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河县 2023 年上半年物价分析

今年上半年，唐河县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计上涨 0.9%，

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 0.9%，非食品价格上涨 0.3%；消费品价

格上涨 0.6%，能源价格指数下降 2.2％，服务价格上涨 0.1%。

一、上半年物价变动运行情况

元至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八大类累计呈现“六涨一平一跌”

的格局,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上张 0.9%，衣着类价格上涨 1.1%，

居住类价格持平，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 0.1%，交通和通

信类价格下降 1.7%。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上涨 0.1%，医疗保

健类价格上涨 2.7%,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上涨 1%；

从各月指数来看，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指数分别为

100.1%、100.5%、100.3%、100.4%、100.8%、100.6%，从指数波

动轨迹看，CPI 各月涨幅波动成曲线形。从消费结构看，八大类

价格同比呈现温和上涨态势。其中，食品烟酒类、衣着类、居住

类、医疗保健类和其它用品及服务类同比分别上升 1.3%、2.3%、

0.2%、2.7%、1.3%。

其中食品类价格涨多降少。上半年，食品类价格同比上升

1.3%。在所调查的 16 个小类中，呈现 6升 3降态势。其中：粮

食、薯类、干豆类及豆制品、菜类、禽肉类和干鲜瓜果类同比分

别上升 1.2%、25%、3.1%、9.1%、11.8%和 10.1%；畜肉类、蛋类

和水产品分别下降 9.7%、6.3%和 3.8%。其它小类持平。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环比平稳运行， 1月份环比价格上涨

0.4%；2 月份环比持平；3月份环比上涨 0.1％；4 月、5 月和 6

月份环比分别下降 0.1%、0.2%和 0.2%。

二、上半年影响物价变动主要因素分析

上半年，食品类价格同比上升 1.4%，食品类价格水平位于

居民消费价格 8 大类的首位，是影响市场价格总水平的重要因素。

其中：粮食价格累计上涨 2.2%；

（一）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上涨 1.3%，影响总指数上涨 0.28

个百分点。其中：粮食类、畜肉类以及鲜果类价格变动较明显。

1、粮食类受气候因素、国家提高收购价、农产品加工成本

上涨等影响，是推动粮食类价格上升的主要原因。粮食类价格累

计上涨 2.2%，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 0.07 个百分点

2、畜肉类价格累计下降 8.4%。上半年猪肉价格环比下降

3.1%。今年以来猪肉一直处于低迷期；牛肉羊肉上半年同比分别

下降 9%和 3.3%到；畜肉类拉动价格总水平下降 0.08 个百分点。

3、鲜果价格上涨明显。受国际能源价格上涨，交通运输费

用增加，鲜果价格累计上涨 10.6%，拉动价格总水平下降 0.22

个百分点。

（二）交通和通信类价格累计下降 1.7%，影响总指数下降

0.39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累计下降 7.3%，柴油价格累计

下降 7.7%；拉动价格总水平下降 0.14 个百分点。



（三）医疗保健类价格累计上升 2.7%，影响 CPI 同比上涨

约 0.22 个百分点。受疫情影响，去年 12 月份中药和西药均不同

程度上涨,导致今年上半年医疗保健高位运行。其中:中药价格同

比上涨 5.2%，拉动 CPI 同比上涨 0.01 个百分点; 西药价格同比

上涨 9%，拉动 CPI 同比上涨 0.19 个百分点。

（四）其他用品和服务业价格累计上涨 1％。其中黄金饰品

累计上涨 9.9%，拉动 CPI 同比上涨 0.05 个百分点。受人员工资

及成本等因素上升影响，家庭服务（保姆费、钟点工）、美容美

发以及养老服务等都不同程度上涨。

三、预计下半年 CPI 走势及建议

预计下半年 CPI 将温和上涨，但上涨幅度有限。肉类、蔬菜、

鲜果价格受到季节性因素影响明显，随着夏季汛期到来，加上高

温降雨等因素影响，价格可能会出现季节性回升；但对全年物价

影响不会太大。建议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加大粮油、肉禽蛋、蔬菜等农产品生产的支持力度，鼓

励农民大力发展蔬菜等消费品的生产，减少外调数量，降低商品

成本，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二是加强市场和价格的监督力度。对已经出台的政策性调价，

及时跟踪市场调查，依法防止搭车涨价、哄抬物价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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