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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物價指數的基本概念

• 消費物價指數

• 量度一固定籃子指定消費商品和服務的總值
隨時間相對於基期的變動

• 例如，購買同一籃子的消費商品和服務

• 在基期需要5,000元指數 = 100.0

• 在本月需要5,500元指數 = 110.0

• 指數純粹反映價格的轉變 3



消費物價指數的基本概念

• 消費籃子包含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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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物價指數的基本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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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物價指數的基本概念

消費物價指數=通脹/通縮?

• 「通脹率」或「通縮率」

• 泛指消費物價指數的按年變動率

• 普遍使用的指標:

• 按年比較的消費物價指數

• 其他方法:

• 經季節性調整的消費物價指數 (例如，作按
月或按季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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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物價指數的基本概念

• 消費物價指數數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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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物價

指數數列
住戶開支範圍

在2009年10月至2010年9月
期間的每月平均住戶開支

涵蓋住戶的

大約百分比(%)

甲類 較低 $4,500 - $18,499 50

乙類 中等 $18,500 - $32,499 30

丙類 較高 $32,500 - $65,999 10

綜合 以上所有住戶 $4,500 - $65,999 90



消費物價指數

按月零售物價統計調查

價格變動情況

住戶開支統計調查

開支權數

食品

住屋

32%

27%

CPI

計算消費物價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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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的基本概念

• 消費物價指數所採用的開支權數是根據
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的結果而制訂的

• 每5年進行一次

• 以住戶為對象，受訪者需要填寫開支日
記，紀錄統計期內的日常開支

• 最近一輪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會於2014
年10月至2015年9月期間進行

9



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的基本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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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

探訪

12個月的統計周期 26統計雙周期

資料搜集方法 – 統計雙周期



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的基本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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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根據2009/10年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結果

加入

減除

例子

消費籃

網吧

音響修理

幼童遊戲小組

昂坪纜車費用

迷你倉

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的結果



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的基本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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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物價指數
開支權數 (%)

丙類消費物價指數

2009/102004/052009/102004/05
乙類消費物價指數

2009/102004/05
甲類消費物價指數

2009/102004/05
綜合消費物價指數

0.87 0.59

1.35
0.91

0.79
0.56

0.42 0.29

雜項服務

交通

雜項物品
耐用物品

衣履
煙酒

電力､燃氣及水

住屋

食品

各項消費物價指數數列的開支權數



按月零售物價統計調查

• 價格變動情況的資料是透過按月零售物價
統計調查採集

• 每月平均

• 向大約四千間零售商店及服務行業商號進
行調查

• 搜集約四萬七千個價目
13



偶爾

全職家庭傭工

部分公共交通收費

每周兩次

新鮮蔬菜

家禽

新鮮海產

每年一次

月餅

學費

書簿費

每周一次

部分超級市場貨品

每月一次

外出用膳

衣履

私人房屋租金 每兩個月一次

香煙

理髮

每季一次

汽車保險

駕駛課程費用

每半年一次

校服

校巴費用

按月零售物價統計調查

採價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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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數據介紹(1)︰消費物價
指數的分類
• 總指數(All items)
• 9個分類(Section)
• 94個分組(Group)
• 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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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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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 …



16



17



18



19



20



21



22



主要數據介紹(2)︰消費物價
指數的開支權數
• 為甚麼編製不同消費物價指數數列？

• 不同類型的住戶有不同的開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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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權數(%) 綜合消費
物價指數

甲類消費
物價指數

乙類消費
物價指數

丙類消費
物價指數

食品 27.45 33.68 27.16 20.87

住屋 31.66 32.19 31.43 31.36

衣履 3.45 2.60 3.45 4.39

交通 8.44 7.22 8.35 9.93



主要數據介紹(2)︰消費物價
指數的開支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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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權數(%) 綜合消費
物價指數

甲類消費
物價指數

乙類消費
物價指數

丙類消費
物價指數

私人房屋租金 27.14 24.78 28.13 28.45

公營房屋租金 2.05 5.49 0.72 -

電力 1.77 2.42 1.62 1.23

香煙 0.40 0.70 0.38 0.12

汽油 0.59 0.13 0.58 1.13

巴士車費 1.55 2.35 1.53 0.69

旅遊 2.45 0.92 2.72 3.81

家庭服務 2.10 0.79 2.07 3.60



主要數據介紹(3)︰從消費籃
子的更新看消費潮流
• 住戶的開支模式隨時間逐漸改變

• 根據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的結果

• 一些愈來愈流行的新商品及服務項目納入消
費物價指數

• 一些開支比重愈來愈小的過時商品及服務項
目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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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數據介紹(3)︰從消費籃
子的更新看消費潮流

