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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今日烟台

本报 11月 23

日讯 (记者 秦

雪丽 通讯员

柳进岭 孙建鹏)

23日，记者从国

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获悉，

2010年10月份，烟台市CPI环

比与上月持平，同比上涨
3 . 0 %，1 - 1 0 月份累计上涨
2 . 2%，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分类别看，1-10月份非食品价

格指数同比上涨0 . 3%，服务项

目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 . 4%，消

费品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 . 7%。

从构成CPI的八个大类来

看，1-10月，八大类消费价格

指数构成五升、一降、二平的

特点。其中，食品类价格指数、

烟酒及用品价格指数、医疗保

健和个人用品价格指数、交通

和通信价格指数和居住类价

格指数分别上涨6 . 5%、0 . 2%、

1 . 9%、0 . 8%、2 . 7%；衣着类价格

指数下降0 . 3%；娱乐教育文化

用品及服务价格指数和家庭

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格指

数与同期持平。

据介绍，食品类价格的较

大幅度上涨对CPI的影响最

大。1-10月份烟台市食品类价

格指数累计上涨6 . 5%，拉动物

价总水平上涨1 . 98个百分点，

占CPI总涨幅的90 . 3%。其中食
品类中的粮食、鲜菜价格波
动，对总指数影响尤为突出，

分别拉动总指数上涨0 . 32和
0 . 68个百分点。

据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
队工作人员介绍，虽然目前

仍存在粮食价格将稳中有

升、工业消费品供大于求的

格局尚未改变等影响CPI走

高的不确定因素，但不会骤

然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局
面，因而不会引发价格总水

平的大幅度上涨。所以未来

几月烟台市CPI将保持基本

稳定。目前物价尚属温和上

涨，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

性不大，但还要正视通货膨胀

的可能性，应该通过建立农产
品价格合理变动机，做好主要

食品等重点商品的价格监测，

加强对公共用品供应部门的

监管等价格调控政策，干预

防止物价水平大幅走高。

继“豆你玩”、“蒜你狠”、

“姜你军”之后，“苹什么”又成

为挂在老百姓嘴边、一个让人

哭笑不得的新名词。其实，疯
狂涨价的不只是农产品，进入

下半年以来，老百姓发现，除

了一个劲儿上涨的房价之外，

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柴米

油盐、针头线脑，也都在不同

程度的上涨。老百姓一个直观

的感受就是，手里的钱，似乎

越来越不值钱了。

“造成国内物价上涨，外因

是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

素。”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孙曰瑶

教授认为，国内物价上涨，其中

一只推手是美国等国家实施了

宽松的货币政策。孙曰瑶担心，

近乎泛滥的美元，将迫使其他国

家物价加速上涨。

除了外部环境因素，经济

学者认为，国内人民币的货币

发行量过多，则是造成物价上

涨的另一只推手。孙曰瑶表

示，从中国最近几年的情况来

看，货币投放量长期超越
GDP，也就是说，新发货币超

过了GDP增长的速度，有关部

门应该对货币投放长期持续

不断地大大超过GDP的速度，

保持足够的警惕。

在内外因双重作用下，出现

了因货币多发而引发的流动性

资金过剩，“资金总要找到一个

出口。”今年以来，由于房地产、

煤炭等市场受国家政策宏观调

控影响，许多投资者将资金撤

出，大量投入到社会日常消费必

需品上来，造成很多农副产品正

常的供求秩序被打乱，从而引发
了物价上涨。

在物价上涨的众多推手中，

政府似乎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

角色。“在中国，水、电、天然气、

成品油等资源性产品的定价权

基本上在各级政府部门手
里。”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

管理学院王佃利教授表示，今

年来，在深入推进资源价格改

革的背景下，各地政府纷纷上

调了这些公共资源性产品的

价格。对此，资源价格改革被指

为“涨价”寻找合理性依据，政府

这种行政行为产生示范效应，在

经济领域引发“多米诺骨牌效

应”，造成一连串价格上涨。

本报11月23日讯(见习记者

柳斌) 重翻近两个月的报

纸，不禁发现从9月份至今，农

产品价格一路上涨，除了农产品

价格集体上涨外，吃、穿、住、行，

各类生活用品价格都在上涨，其

他各类商品也有“全面开花”的

涨价态势，物价因素正在影响着

每个人的生活。

受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及部分地区自然灾害影响，农产

品价格普涨，9月底，棉花价格

涨三成，面粉价格逐级涨价，从

9月份至今，每袋50斤面粉涨了

近10元；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

队统计，9月份大米价格上涨了

33 . 2%。西红柿、黄瓜、蘑菇等各

类蔬菜迅速跟风，价格比往常高

了0 . 5-2 . 5元；韩国泡菜危机也

拉动了本地白菜价格，白菜价格

从去年的三四毛钱一斤，涨到今

年10月份的1块钱一斤，最高达

到了1 . 5元。水果价格也不甘示

弱，苹果涨价，引发苹果汁企业

进退两难，以蜜柚为代表的南方

水果价格普涨20%。据了解，根

据10月初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

队统计，烟台市农业生产资料同

比价格指数呈现连续8个月上

涨的特点，其中，9月份上涨幅

度最大。

进入10月，农副产品价格

屡跳高。继“豆你玩”、“蒜你狠”、

“将你军”后，“糖高宗”出现，白

糖价格普涨三成；花生油价格受

到原料涨价影响上涨2%，中药

材价格涨的离谱。

各类生活用品价格的“接力

赛”可谓“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

来侵袭”。棉服、羽绒服、生活用

纸等各类生活用品涨声一片。各

类商品“全面开花”波及到人们

的衣食住行。10月底，成品油提

价，紧跟其后的是民用、车用液

化气涨价。1-3季度，房屋租赁

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 . 1%，同比

上涨4 . 8%。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也

说明这一点，早在2009年，在国

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全球市场基

本表现为需求不振。受此影响，

我国物价一路走低，上演“十连

阴”，CPI到11月才终于转正。

CPI转正，是中国经济回升向好

的证明，但也带来了普遍的通胀

预期。转入2010年，按照部分专家

年初的分析，今年影响物价向上

向下的因素都有，到7月份以后，

随着翘尾因素的逐渐回落，物价

将会呈现“缓慢回升，前高后低”

的格局。但前10个月物价的实际

运行结果出人意料，在7月份CPI

涨幅达到3 .3%后，并没有逐渐回

落，而是一路攀升到10月份的

4 . 4%，创下25个月来的新高。

格记者观察

物价上涨波及

市民衣食住行

格寻因探果

物价上涨，没那么简单！
本报记者 吴永功

温和地上升CPI
继“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之后，“苹什么”又成为新

名词。其实，涨价的不只是农产品，老百姓发现，与日常生活紧密
相连的柴米油盐、针头线脑，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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