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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個月來內地消費物價指數走勢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1月份，居民消費價
格同比上漲5.1%。其中，城市上漲4.9%，

農村上漲5.6%；食品價格上漲11.7%，非食品價
格上漲1.9%；消費品價格上漲5.9%，服務項目價
格上漲2.6%。居民消費價格環比方面，較10月份
上漲1.1%。其中，食品價格上漲2%，非食品價
格上漲0.6%；消費品價格上漲1.5%。

食住類增勢勁 貢獻通脹逾九成
盛來運在發佈會上坦言，11月份物價的漲幅出

乎意料，從環比指數構成的變化看，11月份比10
月份物價漲幅有所擴大，主要是食品、居住類以
及衣㠥類上漲決定的。而與去年同期相比，食品
價格上漲和居住類價格上漲幅度較大，其中食品
類上漲了11.7%，拉動CPI上漲3.8個百分點，貢獻
率是74%；居住類價格在11月份同比上漲5.8%，
拉動CPI上漲0.9個百分點，貢獻率是18%，兩項
貢獻率達到92%。

調控初見成效 壓低物價需時日
事實上，在10月CPI創出4.4%的新高點後，中

央即果斷出手，出台了包括穩定糧食、食用油、
蔬菜和棉花等農產品價格，向市場投放糧食等農
產品儲備，補貼低收入群體一攬子措施，並首次
明確表態必要時將實施價格臨時干預。可是，政
策對11月CPI數據的影響並不明顯。
對此，盛來運認為，11月下旬中央穩定物價政

策還是初見成效的，像糧食、肉類等的價格基本
趨穩，蔬菜價格明顯下降。根據50個城市的食品
監測調查，11月下旬的一些蔬菜產品價格比11月
中上旬下降了10%左右。蔬菜價格回落主要是在
政策出台後的11月下旬，所以單月鮮菜漲幅仍然
達到21.3%，同時糧食上漲14.7%，食物油上漲
14.3%，水果上漲28.1%，蛋類上漲17.6%，貢獻
率較10月份擴大，食品對CPI的貢獻率還是比較
高的。

工業品出廠價 同比上漲破6
值得注意的是，與10月份相比，11月非食品價

格也出現了較大漲幅，對CPI貢獻率達到18%，
比上個月擴大了近1個百分點，特別是居住和水
電煤等價格的上漲。而11月份工業品出廠價格
（PPI）同比上漲6.1%，環比上漲1.4%，其中原材
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漲幅明顯，同比上漲達
到了9.7%。專家分析認為，PPI數據的超預期上
漲，將成為今後推高物價的重要因素，而目前中
央出台的政策主要是針對食品價格，並未對非食
品對症下藥，增大了未來調控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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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11月內地物價漲幅出乎

意料，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1月內地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

5.1%，突破了5%的惡性通脹警戒線，亦大幅超出市場以前預計的

4.8%，創28個月新高。同時，前11個月份CPI已累計上漲3.2%，超

出中央年初設定的3%目標。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運指出，11

月物價漲幅較10月有所擴大，主要是食品、居住類以及衣㠥類價格

上漲。國家出台的穩定物價政策正在逐步顯效，統計局表示對12月

以及今後一個時期保持物價基本穩定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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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類商品11月漲跌數據
類別 同比 環比

食品 11.7% 2%

居住 5.8% 1.8%

衣㠥 0.7% 1.6%

煙酒 1.6% 0.2%  

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 0.7% 0.4%

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 4% 0.7%

交通和通訊 0.7% 0

娛樂文化用品及服務 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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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

對於11月CPI達5.1%的數據，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的專家認為，11月CPI達到5.1%，翹
尾因素佔了0.8%。按照統計規則，12月份數
據將不計算翹尾因素，CPI可重回4%區間。
另據新華社消息，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

長周望軍11日說，預計內地12月份CPI將回
落到5％以內。

1月CPI上看6%
專家認為，明年1月份翹尾因素高達

1.9%，再加上食品價格上漲短期內難以大
幅下降，1月CPI很可能達到6%，明年上半
年整體通脹形勢嚴峻。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中國經濟評價

中心主任劉煜輝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分
析指出，11月CPI創新高還是食品等新漲價
因素的推動，值得注意的是CPI環比較10月
上漲了1.1%，那麼年化價格上漲已達

13.2%，同時，CPI已連續4個月環比上漲並
且年化價格連續4個月突破8%，其實當前已
經是嚴重物價上漲。但是否惡性通脹仍不好
講，畢竟只是11月單月CPI突破5%，按照經
濟學定義，必須是CPI連續6個月維持5%以
上，才可稱為是惡性通脹。

