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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11月CPI同比上涨5 .1%

创28个月新高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11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
据，11 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同比上涨 5 . 1%，创 28

个月来新高。其中，11 月份食
品类价格对 CPI 上涨的“贡

献”率为 74%，居住类价格对
CPI 上涨的“贡献”率为 18%。

“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上

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
来运在 11 月份经济数据发布

会上说。其中，食品价格 11 月

份同比上涨 11 . 7%，非食品价

格上涨 1 . 9%；消费品价格上

涨 5 . 9%，服务项目价格上涨
2 .6%。

分类别看，11 月份我国八

大类商品价格同比六涨二

降。其中，食品价格同比

上涨 11 . 7%，居住

价 格 上 涨
5.8%，医

疗保健及个人用品类上涨
4 . 0 % ，烟酒及用品类上涨
1 . 6%，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

务上涨 0 .7%，娱乐教育文化用

品及服务类上涨 0 .6%；交通和

通信类价格同比下降 0 .7%，衣

着类价格下降 0.7%。

1 至 11 月份累计，我国
CPI 同比上涨 3 . 2%，涨幅比 1

至 10 月份扩大 0 .2 个百分点。

八大类商品价格

11 月涨幅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1

月份经济运行数据，其中，

1 1 月 份 C P I 同 比 上 升
5 . 1%，环比上升1 . 1%，这
一结果超出了此前大多数
经济机构和专家的预测。

发改委负责人表示，10月

份、11月份开始季节性消费

相对增加，加之前期食品类

价格上涨较快，稳定价格各

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到位需

要一个过程，所以反映在
CPI上仍然是上涨的。

发改委负责人表示，

为抑制物价“飞涨”，11 月
17 日国务院召开了第 133

次常务会议，11 月 19 日下

发了40号文件，出台了稳
定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16条

措施。各地区、各部门从 11

月 20 日开始，全面贯彻落

实国务院的部署，目前已
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主要
表现在：

蔬菜价格开始明显回

落。据商务部监测，11 月
29 日— 12 月 5 日，36 个

大中城市中，有 18 个城市
蔬菜价格下降幅度超过了
15%，全国蔬菜价格涨幅11

月份比10月份回落了近10

个百分点，同期市场供应

增加了5 .9%。

粮食、食用油价格开始
趋稳，面粉价格开始小幅下

降。11月22日至今，国家总

计向市场投放政策性储备

粮油1713万吨，市场供应明

显改善。成品粮价格稳中有

降，面粉价格每市斤下降了
2-3分钱。

生猪出场价连续两周

下降。12 月 1 日，生猪出场

价为每市斤 7 . 07 元，比 11

月下旬下降了 0 . 6% 。元

旦、春节期间市场猪肉价

格有望基本保持稳定。

粮、油、肉、菜这些居民

生活必需品价格的趋稳，为
后期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总

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发改委负责人指出，由

于10月份、11月份开始进入

冬季，鲜活农产品供应相对

减少，季节性消费相对增

加，加之前期食品类价格上

涨较快，所以反映在CPI上

仍然是上涨的。另外，稳定

价格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
到位也需要一个过程，国务
院要求在12月20日前将各

