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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工資5,000元人民幣，光顧一次肯德
基需花費30元，下館子最少100元，買條Levis牛仔
褲400元，買輛車最少3萬元(夏利)；在美國，工資
5,000美元，吃次肯德基4美元，下館子40美元，
買條Levis20美元，買輛車最多3萬美元(寶馬)。」
這段在網路上引發熱議的文字凸顯內地高物價、
高成本的現實。在專家看來，相對於購買力和人
均收入水平而言，內地物價明顯高於美國，在絕
對價格上，也在局部商品上出現了「中貴美賤」
的情況。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聶輝華也提出，

美國中產階級最多只需7、8年就可以擁有一套

200平方米的別墅，而在內地，30歲身為大學副
教授的聶輝華要奮鬥到60歲才能擁有一套100平
方米的房產。
在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服務機構美世發佈的

《2012年全球生活成本調查》中，東京名列全
球生活成本最高城市榜首，香港位列第九，內
地則有9個城市進入前100名，其中上海和北京
分別名列第16名和第17名；紐約是美國生活成
本最高的城市，但排列在全球第33名，同時美
國只有紐約、洛杉磯(第68名)和舊金山(第90
名)3個城市進入前100名，大大少於中國內
地。

A44 責任編輯：何綺容　版面設計：崔竣明 2012年9月7日(星期五)

內地近日公布的CPI數據一路回落，給人感覺似乎通脹壓力有所緩解。但

據本報記者深入社區調查發現，物價漲幅雖放緩，但物價水平仍處歷史高

位，民眾的生活成本壓力並未減輕，仍需面對「百物

騰貴」的境況。本報今起推出「百物騰

貴」專題上下篇，深度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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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王曉雪）今

