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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證券報報道，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日前
表示，如果一季度國內物價上漲壓力過大，不排除出台新的調控舉措。
周望軍說，由於春節期間消費增加、生產減少，去年同期物價指數相對

較低，受翹尾因素影響，今年一季度物價同比上漲壓力仍然較大。從長期
看，國際輸入性通脹、國內勞動力、土地價格等要素價格持續上漲，使物
價仍面臨一定的上漲壓力。
至於未來採取何種措施穩定物價，周望軍沒有明確表示。但接近發改委

的相關人士表示，目前發改委對動用行政手段已經變得越來越謹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劉曉靜 北京報道）原全國人大
副委員長成思危14日在「2010兩
岸四地消費者信心指數年度發佈
會」上回答香港文匯報記者提問
時表示，上半年CPI或超6%，但
下半年可能會回落，若全年能控
制在5%為較理想狀態。
成思危稱，「十二五」期間，

中國應把促進消費放在首位，出
口第二位，而投資則應適當降
溫，外貿依存度在40%較為合
適。他說，「十二五」期間我們
應平衡貿易，改善貿易的方式結

構、產品結構和歷史結構，且要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改革。

指以稅收抑樓價非根本之策
此外，關於中央樓市調控下依然熱度不減的房地產行業，成思危表示，

房價的構成因素分四部分，分別為建築成本、土地成本、稅收成本及開發
商利潤，但地價是房價不斷上漲的主因。
他說，重慶、上海紛紛表示出台房產稅，雖然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樓市

供應量，起到調控樓市作用，但中央僅從稅收方面治理房地產行業非根本
之策，且不排除房產稅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成思危並認為，若建築成
本和土地成本佔房價50%以上，房價仍有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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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分別從經濟發展、就業、物價、生活、購房置業及投資6個方面，
分析比較兩岸四地民眾的消費信心。結果顯示，2010年，兩岸四地消

費者信心指數企穩。就分項指數而言，消費者對經濟發展和生活信心較
足，就業信心上行樂觀，但就業壓力猶存。值得注意的是，消費者對物價
和房價的信心仍很消極，而這兩個方面正是拉低消費者信心總指數的重要
原因。故此，專家認為，未來一年若要有效提高消費者信心，緩解甚至解
除消費者對通脹和高房價的擔憂將是努力重點。

內地港台就業壓力猶存
數據顯示，2010年第四季度，內地、香港、澳門及台灣四地消費者信心

指數分別為92.6、83.8、84.7和76.6。兩岸四地消費者信心指數總體上穩中有
升，但消費者對通脹擔憂明顯增加。
分項來看，2010年第四季度，內地、香港、澳門及台灣四地經濟發展分

指數分別為121.1、97.0、109.4及63.7。2010年，內地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
的增長，四個季度內地、香港及澳門消費者對經濟發展信心都表現積極。
尤其是內地，在四個季度中有三個季度的指數高於120，呈積極信心狀態。
就業方面，該季度內地、香港、澳門及台灣四地的指數分別為99.9、

98.8、109.9及59.6。穩定增長的經濟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就業環境，
2010年四個季度兩岸四地消費者就業分指數均表現平穩，且內地、澳門和
台灣的就業分指數均呈上升趨勢。不過，除澳門外，其餘三地就業分指數
均未達到100，顯示出三地消費者對於就業仍存不同程度的憂慮。

四地生活信心處較高水平
2010年第四季度持續上漲的物價成為兩岸四地消費者最大的隱憂，內

地、香港、澳門及台灣四地物價分指數分別為63.9、49.7、51.2及47.6，環比
均顯著下降，顯現出消費者對於物價的消極心態。而從全年看，內地、香
港及澳門三地四個季度的物價分指數均呈下降趨勢，且都在第四季度達到
最低，說明三地消費者對通脹的憂慮不斷加劇，台灣物價分指數變化雖較
為平穩，但數值均低於50。
儘管通脹壓力已經很明顯，但四地居民對於生活的信心仍維持在較高水

平。從內地、香港和澳門三地來看，2010年第四季度，與上個季度相比三
地生活分指數分別下降3.4、3.0和4.6，說明通脹已經對居民生活信心產生了
一定衝擊。
2010年第四季度，內地、香港、澳門和台灣四地購房分指數分別為71.0、

60.8、50.9和94.4，仍然顯現出消費者對於購房信心不足。
此項調查由香港城市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台灣輔仁大學、首都經濟貿

易大學、中央財經大學與中國人民大學共同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劉曉靜 北京報道）由內

地、香港、澳門及台灣四地6所高校合力完成的最新一份

「兩岸四地消費者信心指數」14日在京公佈，調查顯示，

2010年四季度，內地、香港及澳門三地的指數較2009年同

期穩中略有下降，消費者對通脹擔憂明顯增加，但台灣指

數則穩中有升。而從全年四個季度消費者信心總指數情況

看，中國2010年度經濟增長放緩，消費信心企穩。

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

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消費信心皆降
內地港澳通脹逼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劉曉靜 北京報道）對於香港消
費者信心預期指數連續六季下
降，港人憂慮通脹問題，專家

