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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同比创11年新低
从CPI涨跌幅走势图看，今年CPI呈震荡下行态势。

2020年1月份达到5.4%的高点，后开始回落，2020年6、

7月份受南方洪灾等影响出现小幅反弹，但随后再次下

跌，并相继跌破“2%”、“1%”关口，如今破“0”出现负值。

值得一提的是，上一次CPI同比下降的情况出现在

2009年10月。

2020年 10月份CPI同比上涨0.5%，还维持在正区

间，为何11月份CPI同比会由涨转降？

“受去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影响，CPI下降0.5%。其

中，食品价格由上月上涨2.2%转为下降2.0%，影响CPI

下降约 0.44 个百分点，是带动CPI 由涨转降的主要原

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表示，另外，非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0.1%，影响CPI 下降约

0.06个百分点。

猪肉、鸭肉、鸡肉都在降
具体来看，食品中，猪肉价格下降12.5%；鸡蛋、鸡肉

和鸭肉价格分别下降19.1%、17.8%和10.8%，降幅均有扩

大；鲜菜价格上涨8.6%，涨幅回落8.1个百分点；鲜果价格

上涨3.6%，涨幅扩大3.2个百分点。

“二师兄”是主攻手
曾经猪肉价格飙升，成为CPI涨幅上升的推手，如今

猪肉价格大幅回落，“二师兄”又变成了促使CPI同比由

涨转降的“重量级选手”。

数据显示，11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2.5%，降幅比

上月扩大9.7个百分点，影响CPI下降约0.60个百分点。

“11月份，随着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推进‘六稳’‘六保’

工作，猪肉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继续回落。”董莉娟称，猪

肉环比价格下降6.5%，不过，降幅收窄0.5个百分点。

另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

监测，2020年11月份，猪肉(白条肉)批发均价39.43元/公

斤，环比下降7.2%，同比下降16.3%。

CPI下降趋势会延续多久？
不过，猪肉消费正迎来旺季，进入11月下旬，猪肉价格

周环比出现上涨。近日，“猪肉价格反弹”甚至登上热搜。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11月27日～12月4日，猪肉

价格每公斤40.29元，环比涨2.3%，同比降5.1%。

“旺季下猪肉价格回升，一方面是因为养殖户严控生

猪出栏量，流入市场的猪肉增幅有限；另一方面是雨雪天

气影响生猪调运。”民生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解运亮表

示，猪肉价格未来仍存上涨空间。

另据媒体报道，近期进口冻肉问题频发，中南六省区

生猪禁运政策实施后，南方生猪供应偏紧局面进一步加

剧，也是影响猪肉价格短期上涨的重要原因。

面对猪肉价格止跌转涨，很多人关心，猪肉价格是否

会再次飙升并带动CPI由负转正？

“CPI将在低位徘徊一段时间，但负增长时间不会超

过上一轮。”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告

诉中新网记者，“上一轮CPI负增长是在2009年，延续了

9个月，预计此轮CPI为负不会超过明年上半年，因为明

年二季度之后猪肉价格下跌周期可能逐渐结束。”

11月26日，央行发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

政策执行报告指出，物价涨幅总体延续下行走势，不存在

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初步估计全年CPI涨幅均值将

处于合理区间。

@所有吃货，
今后买到问题食品要这样维权！

CPI同比下降，
11年来首次！猪肉“立功”！

电商平台未对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
或承担连带责任！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0年上半年，全国

各级人民法院一审新收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共计

4.9万件，其中，约三成纠纷涉及电商平台责任承担，

而食品类纠纷在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中占比接近

半数，为45.65%。

对于消费者而言，网络食品潜藏着一定的风险，

如果入网食品经营者资质、信誉不能保证，则容易引

发食品安全问题。

此次发布的司法解释就对网售食品相关问题进

行明确。

《解释》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依法对平台

内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或者未依

法履行报告、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务，使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消费者有权主张电子商

务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食品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让

电商平台为消费者把好食品安全关。

电商平台标“自营”销售问题食品？
司法解释：平台也得担责！

你在网购过程中是不是更看中“自营”的标签？

依照上述《解释》，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以标记自

营业务方式所销售的食品或者虽未标记自营但实际

开展自营业务所销售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消

费者有权主张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承担作为食品经

营者的赔偿责任。

同时，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电商平台所作的标识等

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情况，《解释》规定，电子商务平

台经营者虽非实际开展自营业务，但其所作标识等足

以误导消费者，让消费者相信系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自营，消费者有权主张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承担作为

食品经营者的赔偿责任，以加强对网购食品消费者的

保护。

问题食品没吃出毛病，不用惩罚性赔偿？
司法解释：不可以！

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

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

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

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

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

疵的除外。

那么，问题食品没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是

否就不用承担惩罚性赔偿了？

对此，《解释》明确：惩罚性赔偿不以造成人身

损害为前提！《解释》第10条明确，食品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消费者主张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依据

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

责任，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以未造成消费者人身损

害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商家承诺赔偿标准高于法定标准怎么赔？
司法解释：承诺了，就不能赖账！

现实生活中，存在经营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

于法定赔偿标准的情况，一旦消费者购买后发现

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要求兑现承诺又被经

营者拒绝。

遇到这种情况今后如何处理？

对此，《解释》明确，经营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但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

准高于法定赔偿标准，消费者主张经营者按照承

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预包装食品不标生产日期可能被罚！
当前，不少预包装食品未清晰标明生产日期

和保质期。对于这一问题，此次发布的《解释》明

确，生产经营未清晰标明生产日期、保质期的预包

装食品，消费者主张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依据食品

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根据该规定，生产经营的预包装食品的包装标签

未标明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标明的生产日期、保质

期不清晰，生产经营者都将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火车、飞机上提供问题食品谁担责？
日常出行，消费者在火车、飞机等公共交通工

具上吃到问题食品后，谁来担责？

本次发布的《解释》明确了公共交通运输中的

食品安全责任承担主体。旅客有权主张承运人承

担作为食品生产者或者经营者的赔偿责任，并明

确不论是免费提供还是有偿提供，承运人均应保

证所提供的食品的安全性，不得以食品是免费提

供为由进行抗辩。

猪肉等食品价格回落下，近四个月，物价现“四级

跳”！国家统计局9日公布数据显示，11月份，全国居

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下降0.5%，时隔11年再次出现

负值。 ■ 据 中新网

临近年底，不少吃货们又开始准备剁手囤货了

吧！但消费过程中，大家却难免“踩雷”。

买了假冒伪劣食品怎么索赔？电商平台误导

消费者谁担责？预包装食品找不到生产日期怎么

处理？9日，最高法发布关于审理食品安全民事纠

纷案件的司法解释，针对消费者在生活中遇到的一

系列问题给出明确回答。 ■ 据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