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5 ■責任編輯：朱韻詩　■版面設計：陳雲㞒 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聞新

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2012年12月CPI
同比上漲2.5%，環比上漲0.8%，CPI同比和

環比漲幅分別比11月份擴大0.5個和0.7個百分點，
呈現加快回升態勢。其中，食品價格同比漲
4.2%，環比漲2.4%；非食品價格同比漲1.7%，環
比持平。

六成漲幅來自菜價上升

從同比看，12月份CPI同比上漲2.5%，是自
2012年6月份以來的最高漲幅。其中，八大類價
格七漲一平，食品價格上漲4.2%最多，影響居民
消費價格總水平同比上漲約1.37個百分點，約佔
CPI同比總漲幅的54.8%。其中，鮮菜價格上漲
14.8%，影響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漲約0.41個百
分點。
無論是統計數據，還是民眾切身感受，此次

CPI漲幅的反彈明顯是受菜價為代表的食品價格
推動。國家統計局測算顯示，12月份CPI漲幅中
近60%來自菜價上漲，而非食品價格走勢總體較
為穩定。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余秋梅指
出，2012年是近七年來12月氣溫最低的一年，部
分地方氣溫突破歷史極值，北方降雪偏多，南方
多陰雨寡照天氣，影響了蔬菜的生產、運輸和經
營。當月全國鮮菜價格環比上漲17.5%，華北地
區菜價平均漲幅達31.3%，有的市縣甚至接近
70%，個別城市的個別蔬菜價格上漲近170%。她
預計，春節過後，隨㠥天氣逐漸轉暖，鮮活食品
價格上漲壓力估計會有所減弱。

去年CPI漲2.6%低預期

雖然最後兩個月CPI漲幅出現了反彈，但從全
年情況看，2012年CPI比上年上漲了2.6%，漲幅
比2011年回落2.8個百分點。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
濟師范劍平表示，2012年全年CPI漲幅總體溫
和，大大低於年初制定的4%的調控預期目標。目
前通脹雖有所上行，但總體仍在預期範圍內，再
加上中國經濟目前只是平穩回升，基礎還不牢
固，大部分商品還供過於求或供求平衡；國際大
宗商品和原材料價格今年也不會有明顯漲幅，不
會給通脹帶來很大壓力，2013年通脹壓力會大於
2012年，但不會發生嚴重通脹，只要應對得當，
2013年物價調控是有信心的。

貨幣政策維持穩健偏中性

經濟學家預計，2013年上半年通脹漲幅不會超
過3%，不會引起政策收緊，下半年CPI漲幅會達
到3%以上，貨幣政策將慢慢轉向中性，預計全年
貨幣政策將維持穩健偏中性的基調。CPI的反彈
將使貨幣政策必須堅持穩健的總基調，穩增長、
調結構要更加依靠積極財政政策的發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11日
發佈報告，2012年12月份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
同比下降1.9%，降幅比11月收窄0.3個百分點，2012年全
年PPI比2011年下降1.7%。經濟學家指出，PPI連續三月

降幅收窄，反映中國經濟企穩回升的勢頭確
立。

去庫存近尾聲緩供求

此前數據顯示，從2012年3月開始同比下降
的PPI，9月份降至谷底（下降3.6%），而後降
幅逐月收窄，至今已連續三個月。國家信息
中心發展研究部戰略規劃處處長高輝清表
示，去年最後兩個月國內企業利潤普遍上
升，經濟增長帶來的需求導致產品需求的新
增，製造業去庫存接近尾聲，因此供過於求
的現象得到了緩解。
數據顯示，2012年12月份，全國PPI環比下

降0.1%，環比降幅與上月持平。從PPI的上游
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情況看，2012年12月

份，全國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同比下降2.4%（降幅比上
月收窄0.4個百分點），環比下降0.1個百分點（降幅收窄
0.1個百分點）。2012年全年，全國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比
上年下降1.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

