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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通脹率超標 春節前恐加息
去年GDP增10.3%   統計局稱今年物價存上升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昨日公佈2010年國

民經濟運行數據顯示，據初步統計，2010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DP）

增速達10.3%，全年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3.3%。12月單月

CPI增速則由11月5.1%的28個月高位回落至4.6%。數據與之前傳聞的

大致相符。儘管2010年CPI及PPI數據顯示內地通脹情況有所紓緩，但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見圖)表示，內地物價仍存上升壓

力。而專家則預料，不排除內地央行將於春節前後加息。

汪洋考察穗「菜籃子」嚴禁哄抬物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苗苗 廣州報道）受各種因素影

響，去年以來內地物價大幅上漲。剛提出「十二五」要建
設幸福廣東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日前特地趕在農曆春節
前到廣州各肉菜市場、購物商場，視察市場供應和食品安
全情況，調研「菜籃子」工程。汪洋與廣州市民交流物價
與工資，並提出希望經營者不要哄抬物價，政府有關部門
要多想辦法，大家共同努力，確保節日期間的菜籃子穩
定。

巡視供應場與市民交流
19日上午，汪洋在廣東省副省長肖志恆、廣州市副市長

甘新等人的陪同下，先後去往廣州新供銷購物廣場黃邊
店、白雲萬達廣場、江南果菜批發市場、德政街市等超
市、食品批發市場和肉菜市場。在這四個不同類型的食品

供應場所，汪洋詳細向監管部門、市場開辦者、超市負責
人了解經營狀況、食品供應情況以及節前市場肉菜的價格
變動情況。

關注超市蔬菜肉類價格
在新供銷購物廣場黃邊店，據該店負責人稱，這裡對供

銷系統組建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產品不收取任何進場費
用，直接到超市銷售，減少了中間環節，所以物價比別處
較為便宜。汪洋走進超市，不時停下腳步與群眾交流，詢
問物價上漲給生活帶來的影響。他與一早過來買菜的老人
唐振漢攀談時，拿起老人籃子裡的蔬菜、豬肉，仔細察看
價格標籤，問道：「這裡比其他地方便宜嗎？」「周圍其
他的市場有沒有跟㠥降價？」老人說，確實便宜一點，他
收入不高又有時間，所以寧願捨近求遠來這裡買菜。

廣州江南果菜批發市場蔬菜上市量佔廣州的80%，進口
水果佔全國的80%，對「菜籃子」價格變化具有較強的輻
射和影響。汪洋要求廣州江南果菜批發市場加強市場建
設，發揮自身優勢，有效平抑物價，尤其要突出抓好市場
秩序的整頓和規範工作，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打擊「豆你
玩」、「蒜你狠」、「薑你軍」、「蘋什麼」等不法經營活
動，確保「菜籃子」產品正常流通。

嚴打「蒜你狠」不法經營
汪洋指出，未來一個時期通脹預期走強，各級政府和有

關部門要切實關心群眾生活，認真研究和把握市場規
律，以市場調節和政府調控相結合，暢通生產、流通、
銷售環節，豐富市場供應，有效平抑物價，切實增進民
生福祉。

■汪洋日前特地到廣州各肉菜市場、購物商場，視察
市場供應和食品安全情況。 資料圖片

據新華社20日電 發改委價格司司長曹長
慶20日說，由於物價上漲因素多，預計一季
度CPI仍將高位運行。政府將綜合運用多種
調控手段，穩定物價，構建保障和改善民生
的措施長效機制。
他說，各級政府將大力發展生產、保障供

應、安定群眾生活，加強市場監管。有關地
區將加強田間管理和冬季蔬菜生產，繼續加
大對北方溫室大棚蔬菜支持力度，增加冬春
季蔬菜供應，努力穩定化肥價格。
為確保春節期間市場供應和價格穩定，曹

長慶說，關鍵在於保障供應特別是糧油和煤
電油運等重要商品的市場供應。近期，我們
將綜合採取多方面措施。

發改委：
採更多措施應對物價

保障低收入群
廣東或發臨時價格補貼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為進一

步完善廣東省保障援助體系，及時緩解價格上漲
對低收入群眾基本生活的影響，省民政廳、財政
廳、物價局，國家統計局廣東調查總隊日前起草
了「關於加快建立健全低收入群眾臨時價格補貼
與價格上漲聯動機制」的指導意見，補貼對象包
括城鄉低保戶、優撫對象、農村五保戶等低收入
群眾。在現行對低收入群眾實施最低生活保障政
策和各項援助措施的基礎上，建立臨時價格補貼
聯動機制。

CPI須連續3月超3%
「意見」規定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即啟動

補貼聯動機制：CPI同比漲幅連續3個月超過3%；
食品類價格同比漲幅連續3個月超過7%；居住類
中的水、電、燃料類價格同比漲幅連續3個月超過
7%。如果上述規定情形持續消失3個月，則停止
執行。

