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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面的因素可能导致一季

度 !特别是 !"" 月##$%增速再次

回升$并创出新高%首先$翘尾因

素以及 "&&'年 !月同比基数较低

的影响& 其次$随着春节来临$商

家和居民会逐渐开始购买和储存

春节用品' 春节期间居民的消费

会大幅增加& 再次$一月份全国各

地普降大雪$ 各种物资的运输受

成本会上升$ 并有可能导致产品

的供给不足' 最后油价上调增加

了消费品的运输成本&

然而$即便重拳频出$市场对"&&(

年物价可能回调的预测仍不乐观$认

为原材料价格或将进一步上涨&

!月"(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做好

经济运行调节$推动又好又快发展)报

告$将*要素价格持续上涨+列入"&&(

年工业经济运行形势和主要问题之

一$并称*由此导致的企业生产经营外

部环境不容乐观& +

同样以食用油为例$专家介绍$目

前我国已经成为食用油第一大消费大

国$ 而食用油原料的三分之二依靠进

口&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去年!!月$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豆期货价格同比

上涨)*+'!,& 泰国相关媒体则报道$泰

国棕榈油厂商再要求提高售价$ 原因

是棕榈果等原料用于生产再生能源$

大量占用棕榈油资源& 而这一趋势已

经成为国际食用油市场的普遍问题&

尽管粮食作物用于生物能源制造

的前景仍扑朔迷离$ 但这一大趋势仍

引导众多国际农产品资源向能源领域

倾斜$ 一些农产品的国际库存持续下

降& *基于这一点$尽管农作物周期性

较强$ 我们仍然判断"&&(年的农产品

价格会因供应紧张而进一步影响产业

链下游产品的价格& +一家大型食用油

企业相关发言人表示&

啤酒方面$ 据中国酿酒工业协会

副理事长" 啤酒分会理事长肖德润介

绍$ 目前国内啤酒行业使用的大麦有

近一半依靠进口& 由于天气干旱$"&&)

年至"&&'年度澳大利亚大麦产量从上

年度的--&万吨急剧减少到.//万吨$

因此$ 去年前!&个月澳大利亚进口啤

酒大麦价格飙升$成交价已经从.&&美

元0吨涨至近/&&美元0吨$啤酒花由每

吨.万多元涨至(万"-万元& 此外$产品

包装" 物流等方面成本的上涨都加剧

了制造业终端产品的成本压力&

对于"&&(年大麦市场$ 国金证券

分析认为$如果"&&(年农业收成顺利$

到今年/月$ 国产大麦将提供.&&万吨

产量$但此前一段时间$国内啤酒企业

将面临高价进口大麦的成本压力'如

果收成不理想$ 大麦成本上升或将导

致新一轮啤酒涨价潮&

白酒方面$以*茅五剑泸+为代表

的强势品牌涨价势头不减& *茅台等高

端白酒的涨价是由供需结构决定的$

与原材料价格关系不大& 又因为其并

非民生产品$ 其涨价不会受到更多政

策限制$因此更易操作& +申银万国首

席分析师赵金厚向记者表示&

与"&&(年物价联动的另一个因素

是人民币升值& 银河证券研究所所长

滕泰此前分析$ 中国相对温和的人民

币升值速度正吸引越来越多的热钱进

入中国市场& 美国经济放缓$一方面促

使美国减息$ 加大和人民币加息的利

息差$从而导致更多流动性进入中国$

中国则以增加更多的货币投放对冲热

钱压力'另一方面$美国经济信号又反

作用于中国股市$ 令股市投资热情放

缓$ 更多流动性将集中在消费品市场

体现出来$ 最终以物价上涨消解部分

人民币升值压力&

*总而言之$ 受多种因素影响$中

国"&&(年的物价将延续上升趋势$而

市场是否会出现超预期上涨$则考验

相关部门新的宏观调控能力& + 专家

表示&

2008!!!!成本重压依旧难消
"