年7月內地CPI漲幅降至1.8%創30個月新

低，可內地民眾對百物騰貴的抱怨有增無

減；不但如此，即使上半年各地工資增長

大幅跑贏了CPI，內地生活成本越來越高卻

是不爭事實。經濟學家指出，當下衣食住

行的主要商品的絕對價格均正處在歷史較

高水平上，CPI漲幅的回落只是顯示漲價的

速度在放緩而已，而從長期來看，低成本發展原

則、高稅負及過低的出口價格都為內地低工資、高

物價格局帶來的生活成本高企提供了存在的基礎。

CPI雖降 絕對價不跌反漲
之所以形成「物價錯覺」，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

究員易憲容表示，雖然CPI下行至2％以內，但只要

CPI為正，物價都處在上漲狀態。7月CPI同比上漲

1.8％，環比上漲0.1％，同比為正，意味㠥現在的

價格與去年7月相比仍在上漲；環比為正，意味㠥

7月價格與上月比仍在上漲。「物價仍在漲，只是

漲的速度放慢而已。物價的絕對水平處於歷史高

位，雖然漲幅小了，人們感覺物價很貴。」

其次，CPI統計的是八類商品和服務，雖然諸如

家電、汽車等商品的價格跌了，但食品價格仍然處

於上漲水平，所以民眾感覺菜價肉價還是很貴。

低價出口 國內價中含稅高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高培勇指出，當前內地稅收

收入70%以上是間接稅，而間接稅作為價格的構成

因素，通常可以直接嵌入商品售價之中。不僅

使得稅收與物價之間處於高度關聯狀態，也確

有推高物價之嫌。特別是生活必需品等商品中含

稅過高，事實上成為由廣大消費者負擔的大眾

稅。中國三星經濟研究院宏觀組李萌引述數據

稱，內地商品價格中含稅比例是美國的4.17倍、

日本的3.76倍、歐盟15國的2.33倍。

李萌指出，生活成本高反映了「低工資、高物

價」的格局。目前內地工資水平低，在很大程度

上是國家通過低成本優勢拉動經濟增長的長期結

果。李萌認為，要緩解生活成本壓力大的問題，

政府首先要「穩物價」，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

中的比重，通過為企業減免稅負等措施促進企業

提高工資。

加工資穩物價成首務

生活成本超美國 國人喊累

■民眾在安徽合肥一家超市內選購商品。 新華社

在北京市北五環外，張淑蘭的水果店已經開了8

年，每天早上6時，水果店準時開舖，一直營業到

晚上11時才關門。張淑蘭
說，今年最大的感受是，

物價漲了，小店的利潤卻沒
有「水漲船高」。

張淑蘭一家三口的生活開
支全部要依靠水果店的收

入。這

兩年水果價格不斷上漲，
店裡賣的蘋果從10元三斤

漲至5元一斤，

再漲到8元一斤。張淑蘭說
，進價便宜的蘋果，口感差

，銷路更不

好，最後整箱整箱的爛掉
，賠得更多；價格貴的蘋

果，顧客一次

只買兩三個，銷量肯定少了
，收入自然也低。

張淑蘭說，以前去進貨，只
要1,500元就可以把小貨車

裝得滿滿

當當，而今年3,000元才勉
強裝滿，櫻桃、葡萄、桃、

蘋果這些應

急水果價格貴了一倍。

張淑蘭水果店的位置並不好
，在一條胡同的中間部分，

但兩年

內租金已從1,200元漲到2,
300元，再加上水電費和網

費，每月店

面上的支出需要2,500元。

雖然CPI漲幅在回落，80後
「北漂」魏平的日

子還是過得緊巴巴的。3年前，魏平大學畢業

後留在北京當了一名翻譯
，每個月的收入大概

在2,000元左右，如今工資
漲到3,000元，可生活

壓力還是格外大。

魏平說，兩年前，一個煎
餅3元，現在漲到4.5元了，

一杯豆

漿要2-3元，1頓早飯就要花
8-9元；中午在公司簡單吃

一碗麵至

少花15元，一天下來吃飯最
少用掉四五十元；房租也從

2009年

每月1,000元，到現在漲到1,500元，算上水電網費，一月僅

「住」這一項就要花掉1,7
00元，佔收入的60%。

魏平說，她已經改了大手
大腳的習慣，開始「算計

」著過

日子，但依然是「月光族
」，周末就宅在家裡，購物

都

選擇網購。

個案一

個案二

白領漲薪五成 仍為「月光族」

水果價翻倍 利潤反縮水

20112011年7月年7月
6.56.5% 8月8月6.26.2% 9月9月6.16.1%

10月10月5.55.5%

11月11月4.24.2% 12月12月4.14.1%

20122012年1月年1月
4.54.5%

2月2月3.23.2%
3月3月3.63.6%

4月4月3.43.4%
5月5月3.3.0%0%

6月6月2.22.2%
7月7月1.81.8%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2011年7月
6.5% 8月6.2% 9月6.1%

10月5.5%

11月4.2% 12月4.1%

2012年1月
4.5%

2月3.2%
3月3.6%

4月3.4%
5月3.0%

6月2.2%
7月1.8%

內地CPI走勢 內地CPI走勢 (2011年7月至2012年7月)(2011年7月至2012年7月)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內地CPI走勢 (2011年7月至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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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隨㠥經濟下

行，反映內地通脹水平的居

民消費物價指數(CPI)一路回落，

可與民眾日常衣食住行等休戚相

關的商品價格近年卻彷彿坐「神九」飛上天，不僅

「火箭蛋」重現、「一元菜」絕跡，而且樓價未跌房租

先漲兩成。物價高企令民眾生活成本和生存壓力大大

增加，民眾感覺錢好像不是錢，不少低收入者更直呼

「活不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王曉雪

■民眾在購買蔬菜水果。 新華社

此外，今年隨㠥資源價格改革
推進，內地不少地區啟動階梯電
價、取暖價格等改革，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居民的相關負擔。而近
期國際原油價格連續上漲，國內
成品油上調價格的窗口再次打
開，93號汽油價格今年在三漲三
落之後將再次接近或達到8元的
高位。