项政策落实到位。比如，免

收鲜活农产品通行费政策
是从12月1日才开始全面实
施的。

发改委负责人称，国

发 40 号文件提出的 16 条

措施，有些是中长期的，比

如扶持农业生产发展;有些
是马上可以见效的，比如

免收鲜活农产品通行费，

规范降低超市、集贸市场

进场费、摊位费，以及加大

国家政策性粮油投放力

度、向低收入群体发放临

时价格补贴等。近期的措

施在12月20日之前能全部

落实到位，取得明显成效。

中长期措施的落实还需要
一个过程，比如建立社会保

障救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

钩联动机制、进一步完善市
场监管法规等。

格分析

菜价降了，CPI为何反升
发改委：调控政策起效需要过程

从这两周的市场表现可以看出，整个

市场的物资供求还是比较平衡的。不过，随

着“两节”的临近，食品需求量可能会增加。

盛来运说，随着国务院关于稳定物价措施
的落实，会进一步组织货源，确保“两节”市
场的供应。

此前物价上涨时各地出现了不少“囤

囤族”。专家表示，随着国家储备粮油等物
资逐步投放市场，价格会保持稳定，此外，

考虑到保质期等问题，刻意囤货并无必要。

数据显示，食品价格上涨仍然是
CPI“破5”的第一推手。在CPI的八大类

构成当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了

11 . 7%，比10月份高出1 . 6个百分点，

再次稳居CPI八大类构成中涨幅第一。

而食品价格的上涨也出现了结构

性变化。在政府近期密集出台的调控措

施影响下，蔬菜价格出现了明显下跌,

商务部持续跟踪的18种蔬菜价格自11

月份开始几乎全部出现了回落。但食品

价格上涨态势并未得到扭转，包括粮

食、食用油、肉、蛋等在内的其他农产品

价格继续上涨。

格变化

菜跌粮涨

食品 11 . 7%

居住 5 . 8%

医疗保健及个人用
品 4 . 0%

烟酒及用品 1 . 6%
家庭设备用品及维
修服务 0 . 7%

娱乐教育文化
用品及服务 0 . 6%
交通和通信 -0.7%
衣着 -0 . 7%

格预测

物价趋稳

不必当“囤囤族”

“11月份物价的涨幅确

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从构

成来看，仍然是食品和居住

类价格涨幅较大，共同推动

了CPI的上涨。”国家统计

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11日

在数据发布会上回答记者

提问时说。

1至11月份，中国CPI

同 比 涨 幅 已 经 达 到 了

3 . 2%，而年初确定的调控

目标是3%左右，这是否意
味着全年物价调控的目标

已被突破？

“我们原来预定的宏观

调控目标是3%左右，而且

是一个预期性的、指导性的

目标，3%稍稍过一点应该

还在这个调控目标的范围
之内。”盛来运说。

盛来运表示，12月份

有很多稳定物价的有利条

件，最有利的条件是国务
院16条措施的效果会不断

显现。另外，翘尾因素在12

月份就没有了，这对拉低

物价总水平也会产生积极

的作用。

国家统计局：

全年物价

在调控目标范围内

不会出现

恶性通胀

“未来通胀压力会持

续较大，但不会出现恶性

通胀。”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宏观经济室主任张晓晶认

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

产品价格会呈上涨态势；

资源、土地、工资、利率等

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是大

势所趋，这也会推动物价

上涨。但由于国内工业品

整体供大于求、粮食连续

丰收，加上货币政策正在

进行调整，未来不会出现

恶性通货膨胀。

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11月份，居民

消费价格(CPI)创下年内新

高。央行加息的预期加大，

但业内人士对“央行是否

加息”分歧仍较大。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

家李迅雷表示，CPI同比上

涨5 . 1%在预期之内，主要

原因还是食品价格上涨过

快，拉高了CPI，此次央行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提

前反映了CPI创新高。他指

出，央行短期内不会加息。

因为大家都预期马上加

息，如果真被猜中，则体现

不出货币政策“出其不意”

的水平；其次，这么高的

CPI，无论加息0 . 25%还是

0 . 5%，都会加剧再次加息

的预期，不利于调控。

著名经济学家管清友

认为，11月CPI同比涨幅为

5 . 1%符合之前的预期，之

后会有回落，因此央行加

息已无必要，处于观望阶

段。管清友表示，从长期来

看，还有加息的必要性和

可能性，但年内加息的可

能性不大了，有可能在明

年1月份左右，央行会再次

加息。

央行是否加息

引发分歧

格观点

近期省城蔬菜

价格连连下跌，在文化

西路一超市内，部分蔬
菜价格在每斤 2元以

下。 周青先 摄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
报》等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