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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天津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涨态势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天津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统筹做好

疫情防控和恢复社会经济发展，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做深做细做实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有力

顶住疫情冲击，市场供需基本平衡，人民生活得到保障，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全年 CPI 累计上涨 2.0%，

顺利实现调控目标。但物价上涨结构性特点突出、核心 CPI 持续走低、重要民生商品价格居高不下等问题

值得关注。 

一、2020 年居民消费价格运行特点 

（一）价格总水平温和上涨 

2020 年，天津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下简称 CPI）同比上涨 2.0%，涨幅较上年回落 0.7 个百分点，

重回 2016-2018 年保持在 2%左右的箱体运行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7.6%，涨幅较上年扩大 1.6 个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上涨 0.8%，涨幅较上年回落 1.2 个百分点。与全国相比，天津市 CPI 涨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0.5

个百分点，总体走势保持一致，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区中位列第 25 位。 

（二）月度同比价格指数前高后低 

同比价格由涨转降。1 月份，天津市 CPI 以 4.6%的涨幅高位开局；2-5 月份，食品价格加速回落，带动

CPI 同比涨幅持续回落，5 月份降至 2.2%；经过 6-8 月份 3 个月的平稳运行后，从 9 月份起 CPI 再次进入加

速回落状态，至 11 月份，同比指数已降为负值，12 月份继续保持下降态势，时隔十年 CPI 再次进入“负时

代”。 

（三）月度环比指数下降月份增多 

1-12 月份环比 CPI“六涨六降”，下降面为 50%，较上年扩大 33.3 个百分点。1-2 月份，受疫情、春节、

寒冷天气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食品供给遭受短期冲击，价格出现短期大幅跳涨；3 月份起，疫情期间一系列

保供稳价政策效果持续显现，食品价格重新恢复正常，带动 CPI 环比由升转降，并连续 4 个月处于下行区

间；7-9 月份主要受高温高湿天气因素影响，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CPI 重新恢复上涨态势，但涨幅均处于

历年同期偏低水平；10-11 月份猪肉供给明显改善，食品价格再次回落，CPI 再次进入下降状态；12 月份，

多地疫情出现反弹，叠加两节临近、天气寒冷等多重因素，食品价格持续性上涨，CPI 重回上涨状态。 

（四）结构性上涨特征明显 

构成居民消费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五涨三降”，为近五年来价格下降类别最多的一次。分类看，

其他用品和服务、食品烟酒、教育文化和娱乐、居住、衣着价格均为上涨，其中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6.5%，

涨幅较上年扩大 1.9 个百分点，对 CPI 上涨的贡献率约为 84.4%，成为推动 CPI 上涨的主要因素。交通和通

信价格降幅较上年扩大 2.2 个百分点，衣着、医疗保健价格均为近五年来首次下降。 

（五）核心 CPI 创近八年新低 

核心 CPI 是指将食品和能源价格剔除之后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更能真实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情况。2020

年天津核心 CPI 上涨 1.3%，同比回落 1.0 个百分点，也创近八年新低，反映出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需求

偏弱的情况，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六）食品价格涨幅再创新高 

受 2019 年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的滞后拉动，2020 年食品价格大幅上涨 7.6%，再创新高，其中翘尾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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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6.2 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仅占 1.4 个百分点。分月度看，上半年各月食品价格同比涨幅连续回落，从

1 月份最高点 15.8%回落至 6 月份 6.8%；三季度受食品价格季节性拉升影响，涨幅稍有扩大，平均为 7.8%；

进入四季度，翘尾因素迅速减弱，价格涨幅陡然回落，10 月份回落 5 个百分点至 2.1%，11 月份出现同比下

降 1.5%的局面，12 月份又转为上涨 0.9%。所监测的 14 类主要食品价格“九涨四降一平”，其中畜肉类、豆

类和菜类涨幅最为突出，分别上涨 31.1%、9.9%和 9.8%；蛋类、干鲜瓜果类、食用油价格分别下降 12.5%、

6.5%和 1.1%，对食品价格上行起到了抑制作用。主要食品价格变动特点是： 

1．以猪肉为主的畜肉类价格保持高位上涨态势。2020 年畜肉类价格上涨 31.1%，其中翘尾因素约为 32.0

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为-0.9 个百分点。分类看，猪肉价格上涨 47.7%，畜肉副产品价格上涨 27.6%，其他