消費物價指數的籃子更新

2009/10年住戶開支統計調查

加入 幼童遊戲小組學費、昂坪纜車費用、迷
你倉、日本酒

剔除 雪櫃與音響器材的修理費用、網吧收費

2004/05年住戶開支統計調查

加入 橄欖油、數碼影像光碟錄機(DVD 錄影
機)、數碼單鏡反光相機、網吧收費、
纖體服務費用

剔除 耳筒收音機及手提鐳射唱機、手提卡式
錄音機、傳呼機和唱帶

1999/2000年住戶開支統計調查

加入 壽司、家居保險、電動按摩椅、筆記簿
型電腦、數碼相機、互聯網服務

剔除 火水爐、租用影音設備、打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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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數據介紹(4)︰不同消費
物價指數數列的走勢
• 甲類、乙類及丙類消費物價指數

• 開支權數不同，指數的走勢也有差異

• 例如

• 甲類消費物價指數於食品方面比重較高，當
食品價格升幅較快時，甲類消費物價指數受
的影響會較大。

• 丙類消費物價指數於旅遊方面比重較高，當
航空公司增加燃油附加費，丙類消費物價指
數所受的影響會較大。 27



主要數據介紹(4)︰不同消費
物價指數數列的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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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數據介紹(4)︰不同消費
物價指數數列的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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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數據介紹(4)︰不同消費
物價指數數列的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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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數據介紹(5)︰政府一次性
紓困措施對消費物價指數的影響

• 消費物價指數自二零零七年的變動率受
到數項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所帶來的影
響

• 例子

31政府代繳或豁免
公營房屋租金

差餉寬免 電費補貼



主要數據介紹(5)︰政府一次性
紓困措施對消費物價指數的影響
• 由於住戶的實際開支會受這些一次性措施
所影響，這些影響須涵蓋在消費物價指數
內。

• 對消費物價指數的影響

• 影響實施當月和一年後同期的按年變動率

• 在一次性紓緩措施實施當月，市民就購買相關
產品/服務的開支減少，故推低了消費物價指
數。

• 反之，當翌年同月沒有相同的措施時，消費物
價指數會回復正常水平，與上年同月有紓緩措
施時的較低基準相比呈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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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數據介紹(5)︰政府一次性
紓困措施對消費物價指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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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數據介紹(5)︰政府一次性
紓困措施對消費物價指數的影響

• 自2007年2月份開始，政府統計處亦編
製及發布一個假設沒有政府一次性紓困
措施的影響的消費物價指數。

• 「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
後的消費物價指數」

• 其按年變動率亦稱為「基本通脹率」

• 可更清楚地觀察到通脹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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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數據介紹(5)︰政府一次性
紓困措施對消費物價指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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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數據介紹(5)︰政府一次性
紓困措施對消費物價指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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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物價指數及住戶開支統計
調查結果的應用-例子(一)
• 港鐵車費的「可加可減機制」

• 車費調整幅度是根據一個方程式，與消
費物價指數和名義公資指數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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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物價指數及住戶開支統計
調查結果的應用-例子(一)
• 整體票價調整幅度=

• 0.5 x 綜合消費物價指數的按年變動(12月
份) + 0.5 x 按年運輸業名義工資指數的按
年變動(第4季) – 生產力因素

• 生產力因素 = 0.6% (2013-2017)

• 以「家庭每月收入中位數」的按年變動為參
考，提供「家庭負擔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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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物價指數及住戶開支統計
調查結果的應用-例子(一)
• 2014年6月的加價為例子

• 綜合消費物價指數的按年變動(2013年12月)
= 4.3%

• 按年運輸業名義工資指數的按年變動(2013年
第4季) = 4.1%

• 整體票價調整幅度

• =0.5 x 4.3% + 0.5 x 4.1% - 0.6%

• =3.6%
• 家庭每月收入中位數的按年變動(2013年第4
季) = 6.2% 39



消費物價指數及住戶開支統計
調查結果的應用-例子(二)
• 「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下生活開支
貸款(Living Expense Loan)和學習開支助
學金(Academic Expenses Grant)最高金
額的釐定和調整機制

• 自2012/13學年開始實行新的釐定和調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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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物價指數及住戶開支統計
調查結果的應用-例子(二)
• 釐定生活開支貸款最高貸款額的機制

• 引用以統計處每5年進行一次的住戶開支統計
調查(HES)的結果為基準

• 基準:人均住戶開支中位數 [median per 
capita household expenditure]

• 扣除住屋、煙酒、交通及教育開支

• 在兩次住戶開支統計調查之間的年度， 生活
開支貸款最高貸款額會按甲類消費物價指數
(同樣扣除上述開支)調整

41



消費物價指數及住戶開支統計
調查結果的應用-其他例子
• 甲類消費物價指數

• 公務員退休金調整機制

• 丙類消費物價指數

• 立法會議員的酬金，以及可申領的醫療津貼
和某些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上限

• 綜合消費物價指數

• 車用石油氣價格調整機制

• 學前教育學券計劃的學券資助額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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