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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存款增速加快 
粮食价格上涨 

 

11 月份，我国经济在总体状况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出现了一些较明显的变化，如粮食

价格上涨、轻工业产出增长率明显回落、企业存款增长速度加快、出口再次超常增长等等。

这些结构性变动因素有可能会对经济总体走势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如何有待观察。 

 

尽管我国粮食生产实现连续 3年丰

收，粮油库存充裕，但近一个时期，

受国际市场、国内流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部

分地区粮油副食品价格出现一定程度上涨，11

月份，粮食价格同比上涨 4.7%，涨幅呈缓慢增

大的走势，按最近 6 个涨幅折算的全年涨幅达

到了 7.2%。粮油价格上涨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

广泛关注。 

粮食在居民消费支出中占较大比重，粮

价上涨势必对居民消费价格产生影响。11 月

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1.9%，涨

幅比上月增大 0.5 个百分点，比年内涨幅最

低的 3 月份上升 1.1 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企业存款余额增长率基本

稳定，但这种状况在 11 月份发生了

改变，11月末的企业存款余额同比

增长 16.6%，增幅比上月提高 1个百分点，当

月新增企业存款 2585 亿元，同比多增 1209 亿

元。其中活期存款余额同比增长 17.3%，增幅

同比上升 9.5 个百分点，上升速度很快。 

11月末，货币供应量M1的增长速度进一步

加快，同比增长16.8%，增幅比上年同期高4.6

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6.8%，增

幅比6月末回落1.6个百分点。 

11月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4.9%，增幅在最近几个月略有回落，比7月末

低1.4个百分点，但仍比上年同期高0.8个百分

点。 

总体来看，主要金融指标在2006年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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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势较多，但没有对实质经济产生同样的影

响。这种不一致主要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

一是大多数金融指标升幅较小，因此影响不太

明显是很自然的；二是引发金融指标上升走势

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货币供应量M1的增

速上升主要是发生在5月份股票市场恢复新股

发行以后，用现金申购新股引发大量的企业定

期存款转为活期存款，但这种M1增加是不会对

实质经济产生影响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

速度上升与上年贷款增长速度较低和外汇占

款增速回落有关，若与外汇占款合在一起考

察，增长率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 

 

11 月份，我国商品出口总额同比增

长 32.8%，已连续 4个月保持在 30%

左右的高增长水平，增幅比上半年

高 7.6 个百分点。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

18.3%，增幅比上半年回落 3.3 个百分点，虽

然其增长率的绝对水平并不低，但位于近几年

的较低水平，低于出口增长率 14.5 个百分点。

单月贸易顺差保持在 200 亿美元以上的水平，

累计贸易顺差已达到了 1565 亿美元。外部失

衡问题进一步恶化，10月末，外汇储备突破万

亿美元大关，达到 10096 亿美元。 

尽管外汇过多不会和外汇不足那样造成经

济难以为继，但仍会对经济产生不可忽视的负

面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下半年以来，轻工业增加值增长

速度明显下降，11 月份同比增长

11.2%，比上半年回落 4.3 个百分

点，回落幅度明显地超过重工业，带动全

部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回落 1.3 个百分点。 

11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4.9%，增幅比上半年回落 2.8 个百

分点，回落幅度较大，位于近几年的最低

水平。 

工业产出增长速度的回落已对工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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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0 月份，工业企业

平均人数同比增长 5.8%，增幅比 6 月份回

落 0.6 个百分点。但没有对工业效益产生

不利影响，1-10 月份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 14697 亿元，同比增长 30.1%，增幅比上

半年提高 2.1 个百分点。 

 

1-11 月份，城镇规模以上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 26.6%，实际增长

25.1%，增速自 6 月份以来呈不断

下降的走势，比上半年回落 4.7 个百分点，比

上年同期低 1.2 个百分点。由于目前的投资增

长速度仍然比较快，再加上增幅回落的时间不

长、幅度不大，因此对其他经济活动的影响尚

不明显。工业增长速度走低并不一定是由固

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引起的。 

 

11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

长 14.1%，增幅同比上升 1.7 个百

分点，但与今年的二、三季度相比，

增幅提高不明显。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零

售额同比增长 13.9%，增幅同比上升 1.4 个百

分点；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增长 17.7%，增幅

同比略有回落。 

 

在全国 70 个进行商品房销售价格

调查的城市中，商品房销售价格呈

普涨状态。10 月份全国平均上涨

5.7%，全年各月涨幅基本上位于 5%

和 6%之间，涨幅基本稳定。在全国 70个城市中，

10 月份涨幅居高的城市是北京、厦门、深圳、

福州和沈阳，分别上涨 10.7%、10.5%、9.9%、

9.6%和 9%，房价同比略降的仅有上海和北海，

并且回落幅度均不到 1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

明显回落 

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

增速上升 

商品房销

售价格普

遍小幅上

涨 

商品房销售价格涨幅变动情况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变动趋势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05.03 05.07 05.11 06.03 06.07 06.11

固定资产投资

房地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的变动情况

8

10

12

14

16

05.03 05.07 05.11 06.03 06.07 06.11

名义值 

实际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