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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是反應物價總水平的重要指
標，根據居民收入和消費結構變化，國家統計局每年都

會對組成CPI的「商品籃子」進行微調，按照慣例每5年會對
「商品籃子」的種類和權重進行調整。是次出爐的1月份CPI數
據則是啟用新的「商品籃子」所作出的統計。

八類商品六類漲 糧價漲15.1%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在組成CPI的八大類商品和服務項目

中，同比去年同期是六漲二降，其中，食品價格上漲10.3%，
居住價格上漲6.8%。在食品中，糧食價格上漲15.1%，鮮蛋價
格上漲20.2%，水產品價格上漲11.1%，鮮菜價格上漲2.0%，
鮮果價格上漲34.8%。

受冰凍天氣影響 CPI居高不下
國家統計局相關負責人指出，1月份CPI居高主要是受節日

和低溫冰凍天氣影響。國家統計局此前公佈的50個城市主要食
品平均價格變動情況也顯示，食品類價格出現大幅上漲。特別
是臨近春節的1月下旬，監測的29種食品中有27種價格出現上
漲，蔬菜價格漲幅較大，黃瓜每公斤價格較1月中旬上漲
28.2%、豆角上漲21.9%、油菜上漲14.5%、西紅柿上漲
12.9%、芹菜上漲11%。

研究機構根據國家統計局和商務部公佈的1月食品監測數據
測算，普遍認為1月CPI將破「五」，並再創新高。14日在國家
統計局公佈數據前夜，市場傳出受國家統計局調整CPI權重影
響，CPI數據為4.9%。昨日官方公佈數據與市場CPI同比增
4.9%的傳言數據完全吻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羅洪嘯、王曉雪 北京報道)

國家統計局昨日(15日)發佈的1月宏觀經濟數據顯

示，受統計局調整CPI和PPI權重「籃子」影響，1

月CPI同比增長4.9%，低於此前市場將「破五」的

傳聞，可是環比方面仍呈上漲態勢，CPI較12月份

4.6%高出0.3個百分點。經濟學家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CPI低於去年11月的5.1%，說明中央穩物價的

系列政策已開始發揮效力。不過，數據環比上漲較

大幅度表明中國通脹壓力並未減輕，今年抗通脹任

務依然艱巨。

中央穩物價政策顯效 CPI低於市場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王曉雪 北京報

道）1月CPI上漲遠低於此前市場預期，調整後
的CPI權數是否合理也讓市場普遍產生疑慮。對
此，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的經濟學家認為，雖
然調整CPI權重會對CPI數據產生一定影響，但
是並不會改變當前由食品價格上漲帶來的通脹
趨勢。目前抗通脹仍是中央經濟工作的重中之
重， 2、3月份CPI數據仍將處於高位。若CPI破
五，中央為顯示穩物價決心，或會選擇在「兩
會」期間加息。

權重調整影響微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祝寶良向

香港文匯報表示，數據未調整前食品權重佔比較
高，去年下半年食品價格上漲成為了拉動CPI上漲
的主要因素。調整後，CPI中食品所佔權重更符合
當前居民的消費實際情況。

從數據來看，儘管經過權重調整後的1月CPI上
漲好於預期，但業內普遍認為，中國的通脹壓力
卻未因此而緩解，央行仍需對通脹以及通脹預期

進行有效管理。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陸
志明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權重調整對未來CPI的影
響有限，難以改變CPI中期發展趨勢，預計全年
CPI數據將呈現出「前高後低」的趨勢，CPI要到
下半年才能平穩回落。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
文生亦指出，由於CPI月環比數據的波動性較大，
其未來走勢不確定，預計2月份通脹同比還會小幅
上升，略高於5%。

年內或加息兩次
祝寶良也認為，儘管CPI好於預期，但通脹壓力

依然存在。預計央行會再次並盡早加息，預期年
內還將再加息兩次，但力度不會很大。

陸志明則預計，今年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還
有1-2次、每次0.25個百分點的上調，一年期存貸
款利率最高將分別達到3.5％和6.56％這一中等略
高的水平，再次加息或出現在3月至4月。此外，
由於新增信貸規模仍在萬億以上，央行很可能對
一些資本充足率等指標不足的銀行實施差別存款
準備金率，以抑制市場流動性過剩。

通脹壓力未紓
「兩會」或再加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房廈 北京報道）每年年初出現放貸「井噴」現象是中國新增信貸市場的
慣例，但2011年的1月卻是例外。中國人民銀行2月15日公佈的數據顯示，1月新增人民幣貸款為
1.04萬億元，M2增速為17.2%，兩數值均低於此前市場預期。分析人士指出，這顯示在央行嚴
格的調控力度下，銀行的放貸衝動得到有效遏止，穩健的貨幣政策已初見成效。

銀行放貸衝動有效遏止
數據顯示，今年1月末廣義貨幣(M2)餘額73.56萬億元，同比增長17.2%；狹義貨幣

(M1)餘額26.31萬億元，同比增長13.6%，增幅較上月低7.6個百分點；流通中貨幣
（M0）5.81萬億元，同比增長42.5%。由於春節因素，當月流通中貨幣增加
1.35萬億元。

渣打銀行(中國)宏觀經濟分析師李煒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的採訪時指
出，新年伊始，銀行放貸衝動較強。雖然1月份信貸超萬億，但與去年同
期1.39萬億元的增量相比，還是出現明顯回落，這顯示銀行的放貸衝動
得到有效遏止，央行的穩健貨幣政策初見成效。以這樣的監管力度看
來，央行此前定下的全年新增貸款7萬億左右的目標，在年內完成的可能
性極大。

