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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月月CPICPI創創77個月新低個月新低 食品價格仍食品價格仍是是「「主推手主推手」」

中國物價在2013年的漲勢較為平緩，CPI大
多數月份都處於「2時代」。雖然9月到11

月CPI漲幅曾連續高企至3%以上，但12月份漲幅再
度回落，較11月份大幅收窄0.5個百分點。其中，
食品價格同比漲幅從5.9%降至4.1%，環比上漲
0.6%。分析人士認為，食品價格漲幅回落以及上年
同期的高基數，是12月物價放緩的主要因素。

在12月份的CPI數據中，食品價格依然是物價上
漲的主要推手。12月份食品價格同比上漲4.1%，
但漲幅低於11月份的5.9%。當月非食品價格上漲
1.7%，11月份漲幅為1.6%。

PPI連跌22月 惹通縮擔憂
不過，在國內需求疲軟跡象持續之際，12月

份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再度下降，降幅1.4%，為
連續第22個月下跌。11月份PPI亦下降1.4%。環
比則持平。PPI自2012年3月收縮以來，至今始終
在負值徘徊，但2013年下半年來跌幅呈現縮窄的
趨勢，去年全年PPI同比則下降1.9%。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副所長張平分析稱，PPI持
續兩年為負值，意味着實體經濟一直處於通縮狀態，應大量去庫存和產能。但是目前
很多企業由於地方稅收返還、金融支持等原因，去產能步伐一直緩慢。

2013年中國經歷了物價漲勢溫和的一年，儘管從去年9月開始，通脹出現抬
頭跡象，市場也普遍認同物價進入上漲周期，但對於今年，在經濟平穩運行的
背景下，業內普遍預計通脹溫和可控。

豬肉價料溫和回升
交通銀行研究員陳鵠飛分析，三大原因令2014年物價難大幅上漲。首先，

2014年經濟增速大幅回升的可能性不大，產出缺口只是處在或略高於零值，需求對
物價的上拉作用並不強；第二，未來市場流動性大幅寬鬆的可能性不大，短期物價水平不

具有大幅上漲的貨幣條件；第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仍有震盪下行的可能，輸入性通縮擔憂猶
存，尤其是工業領域通縮壓力仍存。另外，在市場需求恢復、供給略有下降的情況下，2014年內地豬

肉價格可能溫和回升，但由於當前生豬存欄量仍保持在高位，供應仍然充分，肉價大幅上漲可能性不
大。

中國農業銀行報告將2014年CPI漲幅的預測值調低至3%，認為在糧食產量
「十連增」、產能過剩、輸入型通脹壓力不大以及貨幣供應量增速回落等

背景下，2014 年CPI 上漲壓力總體可控。此外，在需求改善、
基數效應以及產能過剩逐步緩解等因素帶動下，

2014 年PPI 同比增速有望轉正。

去年通脹去年通脹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海巖海巖 北京報北京報

道道））中國輕鬆實現中國輕鬆實現20132013年通脹控制目年通脹控制目

標標。。國家統計局國家統計局99日公佈數據顯示日公佈數據顯示，，20132013

年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年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CPI））同比上同比上

漲漲22..66%%，，與與20122012年持平年持平，，大幅低於年初大幅低於年初

提出的提出的「「33..55%%左右左右」」這一調控目標這一調控目標，，也意也意

味中國高層對物價漲幅不超味中國高層對物價漲幅不超「「上限上限」」的目的目

標宣告實現標宣告實現。。而去年而去年1212月月CPICPI同比漲同比漲22..55%%，，

創出創出77個月新低個月新低。。展望展望20142014年年，，學者預計通學者預計通

脹仍將溫和可控脹仍將溫和可控，，為調結構創造更多政策空為調結構創造更多政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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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此間經濟學家分析，受基數影
響，去年12月CPI同比漲幅出現回
落，全年CPI漲幅落入目標之內。但
12月CPI環比增速再次轉正，顯示當
前仍有物價上漲壓力。
國家統計局高級統計師余秋梅認
為，CPI同比增速回落的主要原
因是，12月CPI的對比基數比11
月要高出很多。2012年 12月，
CPI環比上漲0.8%，致使2013年
12月CPI同比指數的對比基
數比11月相應提高了0.8個
百分點。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

建芳則指出，今年是難得一

見的暖冬，12月份全國平均溫度較常
年同期偏高，菜價不同於往年冬季的
上漲態勢而是呈現平穩價格態勢，季
節性因素也讓蔬菜生產和運輸量穩定
增加得到更加有力的保障，運輸成本
的略降也減輕了菜價的上漲壓力。
中信銀行國際首席經濟師廖群則表

示，12月份的通脹水平溫和，反映內
地的需求有所放緩，其中一個原因可
能是中央近期反腐反公費消費，往年
12月通常是送禮的旺季，在相關政策
下送禮大幅降低，特別在奢侈品市場
方面。
對於今年CPI

的走勢，廖群認為，通脹不是經濟增
長的主要問題，而是要在維持經濟增
長與調整經濟結構之間達到平衡，預
期今年CPI將同比上升約3%，調控目
標預料也會維持在3.5%左右。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

