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就10月CPI同比上
漲3.2%，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
詢部研究員王小廣向本報指
出，從環比數據看，CPI漲幅
較上月有所回落，表明通脹壓
力並不大。他預期，全年CPI
較去年同期漲幅可能控制在3%
左右。
王小廣表示，受季節性因素

影響，食品價格同比繼續上
漲，但是漲幅趨勢有所下降，
其中鮮菜、鮮果價格環比還出
現了下降。因此，他判斷，當
前食品價格上漲的壓力沒有增
強。而對於物價連續兩個月回
升的原因，國家信息中心經濟
預測部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牛
犁則認為，這主要是受今年以
來累計新漲價因素疊加影響，
特別是受季節性因素、天氣因
素和雙節因素影響，7、8月份
以來CPI環比漲幅較高，鮮菜
鮮果價格漲幅較大，所以導致
近期物價處於上升的通道。

第4季通脹料2.9%

除了食品價格，非食品價格
對當月CPI影響也較大。中信
證券首席宏觀經濟分析師褚建
芳則指出CPI中服務類價格上
漲值得關注。「10月服務消費
價格上漲3 . 1%，環比增長
0.4%，為牛肉和豬肉漲幅後的
第三高」，他表示，數據增長
反映了持續走高的人工成本。
此外，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

心高級宏觀分析師唐建偉指
出，考慮到內地需求並未出現
大幅回升、貨幣政策也維持穩
健中性、豬肉等食品價格總體

漲勢平穩以及輸入性通脹也沒有明顯抬頭
等因素，預計第4季度CPI同比漲幅仍然溫
和，預計在2.9%左右，這樣全年CPI同比
上漲約2.7%，將遠低於全年3.5%的物價
控制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 北京報道）年末將至，食品
價格出現了上漲苗頭，「薑你軍」（內地流行用語，形容生薑
價格一路飆升，超出合理範圍）等大有捲土重來之勢。據內
地媒體報道，11月份以來，內地蔬菜價格一路狂奔，比去年
同期漲幅超過45%，其中生薑全國平均價上漲90.6%，部分
省市漲幅甚至超過1倍。

11月菜價漲逾45%

報道稱，在北京新發地市場的生薑交易場區，常年做生薑生
意的王女士表示，今年生薑漲價漲得厲害，稱「去年從農民地

裡收薑才六七毛
錢一斤，今年收
上來的價格就到
三四元了。」
報道指出，據

新華社全國農副
產品和農資價格
行情系統監測，
6月中旬以來，
全國生薑價格持
續上漲。與6月
14日相比，11月
1日，生薑全國

平均價上漲90.6%。北京、天津、河北等十幾個省市漲幅超過1倍。
不只是生薑，蔬菜價格處於同期歷史高位，漲勢明顯，正在加劇市

場對通脹的擔憂。從新發地市場提供的監測數據來看，11月1日，新發
地市場蔬菜的加權平均價是每公斤2.45元，此前一周這一價格是每公斤
2.34元，周環比上漲4.70%。去年同期的價格是每公斤1.68元，同比上
漲45.83%，漲幅十分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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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類商品價格按年變化
食品 +6.5% 

煙酒及用品 -0.2% 

衣㠥 +2.4% 

家庭設備用品及維修 +1.5% 

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 +1.0% 

交通和通信 -0.6% 

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 +2.5% 

居住 +2.6%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新社報道，中國人民大
學文化產業研究院昨日
在北京首次發佈「2013
中國文化消費指數」，
存在超過3.6萬億元(人
民幣，下同)的文化消
費缺口。指數顯示，上
海、北京、天津分別位
居綜合水平前三名。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

教授江林分析指，研究
數據推測中國內地潛在文化消費規模規模為47,026.1億元，佔居民消費
總支出30%，而現時實際文化消費規模為10,338億元，僅佔居民消費總
支出6.6%，存在36,638.1億元的文化消費缺口。這表明中國內地文化消
費仍有龐大市場空間。

整體水平偏低

數據顯示，現時中國內地居民文化消費水平整體偏低，近半受訪者
的年文化消費支出低於2000元，過半的受訪者每天用於文化消費的時
間在1至3小時之間；東部地區居民的文化消費意願、消費水平均比中
部和西部地區居民高；報紙雜誌、電視、圖書等傳統文化產品依然是
居民主要偏好。文化產品、遊戲、設計、電影等新興文化產品亦呈現
明顯的上昇趨勢。本次發佈的指數覆蓋除新疆、西藏外的內地省市自
治區，是在文化消費專項調研數據基礎上，歷時4個月的系統計算和分
析得出。

