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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此前透

露，2011年经济增长目标定为8%左

右，CPI升幅目标提升至约4%。去年最后

一个月，我省CPI在“攀高”后有所回落，不

少市民心里都开始暗暗揣测：今年CPI是

涨是跌？涨幅会维持在怎样的水平？

虽然CPI将在今年交出怎样的答卷尚

不明确，但是多数专家都认为，近期助推

物价的多重因素依旧存在，物价上涨明

显，通胀压力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陪伴”

着市民。

“或许今年CPI会跟去年唱反调，涨幅

逐季回落。”郑兰祥预测，通货膨胀的翘尾

效应在年底消失，上涨到一定程度后可能

会回落，而且国家会出台相关的调控政

策，CPI涨幅可能不会“居高不下”。“但是

考虑到调控都有周期性，所以很可能一季

度CPI走得不慢，到二、三季度，调控效应

就会慢慢凸显出来了。”

交行金研中心研究员陆志明则认为，

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势头强劲、劳动力与

资源品价格上涨、国内流动性依然宽裕、

美元持续贬值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

多项因素的共同作用，2011年上半年物价

上涨压力仍将较大。

徐亚平表示，今年的1、2月份是春节

的消费旺季，照以往经验看，物价会上涨，

不过，如果想从根本上扭转物价上涨的局

面，除非经济出现明显的下滑。“短期内，

物价可能不会迅速回复平稳。”

我省“晒”去年全年“成绩单”，CPI“迈过”3%的警戒线

CPI上涨3.1%，你感知了多少？
“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姜你军”……过去的2010年，马大嫂们菜篮子里的明星真不少，原来默

默无闻的食品如今以一种调侃的方式“飞入”百姓家，甚至“写进”政协工作报告，而这些“明星”的背后都有一

个共性：涨。昨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0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3%。其中，城市上涨3.2%，

农村上涨3.6%。同日，安徽调查总队发布了去年全年我省CPI的“成绩单”，累计上涨3.1%，已“迈过”3%的警

戒线，甚至曾在去年11月时跨进“5时代”。 邓泓邓炜炜 记者 沈娟娟

去年11月，我省CPI同比上涨5.4%，创

下28个月以来新高。昨日，记者从国家统

计局安徽调查总队了解到，我省去年最后

一个月的CPI在“攀”上顶峰后小幅“跳水”，

同比上涨4.2%，涨幅回归“4时代”。

CPI涨幅有所回落，也许从马大嫂们的

菜篮子里可以看出一点迹象。

“今年前期的气候有利于地产菜的生

长，所以供应量比较大，但也导致叶类菜一

直卖不上价。”省城南陵路菜场一名经营多

年蔬菜生意的摊主管师傅告诉记者，去年

12月份，菜价确实有所回落，其中最明显的

就是叶类菜，大白菜、乌菜、青菜每斤的价

格都不到1元。

菜价低到什么程度，合肥周谷堆批发

市场里的经营户们最有发言权。在部分经

营户的印象里，叶类菜的批发价格甚至跌

入了十几年的“最低谷”。

对于CPI回落，安徽大学金融系主任徐

亚平认为，国家近期出台的一系列稳定物

价举措也助了“一臂之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的抽样

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省CPI呈前低后高

态势，全年累计上涨3.1%，超3%的控价目

标，但相比全国3.3%的涨幅，我省CPI略低

0.2个百分点。

“分季度比较，去年我省CPI涨幅逐季

加快。”昨日，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相

关负责人向记者列举了每个季度的CPI涨

幅，一季度 CPI 上涨 2.2%，二季度上涨

2.7%，三季度上涨2.9%，四季度上涨4.7%。

细数CPI去年一年的“脚步”，记者发

现，12个月中除3、6两个月环比略有下跌

外，其它各月都离不开一个“涨”字。

昨日，记者随机询问了省城部分市民，

不少市民都表示，感受到的物价涨幅远高

于3.1%的数据。业内人士分析，可能是对

基础性农产品上涨较为敏感，所以市民感

觉物价涨幅高于3.1%。

趋势 去年CPI涨幅逐季“走得快”

分类别看，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和服

务项目去年价格呈“五涨三跌”格局。其中

食品类价格上涨6.6%，居住类上涨5.5%，

是拉动CPI上涨最有力的“两双手”。

从对CPI的贡献率来看，食品类价格拉

动CPI上涨2.16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70%，

是最主要因素；居住类价格拉动CPI上涨

0.75个百分点，对CPI上涨的贡献率为24%。

为CPI上涨贡献7成力量的食品类价格

为何去年“一路高歌”？安徽大学金融系教

授郑兰祥分析，大量热钱流入，使得较多的

货币“追逐”较少的商品，2008年已经有

通胀的苗头，但由于经济危机，我国一直

实行较为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去年CPI

的暴涨可能是2008年通货膨胀的延续。”

不过，食品类价格上涨最直接的原因

可能跟供给、成本等“挂钩”更紧密。业内

人士告诉记者，去年全球气候异常，多数农

产品减产，供不应求，加上生产成本、土地

价格等上升，所以去年出现了一支以农产

品为主力的“涨价大军”。

预测 今年CPI或跟去年“唱反调”？

数据 12月我省CPI小幅“跳水”

分析 CPI暴涨主要受“两双手”推动

康师傅牛肉面悄然涨价

经常到厦门大润发康师傅私房牛肉面

用午餐的钟先生，昨日发现经常吃的私房

红烧牛肉面已经提价了，新的标价是 24

元/碗。服务员告诉钟先生，康师傅面馆已

从本月起提价，涨幅基本上为2元/碗。

其中，最让人傻眼的是号称“天价牛肉

面”的顶级弹牙嫩排面。记者在康师傅看

到，这道该餐馆的招牌菜已从菜单中消失，

改而单独出现在餐桌提示牌上，标价则由

之前的108元调整为298元。

对此，服务员解释，顶级弹牙嫩排面的

分量增加了，现已由原来的“一人份”变成

了“双人份”。但即便如此，按人头计算，这

份“天价面”的涨幅还是达到了38%。

面粉等原材料涨价所致？

记者采访时发现，此波提价引发了不

少食客的议论，298元的“天价面”更是成

了议论的热点。

有意思的是，康师傅餐桌上的提示牌

还特地提示称：顶级弹牙嫩排面每天仅售

10碗。但据该餐馆的一位服务员私下向记

者透露，其实有时候一个月都卖不到 10

碗，点“天价面”的一般都是商务人士或者

小情侣，点餐更多时候是碍于面子。

据康师傅私房牛肉面方面给出的解

释，此番提价原因是“面粉等原材料成本上

涨”。但有意思的是，去年11月底，国家发

改委召集国内4家大型面粉加工企业进行

座谈，明确要求这些龙头企业在近期内执

行稳定的销售价格政策，不得提价。随后

国内面粉企业相继下调了价格。

康师傅再推“天价面” 原108元现要298元
康师傅称是面粉等原材料涨价所致 此波提价引起众多消费者的热议

康师傅私房牛

肉面在厦门刚刚开

业时，其售价高达

108元一碗的“顶级

弹牙嫩排面”曾引

发市民的一片惊叹，被称为“天价牛肉

面”。现在这道“天价牛肉面”竟然还涨

价了，自本月起由原来的108元涨到298

元。虽说这道面的分量也由之前的“单

人份”变成了“双人份”，但若按人头计，

其上涨的幅度还是达到了38%。

据《海峡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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