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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析中需重视的几个问题(任兴洲；12月16日)

文章作者：任兴洲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简称CPI)，是通过一组代表性消费商品及服务项目的价格水平变动，反映居民家庭所购买的消费品及服务的价格水

平变动情况的相对数。它是宏观经济分析和决策的重要指标，因此，各国政府都重视对这一指标的统计和研究。目前，在我国CPI的统计和

分析中，有几个问题需要重视并进行认真研究。 

    应重视对我国核心CPI的分析和研究 

    近十几年来，一些发达国家政府的统计部门公布了一种核心价格指数，是政府和经济界分析价格水平和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重要指

标。其基本含义，是扣除了食品和能源特别是石油等项目后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指数，目的是为了更真实地反映一国总需求与总供给的
对比关系。因为，食品和能源价格最容易受自然气候或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剧烈的、非正常的波动，从而推动价格总水平的较大
波动，而这种波动实际上并不代表市场总供求关系的实质性变动。核心价格指数中又分为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ore CPI)和核心生产价格指

数(Core PPI)。对核心消费价格指数的分析，有助于更真实和准确地分析一国或地区的总供求关系及其动态变化，从而有助于对宏观形势

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进而作出更加符合实际的政策选择。 

    粮食价格较大幅度上涨带动食品价格上涨，从而引发CPI涨幅较高，是我国自2003年第四季度以来CPI涨幅偏高的主要特征。但如果根

据核心CPI指标分析方法进行分析，此轮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ore CPI)并不算高。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由于食品在现行的CPI统计中占较高的权重(33.6％)，更有必要分析核心CPI的状况，否则，如果仅从CPI的

较高涨幅就判断物价水平的全面上涨或通货膨胀已经出现，就会直接影响不同的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和实施，进而对经济走势产生影响。 

    应重视对经济增长水平与CPI指数之间关系的研究 

    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一国经济增长与其CPI总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一般规律是，在经济繁

荣期，由于市场投资需求旺盛，从而会拉动投资品的价格上涨，一部分投资又通过劳动报酬方式转化为消费需求，进而使消费品或服务价格

水平相应上升；而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下降，价格总水平也会有所回落。在这样的一般规律下，追求持续的经济高增长

和低价格水平的一致性只能是一种理想分析，但事实上很难实现。 

    自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基本上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而CPI总水平则一直比较低。这种状况有其特殊的原因和背景，例如，一方

面，近年来粮食价格一直在低水平徘徊，导致食品价格较低，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CPI的总水平；另一方面，消费品供求进入全面的“买方

市场”，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放慢，而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加上居民预期的自我保障支出增加，消费倾向降

低，导致市场即期消费需求下降，也影响了CPI的水平，等等。高经济增长水平和低CPI上涨状况不可能较长时期地维持。当经济持续增

长，价格总水平必然依其规律发生变动。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与价格总水平之间，究竟应有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如何正确看待我国的

CPI水平变动，居民对CPI的现实承受能力如何？根据CPI变动如何确定宏观调控措施？这些都需要认真研究。这一研究不仅对目前CPI总水

平的变动分析和政策选择有意义，而且从长远来看，对正确分析我国的经济形势，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也将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应重视CPI上涨与城市低收入群体关系的研究 

    由于CPI指数分析能够总体上反映居民消费品和相关服务的价格水平变动，因此，这一指标也最能反映价格变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在

我国，CPI的上涨无疑对低收入者生活的影响更大，因为，这一群体消费支出中较大部分用于食品等一般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支出，特别是在

我国食品价格占CPI统计权重较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而，分析CPI的变动，必须考虑其对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影响。但是，又不能仅仅以

低收入者的承受程度来分析和判断CPI变动的合理性，而是应该比较全面地考察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和社会上一般收入者的承受能力。CPI上

涨对于低收入者的影响，从短期看应通过政府的临时补贴措施和特殊救助手段解决，从较长时期看有赖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当然，对于

不同的收入群体对CPI变动的承受力究竟如何，还应通过长期系统地跟踪分析研究方可得出一般规律。因此，由有关部门编制社会不同收入

群体的CPI指数是很有必要的。 

    重新审视CPI统计中价格“翘尾”因素的影响和局限性 

    以上年价格为100，统计当年的价格与上年价格相比的变动幅度，被称之为同比价格指数，这种方法可以比较直观地考察即期价格变动

的幅度。然而，这种统计方法容易产生所谓“翘尾”因素。例如，上年的前9个月价格指数较低，而在第10个月以后升高，那么，在下一年的

前9个月的同比涨幅都将比较高因为上年基数较低，直到第10个月涨幅才会相应下落。这种统计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夸大即期价格变

动程度的问题。目前我国在分析CPI变动时，较多采用这种统计方法。由于2003年CPI涨幅从第四季度开始升高，因此在2004年前三个季

度，价格“翘尾”影响程度比较大，因此反映出来的CPI同比涨幅较高翘尾影响占70％左右。这种统计方法有明显的局限性，它不能完全
真实地反映即期新涨价因素，因而依据这种统计也会得出不尽真实的分析结论。因此，在价格分析中，需要通过对各月的价格环比进行统计
和分析，以剔除“翘尾”的影响环比中还应注意分析季节性因素。建议在分析CPI变动中应充分考虑这一局限因素。 

    在分析CPI基础上综合观察各种经济指标，准确预测宏观经济形势 

    毫无疑问，CPI总水平及其动态指数是国际上通用的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指标，以此可对一国或地区的总供求状况、居民消费状况和经



济形势作出基本判断。然而，CPI并不是唯一的指标。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恩格尔系数，以及CPI统计中的

消费品和服务的类别以及权重不尽相同，都会对CPI的统计和分析产生影响。因此，仅仅通过CPI水平和动态指数来分析宏观形势，并以此

作出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选择，则难免会失之偏颇。尤其在我国，宏观形势中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在分析中除需观察CPI变动

之外，还应综合考虑和观察其它一些经济指标的变动情况，将当前指标和历史数据结合分析。这样，才能更准确地判断宏观经济形势，预测

发展趋势，从而作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判断和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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