链接

一季度!"#可能创出新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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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 年在政府对

能源" 公用事业等价格进行管制

的情况下$ 我国物价水平仍显著

上升$虽然呈现出结构性特点$但

物价上涨的压力并未充分释放$

预计食品" 能源价格将是引导

"&&( 年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有

可能引起全面的物价上涨&

根据 "&&'年的数据$ 可以估

算出 "&&' 年 #$% 上涨的翘尾因

素对 "&&(年的影响为 .个百分点

左右&显然$"&&(年的物价上涨压

力要大于 "&&'年$再加上 "&&(年

的新涨价因素$ 预计 "&&(年 #$%

将同比上涨 *+/!左右$ 且呈现前

高后低的特点&

今年!"$可能!前高后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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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了多年的房地产市场价

格仍旧一路上涨 ! 引来业界发出 "方

式不对! 专业不强 # 的 "空调 $ 质疑 %

"&&'

年以来 ! 物价上涨成为继房价之

后的又一敏感话题 ! 近期一系列政策

显示政府直接或间接调控相关消费领

域价格走势的决心%

由于食品行业相比楼市更具 "必须

品$的性质!食品价格上涨能否得到政策

的有效调控!则引来更多的关注目光%

在所有的调控政策中!临时价格干预

是最直接的政策之一%根据国务院及国家

发改委相关政策!食用油&方便面&乳制品

等重要商品领域的大型企业若提高销售

价格!需要向有关部门申报!未经允许不

可随意调价% 此前!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

策鼓励农产品生产!同时提高农产品出口

成本!以增加国内供给%

!

月
"(

日 ! 上海 & 广东等省市同

时公布临时价格干预的地方实施办法 !

干预范围在国家相关文件的基础上扩

大至粮食 & 食用植物油 & 猪牛羊肉 &

牛奶 & 鸡蛋等重要的居民基本生活必

需品 % 上海良友 '集团 ( 有限公司等

企业被列入地方提价申报企业名单 !

联华 & 华联等
!/

家大型超市列入第一

批调价备案企业名单 % 调价备案企业

一次调高价格达到
*,

以上&

!&

日内累

计调价达到
),

以上&

.&

日内累计调价

达到
!&,

以上的 ! 须在调价后
"*

小时

内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书面报告调价

情况%

广东同时开通
"*

小时价格预警电

话!要求密切跟踪市场苗头性&倾向性&关

联性价格问题!一旦出现价格异常波动情

况!及时上报%

应该说 !此轮的物价调控正在以更

成熟的手段 &更快速的反应机制发挥作

用! 但一些环节仍引发业内人士质疑 %

首先! 农产品价格波动有其周期性 !如

果今年的气候延续目前的恶劣形势 !加

上农作物用于燃料生产的趋势得以延

续!最终导致全球农产品价格进一步上

扬 ! 相关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如何消

解 ) 如果食品企业的成本在
"&&(

年一

路上涨!政府又规定了严格的以限制自

主调价为原则的审批制度 !相关企业利

润得不到保证 !是不是会导致生产产能

缩减! 进一步加剧供给的严峻形势 !进

而推高销售价格)

另外!政策对相关企业的涨价备案规

定了一定的幅度限制!那么!一些企业在

低于该限制的情况下*小步快跑$是否仍

然无法避免)

