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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涨幅基本稳定 

货币供应量 M1 增幅上升 

 

1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没有统计数据，工业产出和国内贸易的数据不公布，再加上春

节因素造成的数据异常变动，因此很难对经济总体状况进行评价，而只能用有限的数据作

一些分析。从公布的数据看，进出口总额增长速度较快，物价涨幅基本稳定，货币供应量

M1和金融机构企业存款增幅上升较多。 

 

1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

年同月上涨 2.2%，涨幅比上年 12

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但仍比 11

月份高 0.3 个百分点，再加上春节因素会造成

今年 1 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低于正常水

平，因此难以判断价格回落的真实意义。不过，

从货币政策、市场供求、粮食价格、能源价格

等影响价格变动的因素，可以判断 07 年的居

民消费价格涨幅将稳定在较低水平，大约将比

06年高 1个百分点。 

分类别看，食品价格涨幅最高，1月份比

去年同月上涨 5%，涨幅比 6 个月前上升 4.4

个百分点。其中，粮食价格上涨 6.9%，肉禽

及其制品价格上涨 13.5%，鲜蛋价格上涨

21.4%，涨幅分别比 6 个月前增大 4、20.6 和

33 个百分点。食品价格涨幅上升是去年下半

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升的主要带动因素，但

这一影响在 07年延续的可能性不大。06年下

半年粮食价格上涨的传导机制是：能源价格上

涨 粮食大量地转化为生物能源 粮食需求

增加 国际粮价上涨 国内粮价上涨。这是一

个全新的粮价变动机制，但随着能源价格趋向

稳定或有所下降，这一机制将会进入一个休眠

期。另外，人民币的缓慢升值也将会对国内粮

价上涨产生抑制作用。 

涨幅居第二位的是人们广泛关系的居住

类价格，同比上涨 3.8%，涨幅比 6 个月前回

落 0.7 个百点，呈缓慢下降走势。 

价格水平下降的是娱乐教育文化用品价

格和交通、通信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2.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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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前者主要是受旅游价格下降的带动，1

月份同比下降 4.2%，后者则主要是受交通工

具和通信工具价格下降的影响，同比分别下降

1.9%和 18.1%。 

其他四个类别均为小幅上涨。烟酒类价格

同比上涨 1.5%、衣着类价格上涨 0.5%、家庭

设备用品价格上涨 2%、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

类价格同比上涨 1.3%。其中衣着类和家庭设

备用品的价格涨幅呈上升走势。 

 

1 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水平同

比上涨 3.3%，涨幅自去年下半年以

来呈小幅波动的走势。但涨幅稳定

是上升力量和下降力量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生

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3.8%，涨幅比 6个月

前回落 1个百分点，呈回落走势；生活资料出

厂价格上涨 1.8%，涨幅上升 1.8 个百分点，呈

上升走势。 

在生产资料中，采掘业产品价格上涨

4.7%，涨幅比 6 个月前大幅回落 11.2 个百分

点；原料工业产品上涨 6.7%，加工工业产品上

涨 2.2%。 

 

1 月份，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

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4.7%，涨幅

比 6个月前回落 2个百分点，呈明

显的回落走势。与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差距逐步

缩小，2004年两者差距最大时曾达到 5.8个百

分点，今年 1月份已仅剩 1.4 个百分点，这标

志着工业价格高进低出的状况已得到缓解。 

 

1月份，我国出口866.2 亿美元，增

长 33%；进口 707.4 亿美元，增长

27.5%，进出口均呈快速增长势头。

去年春节在 1 月份，而今年在 2 月份，这一因

素对1月份进出口的快速增长有较大影响。 

在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出口超过半壁江

山。1 月份出口 488 亿美元，增长 35.1%，占

同期出口总值的 56.3%，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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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230.1 亿美元，增长 30.5%。 

传统大宗商品出口增势良好。服装及衣

着附件出口 81.4 亿美元，增长 22.3%；纺织纱

线、织物及制品出口 40亿美元，增长 11.6%；

鞋类出口 22.6 亿美元，增长 17.2%。 

在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进口增速低于工

业制品进口增速。1月份，进口初级产品 171.2

亿美元，增长 23.2%。进口工业制品 536.2 亿

美元，增长 28.9%，占同期进口总值的 75.8%。 

    1 月份，商品进出口差额 158.8 亿美元，

同比增加 63.9 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1月末,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20.2%，

增幅比去年末高2.7个百分点，比去

年同期高9.6个百分点。广义货币M2

同比增长15.9%，增幅比去年末低1个百分点，

比去年同期低3.3个百分点。流通中现金M0同

比下降4.6%。M0的下降主要是受春节因素的影

响，如类似的年份1996年，1月份的M0也是下

降。M1的上升和M2的回落则不能完全归因于春

节因素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其内在走势

的反映。 

1月末，金融机构中的企业存款余额

113657亿元，同比增长21.9%，增幅比去年末高

4.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9.5个百分点。其

中活期存款同比增长27.1%，增幅比去年末高9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24.4个百分点。企业

存款增速的大幅上升与春节因素有一定关系，

但扣除该因素后，上升趋势仍然非常明显。企

业活期存款增速大幅上升与股市的强劲走势有

关，是否会对实质经济产生影响还有待于观察。 

与企业存款增速加快相反，居民储蓄存款

增长速度快速回落。1月末同比增长9.3%，增幅

比去年末低5.3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11.8

个百分点。当月储蓄存款增加额是1999年以来

同期最低的。由此可看出两者间的转换关系。 

1月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

增幅比上年末高0.9个百分点，但扣除春节因

素影响为持平或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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