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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未“破5”
A股紧缩压力

缓解“言之尚早”
虽然 1 月 CPI 增幅远低

于此前市场预期的 5.2%至
5.4%区间，但与前一交易日
的市场传言完全一致。14
日当天，A 股市场受传言刺
激曾出现一波强势上行，上
证综指和深证成指涨幅分别
达到2.54%和3.62%。

在传言提前获得消化的
基础上，15日沪深两市走出
一波冲高回落行情。上证综
指 2900点整数位得而复失，
收盘微涨 0.11 点；深证成指
则出现0.21%的跌幅。

市场普遍认为，前期机
构普遍预测 1 月 CPI 将创阶
段新高，预期中的紧缩政策
压 制 了 周 期 性 股 票 的 表
现。CPI并未“破 5”，对包括
资源品在内的周期股形成
利好，从而推动市场延续上
行走势。 据新华社电

2005年以来遇春节CPI多数走高
记者统计发现，2005年以来，在7年中，有6年的

春节月的 CPI 涨幅都比上月要高，CPI 同比涨幅上
行。只有2009年1月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CPI同比
涨幅有下行的趋势。

受春节影响食品价格大幅上涨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负责人分析，1月居民消费价格

受节日和低温冰冻天气影响，环比价格涨幅为1.0%，是
继2010年2月（春节月）上涨1.2%、11月上涨1.1%以来
环比价格涨幅第三高的月份。该负责人介绍，CPI同比
价格涨幅为4.9%，略高于去年12月的水平。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清杰分析，
春节的季节性涨价以及低温冰冻天气等影响促使 1
月 CPI 走高。食品价格仍然是 CPI 上涨的主要因
素。国家统计局前期公布了1月全国50个城市主要
食品价格变动情况，食品价格尤其是蔬果价格出现
明显攀升。

此外，CPI 加速上行不仅因为食品价格难以下
调，事实上非食品价格也在继续攀高。烟酒、娱乐教
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的价格在
节前都有显著提高。

春节过后首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昨天上午出炉。昨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数据显示，1月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9% 。其中，城市上涨4.8%，农村上涨5.2%；食品价格上涨10.3%，非食品价格上涨2.6%；消
费品价格上涨5.0%，服务项目价格上涨4.6%。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环比上涨1.0%。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8%，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14.4%、鲜蛋价格上涨2.3%。

同比来看，八大类商品和服务项目6涨2降，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0.3%，居住价格上涨6.8%。食品中，粮食
价格上涨15.1%，鲜蛋价格上涨20.2%，水产品价格上涨11.1%，鲜菜价格上涨2.0%，鲜果价格上涨34.8%。

国家统计局昨天上午介绍，为提高基础
数据的可比性，按照制度规定，从2011年1月

起，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开始计算以 2010
年为对比基期的价格指数序列。

有媒体报道称，此番 CPI 调查方案的调
整拉低了CPI数据 0.3个百分点。对此，国家
统计局城市司负责人予以否认。

该负责人表示，从理论上讲，CPI权数构
成的调整自然会影响到价格总指数的计算，
但影响的方向和影响程度的大小既取决于权
数构成的调整力度，也受到分类价格指数高
低的影响。该负责人介绍，为了解权数构成
调整对数据的影响，国家统计局进行了相关
的数据测算。

利用 2010 年的旧权数构成和 2011 年按
新权数计算出来的八大类价格指数，对 1 月
的总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是：同比涨幅为
4.918%，比用新权数计算的同比涨幅 4.942%
降低了 0.024个百分点；环比涨幅为 1.070%，
比用新权数计算的环比涨幅 1.021%提高了
0.049个百分点。

该负责人表示，某些媒体关于权数调整
拉低 CPI 数据 0.3 个百分点的报道是不准确
的。 据2月15日《法制晚报》A02版 曾佑忠

辟
谣

这是自 2001 年计算定基价格指数以
来，第二次进行例行基期更换，首轮基期为
2000 年，每 5 年更换一次，第二轮基期为
2005年。

根据 2010 年全国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
出调查数据和有关部门调查数据，对权数构
成进行了相应调整。

国家统计局表示，根据各调查市县2010
年最新的商业业态、农贸市场以及服务消费
单位状况，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原则和方
法，增加了 1.3 万个调查网点（包括食杂店、
百货店、超市、便利店、专业市场、专卖店、购
物中心以及农贸市场与服务消费单位等），
目前调查网点为6.3万个。

居住价格权重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