面对政府的高调调控!一些大型食品

企业不约而同地向媒体 *封口$! 除表示

*严格遵守宏观调控政策$外!对成本压力

和客观经济规律均*不予置评$%一些企业

的内部人士则低调表示!原材料成本上升

确给企业带来新的盈利机会%甚至一些业

内人士不无偏激表示!物价上涨趋势已经

不可避免%

作为亿万消费者中的一员!我们很希

望此轮物价调控不会出现房地产市场的

*空调$现象!保证措施切实到位!减缓进

而控制住价格上涨势头%对于成熟的社会

消费者而言!涨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

序和非理性上涨%

!月"*日$"&&'年#$%数据出炉$

全年消费价格指数上涨*+(,& 相比国

际经验$ 这一指标仍在健康区间$但

从年初"+",至年底)+/,的月度#$%上

扬曲线中$物价指数环比正高速增长

的现实预示着"&&(年物价继续上涨的

可能& 此轮#$%高企源于食品行业价

格上升& 去年一年$我国食品价格同

比上涨!"+.,$ 占全部涨价因素的

(/,& 其中猪肉价格一项全年上升

*(+.,$

而产业链上游的原材料价格上

升也已经在产业链下游充分体现出

来& 来自各地农贸市场和零售超市的

价格信息显示$包括食用油"鲜奶"方

便面"啤酒等领域的涨价呈现连番轰

炸之势& 中国百姓正在迎接一个*不

太廉价+的农历新年&

以食用油为例$深圳等个别地区

的食用油去年全年涨幅在/&,以上&

到了"&&(年!月$上海等地的食用油月

涨幅已经进入!&,的加速行列& 根据

上海粮食批发市场监控系统统计$截

止!月"-日$/10桶的桶装豆油最近一

周的价格为)&+-'元$较月初的周价格

//+".元上涨了!&,以上&

*听说春节前还要涨$ 不知道这

种半月涨一回的趋势还要持续到什

么时候, "&&)年*&块钱可以买最贵的

品种了$今年就涨到'&块$以后!&&块

一桶的油也不稀奇了吧, +上海市民

王先生称&

同样$刚刚进入"&&(年$啤酒市场

开始首轮*喊涨+$包括华润雪花"青

岛" 燕京等几大啤酒龙头企业的市场

零售价上调/,至"',不等&随后$奶制

品企业加入涨价之列& 最近一个涨价

行业是高档白酒$ 上涨幅度动辄"&,

--

为解决*物价上涨+这一事关国计

民生的问题$整个"&&(年!月份$上至

国务院$下至国家发改委"国税总局等

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平抑物价$规

范市场&

刚过元旦$发改委公布(关于实施

基本生活消费品提价备案制度的公

告)$规定从!月!日起$凡粮油"猪牛羊

肉" 牛奶和液化石油气的经营者$在

一次性提高价格/,以上$或!&日内连

续提高价格累计达(,以上$都应向当

地有关部门报告&

!月!.日$国务院发文规定$企业

不执行提价申报或调价备案制度的$

最高将受到!&&万元罚款$并责令停业

整改& 其目的直陈为*近来一些人民

生活密切相关商品价格出现较快上

涨趋势$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经营者

串通涨价"哄抬价格和变相提价& +

到了!/日$ 发改委正式公布第一

批需要提价申报的企业名单$涵盖方

便面"食用油"乳制品三个行业$顶新

国际集团"统一企业!中国#"今麦郎食

品"白象食品"益海投资"中粮集团"九

三粮油"山东鲁花"伊利"蒙牛"光明"

三鹿等在内的!"家行业龙头企业赫然

在列&

除提价申报制度外$税务总局"海

关等部门对大豆玉米等多种农产品的

出口进行调控$以确保国内农产品原

材料供给& !月"-日$国家发改委再发

文$针对恶劣天气对鲜活农产品上市

带来的影响$要求全面清理涉及鲜活

农产品销售环节收费$给予一定的渠

道优惠$以确保近期尤其是节日期间

的鲜活农产品供应&

2007!!!!!食品%"$大涨&'()*

"

记者观察

物价调控
须防!空调"

