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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统计指数

【单选题】某商场商品的销售额增长 5%，平均销售价格增长 2%，则商品销售量增长（ ）。

A.1.85%B.2.94%

C.2.36%D.1.68%

【答案】B

【解析】销售额=销售量*平均价

销售量=（1+5%）/（1+2%）=1.0294

结论销售量增长了 2.94%。

考点 4 几种常用的统计指数★★★★★

几种常用的统计指数

（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度量一组代表性消费品及服务项目价格水平变动程度的相对数，用来反映城乡居民所消

费商品及服务价格水平变动情况。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报告期为月度。

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主要作用。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主要有以下作用：

（1）反映通货膨胀（紧缩）的程度。

（2）用于国民经济核算。

（3）用于计算货币购买力。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倒数通常被视为货币购买力指数，即货币购买力的变化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成反

比关系。

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法。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编制的基础工作是开展居民消费价格调查，通过一套系统的流程生产出价格指数。

（1）确定调查目录。

编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首先确定将要调查的商品和服务项目。与国际上做法一样，我国统计部门抽选出一

组居民经常消费的、对居民生活影响较大的、有代表性的、固定数量的商品和服务，这一组固定数量的商品

和服务统称为“商品篮子”。确定“商品篮子”时，参照了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支出

分类》（COICOP），结合全国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抽样调查资料，确定“商品篮子”中所包含的商品和

服务类别。目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查的商品和服务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

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等 8 个大类、268 个基本分类。基本分类是将一些功能、

性质、结构相同或相近的产品集合起来，也是指数计算和权数设置的最小分类。

（2）调查的范围。

居民消费价格调查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中抽取 500 个市（县）开展，在这些市（县）采用抽样调查方法

抽选确定价格调查网点。目前，全国有 8.8 万余家价格调查网点，包括商场（店）、超市、农贸市场、服务

网点和互联网电商等。由于人口和市场建设等方面的差距，500 个调查市（县）各自抽选的价格调查网点在数

量上有差别，大中城市要明显多一些，小城市和县相对少些。

（3）调查的商品。

在每个价格调查网点，选择确定要调查的商品，即代表规格品。代表规格品是每个基本分类下设的，用来反

映某个基本分类价格变化的具有特定产地、规格、等级、牌号、花色等特征的一组商品。选取代表规格品遵

循以下原则：

1）消费数量较大，供应相对稳定，生产和销售前景较好。



2）选中的工业消费品必须是合格产品，产品包装上应有注册商标、产地、规格、等级等标识。

3）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有较强的代表性，即选中代表规格品的价格变动特征与未选中代表规格品之间价

格变动的相关性越高越好。

（4）价格调查方法。

通过手持数据采集器，采用定人、定点、定时的方法直接调查。在保证价格准确的前提下，经国家统计局审

定，各地可利用被调查单位的电子数据进行辅助采价，也可从互联网采集特定商品和服务价格。为准确反映

当月的价格变动情况，对于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价格变动比较频繁的商品（服务），每 5天调查 1次价格；

一般性商品（服务）每月调查 2次；部分服务项目每月调查 3 次价格；由国家或地方统一定价的商品（服务）

或价格相对稳定的商品（服务），每月调查 1次价格。

（5）权数的设置。

在实际生活中，居民家庭在一些商品上消费支出较多，在另一些商品上的支出相对较少，因此，在计算价格

指数时，引入权数，权数显示出“商品篮子”中每一类商品或服务在居民消费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一般用

百分比来表示。通过权数能够计算某类商品的价格变动对上一级指数变动的影响程度。

在编制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时，权数资料根据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全国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资料计算，并

辅以其他部门的行政资料、部分典型调查和专项调查资料加以补充。

(6)价格指数对比基期。

我国从 2000 年开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由每月变动对比基期改为固定对比基期，居民消费价格首轮对比

基期定为 2000 年，即以 2000 年平均价格为基期价格。考虑到消费市场的发展变化、居民消费的升级换代，

为更准确反映居民消费结构的新变化和物价的实际变动，规定每 5 年进行一次基期轮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基期轮换包括调查“商品篮子”、调查网点、代表规格品和权数等的调整。

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计算。

实践中，各国统计部门认为拉氏价格指数是一种较好的指数编制计算方法，并广泛使用拉氏公式编制重要价

格指数。拉氏公式是将同度量因素（权数）固定在基期，来衡量报告期价格综合变动水平，我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也采用拉氏价格指数进行编制。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价格指数包括：

①环比价格指数，是指报告月以上月价格为对比基期的月度价格指数；

②同比价格指数，是指报告月以上年同月价格为对比基期的月度价格指数；

③平均价格指数，是指报告期平均价格水平以上年同期平均价格水平为对比基期的价格指数；

④定基价格指数，是指对比基期固定不变的价格指数。

(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生产价格指数，理论上应涵盖所有产业的生产价格指数，由于历史及技术原因，目前许多国家编制和发布的

