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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涨幅增大 

进口增长速度加快 

 

严重的南方雪灾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是一

个急需回答的问题，但却很难根据 1 月份的宏观数据作深入分析。1 月份，由于春节因

素的影响，大多数指标的波动较大，雪灾的影响和春节因素的影响交织在一起，无法把

雪灾的影响分离出来。1月份，三大类核心指标没有数据可用，固定资产投资不作统计，

工业产出和国内贸易的数据不公布，这使得分析更受限制。从有限的公布数据看，进出

口总额增长速度较快，物价涨幅增大，金融运行状况基本稳定，但广义货币增长幅度又

有所加快。虽然雪灾使我国遭受了较大损失，并且具体影响还难以估计，但有一点可以

肯定，雪灾所产生的冲击是暂时的，不会改变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经济基本走势不

会变，总量调控政策也没有必要进行调整。 

 

1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

年同月上涨 7.1%，涨幅比上年四季

度增大 0.5 个百分点，创出了本轮

经济波动以来的新高。涨幅增大主要不是受春

节因素的影响，但灾害的影响有多大难以估

计，因此扣除这两个因素后的真实走势尚难以

作出判断。 

 

1 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水平同比

上涨6.1%，涨幅自去年10月以来迅

速增大，比4个月前上升3.4百分点。

生产资料价格涨幅迅速增大是主要带动因素，1

月份同比上涨6.5%，涨幅比4个月前增大4个百

分点，上升势头较猛。生活资料出厂价格上涨

4.6%，涨幅比4个月前增大1.3个百分点，涨幅

也是呈增大趋势，但上升力度远不如生产资料价

格。在生产资料中，主要又是由采掘工业带动，

1 月份的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20.5%，涨幅比 4 个

月前增大 15.8 个百分点，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

分别上涨 8.5%和 3.8%，涨幅分别比 4 个月前增

大1.8和 1.6个百分点。在生活资料中，食品类

出厂价格上涨10.4%，衣着类上涨2.2%，一般日

用品类上涨3%，涨幅分别比4个月前增大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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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和 2.2个百分点；耐用消费品类下降0.6%，

降幅缩小0.7个百分点。 
分品种看，原油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29.9%；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4.3%；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厂价格同比上

涨 17.3%；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出厂价

格同比上涨 4.7%。 

 

1 月份，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

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8.9%，涨幅

在最近几个月快速增大，比 4 个

月前上升 5.3 个百分点。涨幅比工业品出厂价

格高 2.8 个百分点，价格“高进低出”的问题

再次显现。分类别看，燃料动力类购进价格上

涨 15.7%，黑色金属材料类上涨 14.8%，有色

金属材料类上涨 4.6%，化工原料类上涨 3.8%。 

 

1 月份，我国出口 1097 亿美元，同

比增长 26.6%，增幅比上年四季度

高 4.4 个百分点，与上年三季度持

平；进口 90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5%，增

幅在上年逐季上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比上

年四季度提 2.2 个百分点，比上年三季度提高

6.9 个百分点。 

1月份，商品进出口差额 194.9 亿美元，

同比增加 36.1 亿美元。虽然顺差规模不到 200

亿美元，比去年下半年各月都低，但仍是历史

同期最高的，因此主要是季节因素的影响，而

不能认为顺差规模出现了回落。 

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强劲，明显快于加工

贸易。1 月份出口 519 亿美元，增长 33.2%，

增幅比上年四季度提高 10.4 个百分点，比上

年三季度提高 3.7 个百分点；进口 456.5 亿美

元，增长 42%，增幅比上年四季度提高 1.6 个

百分点，比上年三季度提高 14.9 个百分点。 

在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出口超过半壁江

山。1 月份出口 622.1 亿美元，增长 27.5%，

占同期出口总值的 56.7%。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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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三大区域主要经济指标增长率比较 

301 亿美元，增长 19.5%。 

 

1月末,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20.1%，

增幅与上年同期持平，比下半年各

月的增速略低。广义货币M2同比增

长18.7%，增幅比上年末提高2个百分点，同比

上升2.7个百分点。流通中现金M0同比增长

31%。M0大幅增长主要是受春节因素的影响。

春节因素对M1和M2的影响不大，因此其增速变

动基本上是内在走势的反映。 

1月末，金融机构中的企业存款余额136057

亿元，同比增长19.7%，增幅比去年下半年各

月略低，虽然增速转降的迹象还不是很明显，

但已没有上升趋势。其中活期存款同比增长

16.8%，增幅比上年末降低6.4个百分点。 

1月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6.7%，增幅比上年最高的10月份回落1个百分

点，有转降的可能。 

 

2007年，我国区域经济运行呈现中

部崛起特征。在东、中、西三大区

域中，中部的增长势头最强劲，产

出、投资等多项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明显领先。

中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2.4%，增长

速度比全国各地区平均水平高2.5个百分点；城

镇规模以上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34%，比

全国高8.2个百分

点；房地产开发投资

增长35.4%，比全国

高5.2个百分点；进

出 口 总 额 增 长

36.2%，比全国高

12.7个百分点；2007

年1-11月份社会消

费品零售额同比增

长17.9%，比全国同

期水平高1.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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