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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是

如何算出来的

国家统计局公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时，常有许多

消费者感到价格指数与自己日常的实际消费差别颇

大。这种差别何以如此之大呢？有关人士认为，主要原

因是人们对物价的变动往往是涨价反应强烈，而平价

或降价则反应微弱；国家统计局对物价的变动，却不能

按照这种心态去作统计。因此，上述差别实际上是人们

的心理感觉与国家统计局的科学测量之间的差别。

目前，我国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编制采用了世

界通用办法——抽样调查方法。即在全国成千上万种

商品中选择部分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样本进行价格调

查。据介绍，世界各国计算价格指数的商品数目相差悬

殊，我国是 325 种。由于这 325 种商品的零售额占全部

商品零售总额 80%以上，因此它的变动基本上可以反

映全社会商品价格变动的态势。

在确定商品样本后，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调查队

采用派员调查的方法采集价格资料。一般说，每个调查

员负责 3—5 个调查点，至少每两天就要采集一次，每

种商品都要采集 3 个规格品的价格资料。与此同时，近

万名业余调查员每天都在调查价格和市场趋势，调查

点是各种零售商店和农贸市场，总数达 15000 个，分布

在全国 550 个县市。

300 多种商品的价格变动情况计算出来后，必须用

加权平均的办法计算最后的物价指数，如黑木耳，虽然

由 5 元涨到 10 元，涨幅 100% ，但由于消费量少，所以

对它的感受还不如猪肉价上涨 50% 来得强烈。因此，城

调队必须计算这 300 多种商品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

并结合每种商品的价格变动，最后计算出总的物价水

平的变动。

（资料来源 1995 年 1 月 20 日《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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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统计局新近公布的统

计情况显示，1994 年我国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 15 926 亿元，比上

年增长 27.8% 增幅与上年相比，

回落 30.8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工作量增长 16%。

从固定资产投资分行业来

看，去年投资向基础产业、基础设

施方面有了较为明显的倾斜。据

分析，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回

落呈现的主要特点是：地方项目

投资回落速度快；新开工项目明

显减少；房地产投资明显降温，投

资重点向普通住宅及微利房建设

倾斜；自筹资金增势减弱，自筹资

金增长 32.3% ，回落 23.1 个百分

点；东部地区投资增势回落幅度

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

有 关权 威部门 分析 认 为，

1994 年投资领域存在三个不容忽

视的问题：一是现有企业技术改

造力量不够。基本建设、更新改造

投资比为 100 ：45，是近几年来的

最低点。二是建设项目拖 欠款严

重。全国累计拖欠款约 524 亿元，

比上年增长 80.7% 。三是在建项

目超概算幅度近五成。到 1994 年

年中，全国 500 万元以上在建项目实际需要投资超概

算幅度为 49.1%。

（资料来源 2 月 23 日《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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