2010年，中國金融機構新增人民幣貸款額實際達7.95萬
億元，央行將2011年的新增貸款目標縮減為7萬億，增
加了市場對從嚴的調控政策將影響中國經濟增長速
度的擔憂。世界銀行經濟學家Louis Kuijs就此表
示，雖然中國1月份的新增人民幣貸款數額略
低於市場預期，但該數據顯示銀行的放貸
活動仍相當活躍。

2月或將「兩率」齊發
國家統計局同日公佈的數據顯

示，1月的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
數（CPI）同比上漲4.9%，興
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
指出，將此數據與1月的新
增貸款數據結合分析，顯示
中國當前的通脹壓力依然嚴
峻，未來央行應繼續維持緊縮
的貨幣政策。

魯政委指出，強勁的經濟增
長、1月份再創新高的CPI和政策
部門對穩定物價的高度關注，將成
為2月份再度加息的觸發因素。雖然當
前流動性已經趨緊，但央行2月份繼續
宣佈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可能性仍
然很大，2月或將「兩率」齊
發。

1月新貸破萬億
低於市場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羅洪嘯 北京報道）2011
年國家統計局按慣例調整了CPI組成權重，最大的改變是
居住權重提高4.22個百分點，食品則降低2.21個百分點，
市場測算是次調整將拉低CPI數據0.3個百分點。

舊方法數據未破五
對此，國家統計局城市司負責人表示，利用2010年的

舊權數構成計算1月CPI同比漲幅為4.918%，比用新權數
計算的同比漲幅4.942%降低了0.024個百分點；環比漲幅
為1.070%，比用新權數計算的環比漲幅1.021%提高了
0.049個百分點，CPI並未破五。

去年統計國家局多次表示，此次調整也是2001年計算
CPI定基價格指數以來第二次進行基期例行更換調整，首
輪基期為2000年，第二輪基期為2005年。

按照新制度規定對CPI權數構成進行了相應調整後，相
比之前CPI權數最明顯的變化就是居住類提高4.22個百分
點，而食品降低2.21個百分點，居住類權重提高是統計局
在2010年所做的承諾的一部分。

新統計方案誤差小
值得注意的是，為使統計數據更為準確，國家統計局

新增1.3萬個調查網點，採集全國CPI價格的調查網點達
到6.3萬個，並對部分代表規格品進行了更新。

上述負責人並表示，CPI權數構成的調整自然會影響到
價格總指數的計算，但影響的方向和影響程度的大小，
既取決於權數構成的調整力度，也受到分類價格指數高
低的影響。根據數據測算，結果與已發佈的價格總指數
基本一致，誤差較小，銜接較好。

權重調整：居住提高 食品降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王曉雪 北京報道）在國家

統計局昨日公佈的各項數據中，雖然CPI數據低於市場預
期，但是PPI卻明顯高於市場預測。數據顯示，1月份工業
生產者出廠價格（PPI）漲幅擴大至6.6％，同比增速有所上
升，高於市場預期。經濟學家分析認為，考慮到PPI對CPI
傳導存有滯後期，PPI高企後增加了今年抗通脹的複雜性。

數據顯示，1月份，PPI漲幅比上月提高0.7個百分點，環
比上漲0.9%，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指數同比上漲9.7%，環
比上漲1.2%。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陸志明向香港文匯報分析
指出，由於同期購進價格細項指數仍然比上月上升2.6至
69.3，進口細項指數比上月上升2.6至53，反映出中國生產進
口需求和成本短期內仍將面臨上漲的壓力。

此外，2010年四季度以來由於內需增長強勁，進口力度
加大，拉動了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而大宗商品價格的上
漲帶來的輸入性通脹上升也是導致PPI大幅上行的重要原
因。

1月PPI6.6%
漲幅超預期

內地1月CPI4.9%
抑通脹仍須給力

內地消費物價指數走勢

1

2

3

4

5

6

2010 2011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月

CPI按年增長率(%)
(2010年1月至2011年1月)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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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類商品 六升二降
序號 類別 價格同比

（%）
1 食品 ↑10.3

2 煙酒 ↑1.8

3 衣㠥 ↓0.2

4 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 ↑1.4

5 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 ↑3.2

6 交通和通信 ↓0.1

7 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 ↑1.0

8 居住 ↑6.8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八大類商品 六升二降
序號 類別 價格同比

（%）
1 食品 ↑10.3

2 煙酒 ↑1.8

3 衣㠥 ↓0.2

4 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 ↑1.4

5 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 ↑3.2

6 交通和通信 ↓0.1

7 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 ↑1.0

8 居住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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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類商品 六升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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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食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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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類商品 六升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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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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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類商品 六升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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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1月新增人民幣貸款為1.04萬
億元，低於此前市場預期。 新華社

■受冰凍天
氣影響，內
地CPI居高
不下 。

■在食品中，糧食價格上漲15.1%。圖為兩名市民在遼
寧某超級市場選購麵粉。 法新社

■2011年國家統計局按慣例調整了CPI組成權重，居
住權重提高4.22個百分點。 中新社

八大類商品 六升二降
序號 類別 價格同比

（%）
1 食品 ↑10.3

其中：糧食 ↑15.1

鮮果 ↑34.8

2 煙酒 ↑1.8

3 衣㠥 ↓0.2

4 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 ↑1.4

5 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 ↑3.2

6 交通和通信 ↓0.1

7 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 ↑1.0

8 居住 ↑6.8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國家統計局15日發佈數
據顯示，1月份，內地CPI
同比上漲4.9%，遠低於市
場此前預測的5.3%。圖為
市民在江西九江的一家超
市選購蔬菜。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