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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31
省份 2022年 1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中新经纬梳理发现，11月，29省
份CPI同比涨幅低于上月。其中，新疆最
高为涨2.9%，陕西最低涨1.0%。

29地CPI涨幅收窄
25地重回“1时代”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11月，
全 国 CPI环 比 下 降 0.2%，同 比 上 涨
1.6%。同比涨幅较10月明显回落，时隔7
个月重回“1时代”。

中新经纬梳理发现，31省份 11月
CPI同比均为上涨，涨幅高于或低于全
国水平的省份分别为11个和15个，10
月份均为12个。从涨幅来看，仅有海南
涨幅高于10月，西藏与上月持平，29省
份CPI同比涨幅低于上月。此外，值得
注意的是，25地重回“1时代”，上月仅
有8地。

具体来看，新疆、重庆、西藏、青海、湖
北、江苏、云南、江西、广东、四川、甘肃等
11省份涨幅高于全国水平，其中新疆等6
省份处于“2时代”；宁夏、湖南、福建、山
西、上海涨幅与全国水平持平，浙江、贵
州、黑龙江、安徽、广西、内蒙古、山东、河
南、吉林、天津、河北、北京、辽宁、海南、陕
西等15省份涨幅低于全国水平。

另外，从增减幅来看，海南居首，
增加0.1个百分点，四川降幅最大为1.1
个百分点。

中泰宏观陈兴团队指出，11月CPI同
比增速延续大幅回落，降至2%以下，一方
面是因为基数仍高，另一方面CPI环比增
速转负也拖累了增长，主要仍是食品环比
增速超季节性回落。

未来CPI怎么走？
防疫政策优化，元旦、春节临近，机构

普遍预计通胀短期无虞。
陈兴团队指出，12月以来，猪价加速

回落，蛋价转降，或受寒潮影响，菜价由降
转涨，鲜果价格涨幅扩大，预计12月CPI
环比增速再度转涨，12月及明年一季度，
CPI同比增速或将保持2%及以上的高
位，但明年全年看压力并不大。

东北证券宏观报告分析称，11月CPI
同比见底，未来将逐渐回升，但回升高度
相对有限，12月CPI同比或将重回2%水
平。短期内，CPI并无快速上升迹象。

国盛宏观熊园团队也指出，12月首
周，果蔬价格环比上涨，叠加季节性影
响，预计12月CPI食品分项环比可能小
升；非食品项可能持平，服务价格降幅可
能收窄。综合看，12月CPI环比大概率
小升，同比可能有所回升。趋势上看，
2023全年CPI中枢可能小幅抬升，节奏
上前高后低，年初可能有阶段性冲高风
险（高点可能上破3%）。

西南证券报告分析称，猪肉供给继续
释放或给CPI带来一定下行压力，但天气
转冷后蔬菜供应减少，冬季腌腊需求上
升，食品价格或有所回升，防疫措施优化，
非食品价格或稳中趋升，叠加基数走低，
预计12月CPI温和上行。

对于明年核心CPI走势，华创宏观张
瑜团队从上行情景、基准情景、下行情景
三种情况下做出预测。在下行情景中，核
心通胀基本无忧，全年在2%以下；在基准
情景中，核心通胀明年年中会加速上行，
年底有过2.5%的风险；上行情景中，核心
通胀明年二季度破2%、三季度破2.5%、四
季度破3%。

（中国新闻网）

31省份11月CPI公布
25地重回“1时代”

黄桃罐头屡上热搜引回忆杀
网友回应商家辟谣“你不懂”

在关于黄桃罐头的热搜中，不少网友
留言称已经将黄桃罐头列入居家康复囤货
清单，来自东北的网友纷纷在网上“亮明身
份”，称黄桃罐头是东北特有的“玄学”。

一位东北网友说，以前感冒发烧就吃
黄桃罐头。“这两天，嗓子痛吃不下什么东
西，全靠之前囤了的十瓶黄桃罐头撑着。”

另一位东北网友说，童年生病时哭喊
着要吃黄桃罐头，妈妈顶着大雪去超市去
买。“其实黄桃罐头不能治病，但是吃上它
就莫名地开心，因为那是妈妈买的，好怀念
小的时候啊。”

还有其他地区网友说，他的童年记忆
也是黄桃罐头，但家里条件有限，只有在生
病的时候才能享受。“后来我一想吃黄桃罐
头，就跟我妈说我不舒服。”

对于网友集体怀旧、将黄桃罐头当作
治病良药的“冲动”，有黄桃罐头厂家陆续
发声称“黄桃罐头不能治病”。12月11日，
“林家铺子”发声称，曾收到网友私信询问
“你家的黄桃罐头能治病吗”，厂家担心网
友在调侃的时候，会有不明真相的人被误
导。同时，也有医疗专家提醒生病之后忌
食冰冷的罐头。

