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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 6 月份 CPI （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数据之后，北京市统计局近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

北京市 6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2 . 6 % ， 创下 2 1 个月以来的

最低涨幅， 这表明一线城市通胀水平也呈现回落态势。

尽管如此， 普通民众对 CPI 的下降感受似乎并不明显，

普遍感觉钱还是不经花。 生活在二三线城市的居民也多

有类似的感受。为什么居民会有这样的感受呢？CPI 未来

几个月还会继续下降吗？

物价指数还将继续走低

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八大类商品中，除居住类价格

涨幅比 5月涨幅提高、衣着类涨幅持平外，其他 6个类别涨幅

比上月均有回落，其中回落幅度大的是食品，涨幅从上月的

8.4%回落到 6月的 6.3%。鲜菜涨幅环比连续 3个月下降，猪肉

涨幅连续 5月环比下降，这些因素带动 CPI涨幅回落明显。

“目前，北京通胀压力明显得到缓解。 ”国家统计局北京

调查总队副总队长邢志宏表示， 在当前整体经济面临下行

压力，内外需求不旺，输入性通胀压力缓解以及翘尾因素减

弱等多重叠加因素之下， 预计三季度 CPI 会稳定在当前这

个较低的水平。

对于 CPI 是否会延续当前下行走势， 兴业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鲁政委表示， 本轮 CPI 同比的低点最早可能在今年

10月前后达到， 最晚可能要到明年年中才会出现。 在他看

来， 未来物价回升时点取决于刺激政策对增长的实际带动

程度。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报告也指出， 翘尾因素和新涨

价因素同降致 CPI 同比大幅下行，全年物价将呈前高后低，

7月份 CPI将继续大幅下行，10月份或达年内最低点。

居民仍感觉物价高

然而， 与统计数据显

示通胀压力回落明显相

比， 普通民众并未明显感

受到物价涨势趋缓， 反而

感觉许多商品仍在不断涨价， 购买

力下降是最普遍的感受。

财经评论员余丰慧对本报记者

表示， 居民之所以感觉与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物价指数存在一定差异，

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 一是虽然蔬

菜、肉类价格下降了，但是，大蒜、鸡

蛋等价格仍在高位，同时，一部分日

用品价格和饮食价格上涨较为明

显。 也就是说物价回落是在此前高

位基础上的回落。 二是居民拿当前

物价与自己的收入对比， 感觉物价

仍很高，承受能力仍然有限。

邢志宏认为，CPI统计反映的是

居民用于消费支出的一揽子商品和

服务， 是若干个商品服务价格在一

定时期的总体平均数， 而每个人对

一时、一地、一种商品或服务价格的

感受肯定存在着差异， 所以不可能

每个人的感受都跟 CPI 变化一样。

此外， 从当前数据看，CPI涨幅虽有

较大幅度回落，但依然还在上涨。 同

时，8 个领域的物价涨幅也并不一

样，这些领域中，与市民关系最大的

就是食品价格， 而食品价格涨幅是

6.3%，远远高于 CPI 涨幅，这也是大

家感觉有些不一致的原因。

增加收入提高承受力

如何才能消除居民对

CPI感受上的巨大差异呢？ 余

丰慧认为， 应从 3 个方面努

力：首先，物价回落基础是不

稳定的，控制物价、抑制通胀

政策不能有丝毫放松。 其次，

统计数据特别是牵扯百姓切

身生活的物价指数数据一定

要挤干水分， 确保真实性，确

保真实反映居民对物价的心

理感受。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

的，就是大幅度提高百姓收入

特别是中低群体的收入水平，

使得居民收入增速把物价上

涨指数远远抛在后面，通过增

加居民收入水平进而增强其

对物价走高的承受能力。 因

此，无论从增强百姓对物价上

涨的承受能力，还是从刺激消

费、启动内需上，都要求尽快

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事实上， 在当前 GDP 增

幅与 CPI 涨幅双双回落的形

势下，提振内需、扩大消费是

稳定增长、遏制经济增速下滑

的有效手段， 而增加居民收

入、提高社会保障则是提升居

民消费能力的重要因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信息部副部长徐洪才对本报

记者表示， 在当前形势下，只

有通过改革才能为经济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 而其中关键的

一项改革就是收入分配制度

的改革，要不断扩大对中低收

入阶层的保障， 增加转移支

付，让老百姓有安全感，他们

才能敢于消费。 此外，还要不

断增加就业机会，增大对小微

企业的扶持力度，以此来提高

居民的收入。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走低，居民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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