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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应量增速加快 

工业购销价格回升 

 

1月份，可用的数据不多，产出、投资和消费等核心指标没有数

据，同时，大多数数据受春节因素影响而异常变动，因此能作出的判断不多，主要有：货

币供应量增速有所加快，工业购销价格延续回升走势，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略有上升，进出

口增长速度趋升。不过从这些数据分析来看，经济小步回升、趋于稳定的基本形势仍在继

续。 

 

1月份，货币流通量进一步呈扩大

的趋势，但由于受春节因素的影

响，扩大程度尚难判断。广义货

币 (M2)同比增长15.9%，增速比上年末提高

2.1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15.3%，

增速比上年末提高8.8个百分点，但上年增速

有可能包含不可比因素，根据我们分析，真实

的提高幅度在1个百分点左右；金融机构人民

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5.4%，增速自去年初以

来基本稳定，不是推动货币供应增速上升的动

力；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同比增长18.9%，增

速比上年末提高9.8个百分点。  

1月份，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为2.54万亿

元，是上年同期的2.6倍，比上年1-2月之和还

多25.8%，多增1.7万多亿。因此不论如何剔除

春节因素影响，社会融资规模都是大幅增加。

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1.07万亿元，同比多增

3340亿元，仅占融资规模增加额的21.4%，其

重要程度已不如其他方式；外币贷款折合人民

币增加1793亿元，同比多增1941亿元；委托贷

款增加2061亿元，同比多增415亿元；信托贷

款增加2054亿元，同比多增1807亿元；未贴现

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5812亿元，同比多增6026

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2201亿元，同比多增

175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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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融资规模迅速扩大以及贷款在社会

融资规模中所占比重快速下降已成为近些年

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将会在今年进一步强

化。如何应对这一趋势是货币政策所面临的新

问题。 

 

1 月份，工业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1.6%，工业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1.9%，降幅分别比上年 9月缩小

2 和 2.2 个百分点，月环比分别

上涨 0.2%和 0.3%。工业购销价格环比转涨开

始于去年 10 月，已持续 4 个月，出厂价格累

计上涨了 1.6%，购进价格累计上涨了 2.5%，

但两种价格均未达到去年初的水平，因此目前

的上涨仍是恢复性的。 

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回升较明显，1月份，

同比下降 2.4%，降幅比上年 9 月份缩小 2.3

个百分点，消除季节因素后的价格水平比上年

9 月上涨 1.9%。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在 2012 年

没有出现下跌走势，价格水平基本稳定，1月

同比上涨 0.7%，涨幅比上年 9 月份上升 0.6

个百分点。在生产资料中，去年降幅最大的采

掘业出厂价格回升力度最大，1月份价格水平

比上年 9月份上涨 5.5%。 

在九大类工业购进价格中，1月份同比上

涨仅有农副产品价格，涨幅为 2.5%；同比降

幅最大的黑色金属材料价格，下降 6.5%，自

上年 11 月份回升以来上涨 4%；燃料动力价格

同比下降 2.6%，自上年 9 月回升以来上涨

5.9%；有色金属价格同比下降 1.5%，自上年 9

月回升以来上涨 4.6%；建筑材料价格同比下

降 1.4%，自上年 5月以来价格水平基本稳定。 

 

1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涨幅比上年 12 月份回落 0.5

个百分点，但主要是春节因素影

响和上年 12 月份涨幅较高所致。春节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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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与 2002 年和 2005 年较为相近，这两年的

2月份涨幅分别比1月份高1个和2个百分点，

因此剔除春节因素影响后 1 月份涨幅应在

2.5%以上，为略有上升。据此估计，2月份的

同比涨幅将有可能超过 3%。 

分类别看，1 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9%，涨幅比上月回落 1.3%，主要是受鲜菜

价格的带动，同比涨幅比上月大幅回落 12.2

个百分点；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同比

上涨 0.5%，涨幅比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

衣着价格同比上涨 2.5%，涨幅比上月增大 0.6

个百分点；交通和通信价格同比下降 0.3%，

降幅比上月增大 0.3 个百分点；其他几类商品

价格均为上涨，并且涨幅变动很小。 

 

1 月份，我国进出口增长速度较

快，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25%，进

口总额同比增长 28.8%，两者增

速均比上年四季度大幅上升，但受春节影响

的成份较大。根据春节因素影响相近年份的

1、2月份数据分析，春节因素对进出口的影

响不太稳定，但即使按影响较大情况估算，

扣除春节因素影响后的出口增速在 10%以

上，进口增速在 9%左右，均高于上年四季度

的水平。尽管出口的外部环境难以明显改善，

但出口竞争力会随经济的较快发展而上升，

因此今年的出口增速将会趋于上升，总体状

况会明显地好于去年。 

分贸易方式看，1月份，一般贸易出口同

比增长 21.6%，增速比上年四季度加快 15.4

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出口增长 14.6%，增速比

上年四季度加快 10.3 个百分点；边境小额贸

易出口增长 74.6%；其他贸易方式出口增长

46.7%。一般贸易进口增长 16.8%，增速比上

年四季度加快 21.7 个百分点；加工贸易进口

增长 40.5%，增速比上年四季度加快 33.7 个

百分点；租赁贸易进口增长 65.6%；其他贸易

方式进口增长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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