险 

2. 房地产持续回落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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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猪肉驱动 CPI 的“两分”看法 

11 月 CPI 同比下降至-0.5%，自 8 月份 CPI 由负转正后 10 月再次进入负增长区间，且 11 月份跌幅有所扩

大。普遍认为，猪肉的贡献是最大的，猪周期再次引领了通胀。这种说法显然高估了现阶段猪肉对于 CPI 的

影响，猪肉确实拉动 CPI 同比的下行，但是其他行业对 CPI 上行推动力的减弱也是 CPI 回落的因素之一，同

时原油对 CPI 也是负拉动。 

一方面，11 月同比数据来看，猪肉对 CPI 的拉低效果最明显，其他行业对 CPI 的向上拉动减弱。畜肉类价

格同比下降 31.8%，带动 CPI 下降 1.08 个百分点。受国内油气价格下降影响，交通和通信项同比下降-2.4%，

影响 CPI 下降 0.32%。除主要四项商品的其他价格项拉动 CPI 上行 0.6 个百分点，旅游出行主要贡献的教育和

娱乐项拉动 CPI 0.21 个百分点，本应该在 11 月份负贡献的鲜菜拉动 CPI 上行 0.02 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从环比来看，猪肉对 CPI 的贡献大大降低了。11 月 CPI 环比下行主要由四部分构成：（1）猪肉

下降 3%，畜肉拉低 CPI 约 0.09%；（2）鲜菜下降 4.1%，拉低 CPI 约 0.15%；（3）交通和通信项下跌 1.4%，带

动 CPI 下行 0.2%；（4）教育和娱乐项下降 0.9%，影响 CPI 约 0.09%。此外，其它商品上行 0.6%，拉高 CPI 环

比 0.03%。 

二、商品价格未来的分化 

  我们分别分析在 11 月拉低 CPI 向下的四项主要因素：猪肉、蔬菜、油气和旅游，这四项分为周期性因素

（蔬菜和旅游出行）和非周期性因素（猪肉和油气价格）。周期类因素下行无法持续，非周期价格的弱势会继

续。 

从周期性因素看，蔬菜和旅游的下行幅度均处于历史的顶部区域，但是仍然没有创出极值，仍然属于正

常的波动范围。11 月鲜菜环比-4.1%，略低于过去五年的环比均值-3.62%，我们认为这主要与今年 11 月全国

多地高温，南北蔬菜供给充足致使菜价不断走低有关。进入 12 月多地气温明显降低，蔬菜供应将有所缩减，

山东寿光蔬菜价格指数已经从 11 月初的 82 历史低点回升至 127，接近过去八年价格中枢水平，后续蔬菜对价

格的拖累有望减弱。11 月旅游出行环比下降 5.9%，创过去 10 年同期的最低值，较过去五年的环比均值低 2.5

个百分点。今年旅游价格暑期 7、8 两月份均创过去 10 年同期的环比新高，9-10 月份自然回归，11 月份旅游

环比落至低位可能属于前期超高增速的历史均值回归所致。 

图 1：CPI 同比连续两个月转负下探（%） 图 2：CPI 环比受油价和蔬菜拖累显著，其它服务项支撑弱

（%）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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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周期性因素看，猪肉和原油的下行并不突兀。猪肉仍然处于产能出清阶段 11 月猪肉价格环比-3%，

价格持续低迷。当前能繁母猪已经连续 10 个月下降，但能繁母猪存栏量仍处于高位，去化速度较慢。此外，

生猪养殖的效率也在提高，这种去化速度的缓慢主要是由于国内猪场养殖规模化程度的提升以及生猪养殖户

对亏损经营的较高容忍度，后续短期内预计猪价将继续承压。受国际油价下行影响，11 月汽油价格环比下降

2.7%，为今年以来最大降幅。当前原油市场的供给格局正逐渐发生变化，需求端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供给端

看，产油国整体减产情况不及预期，而需求的持续低迷仍在发酵。11 月 30 日 OPEC+召开部长级会议宣布明

年一季度将以自愿方式减产，布油价格跌至 79 美元/桶左右，主要源自于市场对于需求的担忧，以及美国石油

产量持续创历史新高。 

 

三、什么带来了 CPI 的走低？ 

 商品价格的下跌会带来通胀的下行，但更根本的因素来看：一是疫情后消费恢复的不力；二是生产持续

好于消费从而带来的价格普跌；三是央行的货币始终保持谨慎，货币增速处于合理范围；四是金融资源对房

地产行业的分配减少，房价—房租—工资的链条并不顺畅。 

首先，疫情后尽管服务业在快速恢复，但是服务价格的上行始终不及预期。11 月服务项同比上涨 1%，对

CPI 上行贡献了 0.27 个百分点。参考疫情前五年时期，2015-2019 年服务项对 CPI 的贡献占比一直较高，有时

图 3：寿光蔬菜价格指数季节性变动 图 4：旅游价格环比季节性变动（%）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图 5：能繁母猪存栏数变动（%） 图 6：布伦特原油价格（美元/桶）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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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主导贡献力量。而进入疫情时期以来，服务项对 CPI 的贡献较此前有所下降，11 月服务价格 1%的同比