日媒以頭條報道：
日告別「世界第二大經濟國」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統計局昨日公佈，在扣

除物價上漲因素，去年中國的GDP的實際增長率為
10.3%。消息引起日本社會的關注，當地各大媒體
均稱中國GDP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
大國。

稱中國消費市場潛力大
《日本經濟新聞》在其網站以頭條報道這消息，

並指出：「中國政府通過擴大公共投資和擴大對外
出口保持了GDP的高增長率，與歐美這些陷入金融
危機泥坑而無法自拔的國家相比，中國經濟獲得了
高成長」。
該報還指出，去年中國的GDP總值已達39.7983億

美元，完全超過日本。中國市場的消費日益見長，
但是目前消費在GDP中所佔比例僅為30%左右，與
佔7成的美國和佔5成的日本相比，中國的消費市場
的潛力還很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國家
統計局昨日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
經濟較上年增長10.3%，是三年來最高年度增
幅。此外，全年居民消費亦同比上漲3.3%，與
政府目標相近。此間多名經濟專家向香港文匯
報表示，儘管中國經濟增長已經回歸正常，但
2011年上半年通脹形勢仍不樂觀，市場料將承
受緊縮壓力。

內需對GDP貢獻續增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張明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儘管12月單月CPI漲幅較上月回落0.5個百分點，
但由於統計中「翹尾」以及春節消費等因素的影響，今年一
季度物價壓力將不斷增大，再加上年初信貸投放過猛，不排
除央行將於春節前後加息，市場將因此承受緊縮壓力。

張明表示，從現時情況研判，今年內需對國民經濟增長的
貢獻將繼續增加，民眾消費亦有很大提升空間。張明又指，
今年中國進出口形勢或與去年相近，貿易順差仍將緩慢下
降。

全年CPI升3.3%可接受
銀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告訴記者，國家統計局公

佈的數據傳達出中國經濟實現平穩增長的重要信息。左小蕾
續稱，10.3%的GDP增速是一個均衡水平，說明經濟不僅沒有
下滑，更沒有過熱。此外，左小蕾認為全年CPI升3.3%也是可
接受的水平。
澳新銀行中國經濟研究總監劉利剛則認為，現時經濟增長

已經回到了常規的軌道，產業缺口亦隨㠥經濟增長開始轉
正，不過，經濟增長同時亦伴隨通脹上升、資產泡沫憂慮，
以及經濟結構不平衡等政策挑戰。

經濟增長回歸常態 惟須承受緊縮壓力

根 據 初 步 測
算，2010年中國
GDP為397,983億
元，按可比價格
計算，比上年增
長10.3%，增速比
上年加快1.1個百
分點，其中，2010
年四季度GDP增

速為9.8%。

食品價格上漲為通脹主因
數據顯示，2010年全年CPI同比上漲

3.3%，其中城市上漲3.2%，農村上漲
3.6%，12月單月CPI增速則由11月5.1%的
28個月高位回落至4.6%水平。不過，食品
價漲幅仍是2010年全年CPI上漲的主要因
素。根據國家統計局初步測算，2010年全
年食品價格上漲7.2%，非食品價格上漲

1.4%；消費品價格上漲3.7%，服務項目價
格上漲2%。
與此同時，2010年非食品類價格也以較

快速度上漲。統計數據顯示，2010全年工
業品出廠價格（PPI）同比上漲5.5%，12
月單月漲幅比前月小幅回落0.2個百分
點，錄得5.9%的漲幅。

國際商品價飆升 推高PPI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原材料、燃料、

動力購進價格同比上漲9.6%，顯示國際大
宗商品價格不斷走高的輸入性影響以及內
需回升導致PPI仍居高不下，工業品價格
上揚向消費領域傳導的壓力正在增大。此
外，2010年人工費亦同比增長9.1%，表明
企業勞動力成本呈上升趨勢。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指出，中國勞動

力、土地資源等成本以及2.6個百分點翹
尾因素都將使2011年內地物價面臨上漲壓

力，與此同時，若干發達經濟體採取量化
寬鬆政策將導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揚。
他坦承，前一兩年來累積物價上漲的貨幣
條件也比較多。

有信心物價控制在預期目標
馬建堂又表示，儘管物價上升存有壓

力，但相信政府有能力有信心將2011年物
價上漲控制在預期目標範圍內。現時內地

各級糧食庫存有數千億斤，糧食的豐收、
糧食較充裕的庫存是穩定物價非常重要的
基礎。最新統計數字顯示，中國糧食已經
連續七年豐收，2010年全年糧食總產量達
到54,641萬噸，比上年增長2.9%。
此外，馬建堂告訴記者：「在工業領

域，特別是製成品，總體上還是一個供大
於求的格局，生產能力的相對過剩是防止
物價過度上漲的重要的物質基礎。」

■內地上月通脹增速回落至4.6%，但市民日常消費壓力仍沉重。 資料圖片

本㜫內容：中國新聞 文匯論壇 國際新聞 紫荊廣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