房地產調控並未能讓高企的樓
價出現明顯回落，房租價格卻悄
然間大幅上漲。中國指數研究院
的數據顯示，全國很多城市在一
年半的時間裡，租金價格上漲了
超過10%，北京、成都、重慶等

地的租金價格漲幅達到20%。北
京房租漲幅尤其巨大，去年一年
漲了10%，今年上半年又上漲
15%。比如東四環外地鐵一號線
附近的某處一居室的月租價格，
從去年年末的3,000元，現在則上
漲到3,700元左右，離城區近的區
域漲幅更大。

位於北京崇文門鬧市區的新世
界商場，眼下正進行換季打折熱
賣，商場裡客流雖不如以往但也

算是人來人往，可真正掏錢消費
的卻不多。「太貴了！」商場的
一位老顧客抱怨，一件普通品牌
秋衫原價2,000多元，折後1,300多
元，實在無法承受，只好改去服
裝市場或網上購物了。

樓價未跌
房租漲兩成住

折後仍過千
只好上網買衣

油價高企
再衝8時代行

9 月第一天，住在北京東三環邊
的郝阿姨一大早就來到附近農

貿市場，採購全家人一天需要的食
材，不過讓她吃了一驚的是，雞蛋
在一夜之間又貴了三角。一周內漲
價一成二，這也幾乎是近年來雞蛋
的最高價。「上周每斤雞蛋才4.4
元，接㠥漲至4.6元、4.8元，昨日達
5.1元」，郝阿姨很懊惱道。一旁賣蛋
的攤販更直言，趕快買，還得漲！
中秋、國慶前雞蛋都很難落價。
不僅雞蛋，菜價也比往年同期貴

了不少。剛到9月，黃瓜、西紅柿、
豆角、茄子等本地蔬菜每斤售價4-5
元，而以往年份每斤售價通常只有2-
3元。郝阿姨稱，過去7、8月蔬菜供
應的旺季裡，單價一元的青菜品種
還不少，可今年早已找不到一元菜

的蹤影，隨便買幾樣菜就要花掉三
四十元，只好每次都挑特價或者便
宜的菜買。
郝阿姨說，「菜不捨得吃，吃肉

更『肉』痛啊！」雖然豬肉價基本
沒漲，豬裡脊還是每斤13-14元，比
去年還要便宜1.8元，但今年牛羊肉
的價格已衝上天。眼下每斤牛肉21
元，去年售價在15、16元左右，以
前100元一個牛腱子，現在要花150
元。羊肉更變身「貴羊羊」，一斤普
通羊肉價格都飆升至26元，而一年
前僅為13、14元。
至於一日三餐皆離不開的食用

油，今年以來更先後在4月和7月發
起兩輪漲價潮，所有品牌和全部產
品皆不能倖免，而漲價幅度之大為
近年罕見。在北京一大型超市裡，
魯花5S一級壓搾花生油5升裝已賣至
每桶145元，而促銷員說，4月初每
桶售價才106.9元，去年底更不到100
元，半年內漲價近四成。

■內地今年已

找不到價格低

於一元的菜。

新華社

■近年北京的雞蛋價格似乎坐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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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一元菜」
已絕跡市場食

減 內地今年前7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指標/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豬肉 25.0 15.9 11.3 5.2 -0.6 -12.2 -18.7

鮮菜 23.0 6.5 20.5 27.8 31.2 12.1 8.0

糧食 6.1 5.4 4.3 3.7 3.4 3.2 3.0

蛋類 -2.0 -10.6 -5.8 -5.9 -9.8 -3.6 -6.5

煙酒及用品 3.7 3.7 3.6 3.4 3.3 3.2 3.1

衣㠥 3.3 3.8 3.8 3.6 3.1 3.3 3.3

交通和通信 0.2 0.1 0.3 0.3 -0.1 -0.4 -0.9

居住 1.9 2.1 2.0 1.8 1.6 1.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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