对此，不少网友在线“科普”，称黄桃罐
头和橘子罐头富含维生素，并开玩笑反怼
厂家和专家“你不懂，我们吃的是情怀”。
该话题再次成为热搜，并引发新一轮怀旧
回忆。

黄桃罐头销量登第一
“情怀消费”带动销量增长

12月12日，黄桃罐头再
次登上网络热搜，商家声明
“黄桃罐头不能治病”，却被
网友开玩笑反怼“你不懂，我
们吃的是情怀”。更有网友
留言“小时候卧病在床，最期
盼的是妈妈放在额头上的
手，和爸爸拎着黄桃罐头走
进屋的情景”，引发部分网友
共鸣，黄桃罐头被戏称作“包
治百病的特效药”。

从电商平台和厂商处了
解到，近几年黄桃罐头销量
力压橘子罐头，坐上水果罐
头头把交椅，在网友情怀消
费影响下销量还在上涨。中
国罐头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商
会明介绍，不少厂商已经出
现包装物料不足、物流紧张
的情况，预计今年全国的水
果罐头销量将增长15%。

商会明介绍，上世纪80年代，
在出口物资有限的背景下，我国的
罐头出口总额一度占到全国出口
额的 10%。当时罐头主要是销往
国外。

“一方面因为国外对罐头食品
的日常食用习惯已经形成，国内民
众没有这个习惯；另一方面加上经
济条件限制，而罐头比较贵，主要把
它当作人情往来的礼品，食用对象
主要是老人和孩子。”商会明说，当
时的东北经济发达，加上东北冬天
新鲜物资储备不易，国内水果罐头
主要销往了东北，这也是为什么东
北的网友对罐头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和共鸣。

据工信部数据显示，2019年至
2021年，我国规模以上罐头制造企
业累计产量分别为919.1万吨、863.5
万吨、831.7万吨，呈现逐年下降趋
势。2022年上半年，累计产量为

332.5万吨，同比下降8.7%。
商会明表示，这是包括果蔬、肉

类、水产等全类数据，主要产量下
滑的是八宝粥等。“午餐肉罐头、豆
豉鱼罐头和水果罐头一直在增长。
现在罐头的消费主体是年轻群体，
罐头不含防腐剂，它的健康性逐渐
被年轻人认可，加上年轻人生活节
奏快、不爱做饭，无论是代餐性质
的罐头还是水果罐头，购买频次比
较高。”

商会明认为，国人印象中罐头
是逐渐被淘汰的产品，是一种错
觉。“特别是在互联网背景下，国内
国外的年轻群体网络文化、网络思
维经常反映在消费习惯中，目前国
外的罐头市场达到万亿元。‘林家铺
子’的罐头销量在成倍增长。”

商会明预计，这波疫情过后，
全国的罐头今年销量增长会在
15%以上。 （石伟）

中国罐头工业协会副理事长、
青岛开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商会明介绍，我国上世纪80年代集
中引进了罐头生产线，能够生产各
类水果、蔬菜、肉类、水产罐头。水
果罐头中，黄桃罐头、橘子罐头、山
楂罐头曾长期是销量靠前的产品。
山楂制品的种类越来越多，山楂罐
头逐渐没落，黄桃罐头和橘子罐头
的口味比桃子、更可口，两种产品在
市场上一直双雄并峙，甩开其他水
果罐头。

“从销售端看，北方大众偏爱黄
桃罐头，南方大众更爱橘子罐头。
南方是橘子产地，人们原本就更爱
吃橘子。”商会明介绍，随着市场营
销和饮食文化发展，黄桃罐头的地
位升高，逐渐力压橘子罐头坐上头
把交椅。

商会明介绍，罐头在国内的销
售量一直在增长，但不是必需食品，
消费者主要是偶发性购买，逛超市
看到了会拿一罐，或者想起自己好
久没吃罐头了去买一罐。“最近反复
上热搜，主要是触动了大众的情怀，
这种影响在市场上反应明显。线上
线下销量都在增加，不少厂家出现
了包装物料不足、物流压力变大的
情况，加班生产也有。”

从京东平台获悉，京东超市的
黄桃罐头最近一个月销量暴增，比
去年同期增长245%，销量是橘子罐
头的3倍。截至12月12日，黄桃罐
头购买量前三的地区是北京、辽宁、
河北 。

最近10个交易日，罐头厂商欢
乐家的股价上涨21.31%，仅12月12
日，欢乐家开盘涨幅达到了5%。

黄桃罐头力压橘子罐头坐头把交椅
生产厂商股票开盘增5%

年轻人成黄桃罐头主要购买群体
商家预计今年销量增长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