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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水平突然走高 

商品房销售出现增长 

           
10月，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基本稳定，通货膨胀水平突然走高，主要金融指标增速出现

回升，商品房销售连续两个月较快增长，内需稳定增长，出口增速趋于回落。未来经济走

向更加复杂多变，需要政策做出较快的反应。 

   

10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4.4%，涨幅比 9月份扩大 0.8 个

百分点，是今年以来涨幅增大最

多的一个月，消除季节因素后的环比涨幅高达

1%。从构成看，八大商品价格涨幅比上月增大

或降幅缩小的为 7 类，而前几个月一般只有 5

类或 4类，因此价格的上涨面在扩大。价格涨

幅增大最多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0.1%，涨

幅比上月增大 2.1 个百分点，环比涨幅已连续

四个月超过 1%，本月则高达2.1%。另一个涨幅

增大较多的项目是居住价格，同比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增大0.6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9%。

从影响因素和走势判断，虽然通货膨胀水平上

升的势头还会延续，但上升速度会趋于减缓。6

月份以来的美元大幅贬值是导致我国通货膨胀

不断加剧的重要原因，在美国宣布量化宽松货

币政策后已明显走强，因此美元跌势将减缓甚

至可能出现反转。国内经济的整体状况没有过

热特征，经济增长速度处于较正常水平，这与

2004 年和 2007 年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样的经

济状况无法支持通货膨胀水平不断走高。因此，

对于目前的通货膨胀，虽然有必要进行控制，

但没有必要采取全面紧缩的政策，适当地加快

人民币升值将可以较好地抵消美元贬值带动的

通胀压力，把外部通胀压力挡在国门之外。 

 

原材料价格水平在上月转涨之

后，10月份涨幅进一步加大，环

比上涨 1.3%，同比涨幅也有所上

升，达了 8.1%，其中有色金属价格同比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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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环比上涨 4.3%，黑色金属价格同比上

涨 9%，环比上涨 2.1%，燃料动力价格上涨

8.9%，环比上涨 1%，化工原料价格上涨 7.2%，

环比上涨 0.7%。 

10 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 5%，环比

上涨 0.7%，其中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5.8%，环比上涨 0.8%，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2.6%，环比上涨 0.3%。 

 

调控政策对今年的商品房销售

影响很大，5月至 8月连续四个

月的销售面积为同比下降，然

而，9月份却突然好转，同比增长 16.5%，尽

管 10 月份又对房市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控措

施，但对销售状况影响不大，同比依然增长

15.6%。商品房销售价格也是如此，9月之前

连续 3 个月环比下降，9、10 月份则为基本

稳定。商品房销售状况的回升应引起政策制

订部门的深刻反思，稳定房价主要应该扩大

供给还是管住需求？若商品房供给的增长跟

不上基本需求的增长，投机需求就会以各种

不同面目出现。若供给充足，价格应就会基

本稳定。近些年，上海、北京的房价上涨很

多，而上涨的基础就是供给的减少，其中包

括许多项目还处于在建过程，未形成有效供

给。因此，房市调控需要彻底转变思路，只

有供给充足、成交活跃的房市，价格才有可

能稳定，也才能更好地带动经济发展。 

 

10 月份，主要金融指标增长速度

一反此前的持续回落走势，出现小

幅上升。货币供应量 M1同比增长

22.1%，增速比上月提高 1.2 个百分点；广义

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 19.4%，比上月提高

0.4 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贷款余额

同比增长 19.3%，比上月提高 0.8 个百分点；

企业存款余额同比增长13.1%，比上月提高0.6

个百分点。由于目前的货币政策依然是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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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加上通货膨胀问题已变得相当突出，因

此金融指标增速的回升只能看作是暂时现象。 

 

10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13.1%，增速与前几个

月相比没有明显差异，可判定为

基本稳定。当月环比增长 2%，位于快速增长的

波动区间。最近四个月的环比增速有 3个月高

于 2%，折年率超过了 20%，表明 6月份以后的

增速处于较高水平。 

发电量增速降至很低水平。10月份，全国

发电量增长速度进一步快速下滑，同比仅增长

5.9%，比上月回落 2.2 个百分点，比年内最高

点 4 月份回落 15.4 个百分点。这一变化当然

与各地为了实现十一五规划节能减排的目标

而在最后几个月拉闸限电有关，其产生的影

响，值得进一步分析。 

钢材产量增速很低。10月份，钢材产量同

比仅增长 4.1%，增速比三季度回落 4.5个百分

点，比一季度回落24.5个百分点。钢材产量的

低增长与钢材价格的上涨形成了鲜明反差。导

致这种反差可能原因有两种，一是价格上涨源

于成本推动；二是供给受到政策或人为的限制。 

 

 10 月份，我国出口总额同比增

长 22.8%，进口总额增长 25.4%，

两者增速均呈回落走势，分别比

三季度回落 9.4 和 2 个百分点。尽管目前的

进口和出口增速仍然较高，但应该看到，5

月份以后，消除季节因素后的出口规模是回

落的，3月以来的进口规模也没有明显扩大，

若这种状况不能改变，那么 12月份进出口增

长率将降至 10%以下。 

 

1-10 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 24.4%，增速与前 9 个月

相当；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

长 18.6%，增速基本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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