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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CPI上保持平衡，稳物价之外，应有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措

施，帮助中低收入者缓解压力 8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

据显示，7月CPI同比上涨6.5%，创下3年来新高。在CPI不断

上扬的今天，类似的“创历史纪录”消息不算新闻了，更多

人关心的是，CPI高企之下，民众的生活水平如何保障？在保

增长与物价上涨、通胀预期增强之间，民生该如何安放？

CPI数据的上涨曲线在百姓日常生活账本中看得最清楚明白。

数据表明，7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城市上涨6.2%，

农村上涨7.1%；食品价格上涨14.8%，非食品价格上涨2.9%。

可见，在物价涨幅上，农村高于城市，食品高于非食品。这

意味着，在收入普遍偏低的农村，人们所承受的物价上涨压

力要大过城市；意味着，在恩格尔系数还停留在40%左右这

一高点的中国，将有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日常生活因此捉襟

见肘。 物价“冷暖”，中低收入人群先知。从媒体晾晒的百

姓日常支出账本里，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高企的CPI给中低收入

者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收入在增长，可“当家却越来越难”

。上海媒体报道的小区保安老颜一家的生活账本就显示，

从2010年2月到2011年6月，这个家庭的月支出平均多了1200余

元，去掉一些客观因素，比如给女儿请家教等每月多支出三

四百元外，其余增长的开支全在柴米油盐上，对于月收入

在3000元的老颜一家而言，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 稳定物价

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在保增长、控通胀、稳民生之间寻找一



条平衡道路，其背后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科学发展的大命题，

需要政府的智慧、耐心和持久的努力。但是，稳民生却不只

是稳定物价。在物价涨跌成为常态的今天，要让民生杠杆在

高企的CPI上保持平衡，稳物价之外，应该有一套完善的社会

保障措施，帮助中低收入者缓解压力。 中低收入人群最先感

知CPI的波动，也应最先得到社会保障的护佑。今年以来，各

地纷纷给出租车司机及种粮、生产农副产品的农民以补贴，

全国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启动了“社会救助和保障标

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这些短期、长期的财政政

策既保障了中低收入者的利益，也起到了平抑物价的作用。 

但是，这些政策还只是一小步，如何在稳定发展速度的同时

，让群众分享到发展的红利，而不是成为高物价的受困者，

仍然需要更多实质性举措。 今年以来，为了应对物价上涨，

香港、澳门地区出台了一系列宽减赋税、扶助弱势的措施，

比如补贴电费、派发津贴、提高个人缴税起征点、降低标准

税率、宽免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等。这些做法未必完全适合

内地，但也反映出一种共识，即通过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投

入、构建完善福利体系来分担民众通胀压力，让全民都享受

到经济发展成果。惟如此，高企的CPI才不会成为高空钢丝，

物价上涨的不利因素才会降到最低，其传导效应也会大大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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