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测

日前，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在其官
网上公布了2011年部分家用电器质量抽
查结果，在电饭锅和电磁炉的不合格产品
中，苏泊尔、先科、新飞、欧科等品牌赫然在
列。就在近日，山东省消协工作人员随机
购买了21个中低价位电磁炉进行比较试
验发现，不合格率高达30%。其中格兰仕一
款型号为CH2082的产品因“标志和说明”
而被定为不合格。

这些情况也引发了消费者对家电产
品质量的疑虑和担忧。

小家电市场依然混乱

事实上不仅是苏泊尔、格兰仕，去年小
家电行业质量问题频发。去年上半年安徽
省工商局抽查省内小家电产品，结果超过
两成产品不合格；年中广西消委会对南宁
市电风扇、电吹风、电热水壶、电压力锅等
四种日用小家电产品进行质检抽查时发
现，达标仅为50%。

质量问题已俨然成为小家电行业的
“致命伤”。

技术门槛较低所致

中国家电研究院副院长吴尚杰表示，由
于小家电行业技术门槛较低， 加上高利润的
动力驱使， 使得一些并不具备生产实力的商
家也轻松跨入小家电行业。目前部分企业急
于将创新技术应用于小家电产品，导致一些
产品功能并不够完善就已经推出市场，质量
问题就很难幸免业内人士呼吁， 小家电企
业在向高端化迈进时， 应先解决产品质量
问题。 ■综合南方日报、中国精英网

小家电屡上质检“黑榜”，被指技术门槛太低

■记者 刘玲玲

CPI在持续下降。
12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年12

月的经济数据。 数据显示，12月居民消费
价格(CPI)同比上涨4.1%，创15个月新低。

不过，作为消费者的你，如果感觉物价
还是那么高，通胀压力并没有减小，那么请
别怀疑自己的感觉。 因为数据显示，2011
年12月份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9.1%，高于
11月份8.8%的同比涨幅。

之所以12月份CPI创下15个月新低，
房价起到“功不可没”的作用。数据显示，
12月份居住类价格同比上涨2.1%，远低于
11月份3%的同比涨幅， 同时环比也下降
0.2%。

食品价格还在涨
食品价格还在涨。 这一点猪肉可以作

证。
又到了家家户户做腊肉的时间， 可家

住长沙市袁家岭的周爹爹说，这段时间买
肉成了他的“心头病”，因为肉价又涨了。

“前段时间还只要15元/斤， 可现在又
卖到16元/斤了。”周爹爹充满悔意地说，眼
看着前段时间肉价跌下去了没有买，现在
准备买时谁知道又涨上来了。 原来，在
2011年11月份肉价下跌后，周爹爹的许多
邻居就开始熏腊肉了，可他觉得可能肉价
还会跌，准备过段时间再买，谁知道高肉价
“卷土重来”，继续上涨，错失好良机。

确实，12月份， 猪肉价格上涨21.3%，
再次推动CPI上涨0.64个百分点。

但还不只是猪肉。12月份食品类价格
同比上涨9.1%，影响了居民消费价格总水
平上涨约2.79个百分点。除猪肉外，粮食、
肉禽及其制品、蛋、鲜菜、鲜果、油脂等食品
价格均全线上扬。

住房价格“领衔”下降
食品价格居高不下， 可为什么CPI涨

幅会低于2011年11月份？
答案是：房价下降。
以往作为CPI上涨“发动机”之一的房

价，这次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在一系列房
产政策的影响下，2011年12月份， 居住类
价格同比涨幅仅为2.1%，其中，水、电、燃
料价格上涨0.7%，建房及装修材料价格上
涨2.4%，住房租金价格上涨2.9%。而且，对
比11月份，居住价格还环比下降0.2个百分
点。

统计数据显示，12月份，中国100个主
要城市的平均房价， 较11月份下降了
0.25%。而长沙房价也在下降之列。对比11
月份，长沙住房样本均价6134元/平方米，
环比下跌0.13%。

在“下降军团”中，房价首当其中，其它
也紧跟步伐。如，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
通和通信、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
环比分别下降0.1%、0.1%和0.3%。据悉，12
月份，非食品价格环比下降0.1%，影响价
格总水平环比下降约0.0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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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白酒企业“耍酒疯”
不如管住公款吃喝