主任李稻葵則預計，2014年通脹壓力
會遠大於2013年，主要原因是農產品
及資源能源價格調整，預計2014年全
年CPI為3.2%。

限限不不超超上上

去年中國CPI漲幅僅2.6%，已
連續兩年保持在3%以下，可內地
普通百姓卻感覺「衣食住行」樣
樣漲價，生活成本負擔越來越重。

在北京市朝陽區一個普通社區蔬
菜超市裡，家庭主婦李女士站在放滿豆
角的櫃枱前猶豫了半天，7.2元/斤的價
格讓她最終放棄了豆角，而是買了4.5元/
斤的蒜苗。李女士說，豆角和蒜苗是她家
兒子最愛的兩個菜，基本每天的餐桌上都會
有，不過眼見豆角在一周內從4元多漲到7元
多，幾乎比往年貴了一倍。

牛羊肉漲不停 煤改氣多付費
精打細算的李女士發現，去年每天只是「平平常

常」買些菜至少要花50元，豬肉雖然相對便宜，但牛
羊肉一直漲。商場裡衣服動輒上千元，日常生活很多
方面的成本也在漲。因為煤改氣的原因，李女士家今
年的取暖費一年多支出3,000多元。出租車也漲價，出門開
始不捨得打車。

經營蔬菜超市多年的楊曉峰說，去年菜價基本從年初漲到
年尾，期間雖偶有回落，但現在又再回到價格的最高點。價
格雖然高了，但賺的錢反而少了。「菜價貴，我就得壓低利潤，

因為價格太高，賣不出去，損失更大。」
雖然楊曉峰已有穩定的收入，但去年房租漲價仍讓他倍

感壓力。他在超市附近租住的一套一居室從3,800元漲到
4,500元，而這個小區的房價在一年中也漲了
1萬多。 ■記者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消息，按照過往經驗，
中國每年遭遇的首個漲價「衝擊波」，就是「元旦—
春節」期間農產品價格的全線高企。一年前的這個時
候，嚴寒天氣導致的供應減少和春節臨近帶來的需求擴
張同時出現，中國菜價大幅上漲，華北地區平均漲幅達

31.3%，有的市縣甚至接近70%。
而與此同時，專家提出，中國還需化解輸入性通脹壓力

的干擾。2013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幅度達3%，中
間價41次創新高。在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
趙錫軍看來，人民幣升值讓進口產品價格有所降低，這是2013
年中國物價平穩的一個重要原因。
不過，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牛犁提醒，

雖然人民幣升值會降低初級產品進口帶來的輸入性通脹壓力，但熱
錢的大規模流入所增加的流動性將給控物價增添壓力。
牛犁指出，2014年，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可能會有更多的熱錢流

進中國追逐利差。不過美聯儲退出量化寬鬆也可能扭轉資金的流向，
「不管（熱錢）是進是出，都將成為控物價的一個不確定性因素」。

改革舉措短期增漲價壓力
另一方面，牛犁表示，隨着適齡勞動人口的縮水，中國勞動力成本、服務

性價格處於周期性上升過程中，其對物價上漲的推動將長期存在。
而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些舉措也會在短期內增加物價上漲壓力。趙錫軍表

示，隨着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一些政府定價的領域將改為市場定價，從而導
致價格上升，物價波動加大，這一點尤其需要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社科院工業經
濟研究所發佈的針對百餘名經濟學家
所作調查顯示，24%的受訪經濟學家
認為，未來三個月中國經濟處於上升
趨勢；六成經濟學家認為，2014年
GDP增長速度7.5%左右。
據《新京報》報道，經濟學家普遍

認為中國經濟走勢良好，呈穩中求進

之勢。調查顯示，約78%的經濟學家
認為，2013 全年 GDP 增長速度在
7.3%至7.7%之間；60%的受訪經濟學
家認為，2014年經濟增長速度在7.3%
至7.7%之間。24%的受訪者認為，未
來三個月經濟處於上升趨勢，57%認
為「差不多」，17%認為將呈下降態
勢，2%表示難以判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
報道）昨天發佈的《全球環境競爭
力報告（2013）》顯示，排名前三
甲的均為歐洲國家，中國排名第87
位，這表明中國政府雖在全球氣候
變化、環境保護、綠色轉型等方面
已取得積極進展，但總體排名依然
落後，需進一步加快發展生態文
明、綠色經濟。
由福建師範大學、環保部環境規
劃研究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管
理世界雜誌社等單位聯合完成的該
報告對全球133個國家環境競爭力
進行排位測算，以資源環境、生態
環境及環境管理競爭力等指標評

分，並加入天然資源存量，以及碳
排放量等指標。
報告顯示，排前3名的依次為瑞

士、德國及挪威，前10名中有8個
是發達國家。而環境競爭力較低的
國家基本上是發展中國家，這主要
是由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長期
以來在經濟社會發展基礎、環境保
護投入、環境有效治理、環境技術
水平等各個方面存在巨大差異而造
成的「鴻溝」。
2013年中國環境競爭力得分為48

分，處於全球第87位，亞洲第17
位。日本、菲律賓和斯里蘭卡的環
境競爭力處於亞洲的前三甲。

全球環境競爭力
中國排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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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經濟學家：今年經濟增速7.5%

2013年中國CPI
同比上漲2.6%

■■六成經濟學家認為六成經濟學家認為，，今年中國經今年中國經
濟增速濟增速77..55%%左右左右。。圖為工人在福州圖為工人在福州
建築工地上作業建築工地上作業。。 中新社中新社

■■20132013年全年年全年，，中國中國CPICPI 同比漲同比漲
22..66%%，，完成完成「「33..55%%左右左右」」這一年初這一年初
設定的控制目標設定的控制目標。。圖為杭州市民在圖為杭州市民在
一家超市選購豬肉一家超市選購豬肉。。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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