畜肉及制品价格上涨 26.4%，牛肉价格上涨 12.1%，羊肉价格上涨 5.0%，除牛肉、羊肉价格涨幅低于上年

以外，其余三类价格涨幅均在上年高位的基础上继续扩大。2020 年猪肉环比价格经历了三轮上涨两轮下降，

三轮上涨区间分别为 1-2 月份，6-7 月份以及 12 月份，环比平均涨幅为 6.0%；两轮下降区间分别为 3-5 月

份和 8-11 月份，环比平均降幅为 3.7%。猪肉价格的环比变动及各月翘尾因素决定了猪肉价格同比走势一路

下行，至 10 月份猪肉价格结束了 19 个月的上涨周期转为下降。 

2．鲜菜价格涨幅显著高于上年。2020 年鲜菜价格上涨 9.8%，高于上年 9.5 个百分点，其中翘尾因素约

为 12.7 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为-2.9 个百分点。全年鲜菜价格经历了同猪肉价格变动基本一致的三轮上涨

两轮下降，季节性特征明显。三轮上涨区间分别为 1-2 月份，6-9 月份以及 12 月份，环比平均涨幅为 5.3%，

其中 6 月份鲜菜价格反季节性上涨主要受北京新发地疫情影响，天津市鲜菜调运出现短暂阻力；两轮下降

区间分别为 3-5 月份和 10-11 月份，环比平均降幅为 7.7%，其中 3-5 月份鲜菜价格降幅显著，连续高于 15%。 

3．鲜果价格显著下降。2020 年鲜果价格下降 9.3%，由上年大幅上涨转为大幅下跌，其中翘尾因素约

为-13.8 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为 4.5 个百分点。2020 年仅麒麟西瓜、葡萄、桃子因产量下降价格明显上涨

外，苹果、梨、香蕉等主要品种产量恢复、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4．禽蛋价格同为由涨转降。2020 年鸡蛋、禽肉价格分别下降 14.2%和 0.6%，同比上年均由涨转降，新

涨价因素为负是主要影响原因。2019 年禽蛋价格一路高涨刺激产能扩张，导致 2020 年蛋鸡及肉鸡货源充足，

加之疫情影响需求低迷，各月环比价格以降为主。 

（七）非食品价格涨幅回落 

2020 年非食品价格上涨 0.8%，涨幅低于近四年 2.0%的平均水平。从月度走势看，1 月份同比涨幅达到

最高点，为 2.3%，随后各月持续回落，至 11 月份进入下降通道，12 月份为全年最低，下降 0.4%。 

1．服务消费价格涨幅趋缓。2020 年服务消费价格上涨 1.5%，对 CPI 上涨的贡献率约为 31%，同比上

年分别回落 1.1 个和 11 个百分点，各类服务价格均有不同程度回落。一是文娱出行服务价格全面回落。今

年以来特别是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天津市文化娱乐消费领域受到重创，旅行社、电影院于 7 月份才正式

复工营业，交通出行、宾馆住宿客流量严重萎缩，美容美发洗浴健身等缓慢恢复，相关领域消费价格低位

运行。2020 年飞机票价格下降 7.2%，旅馆住宿价格下降 1.8%，上网费价格下降 1.7%，长途汽车价格下降

0.8%，景点门票价格下降 0.3%；旅行社收费、美发、美容、洗浴价格同比虽为上涨，但涨幅显著低于上年

水平。二是居住类服务价格低位运行。2020 年以来各月私房房租价格走势平稳，季节性波动特征不明显，

月度环比涨幅均处于近五年同期最低值或较低值。装潢维修费、私房房租、自有住房价格分别上涨 5.0%、

1.2%和 0.9%，物业管理费持平，均显著低于上年。三是劳务型服务价格涨跌各半。疫情对劳务市场影响不

一，部分类别受从业人员减少影响价格上涨，如中介服务、家政服务、车辆修理与保养、衣着洗涤保养价

格分别上涨 6.0%、4.7%、4.3%和 3.5%；部分类别受市场需求冲击较大价格下降，如快递服务、家庭维修服

务价格分别下降 10.2%和 0.1%。四是教育服务价格涨多降少。教育服务收费部分受政府调价影响，如 2019

年民办教育收费集体上调的滞后影响拉动 2020 年小学初中教育、高中中职教育价格分别上涨 27.1%和 9.7%；

2020 年 9 月份幼儿园收费进行统一规范，影响学前教育价格 9 月份环比下降 2.5%，全年平均下降 1.4%；部

分受市场因素影响，如课外教育价格上涨 5.7%，专业技能培训价格下降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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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消费品价格近四年首次下降。国内外疫情持续蔓延，对全球工业品消费市场产生巨大冲击，国

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降，国内部分出口商品被迫转内销，让原本就处于买方市场的工业消费品面临更严

