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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去年通脹4.1%

統 計處昨日公布2012年12月
份的消費物價指數，綜合

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3.7%，而剔
除公營房屋租金津貼和電費補貼
等所有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
後，基本通脹率為3.8%，兩者均
與2012年11月份相同。
錄得升幅的消費項目中，房租

開支升幅最大，按年升5.1%，其
中公屋租金升幅為9.7%，私宅租
金則升4.9%；其次為家居食材和
外出用膳，同樣上升4.3%。其他
類別方面，電力、燃氣及水等均
上升4.1%，教育服務上升3.7%，
衣履上升3.0%，交通上升2.1%，
醫療服務上升1.5%，以及雜項物
品上升1.5%。至於錄得跌幅的是
耐用物品、資訊及通訊服務，分
別下跌2.0%和1.8%。

今年通脹端視房租升幅

按月比較，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上升0.5%，主因是旅遊費用、私
宅租金及新鮮蔬菜價格上升。食
品按月上升0.9%，而交通和房租
開支均上升0.4%；由於電力、燃
氣、水和衣履等均錄得跌幅，抵
銷有關升幅。
以2012年全年計，綜合消費物

價指數較前年上升4.1%。政府發
言人表示，2012年12月的按年基
本通脹率連續第3個月維持在
3.8%的水平，2012年全年合計，

剔除政府所有一次性紓困措施，
基本通脹率平均為4.7%，低於
2011年的5.3%。
發言人續說，近期進口貨品價

格升幅溫和，經濟表現欠佳，通
脹壓力可望在短期內大致維持受
控。然而，環球流動資金充裕，
國際食品及商品價格或會波動，
加上房租自2012年初上升，都可
能對往後的通脹構成上行風險，
會繼續密切留意通脹情況，特別
是對低收入人士的影響。

關焯照促增住宅供應量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
員、經濟學者關焯照說：
「（5.1%的屋租）升幅反映現
實」，建議政府應大膽在勾地表
中推出3幅至5幅大型地皮、改變
空置校舍及停車場用地用途，轉
為住宅用地，以增加單位供應
量，削弱炒風。他又認為，政府
可考慮重新引入租金管制措施，
為租金升幅設「封頂位」。
關焯照又說，由於香港依賴內

地提供主要食糧，故食品價格因
供求、匯率等問題而升幅持續，
「這是無可奈何」，而唯一的靈丹
妙藥是開放食品市場，透過引入
競爭，降低價格，「例如豬肉市
場在引入競爭後，2011年10月至
2012年10月的豬肉批發價，較前
一年度下跌1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

寶）在的士租金和燃油費高企
之下，30多個市區的士團體昨
天與運輸署開會，提出加價申
請，落錶加2元，達至22元，
若當局批准，料於9月落實。
另方面，新界的士亦準備於今
天申請加價，落錶由現時的
16.5元加至19元；大嶼山的士
團體則計劃下周申請落錶加3
元，達至18元。的士小巴權益
大聯盟主席黎銘洪表示，如發
現車主在加價後胡亂加租，不
排除會發起抗議。
近年的士營運成本不斷上

升，汽車燃料及人工成本增幅
高昂，30個市區的士團體昨天
向政府申請加價，要求落錶加
2元，幅度10%，加至22元，
而每次跳錶加1毫，幅度
6.7%，加至1.6元，車程9公里
後收費不變，維持每次跳錶收
1元。

綠的藍的要求加幅更勁

另方面，14個新界的士團體亦準備於
今天向政府申請加價，要求落錶加2.5
元，幅度15%，加至19元；之後每次跳
錶加1毫，幅度7.7%，加至1.4元；8公里
後跳錶亦維持不變，每次跳錶收1元。
大嶼山的士團體亦打算在下星期申請加
價，落錶由15元加價20%至18元，每次
跳錶加1毫，幅度7.7%，加至1.4元，20
公里後每次跳錶維持1.2元。
市區的士業界原本計劃於上月向政府

申請加價，但因部分車主與司機就加價
問題持不同意見，以致押後至本月聯席
會議時再次商討加價事宜。黎銘洪表
示，業界已就加價幅度達成主流共識，
同時亦會要求運輸署研究設立燃油附加
費。他又稱，去年5月的士團體向運輸
署申請加價不獲接納後，有的士車主卻
馬上提高租金，如今次申請加價後，發
現車主胡亂加租，他不排除大聯盟會發
起抗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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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劉雅艷）香港統計處昨天

公布，2012年12月份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3.7%，剔除

所有一次性紓困措施，基本通脹率為3.8%，兩者均與去年

11月相同。去年全年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則升4.1%。12月的

數據中，房租和食品開支的升幅最大，分別按年升5.1%和

4.3%。政府發言人稱，雖然通脹壓力短期大致受控，但房

租和食品的開支令通脹存隱憂。有經濟學者建議，政府應

大膽加推大型地皮，增加住宅單位供應，以遏炒風，更可

以考慮重新引入租金管制措施；食品市場則需引入競爭，

降低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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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物價
持續上漲，雖然升幅在過去數月有放緩跡
象，惟最新公布的通脹率仍維持3.7%，其
中食品價格升幅更高，達4.3%，小本經營
的商販與小市民同樣受苦。有士多店主指
出，各類貨品的來貨價都不斷上漲，花生
價格過去一年的升幅更逾1倍。他現時唯有
減少升幅較多的貨品入貨量，以免蝕本。
有市民表示，到街市買 付出的金額愈來
愈多，購買得到的份量卻愈來愈少。