表示，香港物價上漲成主因，且
房價居高不下，一撥帶動一撥上漲亦
成為港人憂慮通脹原因，政府應多管
齊下，在運用行政手段的同時，亦應
多運用貨幣槓桿調控樓市和物價，緩

解通脹壓力。
香港城市大學管理科學系副教授曹國輝表示，隨㠥

經濟環境好轉，港人消費者對經濟和就業狀況具有信
心，但涉及消費項目部分，如物價和生活消費，消費
者顯得信心不足；香港和內地消費者對股票投資的意
慾也處於膠㠥狀態，因此令整體信心指數下跌。

加強對高收入者徵稅
台灣輔仁大學教授、中華資料採集協會理事長謝邦昌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消費者信心指數可分兩個層次，收入越高的人越有信
心，收入越低的人越沒信心，雖然經濟增長難照顧到普羅大
眾，易出現貧富差距，但政府此時應扮演積極角色，在加強
對高收入人群的徵稅時，亦應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水平，降
低失業率，縮小貧富差距，提高整體消費者信心指數。
在談到香港通脹壓力時，謝邦昌說，香港物價多年來一直

呈持續上漲趨勢，且房價居高不下，造成通脹壓力較大。他
並指出， 「香港不應只看某一個貨幣，與美元掛㢕，尤其是
美國出台量化寬鬆政策，會導致大量熱錢流入，對港幣產生
波動。此外，平抑物價方面，政府在運用限價等行政手段的
同時，還應多運用貨幣槓桿，多管齊下治通脹」。

治理通脹
港府應多運用貨幣槓桿

香港消費者信心指數（2009年—2010年）
項目 2009年 2010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經濟發展 65.4 85.1 99.4 102.3 102.9 98 101.1 97

就業 56.5 74.8 88.9 97.7 99.1 91.9 98.6 98.8

物價 83.6 81.9 76.2 67.3 66.8 65.2 57.3 49.7

生活 104.3 106.4 109.2 107.9 108.4 109.4 105.5 102.5

購房 84.6 88.2 75.5 66.3 58.1 63.4 53.4 60.8

投資 78.1 88.3 92.7 88.9 93 90.8 93.8 93.8

總指數 78.8 87.5 90.3 88.4 88.1 86.4 84.9 83.8

CCI

消費信心皆降
兩岸四地僅台灣上升 專家指應緩解對高房價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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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著名經濟學家成思
危。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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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輔仁大學教授謝邦
昌接受本報記者訪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劉曉靜

北京報道）2010年度兩岸四地消費者信

心指數（CCI）14日發佈，調查顯示，香

港消費信心指數已連續兩季低於澳門，

排名第三位，2010年第四季度較上一季

度下跌1.4個百分點，且香港預期指數連

續六季下跌，其中物價上漲成主因，港

人通脹憂慮再次增加。此外，調查同時

顯示，年紀越輕，CCI整體指數越高，這

反映年輕人對消費更有信心，且個人收

入及家庭收入越高，消費者信心亦越

高。

對未來三月物價不樂觀
調查顯示，2010年度CCI整體指數中，

港民對經濟發展、就業狀況、生活狀況

和投資股票較有信心，但受物價上漲和

房價高企影響，港人對物價狀況和購房

方面則表現信心不足，通脹壓力較大，

成為本港信心指數下降主因。

而2010年第四季度，本港CCI整體指數

為83.8，較上一季度下跌1.4個百分點，

並自從2009年第三季度開始已形成下跌

趨勢，且CCI預期指數亦較上一季度下跌

了2個百分點，已連續六季有所下跌，顯

示市民對未來情況信心不足，而物價狀

況成為影響市民信心下降主因。

分項來看，港人對物價狀況最欠缺信

心，整體分指數為49.7，在各範疇之中表

現最低，較上一季度下跌13個百分點，

且創過去兩年之新低。其中，市民對目

前物價狀況的指數為 45.7，較上一季度

下跌16個百分點；市民亦對未來三個月

之物價水平不樂觀，有關指數為52.4 。

買樓信心弱 就業信心增
此外，港人對買樓的信心亦頗弱，購

房分指數為60.8，雖較上一季度上升14個

百分點，但仍顯示信心頗弱，並對未來

三個月的看法持續悲觀。

但值得注意的是，港人對就業市場信

心創近年來新高，已連續實現四個季度

上升。

面對港人再次高企的通脹壓力，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13日在出席立法會

特首答問大會時強調，通脹將有不尋常

的上升壓力，政府會嚴陣以待，需要時

會一如既往，推出利民紓困措施。如通

脹急升，甚至可每三個月調升一次綜援

水平，以協助基層應付通脹壓力。

■最新一份「兩岸四地消費者信心指
數」昨日在京公佈。圖為會議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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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危：上半年CPI或超6%

香港消費者2010年整體信心指數
類別 2010年 2010年 2010年 2010年

第1季度 第2季度 第3季度 第4季度

經濟發展 102.9 98.0 101.1 97.0

就業狀況 99.1 91.9 98.6 98.8

物價狀況 66.8 65.2 57.3 49.7

生活狀況 108.4 109.4 105.5 102.5

購買房屋 58.1 63.4 53.4 60.8

投資股票 93.0 90.8 93.8 93.8

CCI整體指數 88.1 86.4 84.9 8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