增速距离疫情前平均 2.3%的价格涨幅仍然有差距，服务业价格的低迷成为通胀低迷的主要因素之一，这背后

主要与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以及居民收入增长受到影响等因素有关。 

 

 其次，疫情后的第一年，供给的恢复远远快于需求，国内需求恢复缓慢叠加了海外需求回落，供需有所

失衡。11 月工业增加值环比+0.87%，同比+6.6%，1-11 月累计同比+4.3%。11 月社零当月同比 10.1%，1-11

月份社会零售总额增长 7.2%，整体消费表现略低于预期，两年平均增速下行速度加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

指出“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从价格指数来看，二、三季度 GDP 平减指数分别为-1.5%、-

1.43%；CPI 自从 4 月以来一直维持在 0%左右，10 月、11 月分别下降至-0.2%、-0.5%，反映消费品需求不足；

PPI 在 6 月到达了-5.4%的底部，9 月收窄降幅至-2.5%，但 10 月、11 月再次降至-2.6%、-3.0%，反映工业品

下游需求不足。 

 

再次，央行的货币始终保持谨慎，货币增速处于合理范围，货币大幅释放带动经济上行，同时带动 CPI

上行的路径不成立。2023 年央行的“宽货币”政策目标，由于传导受阻并未实现“宽信用”，而得到“紧信用”

的实际效果。而信用创造货币，“紧信用”的现实又反过来作用，使得央行“宽货币”的目标亦没有实现。目

标和结果之间的错配，是因为货币政策只能调控货币，而最后是否能实现信用的宽紧则有赖于货币政策传导

机制，即经济参与主体的加杠杆意愿和金融体系的配合，而这两个决定货币政策传导的因素在 2023 年都出现

图 7：商品与服务项同比变动（%） 图 8：商品与服务项环比变动（%）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图 9：生产与消费、出口增速（%） 图 10：消费者信心指数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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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收缩。紧信用的格局令我国实际利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拖累信用和居民预期改善，使得通胀水平维持在

相对低位。 

 

最后，金融资源对房地产行业的分配继续减少，房价—房租—工资的上行链条并不顺畅。房地产开发企

业普遍陷入债务风险已经引发了金融及经济运行出现严重梗阻，商业银行主动收缩了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融

资，事实上形成了房地产金融的紧缩效应。1-11 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11.7 万亿元，同比下降 13.4%。

市场需求的疲软使得房价上涨空间逐渐被压缩，房东将面临房价、房租下降带来的房贷压力，租金收益率进

一步下降。 

四、2024 年通胀低水平运行 

综合拉动 CPI 各项因素分析，居民的消费信心仍然处于恢复的过程中，海外需求会略有好转但是不确定

性仍然较大，货币政策基调是适度的，房地产 2024 年继续出清，这种情况下，CPI 回升需要较长的时间。

2023 年我国 CPI 增长不到 0.5%，预计 2024 年或将稍有好转，但是总水平仍然偏低。即使 2024 年货币政策放

松，基建投资上行，M2 有所提升，但是对于需求不足的环境来说，房价、食品价格上涨持续度不足，对 CPI

的贡献度仍然有限。 

从周期和非周期的各类商品价格来看，周期类的蔬菜、旅游以及家庭服务等价格随着春节的临近会逐步

回升，非周期类价格虽然低迷，但持续下降的空间不大，这也就意味着 2024 年 CPI 会在 1 季度有所抬升。 

2024 年食品价格下半年才会有所上行。蔬菜价格较为平稳，总体走势符合季节性特征。猪肉方面价格处

于低位，猪肉养殖行业在 2020 和 2021 年两年大幅扩产，使得大型猪场养殖占比上行，产能提升更快，市场

供给量偏多。温氏股份在三季度投资者交流会中表示，养猪行业的竞争已经演变成了规模化企业的竞争，行

业集中度提升会导致产能去化速度变慢，猪周期会被拉长。猪肉市场仍然处于“资本”竞争阶段，其价格上

行可能要等到 2024 年下半年。 

综合来看，2024 年从货币到商品供给需求，并没有能拉动价格上行的部门。而房地产行业仍然在转型过

程中，商品房销售低迷，商品房价格上行带来通胀走高的可能性更低。2024 年仍然是通胀弱势年份，但是政

府支出预计将好于 2023 年，带动 2024 年的通胀水平略高于 2023 年。我们预计 2024 年 CPI 上行在 1%左右，1

季度处于高位，2 季度处于低点，3、4 季度回升。 

 

 
 

图 11：2023 年社融增速持续低于 M2 增速（%） 图 12：各国实际利率水平（%）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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