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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全球通脹高企，香港也難獨善其
身，大型連鎖食肆、電費及交通民生消費
價格接連上升，個別增幅更達到雙位數。但
政府統計處公布，2023年2月份本港基本通
脹率仍僅1.7%，與市民親身感受到的通脹壓
力似乎有明顯差距。分析稱，出現上述現
象，或與住屋佔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主要權重
有關，有經濟師直言撇除租金因素，當前香
港消費物價指數應達4%左右。展望今年香港
通脹將會隨香港復常，需求增加而加劇，
惟增幅應不會如歐美般高。

香港商報記者 鄺偉軒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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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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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物騰貴
商戶亦頭痕

吳卓殷指
出，本港通脹
壓力有增加趨

勢。

通脹升溫，市民苦，商戶亦頭痕！茶餐廳金記
餐飲主席徐汶緯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坦言：
「當前飲食行業成本上漲平均達雙位數，即使
我們(金記)加價5%至8%，亦難彌補成本上
漲。」
徐汶緯舉金記食材為例稱，米價升幅約

10%，凍肉成本升幅達15%至20%，至於菜
價升幅則介乎5%至10%。茶餐廳加價直接
影響生意，金記為減省成本，旗下分店除全
部使用節能LED燈外，亦在少客戶時關閉部
分樓面以節省燈及冷氣電費支出。事實上，有
一些市民已嫌茶餐廳貴，為求省錢，改去幫襯
更便宜的「兩飯」食肆。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主席袁揚威接受本報記

者訪問
時表示，
疫情 3年間，
的士營運成本不
減反增，其中石油
氣的士的車價，由
2019年的23萬元至24萬
元，增至目前的36萬元(上升
50%)；至於維修輪胎的成本亦較
疫情前升20%；保險成本更飆升30%
至40%。目前已有的士司機因通脹問題
而退租。

徐汶緯坦
言加價亦難彌
補成本上漲。

當今通脹肆虐全球，遠因是2008年金融海嘯後各國央行
齊齊量化寬鬆(QE)，狂開印鈔機十幾年，近因是2020年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破壞各國生產及供應鏈，再加上2022
年俄烏兩國爆發衝突，加劇全球能源及糧食危機，直接拉高全

球通脹水平。
數據顯示，2021年英國通脹仍處5%或以下水平，當俄烏爆發

衝突後，當地通脹一路飆升至雙位數。美國也不遑多讓，雖然在
聯儲局連番加息後，美國通脹率有逐步回落的趨勢，但距離回落
至聯儲局設定的2%通脹目標，仍有一大段距離。至於香港近年
整體通脹則一直維持在1%至3%左右，表面上似乎未有受到全球
主要經濟體高通脹的影響。

港各項公用事業大舉加價
不過，若細看各分類通脹數據，香港的通脹亦有升溫之勢。
據統計處數據顯示，2023年2月各分類消費物價指數當中，

只有住屋及耐用品兩項沒有錄得升幅；食品期內按年升
2.4%，其中外出用膳按年升 4.3%；衣履類別按年升

5.5%；電力、燃氣及水按年急增20.7%；煙酒則按年升
14%。

事實上，近年多項公用事業相繼落實或向港府
申請加價，市民生活百上加斤。一片加風之

下，為何香港整體通脹數據，卻與市民的
感受有差距？或許我們可從港府統計的

權重找到答案。
據統計處早前公布的 2023 年 2
月份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權重分

布顯示，當月權重佔比最
多 的 是 住 屋 ， 達

40.25% ； 其 次 為 食
品 ， 佔 比 為

27.41% ； 縱

然電力公司去年至今多次加電費，但當月電力、燃氣及水的權
重，僅佔2.82%。

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高級經濟學家吳卓殷接受本報訪問時稱，
受防疫措施以及短期人口流動影響，拖低了香港過去兩至三年的
租金，即使電子產品錄得升幅，但卻被租金所抵銷，估計若撇除
租金因素，香港當前的消費物價指數應達4%左右。

供樓負擔增無反映在統計上
另一方面，香港自去年起跟隨美國進入加息周期，導致一眾供

樓人士利息支出增加，但吳卓殷稱，即使市民供樓負擔上升，但
港府在統計消費物價指數時，未有將供樓成本計算在內，因而未
有將這部分影響反映在物價水平上面。

對於港府如何釐定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權重高低，港府回覆本
報查詢時稱，相關數據主要源於政府統計處每隔5年進行一次的
「住戶開支統計調查」，同時輔以其他來源的數據，如公屋租金

水平來釐定。
不過，港府同時指，鑑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消費模式，因此政

府統計處會在2024/2025年全面重訂基期前，將根據其他來源的
最新數據，如零售業銷貨額及食肆收益，就消費物價指數的開支
權數每年進行檢討，並在有需要時適當調整權數。

