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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月月CCPPII破破““33””，，通通货货膨膨胀胀来来了了？？

三季度经济数据日前公布，9月份CPI同比上涨3 . 1%，创7个月来新高。CPI破“3”超出了人们预期，其中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6 . 1%，未来物价会不会进入
上涨快车道？是否已进入了通胀时代？

见习记者 徐瀚云

CPI即消费物价指数，根据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
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涵盖全国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的食品、烟酒及
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
通信、娱乐教育、居住等八大类、262 个基本分类的商品与服务价格，
是衡量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

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普遍上涨现象。当CPI大于5%属于严重通货膨胀。欧美国

家GDP增长一直在2%左右波动，CPI也同样在0%～3%的范围内变化。

7月9日，李克强在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指出宏
观调控要让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经济增长率、就业水
平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不超出“上限”，避免经济大起大
落，包括GDP增速在7 . 5%左右，CPI控制在3 . 5%左右。

CPI 数值高低不仅取决于各类别每个规格品的价格变化，而且取决于 CPI 的各个权重。权重不一样算出来的 CPI 也不一样。如何确定权重比，关系到能
否准确测度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CPI 权重基本上是“五年一大调，一年一小调”。

CPI 跟现实情况相比误差很大，主要是由权重造成的。一直以来，食品类占 CPI 权重太大引发争议。如今，租金带动居住类价格上涨，成为食品之外另一
个重要的 CPI 上涨推手。居住类权重从 2011 年前的 14 . 69%，调整至现在的 17 . 8%。业内人士认为，CPI 权重调整，若减轻食品权重，那么食品价格快速上涨
将不再像以前那样猛推 CPI。加大居住类价格所占比重，虽可以更客观地反映居民消费结构的新变化，但这会令 CPI 对房价指数更敏感。

过去5年，中国M2供给增加66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全球M2
总供给量的33%(截至2012年底为58 . 2万亿美元)，约为美国(截
至2012年底为10 . 34万亿美元)或者整个欧元区(截至2012年底
为10 . 98万亿美元)的1 . 7倍。

什么是

CPI

CPI与通货膨胀

CPI能否准确度量通货膨胀？

中国目前货币超发了吗？

什么是

通胀

李克强
区间

央视财经评论员马光远：CPI涨幅3%是一个心理界限，如果连续三个月达到3%的话，从经济学

上来讲的话就进入通胀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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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30 年来食品类对 CPI 权重下降一半

上世纪 80 年代 60% 左右 目前 32%

由于食品类占CPI权重最大，相关各个产业一有风吹草动便会影响百姓
菜篮子。从9月份CPI数据看，食品价格涨幅最大，推高CPI同比上涨1 . 98个百
分点。其中鲜菜、猪肉和鲜果价格上涨相对较多，同比涨幅分别为18 . 9%、
5 . 9%和12 . 5%。

央视财经评论员张鸿：蔬菜的涨幅已经快赶上北京房价的涨幅了

：猪肉价格占CPI权重4 . 29%的设计，决定了猪肉价
格波幅很容易放大CPI指数涨跌幅。猪肉价格权重之
高，使得中国的通胀走势基本上和猪周期在一条线上。

猪周期

央视财经评论员马光远：“猪哥哥事实上仍然没有完全发
飙”，猪肉价格对物价的压力在四季度将显现。

大量货币涌入市场，使得货币购买力下降，造成通货膨胀，直观感受就是价
格上涨。

9月末中国M2余额

107 . 74万亿
同比增14 . 2%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认为：

近期通胀仍处于良性水平。尽管 9 月份 CPI

指标突破 3%，但这不可能导致货币政策发生变

化。预计全年政策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不会变化。

中美物价对比能反映中国通货膨胀吗

知名财经评论员余丰慧：
美国2010年人均收入约5万美元，相当于人

民币30 . 5万元；北京2010年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
29073元。

纽约耐克鞋售价最高为832元人民币 北京
2000元人民币，与人均年收入相比较：纽约为
0 . 26%、北京为6 . 9%，北京是纽约的26 . 5倍。纽约
房租CBD附近一居室最低价6400元人民币 北
京3000元人民币，与人均年收入相比较：纽约
2%、北京10 . 3%，北京是纽约的5倍。

要让公众觉得“中国物价不比美国高”，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上，提升公众的收入水平，将“藏富富
于民”、“还利于民”落到实处，提升公众收入在 GDP 中的比重，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结论

中美物价年年PK，中国物价有些贵
有些不贵，但收入永远比不了美国。

“中国，吃一次肯德基套餐30元，下
馆子最少100元，买条Levi‘s400元，买辆
车最少30000元(夏利)；美国，吃一次肯
德基4美元，下馆子40美元，买条Levi’
s 2 0美元，买辆车最多3 0 0 0 0美元 (宝
马)。”这是一条被疯狂转发的关于中美
物价对比的微博。

由于经济结构、税收制度和居民收入等方面的差距，具体到某件商品
在北京和纽约的价格高低，其实很难真实反映两地的物价总水平和消费
者对当前价格的整体感受。

“适度的价格上涨是正常的，是经济有活力的表现。适度的价格上涨意味
着经济适度增长和发展。严重通货膨胀肯定是对老百姓财富的掠夺，但如果
老百姓收入上涨的速度快于通货膨胀，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李增刚教授

人民日报 : 世上没有完全相同两片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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