生产价格指数仅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是反映工业生产企业产品出厂价格

水平变动程度的相对数。PPI 报告期为月度。

1.PPI 的主要作用。

（1）监测工业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PPI 反映了国民经济活动处于生产环节和上游领域的产品价格情况，对监测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分析预测下游

产品价格变化趋势具有重要作用。

（2）用于国民经济核算。

国民经济核算需要各种价格指数，如 CPI、PPI 以及 GDP 平减指数等，从而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从 2004 年

1 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采用价格指数缩减法计算工业发展速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的高

低直接影响工业发展速度。

（3）度量通货膨胀(紧缩)。

与 CPI 一样，PPI 也是度量通货膨胀(紧缩)的重要指标。国家经济管理部门通过监测 PPI,研判通货膨胀(紧缩)

的趋势,进行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

（4）用于企业谈判和企业经济效益分析。

在企业商业谈判中。双方可以约定依据 PPI 的涨跌对供销合同结算额进行调整，以避免通货膨胀(紧缩)给合

同执行带来风险。PPI 的变化会对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重要影响，在企业经济效益分析中，利用 PPI 可以

分析企业经济效益变动情况。



2.PPI 的编制方法。

PPI 的编制由国家统计局组织实施。2010 年 PPI 调查制度进行了改革，自 2011 年起开始计算以 2010 年为基

期的定基价格指数，并且每五年更换一次基期。

(1)PPI 调查目录的编制。

编制价格调查目录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PPI 调查目录每五年修订一次。调查目录编制的基本原则有以下

几方面：

1)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产品分类标准，制定基本分类以上的分类。

2)确保覆盖全部工业行业的主导产品，保证目录的覆盖面和代表性，不仅包括工业产品，还包含一些重要的

生产性服务。

3)在使用上能满足工业统计对产品和行业指数的要求。

4)粗细结合,对一些未来五年或更长时期内确定存在的重要产品，特别是重要生产资料，分类尽可能详细。

(2)调查的内容。

PPI 调查目录包含了 41 个工业行业大类、207 个工业行业中类、666 个工业行业小类、1638 个基本分类、2 万

多种代表产品。价格调查实行月报，调查日期为调查月的 5日和 20 日。

(3)代表产品的选择。

代表产品选择的基本原则有以下几方面：

1)选择对国计民生影响大的产品。

2)选择生产较为稳定的产品。

3)选择有发展前景的产品。

4)可以选择有地方特色的产品。

(4)代表企业的选择。

代表企业,即填报产品价格的调查企业，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资料的基层填报单位。准确选择代表企业是保

证价格指数代表性和准确性的重要前提。

选择开展价格调查的代表企业时遵循以下原则：

1）按工业行业选择调查企业。

有销售产值的中类行业一般要选取调查企业。调查企业要合理分布，不能遗漏，也不能过于集中。

2）大型企业应尽量入选。同时，也应采用抽样方法适当选择一些中小企业，使 PPI 的数据更加准确、全面地

反映客观实际。

3）选择生产稳定、正常的企业作为调查对象。

（5）权数的确定。

编制 PPI，不可能也没必要包括全部工业产品，只需要选定部分产品，用其价格变动加权计算。权数是某个调

查科类在全部调查“商品篮子”中所占比重，一般情况下,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权数每五年进行一次调整，基

本分类以下不计算权数。五年期间，若出现产品结构变动较大，以致影响“商品篮子”代表性的情况时，可

及时进行合理修正。小类及小类以上的权数资料来源于工业统计中分行业工业销售产值数据资料，基本分类

的权数资料来源于独立的工业企业产品权数调查。

(6)价格数据的收集。

从 2014 年 1 月开始，国家统计局在 PPI 调查中实行一套表联网直报 PPI 调查，所有具备直报条件的调查企业

于当月月底前，通过国家统计局一套表联网直报平台进行数据上报，暂时不具备直报条件的企业由当地统计

部门代报，各省、市、县调查队从直报平台上审核数据。省级调查总队超级汇总后，于次月月初上报国家统

计局。国家统计局审核后，逐级汇总各省上报数据并进行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汇总，形成 PPI。

3.PPI 的计算方法。

PPI 的计算方法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计算方法以及各种价格指数的计算方法基本一致。具体过程为：

①计算在不同企业调查的相同规格品的报告月价格和上月价格变动相对数；

②将上一步计算的各规格品价格变动相对数，几何平均计算得出代表产品的月环比价格指数；

③根据各个代表产品的月环比价格指数，采用几何平均法计算得出基本分类的月环比价格指数；

④通过链式拉氏公式，将基本分类的环比价格指数汇总为更高级别的环比指数和定基指数，并推算同比、累

计比等其他指数。(计算公式参见前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计算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