重的供大于求状况，价格更是出现 10 个月连续下降，降幅由 3 月份的 0.4%扩大至 12 月份的 2.7%。全年工

业消费品价格下降 1.1%，为近四年来首次转降。分类看，价格下降的基本分类达到 55 个，下降面达到 40%，

较上年增加 10 个，集中在服装、鞋类、交通工具、交通工具用燃料、住房装潢材料、家用器具等类别，特

别是汽油、西药、衣着价格分别下降 14.4%、4.2%和 1.5%，合计影响 CPI 下降约 0.49 个百分点。 

3．在外餐饮、烟酒价格涨幅创新高。2020 年在外餐饮、烟酒价格分别上涨 4.9%和 2.5%，较上年分别

扩大 2.5 个和 1.0 个百分点，均创近五年新高。2020 年上半年餐饮企业陆续复商复市，积极应对疫情不利影

响，主动创新求变，但迫于原材料成本上涨、营业收入下滑、刚性成本支出等困难，频繁上调菜品价格，

1-12 月在外餐饮环比价格“八涨四降”，最高涨幅为 1.8%。2020 年烟草价格涨幅明显，特别是每盒 10 元以

下的低价烟价格频繁上涨，供应短缺，1-12 月烟草环比价格“十涨一降一平”，全年上涨 3.2%。 

二、影响 2020 年居民消费价格变动的主要因素 

（一）宏观经济形势为价格走势总体稳定提供有利条件 

2020 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

冲击，我国有力顶住疫情影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实现疫情防控和恢复经济双战双赢；

“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即将完成，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中性，这些都为 CPI 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利

的条件。 

（二）部分农产品供给不足推高价格 

一是部分粮食品种供给下降，如大豆进口量下降，杂粮类产量下降，影响干豆、豆制品、其他粮食价

格涨幅创近五年新高。二是由 2018 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导致的猪肉供给紧缺状态仍未有效缓解，猪肉及相关

产品价格仍然高位运行，另外羊肉价格也由于全国活羊养殖量下降而大幅上涨，受此影响，餐饮企业成本

增加，在外餐饮价格持续上涨。三是部分菜果品种由于产地受灾供应量锐减，价格大幅上扬，如大葱、生

姜、麒麟西瓜等，2020 年价格高出 2019 年近一倍。 

（三）疫情对消费需求产生抑制作用阻碍消费价格上行 

一方面，疫情暴发初期，所有文娱、餐饮、教育、居民生活服务业消费全面暂停，随着疫情防控形势

向好，这类接触性服务消费需求持续回暖，但和正常年份相比仍显低迷之势。另一方面，疫情对居民收入

水平产生不利影响，进而促使居民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不必要的消费支出进一步缩减，居民消费升级步

伐放缓。因此 2020 年，文娱服务、教育服务、居住服务以及部分居民生活服务业消费价格涨幅明显趋缓。 

（四）政策性因素促使部分消费品类价格下降 

2020 年 4 月份和 11 月份，国家连续组织第二批、第三批全国药品集中采购，分别涉及 32 个和 55 个药

品规格，影响天津市西药价格环比持续下降，降幅在 0.2%~7.8%之间。2020 年 9 月份，天津市规范幼儿园

收费标准，部分收费较高的幼儿园统一下调价格，影响 9 月份学前教育价格环比下降 2.5%。2020 年 10 月

份，天津市下调居民用天然气价格，由 2.61 元/立方米下调至 2.5 元/立方米，影响 9 月份管道燃气价格环比

下降 4.2%。 

（五）房地产市场降温带动相关商品服务价格涨幅回落 

天津严格按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强化监管力度，注重房地产市场长期风险防

控和短期有序调控，坚决遏制炒房等投机行为，房地产销售市场有所降温，影响私房房租、装潢维修费、

住房装潢材料、家用器具等相关类别价格同步回落。 

（六）国际市场价格输入传导产生一定影响 

2020 年，全球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加上国际局势复杂，贸易摩擦加剧，大宗商品价格频繁波动。布伦

特原油价格由年初的 72 美元/桶降至年末的 53 美元/桶，期间跌至近 20 年最低点至 16 美元/桶。纽约黄金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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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 美元/盎司一路涨至年末的 1900 美元/盎司。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天津市汽柴油价格年内调整 12

次，累计下降 14.4%，金饰品价格累计上涨 26.7%。 

（七）2019 年价格翘尾拉升作用显著 

据测算，在 2020 年 2.0%的涨幅中，翘尾因素约为 1.7 个百分点，是推升 2020 年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