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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兩會記者組 馮堯 北

京報道） 國家統計局昨日公佈2月份CPI
同比上漲4.9%，與1月漲幅持平。在大
力收緊貨幣信貸的背景下，恐怕會增加
市場對通脹壓力的擔憂。全國人大常
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著名經濟學專家
辜勝阻(見圖)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僅靠
單一貨幣政策抑制CPI高企，雖可起到
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必定產生不良副作
用。他認為，通過一攬子措施的「中藥
療法」治通脹方為良策。

辜勝阻分析指出，內地通脹是「內外夾擊」的多因綜合症，勞動
成本上升確實給當前的宏觀調控帶來「兩難」局面。一方面，通貨
膨脹抬升了企業生產成本，擠佔了企業利潤空間。另一方面，勞動
成本提升會帶動產業鏈相關產品和服務價格上升，通過市場傳導機
制，進而推升內地居民消費價格水平，加劇通脹水平。

薪資漲幅應與CPI同步
央行此前連番加息、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大力收緊貨幣信貸。辜

勝阻表示，利率以及存款準備金率上調空間有限，信貸大幅緊縮會
造成企業資金成本升高、企業的融資困難加劇、中小銀行面臨資金
短缺情況，國外熱錢流入機會也大大增加。辜勝阻將這種單一採取
貨幣政策比喻為「吃西藥」，他提出控制CPI增速「軟 陸」，採取
多種手段的組合的「中醫療法」是更好的選擇。

辜勝阻提出「綁定」策略，即在適當採取貨幣政策的同時，薪資
漲幅與CPI漲幅同步。他表示，雖然加薪也可能造成人力成本上
升，但如果不加薪，國民想必難以承受。他同時指出，加薪所造成
的人力成本上升，可以通過提高生產力、降低生產成本、降低運輸
成本等措施來控制。「薪資上漲造成人力成本提高，企業也大可不
必將高人力成本轉嫁在物價上！」他強調。

通過減稅助企業紓困
辜勝阻認為，政府要通過減稅、減費、扶持等方式減輕企業面臨

的成本上漲壓力；企業要主動出擊，通過轉型、升級和轉移戰略應
對和化解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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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11日電 浙江溫州11日出台調控樓市新政，暫定本市戶籍居民限購1
套新房，超購不予發放房產證。對已擁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戶籍居民家
庭、擁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無法提供1年以上本市納稅
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要暫停其在本市內購房。

為貫徹落實國務院進一步調控房地產市場的精神，逐步解決城鎮居民住房
問題，有力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溫州市今年將建設保障性和政策
性住房共9,960套。貸款購買第二套住房，首付款不低於60%，貸款利率不低
於基準利率的1.1倍。

溫州推限購令 每戶只可買一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2月份中國宏觀經濟

數據昨日公布，通脹壓力仍然不減。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月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仍處高位，同比增4.9%，增幅與1月

持平。同時，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大漲7.2%，創29個月

新高，兩個數據均高於市場預期。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盛來

運表示，今年穩物價面臨輸入性通脹、成本上漲以及翹尾因素

這三大方面壓力，但實現全年CPI控制在4%的目標仍有信心。

工業品出廠價29月新高 CPI升勢短期難扭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報道）前
兩個月的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拉動經濟
增長的馬車中，除固定資產投資強勁增長24.9%
外，消費和出口增長均低於市場預期。其中，1-
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5.8%，較去
年12月的19.1%有較大下滑。扣除物價上漲因素
後實際值同比增長10.9%，是2008年2月以來的
低點。而2月出口更是出現同比增長2.4%、環比
大降35.8%的情況。專家分析認為，這顯示經濟
增速在逐步放緩。

房地產開發投資增35.2%
數據顯示，1-2月累計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同比

增長24.9%，高於市場預期。國家統計局也調整
了固定資產投資的統計口徑，將固定資產投資
項目統計起點標準由項目計劃總投資50萬元提
高到500萬元。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中央出台了系列樓市調
控政策，但是並未對房地產投資產生太大影
響。在國家統計局首次將房地產開發投資納入
月度投資數據發佈後，1至2月份房地產投資增
加較快，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4,250億元，同比
增長35.2%。其中，住宅投資3,014億元，增長
34.9%。

在資金來源方面，受貨幣政策從緊影響，房
地產投資來自於銀行的資金增幅下降，1至2月
房地產開發的國內貸款為2,679億元，增長
7.7%，同時，外資進入房地產開發有較明顯的
增長，利用外資86億元，增長61.5%。此外，個
人按揭貸款1,280億元，下降11.3%。

保障房建設推動相關消費
對於消費下滑的原因，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

家彭文生向香港文匯報分析指出，一是去年下

半年以來住房成交量出現萎縮，可能導致與由
住房購買而衍生的相關消費需求下降，比如家
電、裝修材料等產品2月的同比增速均出現較大
幅度下滑。

第二，汽車購買優惠政策的取消以及去年汽
車消費因為政策刺激充分釋放可能使得今年汽
車消費增長下降。

不過，彭文生認為，消費放緩是短暫的。政
府推動保障房建設的政策未來會推動房地產相
關消費；而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傾向更高，他們
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將會支持消費增長。

