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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涨幅进一步回落 

经济增长速度趋缓 
 

1 月份，由于受春节因素的影响
①
，大多数经济指标的增长率不具有可比性。从消除春

节因素影响后的数据看，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趋缓，大多数宏观经济指标延续了去年四季

度的走势。 

      
1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

4844 亿元，比上年同月增长 20.9%。

由于今年春节在 2月份，因此 1月

份实际工作日比去年多 3天。在剔除该因素的

影响以后，1 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仅为

10%左右，增幅比上年四季度进一步回落。 

轻重工业增长速度的差距缩小。1月份的

重工业增加值 3322.3 亿元，同比增长 21.1%；

轻工业增加值 1521.4 亿元，同比增长 19.9%，

重工业产出的增长速度仅比轻工业高 1.2 个

百分点，两者之间的差距已明显缩小。导致两

者差距缩小的原因是重工业增长速度回落幅

度较大，而不是轻工业增长速度的加快。由于

重工业增长速度过高是去年上半年经济过热

的重要特征，因此轻重工业增长速度趋于接近

可看作是经济降温的重要标志。 

    分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7%，集体企业增长 19.5%，股份

合作企业增长 24.6%，股份制企业增长 21.6%，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 21.6%。 

 

1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

上涨 1.9%，涨幅比上年 12 月份回

落 0.5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

1.4%，农村上涨 2.8%。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

上涨 0.9%，涨幅比上年 12月份回落 0.4 个百

分点。考虑到春节因素会对春节所在月份的价

                      
①
 春节因素的影响是指春节的阳历时间变化对各经济指标的影响。今年春节的时间是2月9日，比去年的1月22日晚很多，因

此春节因素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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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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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而今年的春节时间不

在 1月份，因此剔除该种影响后的回落幅度会

小一些，但涨幅回落的趋势是可以肯定的。从

消除季节因素后的定期价格指数看，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最高的是 2004 年 9 月份，目前的价

格水平已比最高点回落了 1.5 个百分点，若没

有新涨因素出现，那么居民消费价格的同比涨

幅将会在 6月份降至接近于零的水平。 

    分类别看,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4%，其中粮

食价格上涨 14.2%；烟酒及用品价格上涨

0.5%；衣着价格下降 1.6%；家庭设备用品的

价格下降 1%；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的价格下

降 0.8%；交通和通信的价格下降 2.6%；娱乐

教育文化用品的价格上涨 1.7%；居住价格上

涨 5.5%。 

 

1 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5.8%，涨幅连续第 3月回落，并且

回落的速度很快，比上年 12 月份

回落 1.4 个百分点，比最高的 2004 年 10 月份

回落 2.4 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

比上涨 7.8%，涨幅比上年 12月份缩小 1.6 个

百分点；生活资料出厂价格上涨 0.3%，涨幅

比上年 12 月份缩小 0.2 个百分点。从消除季

节因素后的定期价格指数看，工业品出厂价格

的绝对水平在去年 11 月后趋于稳定，但还没

有转降。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涨幅较大。

1月份同比上涨 10.7%，涨幅比上年 12月份缩

小 1.3 个百分点，比最高的 2004 年 10 月份缩

小 3.5 个百分点。从构成指标看，九大类购进

产品价格的涨幅均有所回落，其中燃料动力

类、黑色金属材料类、有色金属材料类和化工

原料类的涨幅较大，分别上涨 12.6%、14.3%、

17.4%和 13.5%。从消除季节因素后的定期价

格指数看，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还没

有停止上涨，而只是上涨的速度明显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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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增长率的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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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净出口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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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份，我国出口总额 507.7 亿美

元，同比增长 42.2%，其中一般贸

易出口 229.1 亿美元，增长 48.2%；

进口总额 44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其中

一般贸易进口 194.7 亿美元，增长 12.7%。由

于春节的阳历时间推后会使1月份进出口明显

增加，因此 1月的进出口增长率与其他月份是

不可比的。消除春节因素后进出口增长率应明

显低于上年四季度的水平，估计出口增长率明

显低于 30%，进口增长率在 15%左右，而一般

贸易进口增长率则已接近于零。一般贸易进口

的低增长虽然与人民币的跟随美元贬值有关，

但仍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内需求的状况。 

1月份，我国实现贸易顺差 64.8 亿美元，

顺差的规模很大，仍在延续去年四季度以来的

格局。估计这种格局会在今年延续下去，理由

是：一是人民币跟随美元贬值对出口有利，而

对进口不利；二是今年的内需状况将远不如去

年。 

 

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25.78万

亿元，同比增长14.1%，增幅比上年

12月末低0.5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

低4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为9.7万亿元，

同比增长15.3%，比上年12月末高1.7个百分

点，主要是上年同期基数较低所致。流通中现

金M0余额为2.4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从走

势上看，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在去年9月份

以后的可看作基本稳定，改变了在此之前的下

降走势，但回升的迹象尚未出现。与1997年以

来历史平均水平相比，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长

率均处于较低的水平。 

    1 月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

长 14.3%，增速与前几个相比无明显变化；企

业存款余额同比增长 18.2%，增幅比上年 12

月末高 1.5 个百分点，主要是上年同期基数较

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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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存贷款增长率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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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的变动情况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1 月 3 月 5 月 7 月 9 月 11 月

2003 2004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