花生來價飆升1.2倍

在香港仔田灣經營士多的梁先生指出，
百物騰貴，普遍貨品的來貨價都不斷上
漲，其中花生的價格升幅最誇張，過去一
年加價三四次，每70公斤的入貨價由500元
倍增至近1,100元，零售價亦由每磅16元加
至20元。他表示，同期瓜子價格亦增加了
50%，最終決定放棄售賣。他說：「過往農
曆新年我都會額外售賣多款不同食品，但
今年來貨價貴了這麼多，租金又逐年加，
為免蝕本，寧願賣少一點加幅大的貨品。」

在區內經營小食店的吳小姐指出，來貨
價持續上漲，確有加價壓力，尚幸小食店
為家庭經營生意，不用薪金開支，故只會
酌量加價1元。豬肉檔檔主蘇先生則謂，豬
肉價格升跌基於貨源是否穩定，現時每斤
售價逾40元，較2012年春節時貴數元，相
信農曆新年臨近時會再度上漲。

菜販料春節前再漲

田灣街市的菜販吳女士
（左圖，聶曉輝攝）指出，
整體菜價持續上升，但過
去一年較為穩定，菜心價
格亦剛剛由每斤12元回落
至10元，相信與天氣有

關。她說：「天氣轉暖，供應量增加，來
貨價自然回落。」每年春節前2天，是生意
最旺的日子，她估計屆時價格會上漲。生
意難做，她說：「價格持續上漲，市民寧
願買少一點份量，卻不會增加消費金額。」
市民鄭女士指出，街市貨品格價有起有

跌，但整體則與通脹一樣持續上漲。她指
出，數年前2磅雞翼只售22元，現時已漲價
至34元。居於田灣的她表示，步行路程約
10至15分鐘的香港仔街市，貨品款式較
多，質素亦較好，但價錢較貴，故寧願留
在田灣街市買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房租上升
帶動本港通脹，私宅租金亦連續6個月創歷
史新高。中原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
指出，該公司新簽租約統計，去年12月份
全港85個大型私人屋苑平均租金每方呎
22.7元，較11月的22.4元上升1.3%，連續6
個月創歷史新高，預期租金會跟隨樓價進
一步上升。

10個月漲幅20%

他指出，12月雖為傳統租務淡季，但房
租仍然企硬，升勢持續，反映市民對中小
型住屋需求增加。自去年3月起呎租連升10

個月，累積升幅達20.1%。去年12月份私宅
平均呎租錄22.7元，較2011年12月的19.5元
按年上升16.4%，升幅是自2009年的18.7%
之後，創三年新高。
十大藍籌屋苑方面，2012年以嘉湖山莊

的呎租升幅最多，全年累積上升24.3%；黃
埔花園緊隨其後，租金按年上升19.5%；麗
港城的呎租累升19.4%排第三。其餘屋苑的
按年呎租升幅分別為：海怡半島升17.2%、
杏花 升17.2%、沙田第一城升16.4%、美
孚新 升15.5%、匯景花園升15.2%、康怡
花園升13.0%及太古城升11.6%，全數達雙
位數升幅。

私宅租金連續半年創新高

+6.1%

+4.7%

+4.9%
+4.7%

+4.3%

+3.7%

+1.6%

+3.7% +3.8% +3.8% +3.7% +3.7%

+6.1%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8月

7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8月

7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4.7%

+4.9%
+4.7%

+4.3%

+3.7%

+1.6% 

+3.7% +3.8% +3.8% +3.7% +3.7%

教育服務

公屋租金

水電燃氣

-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月

-2

0

2

4

6

8

10

12
﹪
10.9

8.5 8.18.5 8.1

7.9
7.2

6.3
5.8 5.2

5.6 5.3 5.2 5.1

-2.2

7.9

9.4
8.8 8.5

7.1
6.6

3.4

5.2

3.2
4.3

3.5

本港去年房租食材按年漲幅

房租     食材

註：去年公屋租戶受惠
免交7、8、9月租金，
而2011年免交月份則為
8、9月，故去年7月份
租金變幅錄得跌幅。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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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入貨價過去一年急升1.2倍。聶曉輝攝

■30個市區的士團體申請加價，要求落

錶加2元，加至22元。 資料圖片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本港通脹持續，菜價維持高

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攝

+4.1%

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本港2012年通脹走勢

2013年1月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2
港字第22973  今日出紙3 11大張 售6元

氣溫：18-23℃　濕度：65-90%
多雲轉晴 間有陽光

星
期
二

壬辰年十二月十一 廿四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