瑞穗證券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認
為，決策層可能正處於保持經濟增長與維持物
價穩定的政策抉擇之中，但由於穩定通脹是今
年的首要任務，並考慮到當前依然強勁的經濟
增長，預計貨幣政策會進一步收緊，調高準備
金率和加息可能性加大。

內地通脹續嚴峻
上月升4.9%超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

京報道）對於CPI和PPI數據紛紛高
於市場預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的專家指出，CPI和PPI均高位運

行，顯示上半年物價上行壓力並未減輕，特別是
PPI數據創29個月新高，給未來物價上漲形成不
小的壓力，同時國際油價每桶突破100美元大關
進一步加大了輸入性通脹的壓力，中央控制通脹

和管理通脹預期的難度增大，因此在政策採用上
也許多管齊下。除加息、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來控
制通脹外，中央更需調整匯率以應對輸入性通
脹。

3月通脹率或突破5%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向香港文匯報指

出，今年通脹總體會呈現出前高後低的態勢，從
目前形勢判斷，預期3月CPI環比
可能會有所下降，但是由於3月較
高的翹尾因素，CPI 同比通脹率
反彈小幅超過5%的可能性較大。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則
認為，2月CPI處於高位除受春節
因素影響外，2月份國家發改委上
調油價也是推高CPI的一大因素。
雖然油價在CPI中的權重較低，但
它會推高其他商品的成本。年內
不排除CPI增幅再出現新高點，時
間很可能是在今年6月份。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政策研
究所首席研究員蘇培科也向香港
文匯報指出，2月份CPI與1月份持

平，可能是受1月份國家統計局調整CPI組成類別
的權重有關，特別是食品權重下調後，令CPI受
春節物價上漲的影響減小。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PPI上行說明大宗商品價格和實際利率上浮等因
素已經傳導到實體經濟，未來有可能PPI會繼續
領漲物價，PPI對CPI的傳導作用預期到今年下半
年或第3季度集中體現。

料年內至少加息一次
不過，亦有部分專家對未來CPI走勢持有不同

的判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
松認為，1、2月份的CPI可能是上半年甚至全年
高點，後續的緊縮政策如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仍會
在不同時段不同程度地使用，但是類似於1、2月
份如此密集疊加的緊縮環境估計難以重現。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陸志明則認為上
半年國內通脹壓力仍然較大，國際油價快速上漲
更加大了輸入型通脹壓力。因此，有必要綜合運
用各項通脹治理政策管理好通脹預期，預計2011
年還會加息1至2次。央行為控制流動性，除提升
一般存款準備金率外，很可能繼續對一些資本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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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價高企 需「三率」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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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價格 同比 環比

食品 11.0% 3.7%

煙酒及用品 1.9% 0.2%

衣 0.4% -0.8%

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 1.4% 0.2%

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 3.0% 0.2%

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 0.3% 0.3%

居住 6.1% 0.3%

交通和通信類 -0.3% 0.1%

八大類消費品價格走勢

盛來運(見圖)指出，由於部分國家仍然維持寬鬆
的貨幣政策，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原油

價格突破每桶100美元大關，金屬礦及糧食價格漲
幅1至2月份為10%左右，這對國內的價格上漲產生
了很大的輸入性通脹壓力。同時，國內人工成本、
地價和原材料價格上漲趨勢，短期內也很難扭轉。

初步測算，去年翹尾因素對今年居民消費價格的
影響在2.6個百分點左右。從結構上分析，2月份居
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4.9%當中，翹尾因素影響到2.6
個百分點，佔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幅度的
53.1%；新漲價因素影響到2.3個百分點，佔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幅度的
46.9%。

春節後食品價格回落
在眾多因素中，盛來運認為，食品價格的上漲對CPI影響最大，從同比角度

看，食品價格上漲11%，影響居民價格總漲幅為3.3個百分點，佔同比漲幅
4.9%中的67%左右。春節因素和季節因素在2月份物價上漲中佔了較大比例，
隨 春節的結束，2月下旬食品價格在部分地區有了回落的趨勢。

物價上漲已給民眾生活帶來不少影響。盛來運透露，國家統計局正會同有
關部門對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費用指數進行測算，在原有部分縣市試點基礎
上，編制全國所有地級市基本生活費價格指數，並力爭盡快推出。

糧食庫存足助穩物價
盛來運強調，今年中國維持物價穩定依然存在一些有利條件。首先，糧食

七年增產，庫存比較充裕，這對維護農產品價格穩定提供了很好的基礎。二
是絕大多數的工業品還是供過於求，對抑制物價上漲提供了很好的基礎。三
是從今年開始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對流動性的管理也產生了積極影響。

盛來運表示，當前各部門、各地區都把維持物價穩定放在重要的議事日
程，按照中央的決策部署，切實把維持物價穩定放在突出的位置，對全年維
持物價穩定是有信心的。 出口消費意外跌 經濟增速或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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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工業品出廠價格大漲7.2%，達29個月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