10
月食品價格同比小幅上漲、環比略有下
降。數據顯示，10月食品價格同比上漲

6.5%，高於9月6.1%的升幅，影響CPI同比上漲約
2.11個百分點。

菜價升逾三成

其中，鮮菜價格當月同比飆升31.5%，影響居
民消費價格總水平上漲約0.81個百分點，佔比重
較大；鮮果價格同比上漲8.8%，影響居民消費價
格總水平上漲約0.17個百分點。不過，從環比數
據看，食品價格在當月下降了0.4%。除食品價格
外，七大類非食品價格同比五漲二降。其中，居
住價格同比漲幅處於第一位，上漲2.6%，與上月
持平；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價格同比上漲
2.5%；衣㠥價格同比上漲2.4%；家庭設備用品及
維修服務價格同比上漲1.5%；醫療保健和個人用
品價格同比上漲1.0%。價格出現同比下降的則
是，煙酒及用品價格同比下降0.2%；交通和通信
價格同比下降0.6%。
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余秋梅分析指

出，10月份，食品價格環比有所下降，非食品價
格環比略有上漲，居民消費價格總體保持穩定。
從發佈的數據看，各類食品價格環比有升有降。
其中，鮮蛋、鮮菜、鮮果、水產品和豬肉價格環
比下降；牛肉、羊肉和糧食價格環比上漲。而非
食品價格環比上漲0.3%，七大類非食品價格五漲
一降一平。從分類數據看，旅遊和服裝價格環比
上漲相對要多一些，漲幅分別為4.9%和1.1%。

全年通脹料可控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分析指出，進入10
月份以來，由於節日因素影響結束，加上天氣好
轉，蔬菜供應增加，本月食品價格環比應該變動
不大，但由於去年的同比基數低的因素，導致同
比仍保持在3%以上水平。
據測算，在10月份3.2%的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

同比漲幅中，去年價格上漲的翹尾因素約為0.9個
百分點，新漲價因素約為2.3個百分點。經濟學家
普遍認為，對比9月CPI同比上升3.1%，10月CPI
的上升趨勢屬於溫和，通脹壓力並不大，這主要
是因為內地整體經濟正溫和增長，增強了市場消
費信心。
另據《證券時報》報道，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

家潘向東稱，預計第4季度到明年貨幣政策的基
調都是穩中偏緊，年內準備金率和利率調整的可
能性都很低，主要還是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來調
節。

內地通脹3.2% 
食品價格拉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國家統
計局昨日公佈，10月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
（PPI）同比下降1.5%，降幅比9月份擴大0.2個百
分點，高於市場預期。這是PPI自2012年3月滑入
「負增長」通道後，連續第20個月同比下跌。

專家：暴露投資拉動增長弊端

數據顯示，10月份，PPI同比下降1.5%，環比
持平；而今年1至10月平均，PPI同比下降2.0%。
對此，國家行政學院決策諮詢部研究員王小廣向
本報指出，該數據近20個月來的負增長，暴露了
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弊端，當前中國的產能過
剩現象較為嚴重，需要堅持進行體制改革，調整
衡量發展的指標。
此外，國家統計局昨日亦發佈，全國規模以上

工業增加值扣除價格因素10月同比實際增長
10.3%，增速比上月加快0.1個百分點；社會消費
品零售總額10月為21,491億元，同比增長13.3%。
此外，今年1至10月，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68,693

億元，同比增長19.2%，增速比1至9月份回落0.5
個百分點。
在投資方面，今年1至10月，全國固定資產投

資（不含農戶）為351 ,669億元，同比增長
20.1%，增速比1至9月份回落0.1個百分點。其
中，民間固定資產投資223,427億元，同比增長
23.4%，佔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為63.5%。

生產者價格降1.5%  
連續20月負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

京報道）國家統計局昨日公佈，

10月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

（CPI）同比上漲3.2%，創下8個

月以來新高。其中，食品價格同

比上漲6.5%，菜價急升31.5%，

是CPI繼續小幅反彈的主要推動

力。經濟學家預期，在去年低基

數與目前需求恢復的助推下，預

計CPI將繼續保持上升勢頭，但短

期通脹仍處於可控區間，完成全

年3.5%的CPI調控目標沒有問

題。在此背景下，貨幣政策將在

年底前保持穩中或偏緊。

專家稱料完成3.5%目標 貨幣政策穩中偏緊

生薑漲價90.6%  
「薑你軍」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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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消費缺口超3.6萬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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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衣㠥價格同比上漲2.4%。 路透社

■11月份生薑全國平均價上漲90.6%。圖為市民在海

南三亞第三集貿市場購買生薑。 新華社

■內地存在超過3.6萬億元的文化消費缺口。

圖為寧夏銀川兒童在書城閱讀。 新華社

■內地PPI數據已經出現連續20個月的負增長。

圖為內地某企業的生產車間。 新華社

■10月份居住價格同比上升2.6%。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