春節前後料加息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陸志明向香

港文匯報表示，熱錢流入加速使國內流動性
過剩壓力仍在、美元貶值推動大宗商品上行
等通脹壓力仍將中長期存在。
劉煜輝認為，行政干預不是長久之計，目

前央行調控仍以溫和的數量工具為主，不過
在明年1月份數據發佈的春節前後，央行動
用加息工具的概率較大。
陸志明也指出，央行可適當加息1-2次，

每次上調0.25個百分點，盡量縮小負利率對
通脹預期的影響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雖然當前中國面臨的通脹壓力增大，

但是經濟基本面依舊向好，拉動經濟增長的投資、消費、進出口三駕馬車勢頭強

勁。數據顯示，前11個月城鎮固定投資同比增長24.9%，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

比增長18.4%，進出口總值同比增長36.3%。專家認為，良好的經濟基礎為明年

「十二五」規劃開局和抑制通脹打下良好基礎。

地產投資 劇增36.5%
投資方面，1-11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210,698億元，同比增長24.9%，比1-10

月份加快0.5個百分點。其中房地產開發投資42,697億元，劇增36.5%；鐵路運輸

業投資5,822億元，增長25.3%。雖然新開工項目同比減少15,075個，但是新開工

項目計劃總投資達17.2萬億元，同比增長25.9%，為明年經濟增長做了鋪墊。

消費方面，11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3,911億元，同比增長18.7%，比10

月份加快0.1個百分點。其中，餐飲收入和商品零售均保持了18%的增幅。截止

11月底，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3.9萬億元。

政策主題 穩定增長
進出口方面，11月進出口規模首次突破2,800億美元關口，進、出口值雙雙創

歷史新高，其中出口同比增34.9%，進口增37.7%。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各項數據顯示，中國經濟不論內需還是外需均表現出強勁勢頭。這也表明中

央為防止經濟減速過快，調控力度並沒有預期中強烈，穩增長還是政策主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

國家發改委官員11日表示， 11月份價格
上漲因素中臨時性、季節性因素佔很大成
分。由於10月、11月份新漲價因素較多，
對明年上半年，特別是一季度的滯後影響
較大，預計明年一季度居民消費價格仍將
高位運行。該官員強調，穩健的貨幣政策
仍是控制物價較快上漲的根本性措施。
上述官員指出，國家出台的穩定物價

政策，短期措施將在12月20日之前能全部
落實到位。中長期措施的落實還需要一
個過程，比如建立社會保障救助標準與
物價上漲掛㢕聯動機制，進一步完善市
場監管法規等。當前的工作重點仍是落
實已出台的政策，特別是要將對低收入
群體和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臨時價格補
貼盡快發放到位。
對於元旦和春節物價的穩定，該官員

表示，政府將繼續向市場投放政策性儲
備糧油；積極組織貨源，儲備一定數量
的居民生活必需品，確保「兩節」期間
食品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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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駕馬車強勁 經濟總體向好

■居民購物精
挑細選，精打
細算。新華社

■居民購物精
挑細選，精打
細算。新華社

■居民購物精
挑細選，精打
細算。新華社

■居民購物精
挑細選，精打
細算。新華社

■居民購物精
挑細選，精打
細算。新華社

■居民購物精
挑細選，精打
細算。新華社

■居民購物精
挑細選，精打
細算。新華社

■居民購物精
挑細選，精打
細算。新華社

■居民購物精
挑細選，精打
細算。新華社

■居民購物精
挑細選，精打
細算。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布11月份CPI上
漲5.1%，錄得28個月新高。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布11月份CPI上
漲5.1%，錄得28個月新高。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布11月份CPI上
漲5.1%，錄得28個月新高。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布11月份CPI上
漲5.1%，錄得28個月新高。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布11月份CPI上
漲5.1%，錄得28個月新高。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布11月份CPI上
漲5.1%，錄得28個月新高。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布11月份CPI上
漲5.1%，錄得28個月新高。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布11月份CPI上
漲5.1%，錄得28個月新高。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布11月份CPI上
漲5.1%，錄得28個月新高。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布11月份CPI上
漲5.1%，錄得28個月新高。 新華社

內地通脹指數
錄28月新高

2010年12月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12
港字第22208  今日出紙4㜫9大張 售6元

氣溫：19-22℃　濕度：70-90%
大致多雲 早有微雨

星
期
日

庚寅年十一月初七 十七冬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