2008年伊始，市场并不平静。股市出现大幅震荡格局，

几十年未遇的雨雪天气也令相关产业疲于应对，同时有可

能进一步对物价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物价上涨已成

为最受关注的社会民生和经济话题。

“2008年，物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这已经成为共

识。而一些行业分析者开始将通货膨胀作为一些食品类公

司的投资卖点之一。理由是，部分龙头企业的提价能力较

强，可以借成本上升之势，通过价格传导，实现成本、价格

差的扩大和毛利率的进一步增加。但是，更多竞争充分的

食品类子行业将面临产业升级的重大考验，或转而向外资

寻找助力。

在小小的方便面、食用油、奶制品涨价的背后，一场

因“成本价格差”变化而对行业影响深远的整合正悄然

来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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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价引发角力!食品业博弈"成本价格差#

张大伟制图

成败关键 企业成本传导能力
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意味着食

品企业上游成本的增加& 但是$如果说

"&&/年以来的成本上升令不敢轻易涨

价的食品行业吃尽苦头的话$ 那么$

"&&'年以来的全行业涨价则成就了一

些企业利润的*报复性+反弹&

新年一过$2股市场因国际经济形

势的影响大幅震荡$但消费品类上市公

司的坚挺程度却*跑赢+了大盘&根据记

者的粗略统计$!月!'日至.&日间的几

个大盘暴跌日$沪深消费品指数的跌幅

均少于上证综指&证券分析师纷纷发布

食品行业年度报告$甚至将通货膨胀作

为"&&(的重大投资主题之一& *成本传

导能力+成为倍受关注的新名词&

所谓*成本传导能力+$是指通过产品

价格调整$将成本上升压力传导至消费市

场的能力& 据渤海证券分析师介绍$决定

一个企业成本传导能力的因素包括%高档

产品的传导能力高于基本消费品$行业集

中度较高的寡头企业的传导能力高于竞

争激烈的行业企业$ 例如白酒和啤酒行

业& 而乳业"果汁和肉类加工业受激烈的

市场竞争影响$调价相对谨慎&

上海证券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

数龙头企业面对价格上涨的问题不愿

意多谈& *国家的提价申报制度已将限

制企业自由涨价的目的显露无余$今年

大型龙头企业调整价格不会再是随意

而为$响应国家宏观调控是这些企业的

第一形象工程& +一位乳业龙头企业相

关人士告诉记者&中粮集团一位不愿意

透露姓名的员工则告诉记者$农产品价

格上调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宏观调控的

硬性限价能否奏效$还有待观察&

就在食品企业一片*喊涨+的呼声

中$*价格究竟应该涨多少+成为市场的

新疑问&如果仅因原材料成本上升而无

奈调价$且幅度合理$市场似乎尚能认

可$但如果企业借势牟利$通过高于成

本涨幅的幅度调整产品售价$则属于国

务院所称*串通涨价"哄抬价格和变相

提价+的范畴&

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案例是$根据

青岛啤酒相关高层此前的公开表示$

"&&'年成本上升共使青岛啤酒增加支

出!+.亿至!+/亿元& 而国金证券分析师

介绍$目前青岛啤酒在青岛"华南和西

北三地的啤酒销售量分别占总数的

*&,".&,和"",$ 仅考虑青岛啤酒主品

牌和华南地区提价$公司将消化成本/+.

亿元&

分析人士认为$ 随着大幅度提价$

一些企业此前的毛利率劣势将被提价

覆盖$甚至在未来三年之内$相关企业

毛利率将呈现上升趋势&国海证券甚至

预测茅台毛利率将由"&&'年的(/+-,一

路涨至"&!!年的-&+),$ 高端茅台酒单

瓶售价有突破!&&&元的可能&

与寡头企业和高端产品的议价主

动性形成鲜明对比$一些议价能力不强

的企业却面临新的产品结构调整任务&

日前$国内乳业知名品牌妙士乳业

传出消息$有望吸引法国达能的资本注

入& *这一轮的原材料成本上涨对我们

压力很大$但是妙士从未调整过价格& +

一位妙士乳业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本

来市场就不大$ 一旦涨价很容易影响销

量&+吸引达能合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希望利用达能先进技术" 市场推广能力

和品牌效应$ 为妙士的产品结构升级带

来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