本港通脹趨增但會低於歐美
由此可見，香港當前的通脹數據未能反映香港市民的 「痛苦」

程度，應考慮將租金從當前計算香港在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中分拆
出來。港府則回應稱，編制消費物價指數的主要目的，是量度住
戶在購買一籃子指定消費商品和服務所面對的整體價格變動情
況；另為減少對部分數據使用者造成混淆，政府統計處現時沒有
主動發布剔除住屋指數外的消費物價指數。

另外，面對外圍通脹高企，就香港會否因輸入性通脹，導致綜
合消費物價指數 「追落後」，吳卓殷認為，當前歐美及香港正處
相反經濟周期， 「歐美通脹趨向紓緩，但香港通脹將會因為香港

復常、需求增加而加劇」。
不過，他相信本港通

脹增幅不會如歐美
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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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

4月 1日起每度電由86.4仙
上調至90.6仙，加幅4.9%。

成人平日票價由3.2元加至5
元，增幅56%，成人假日票
價則由4.2元加至6.5元，平
均加幅55.2%。

擬加價8.5%至9.8%。

機場服務以外日常和通宵服
務路線擬平均加23%，機場
線擬加50%。

擬劃一加2元。

20232023年年22月份月份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權重分布權重分布

食品
27.41%

住屋
40.25%

電力、燃氣
及水2.82%

煙酒
0.49%

衣履
2.42%

耐用物品4%

雜項物品(包括藥物、報紙
書籍、化妝品等)3.32%

交通
6.17%

雜項服務(包括學
費、旅遊、宴會開
支等)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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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4月3日，香港商報以新變化新
面貌出街，各界給予充分肯定，並期許商報 「越變
越好看，越變越紅火」。

對商界報道加強
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袁武一直關注和關

心香港商報的發展，他對商報改版讚譽有加。
袁武一邊指報頭，一邊說： 「記得原來是顏色

稍微暗一點的淺黃色，現在大膽採用新的亮色白
底，很有新鮮感、時代感！」看到頭版的 「碼上
看」，他馬上讚賞 「這個好，這個好！」現在都時
興網上看看片，商報這個版手機一掃就可看片──
「你看，最近大家關注的馬英九訪大陸的熱門新

聞，一掃就可看到視頻了。很好啊！」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博士對商報改版

後的內容很感興趣。他每一版都認真翻了一遍後
說：改版後香港商報對商界報道加強了！無論從形
式還是從內容上看，都增添了吸引力。特別看到頭
版對口罩企業在口罩令撤銷後的轉型深度報道，他

尤表欣賞，認為這是對業界的一個幫助。史會長希
望香港商報作為商界的老朋友，今後更多關注財經
商界，報道各行各業的發展和轉型，多多宣傳兩地
最新政策，在業界和政府之間以及兩地業界之間搭
建溝通平台。

融媒體時代特徵凸顯
專業人士、國際公證人和中國委託公證人鄧炳榮

律師祝賀商報改版成功，認為改版令人耳目一新，
「希望香港商報在文化教育宣傳方面投入更多，幫

助香港年輕人更好認識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爭取更
廣闊的發展空間」。

來自香港的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馮
綺婷說，新改版的香港商報，第一感受就是視覺衝
擊力更強了，無論顏色配置還是版塊分配都很醒
目，閱讀過程中能一眼找到關注點。從報頭、報眉
到版式、版樣，都經過用心設計。內容上，除了一
如既往帶給讀者有效的資訊外，還真如《香港商報
改版致讀者》裏所說的 「網絡感」 「融媒體」的時

代特徵更加凸顯了，對我們港澳生獲得相關資訊有
很大用處，希望商報做出更多優質新聞，繼續強化
與新媒體的對接。

商報改版引爆朋友圈
今次商報改版之際，不少本港藝人、中外大咖也

紛紛表達祝福，有關視頻引爆朋友圈。TVB總經
理曾志偉率一眾當紅藝員祝賀商報改版，他說：
「香港商報全新出發，好多好東西，希望商報越辦

越好。」 「視帝」 「視后」馬國明、江美儀、陳展

鵬、陳山聰、劉穎鏇等祝賀商報不斷革新、越做越
好，希望商報改版成功、業務蒸蒸日上，提供更多
更好看、更實用的資訊給讀者。

川劇變臉大師、國家一級演員彭登懷以 「變臉」
為喻祝賀商報改版。他說，香港商報融合創新再上
新台階，今次改版 「越變越好看，越變越紅火」。
「慈善女王」、香港恆興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趙曾

學韞，著名日籍華人劉丹蕻（原田優美），法國吉
美博物館館長 Yannick Lintz 等亦祝賀香港商報越
辦越好，相信商報未來令人期待。

統計處公布統計處公布，，20232023年年22月份本港基本通脹率仍僅月份本港基本通脹率仍僅11..77%%，，與市與市
民親身感受到的通脹壓力似乎有明顯差距民親身感受到的通脹壓力似乎有明顯差距。。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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