京報道）內地CPI連續兩月回

升，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高

級宏觀分析師唐建偉指出，目

前中國正處於新一輪物價上升

周期的開端，2013年豬肉價格

將重回上升通道，CPI的「豬周

期」可能再現，而主要經濟體

連續推出寬鬆貨幣政策，輸入

性通脹壓力亦不小，預計2013

年的CPI將同比上漲3%-3.5%左

右。從CPI的短期走勢來看，由

於2012年春節在1月份，使得

CPI基數較高，故2013年1月份

CPI將可能出現暫時性回調，初

步預計2013年一季度CPI較2012

年四季度略高，約為2.4%。

量寬引發輸入性通脹

唐建偉說，未來四大原因將

主導CPI上升。第一，國內經濟

企穩回升，需求對物價的上拉

作用增強；第二，2013年豬肉

價格將重回上升通道，CPI的

「豬周期」可能再現；第三，歐

美日等發達經濟體持續無限量

的寬鬆貨幣政策導致全球流動

性的氾濫，未來國際大宗商品

價格上漲的風險仍然存在，國

內輸入性通脹壓力可能重新抬頭；此外，中長

期還存在㠥國內勞動力成本上漲、資源品價格

改革帶來的資源品價格上升、城鎮化導致的土

地成本上漲等結構性通脹因素。

對外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李長安表

示，12月CPI上漲幅度較大，說明隨㠥經濟復

甦，物價壓力可能會重新出現。他分析稱，最

近蔬菜價格漲幅較大，但不是影響的主要原

因，更重要的是與內地經濟復甦有很大關係，

宏觀經濟不斷出現向好的跡象，走出了過去將

近兩年的下降通道，投資需求、消費需求開始

上升，會引發對商品、生產原料的需求，才是

拉動CPI上漲的最主要因素。

全年通脹可控在4%內

另外，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易憲容

對新華網表示，CPI上行的原因囊括天氣寒

冷、節前翹尾等，但主要在於國內的CPI體系

以食品為主導，豬肉價格波動往往成了主導

CPI變化的關鍵。「2時代」將延續，2013年1

月的物價預計將保持上行，但不會有太大反

彈。他預測，2013

年全年物價也將控

制在4%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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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據中新社11日電 中國人民銀行11日公布今年的八大工

作任務，「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㠥力提高調控的
前瞻性、針對性和靈活性」排在首位。
2013年人民銀行工作會議於10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

會議提出，進一步深化金融重點領域改革，提高金融服
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水平；進一步擴大人民幣跨境使
用；堅持市場化取向，推動金融市場規範發展；加強金
融風險監測和排查，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
融風險的底線；繼續深化外匯管理改革，防範跨境資本
流動風險；扎實推進金融服務現代化，進一步提升金融
服務與管理水平；繼續參與全球經濟金融政策協調和國
際金融規則制定亦是2013年中國央行的主要工作。

穩增長調結構控物價

在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方面，會議提出，要處理
好穩增長、調結構、控物價、防風險的關係，把握好貨
幣政策調控的重點、力度和節奏。合理運用流動性管理
工具組合，發揮好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的逆周期調節作
用，保持貨幣信貸總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平穩適度增長。
落實好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

續支持港人幣市場發展

會議強調，在深化金融重點領域改革方面，將繼續推
進大型商業銀行和其他大型金融企業完善現代金融企業
制度；扎實推進農業銀行深化「三農金融事業部」改革
試點；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
率形成機制；支持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

在進一步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方面，央行將簡化跨境
貿易人民幣結算手續和審核流程；繼續支持香港等境外
人民幣市場發展，鼓勵人民幣在境外的使用和循環。開
展跨境個人人民幣業務。
在推動金融市場規範發展方面，央行將繼續推動債券

產品創新，創新利率風險管理工具，穩步推進信貸資產
證券化試點。做好境內金融機構赴香港發行債券，以及
境外機構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試點的准入和市場監管。
在參與全球經濟金融政策協調和國際金融規則制定方

面，央行將加強區域金融合作，穩步推進與港澳台地區
的金融合作。

央行八大任務 穩健貨幣政策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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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物價進上升周期 今年CPI料漲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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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上月內地八大類物價變化
種類 同比變幅

食品 +4.2%

居住 +3.0%

衣㠥 +1.9%

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服務 +1.7%

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 +1.7%

煙酒及用品 +1.5%

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 +1.1%

交通和通信 不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天氣寒冷等因素導致食品特

別是蔬菜價格大漲，推動內地去年

12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

漲幅升至2.5%，創七個月高位，

2012年全年CPI比上年漲2.6%。經

濟學家表示，2013年中國將開始進

入新一輪物價上漲周期，預計全年

CPI漲幅在3.5%左右，整體通脹形

勢仍屬溫和上升，貨幣政策繼續保

持穩健中性的基調。

香港文匯

報訊 國家發
改委副主任
張曉強（見

圖）日前在
北京出席一
個經濟會議
時表示，中
國去年經濟

增長可達到7.7%，高於7.5%的預期目
標；而今年經濟增速，預期在7.5%左
右，通脹約為3.5%，城鄉居民收入將
繼續過去兩年的趨勢，與經濟增速同
步，或者稍高。
張曉強說，今年世界經濟仍處於相

對低迷狀態，預期全球經濟增長只有
3%左右，中國仍要面對相對低迷的國
際貿易及投資環境，而中國從主要依
靠出口，轉由內需帶動增長，仍需要
時間，因此2013年中國經濟增長面臨
很大壓力。
他又強調，中國既不應搞純粹的自

由市場經濟，亦絕不能走政府主導經
濟的老路，應更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
源的作用。

發
改
委
料
今
年
經
濟
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