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份河南CPI同
比上涨5.3%

高于全国4.9%的
上涨水平
□晚报记者 程国平

本报讯 2011年1月，我省居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CPI）同 比 上 涨
5.3%，高于全国 4.9%的上涨水平，
这是我省首次按新的CPI权重结构
计算的统计数据，调整后，居住价格
上涨9.5%，居八大类商品之首。

具体是，居住提高 4.22个百分
点，食品降低2.21个百分点，烟酒降
低 0.51个百分点，衣着降低 0.49个
百分点，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
务降低 0.36 个百分点，医疗保健
和个人用品降低 0.36 个百分点，
交通和通信降低 0.05 个百分点，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降低
0.25个百分点。

CPI权重的调整，导致我省居
住类价格指数大幅上调，1月居住
价格上涨 9.5%。食品类权重虽然
下调，但上月仍同比上涨9.1%。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调查
数据显示，1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同比上涨5.3%。其中，食品
价格上涨 9.1%，非食品价格上涨
3.7%，服务项目价格上涨 5.5%，消
费品价格上涨5.2%。

从构成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的
八大类商品看，1月份同比七涨一
平。除食品类、居住类价格同比较
大幅度上涨外，烟酒类、家庭设备用
品及维修服务类、医疗保健和个人
用品类、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类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只有交
通和通信类价格同比持平。1月份
全省CPI环比上涨 0.9%。其中，食
品价格上涨2.6%，食品中鲜菜上涨
12.6%，鲜果上涨 7.7%，鲜蛋上涨
6.4%，肉禽及其制品上涨1.6%。非
食品价格上涨0.2%。

70个大中城市1月份房价
郑州涨幅居中部省会城市第三

□晚报记者 胡审兵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了根据新方法统计的70个
大中城市 1月份房价数据，其中 60个城市的新建商
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其中，郑州房价环比涨幅居
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第三位。

从中部六省省会城市来看，南昌市和长沙市1月份
房价环比涨幅均为1.8%，并列第一位，郑州市以1.2%
的涨幅居第三位。但是从细分的二手住宅价格变动来
看，郑州市与长沙市、太原市以0.2%的环比涨幅并列中

部六省省会城市倒数第一位。南昌市、武汉市、合
肥市分别以0.8%、0.4%、0.3%的涨幅居于前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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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城市新建住宅价环比上涨
国家统计局 18日发布根据新方法统计

的70个大中城市1月份房价数据。
这是国家统计局开始实施《住宅销售价

格统计调查方案》（以下简称《新方案》）后的
首份数据。

记者查询统计数据发现，60个大中城市
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其中，涨幅超过
2.0%的城市有 3个，分别是洛阳上涨 2.1%、
岳阳上涨2.2%、桂林上涨2.2%。

涨幅下降的城市仅有 3个，分别是重庆
下降 0.1%、泸州下降 0.5%、南充下降 1.7%。
此外，北京上涨1.0%、上海上涨1.1%、杭州上
涨1.7%、广州上涨1.7%、深圳上涨2.0%。

另有 6个城市新建住宅价格和上月持
平。照此计算，1月份，近九成大中城市新建
住宅价格较上月上涨。

根据新的房价统计方法，国家统计局不
再公布全国房价涨幅平均数，每个城市也不
再有统一的房价指数，而是分为新建住宅和
二手住宅两个价格指数，其中新建住宅又分
为保障性住房和商品住宅两个类别。

由于统计方法进行了重大调整，1月份
的房价数据与历史数据不完全可比。

周景彤分析，从数据来看，截至 1月，全
国房价上涨趋势没有改变。

房价上涨的范围由一线城市和东南沿
海城市向二线城市、中西部城市扩散。后者
的涨幅还远大于一线城市。

周景彤指出，这说明全国房价调控还远
未达到应有的效果和目标。

从1月份二手住宅价格变动情况看，有5
个城市的环比涨幅超过2.0%，分别是成都上
涨 2.2%、唐山上涨 2.1%、牡丹江上涨 3.3%、
温州上涨2.1%、平顶山上涨2.5%。

环比下降的有 3 个，分别是重庆下降
0.1%、秦皇岛下降0.1%、泸州下降0.3%。

此外，北京上涨0.3%、上海上涨0.5%、杭
州上涨0.3%、广州上涨1.2%、深圳上涨0.6%。

国家统计局解释说，由于网签数据从去
年 12月份起开始上报，前 11个月数据缺失，
今年 1至 11月份各月与网签数据同一口径
的同比价格指数无法计算。

一片“涨”声中价格数据凸显调控重要性
在这全国房价一片“涨”声中，许多业内人士表示，从这组被普遍认为“更接近真实市场状况”的

统计数据看，1月份可观的房价上涨幅度，更凸显出1月底出台调控措施的及时性和重要性。
作为传统的销售淡季，1月份房价数据传递出一种“淡季不淡”的市场信号。北京中原三级市

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表示，之所以1月能够继续延续去年12月火热的走势，首先是因为强烈的调控
预期导致不少购房人为了规避更加严格的调控措施，加快了购房的脚步；其次，在物价水平依旧高
企的情况下，居民对投资房地产的热度仍然很高。同时，许多开发企业在传统的销售淡季加大了年
底推盘的力度，以北京为例，去年12月有超过70个项目的推盘，这也促进了成交量的明显上涨和价
格的持续坚挺。

“1月房价的上涨更加凸显出调控的必要性。”张大伟表示，由于国务院八项调控措施以及房产
税试点改革启动都是在1月底进行的，因此没能对市场产生实际的影响，不过随着各地落实调控政
策的细则出台，未来楼市成交量和成交均价下滑几乎已成定局。

与房价数据相比，从数据中透露出的统计方式改革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根据对1月份新发布数据的分析，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发现，按旧方

式，去年12月很多城市的价格环比（比上月）的涨幅只有0.3％，比如北京为0.3％，上海为0.4％。但
按新的统计方式，涨幅迅猛提高，1月环比涨幅，北京和上海分别大增至0.8％和0.9％，新数据无疑
更加接近人们对市场的现实感受。

与上月不同，今年1月并未公布全国房地产运行情况的其他关键性数据，据了解，包括月度90平
方米及以下、90~144平方米和144平方米以上分类数据将在下月随同2月份数据一并发布。

房产税应向全国推行
针对目前调控力度不断加大，但全国房价普遍还在上涨的情况，周景彤建议，未来一段时

间，房地产调控不能放松，力度还应该加大，在房产税方面，应该进一步加大力度，向全国推行。
重庆和上海已经启动房产税试点。本月数据显示，重庆新建住宅环比回落0.1%，上海环比上涨

0.9%。周景彤表示，房产税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利器。但从两城市的试点和
全国房地产调控情况来看，一方面需要加大税收力度，另一方面有必要向

全国推行。 综合新华社、2月18日《法制晚报》02版 曾佑忠

1月份，70大中城市房价情况18日上午如期发布。记者查询统计数据发现，1月份，近九成大中城市新建住
宅价格较上月上涨。60个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其中，涨幅超过2.0%的城市有3个。涨幅下降的城市
仅有3个，另有6个城市新建住宅价格和上月持平。

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高级经济师、房地产研究专家周景彤昨日指出，这一数据说明，截至1月，全国房价上涨
趋势没有改变。房地产调控远未达到应有的效果和目标。周景彤建议，未来一段时间，房地产调控不能放松，力
度还应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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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月月1818日，市民站在江苏省南京市一处高层住宅前。新华社发日，市民站在江苏省南京市一处高层住宅前。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