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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长三角地区物价形势呈六大特点

扬州市城调队根据长三角地区网络交换资料分析得出结果：2005 年，长三角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体呈现高开低走，稳

步回落的态势， 16 城市平均指数为 101.7%。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有力调控下，2005 年，长三角地区物价大幅度上涨的势头得到

有效遏制，粮食价格过快上涨的现象得到根本扭转，构成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八大类商品价格水平呈“四升三降一平”的态势，

物价总水平保持了温和上涨势头，成功实现了年初制定的控制目标。

从全年指数运行情况来看，2005 年长三角地区物价形势呈现以下六个特点：

一、总指数稳步回落至预计区间

2005 年，长三角地区平均物价总水平温和上涨，指数保持平稳态势，从全年分季度指数具体情况来看：一季度 102.8%，二

季度 101.2%，三季度 101.2%,四季度 101.9%，全年物价指数 16 城市平均为 101.7%，物价总水平较去年上涨 1.7 个百分点。因

为气候原因，四季度指数出现一定上扬。从第四季度与第三季度指数比较来看，江苏八市平均和浙江七市平均，均有所回升，

分别由第三季度的 101.4%、100.9%上升至第四季度的 102.2%、101.8%；上海市则由第三季度的 101.0%下降至第四季度的 100.8%。

尽管 16 城市平均指数四季度有所反弹，但是 2005 年总体来看，分季度指数呈现高开低走，趋于稳定的态势；全年指数依然低

于年初制定的“两条控制线”。

二、八大类商品指数“四升三降一平”

2005 年总体来看，八大类商品价格水平呈“四升三降一平”的态势。其中，物价水平较去年上升的有：食品类（103.7%）、

烟酒及用品类（100.4%）、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100.9%）、居住类（105.5%）；下降的有：衣着类（98.0%）、家庭设

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99.8%）、交通和通信类（98.2%）；而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则与上年持平。从全年指数运行情况来看，

食品类指数先降后升；烟酒及用品类逐季下降；衣着类指数相对稳定,徘徊在 98.0%上下；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

和个人用品两大类指数逐季上升,下半年价格水平进入上涨区间；而交通和通信指数虽然逐步回升,但是依然没有离开降价区间;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指数稳步回升,价格水平上涨势头渐渐加强;居住类维持高位,连续 3个季度僵持在 105.9%的高指数。

三、江苏指数高于浙江、上海

从全年情况来看，16 城市平均为 101.7%，其中：江苏八市为 102.0%，浙江七市为 101.5%，上海为 101.0%；江苏比浙江高

出 0.5 个百分点，比上海高出 1个百分点。16 城市中，物价指数高出平均水平的有：常州（102.8%），苏州（102.4%），绍兴

（102.4%），镇江 （102.2%），南京（102.1%），无锡（102.0%），宁波（102.0%），扬州（101.9%）；低于平均水平的有：

泰州（101.6%），嘉兴（101.5%），南通（101.2%），湖州（101.2%），上海（101.0%），台州（100.0%）；杭州和舟山两市

指数与平均指数一致。从地区分布来看，高指数城市相对集中在江苏八市，而低指数城市相对集中在浙江六市。从八大类商品

指数情况来看，江苏高于浙江的有六类，具体类别及指数差距为：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2.0%），烟酒及用品类（1.3%），

衣着类（0.4%），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类（0.2%），交通和通信类（0.2%），居住类（0.1%）；浙江高于江苏的有两类，分别

是：食品类（0.2%），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0.4%）。

四、食品类价格水平仍然是影响指数的主因

2005 年，食品类在 2月份达到峰值 111.4%，从而推动物价总指数在 2月份达到全年各月最高。此后，由于粮食价格翘尾巴

因素的消除，食品类价格对总指数的推动相对减弱。一至四季度，食品类指数依次为 107.9%，102.1%，101.6%，103.5%；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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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3.7%，较去年上涨 3.7 个百分点。全年走势呈先期逐季下降，趋于稳定，后期迅速回升的凹型态势。分析原因，粮食价格

的回落，带动前期食品类指数下降并趋于稳定；但是进入第四季度，由于天气转冷，农副产品类价格水平出现季节性上扬，促

使食品类指数再度回升。从各地区第三季度与第四季度指数对比情况来看，均出现了大幅度上涨的态势。在食品类的推动下，

第四季度物价总指数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升，由第三季度的 101.2%上升至第四季度的 101.9%。

五、居住类指数维持高位

由于国内成品油价格受国家发改委控管，且不受地方物价“两条线”的限制，因此燃油价格成为居住类指数上升的主要推

动力量。2005 年，国际原油价格多次上涨，国内石油大幅进口拉动国内燃料等能源价格涨势迅猛，对我国生产资料价格影响较

大。同时也带动汽油、柴油、液化气等公共用品价格的上涨。以扬州为例，2005 年，汽油和柴油价格累计分别上涨 15.8%和 18.1%；

在口岸价和进货价居高不下的压力下，民用液化石油气价格也多次上调，累计上涨 17.2%。由于燃料价格的上涨累计拉动居民消

费价格总水平上涨了 0.2 个百分点。因此，在燃油及相关消费品的带动下，居住类指数一直维持在相对较高的位置。与此同时，

国家加强了对投资和信贷投放的监管和收缩。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效应进一步体现，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局面有明

显转变。房地产市场降温，居民相关消费需求趋缓，建材、家庭设备用品、家具等主要工业品供过于求的格局加剧。但是市场

物价并没有随着销售压力的加大而相应下调，而是在买卖双方观望心理作用下，稳定在较高位置。2005 年 1-4 季度，居住类指

数分别为：104.4%、105.9%、105.9%、105.9%。

六、 公用产品及各项服务价格集中调整

在其他各类消费品价格指数走低的同时，公共事业收费价格指数保持了较高水平。2005 年，长三角地区，相对集中地调高

了部分公用产品价格。为了应对燃油价格不断上涨的压力，上海市对公交行业执行了政府油价补贴政策，对出租汽车行业采取

了油价临时补贴政策；而南京、杭州等城市纷纷调高了出租车起步价，其中南京由 7元/3 公里调整为 8元/3 公里，杭州由 10

元/4 公里调整为 10 元/3 公里。此外，江苏地区从 2005 年春季开学实行教育收费“一费制”，这种收费方式的改变，也间接地

促使相关指数的提高。从扬州情况来看，推行义务教育“一费制”政策，影响 2月份价格总指数上涨 0.59 个百分点。此外，前

期因为物价指数过高而暂缓出台的一系列调价项目，诸如：水、电、地铁运输以及医疗服务等项目，在 2005 年上半年物价涨幅

明显趋缓的情况下，下半年纷纷出台了调价措施。这些措施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又抬高了指数。

尽管物价总指数有所回落，但是由于作为比较基数的去年物价水平，已经相对较高，因此，当前的指数稳定，更准确的理

解应该是：在较高物价水平上的温和上涨。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食品类和居住类指数依然较高，特别是水、电、煤等生活必

须消费品价格出现了新高。由于上述两类支出在普通家庭特别是低收入家庭日常支出中，占较大份额。因此大范围的价格压力

明显缓和，但是在特定范围内，价格压力依然严峻，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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