12月CPI同比上涨4.1%，为15个月来最低

CPI涨幅创新低，这次房价立头功
专家预言2012：2月开始下降，年中探底再迂回

在季节因素的影响下，2011年12月
的食品价格有“抬头”趋势，控物价的压
力仍然不容小觑。 而2012年的物价或将
“探底回稳”。

控物价压力犹存
宏观调控，特别是对于流动性的控

制， 是2011年物价水平得以高位回落的
重要原因。虽然效果明显，但压力犹存。

建设银行高级研究员赵庆明表示，
尽管国际上主要国家已经进入降息通
道，但我国降息也许还要等待物价进一
步回落。

物价或“探底回稳”
与去年谈物价色变相比，2012年整

体而言，物价上涨的压力要相对缓解。
交通银行预计2012年物价涨幅将呈

现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全年CPI同比涨
幅预计将在3%左右。

在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
看来，1月份CPI可能与去年12月份基本
持平或小幅反弹， 但2月份之后就会快
速下降， 预计年中探底， 整个2012年的
CPI将呈现一个“探底慢回”的状态。

■据新华社

2012物价水平“压力犹存”

今年1月起，丰谷酒全系列产品涨
价10%左右， 酒鬼酒系列产品提价幅
度在20%左右。此外，江口醇也在近期
开始涨价。 业界人士预计，2012年，白
酒的价格将继续上涨。近日，有媒体报
道称，在上海的部分名烟名酒店，53度
飞天茅台的零售价已经到了每瓶2180
元，而2010年年中时不过1680元。

针对茅台、五粮液“耍酒疯”，其他
白酒企业跟风涨价的情况， 国家发改
委去年9月曾召开白酒行业价格座谈
会， 要求企业保障市场供应、 稳定价
格。然而，距离发改委上一轮价格“维稳
令”仅两个月，泸州老窖就将52度国窖
1573出厂价与零售价大幅上调，价格超
过五粮液。新年伊始，又传来了丰谷酒
全、酒鬼酒、江口醇大幅提价的消息。继
2011年以后，2012年又将成为白酒涨价
年。这不仅让召开白酒行业价格座谈会
的发改委难堪，更让广大消费者掏出更
多的真金白银。高端白酒阵营追涨态势
愈演愈烈很是让人担忧。

但是， 企业毕竟不是机关事业单
位， 它们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市场主
体。 政府如果硬性规定酒业不涨价，实
际上是越俎代庖管了本该市场管的事
情。如果企业没有以次充好，囤积居奇，
哄抬物价，获取暴利，政府直接干预商
品价格便存在滥作为的嫌疑。 发改委
给白酒企业“打招呼”，要求暂缓涨价，
固然比硬性干预物价更为灵活机动，但
是白酒企业根本不给发改委面子，坚持
涨价，酒价继续飞天，发改委也很尴尬。

表面上看，穷人喝不起高档白酒，
高端白酒即使涨到一万元一瓶， 也与
己无关。但是，众所周知，高档白酒除
了满足富人高端消费与请客送礼消费
以外，多用于公务接待，公务接待花的
是纳税人的钱， 白酒涨价意味着纳税
人负担增加， 其他公共蛋糕将被切去
更大的一块。或者说，意味着石油等民
生产品涨价 (中石化的百万酒单就颇
能说明问题)。白酒“耍酒疯”实际上与
你、我都有关。白酒企业“耍酒疯”涨价
背后的公务接待治理难题值得思考。
在笔者看来， 既然白酒企业不给发改
委面子，白酒行业涨价面临失控局面，
相关部门不妨转变思路， 少下白酒价
格“维稳令”，多下功夫管好公款吃喝。

虽说好多地方颁布禁酒令， 出台
政策明确公务接待标准。 但从全国范
围来看，公务招待费依然居高不下。从
一些中央部委公布的“三公”消费数据
来看，公款吃喝支出数目庞大。再加上
国企公务接待费用， 数据更为惊人。而
高端白酒价格面临失控也佐证了公款
吃喝的顽固性。

白酒企业“耍酒疯”，相关部门一
方面要拿价格处罚新规说事， 疏通营
销渠道，为白酒行业涨价潮降温。另一
方面，要下决心把公务接待费降下来。

对此， 有关部门不仅要公布公务
接待预算，还要征求公众意见，压缩公
务接待预算，管好预算外收入，严厉问
责吃喝费超标单位的责任人， 也给疯
狂追涨的白酒企业醒醒酒。

■特约财经评论员 胡 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