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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在数字经济时代探索如何运用在线大数据编制实时高频物价指标。

研究方法：设计了中国第一套基于互联网在线大数据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多方

面分析指数质量及其应用。研究发现：在线ｉＣＰＩ可实现各层次类别的日、周、月

指数无滞后实时更新；指数数据从采集、清洗到加工和发布均由计算机自动进行，
既节省人力又减少人为干预因素；指数在代表一般物价变化、精准捕捉典型事件影

响、现时预测通货膨胀、实时监测宏观经济形势等方面表现突出。研究创新：首次

采用在线大数据编制ＣＰＩ，弥补了中国尚无实时高频物价指标的空白。研究价值：
在线ｉＣＰＩ是传统ＣＰＩ的有益补充，其编制思维和方法可用到更多高频宏观经济指

标的构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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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深度互联网化、数字化，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在这样一个时代，

几乎所有经济活动都留下 “数字记载”，技术发展极大地提升了获取信息的范围和速度。我

们认为，在大数据时代发展实时化、高频化的宏观经济指标已经条件具备，且意义重大。所

谓实时化，是指尽量缩短数据发布的时滞，做到基本无滞后，如本月结束最后一天或第二天

便可发布月度数据。所谓高频化，便是提高数据发布的频率。大多数宏观经济指标 频 率 较

低，周期一般在一个月以上，本文则将其频率提高到以天为周期。高频化和实时化 相 辅 相

成，实时高频的宏观经济指标在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这有利于提高宏观经济信息

获取的时效性，进而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高频宏观数据的涌现必然会为

宏观经济学家装上 “显微镜”，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然而，就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而言，实时化、高频化的指标还基本为空白，例如，作为

反映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ＣＰＩ，目前各国仍主要通过定时定点调查实体店的商品和服务价格

变化得到，一般每月发布一次。当下中国正处于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构建实时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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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货膨胀指标已经具备很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方面，中国电子商务发展迅速，网购对

居民消费的各方面已经产生深刻影响，线上覆盖的居民生活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类别越来越广

泛，海量的在线价格数据可以实时采集，这为构建实时高频的物价指数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源①。另一方面，不断发展的大数据算法和计算速度，如机器学习、深度神经网络、并行计

算、云计算等，为编制高频物价指数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具备了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从

原始数据到指标生成的加工过程。这二者使得构建基于在线大数据的实时高频物价指数成为

可能，这将极大地提高通货膨胀预测的时效性与准确性。
据此，本文旨在运用大数据的理念和技术手段，探索利用在线数据构造实时高频的新型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 （ｉＣＰＩ），并实现可视化发布和系统在线运行 （见网站ｗｗｗ．ｂｄｅｃｏｎ．ｃｏｍ），具

有较大的创新和贡献。尽作者所知，ｉＣＰＩ为中国首支基于互联网在线价格数据的、全面涵盖居

民生活消费商品和服务篮子的、实时高频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传统ＣＰＩ的有益补充，弥补

了中国目前尚无在线高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ｉＣＰＩ有一系列突出的优点：将价格指数高频化、实时化，既包含月指数，又包含日指

数、周指数，发布无滞后；数据从采集、清洗到加工和在线发布完全由计算机自动进行，既

节省人力又减少人为干预因素。通过采用一系列对比检验及分析，本文发现ｉＣＰＩ既能很好

地代表一般物价水平变动，又能体现出高频物价指数在很多方面的独特优势，例如，在线价

格调价成本低、反应灵敏，除了能反映传统ＣＰＩ与现有宏观经济指标的关系，还能及时地

反映消费者信心变化、高频宏观经济指标 （如利率、汇率等）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为通胀

研究增加了新的维度；ｉＣＰＩ周指数和日指数能实时反映假期 （如春节）物价指数波动、精

准捕捉典型事件 （如 “双十一”）影响，便于人们更为客观地了解物价指数波动及其反映的

宏观形势。构建基于在线大数据的高频物价指标ｉＣＰＩ是新常态下创新宏观经济监测与预测

体系的有益尝试，未来可以进一步将该方法应用于构建其他实时高频的宏观经济指标。

一、现有价格指数研究

１．传统ＣＰＩ编制方法

ＣＰＩ作为三大宏观经济指标之一，对于刻画通货膨胀 （紧缩）程度、制定货币政策、分

析经济景气状况和经济周期等具有重要参考作用，是最受关注的价格指数之一，其编制准则

历来受到各国及国际组织的重视。２００４年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编译的 《消

费者价格指数手册：理论与实践》及２００９年出版的 《补充手册：消费价格指数实用编制指

南》系统介绍了ＣＰＩ编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各国编制ＣＰＩ提供了准则与指导，但是各

国依据国情制定的具体ＣＰＩ编制方法仍有一定不同。
在中国，国家统计局负责ＣＰＩ的编制、抽样、计算和发布。ＣＰＩ编制是以 “固定篮子指

数”理论为基础，即选定一组具有代表性的商品和服务，以这些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动代表一

般消费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变动，反映消费者购买代表性固定篮子平均支出费用的相对变

化。国家统计局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在全国抽选了５００个市县作为价格采集点，如超市、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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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２０１８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３８０９８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０％；全国网上零售额

为９００６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３．９％。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为７０１９８亿元，增长２５．４％，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比重为１８．４％ （具体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１９０１／ｔ２０１９０１２１＿１６４５７８４．ｈｔｍｌ）。



装店、农贸市场等，对指定的商品篮子价格进行定时、定点采集①。中国ＣＰＩ计算参数 “五

年一大调、一年一小调”，每五年进行一次基期轮换，对调查目录及其权数进行较大的调整，

每年小调对权数的调整不大②。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６年１月开始使用２０１５年作为新一轮的对比

基期，此次ＣＰＩ目录调整参考了联合国制定的 《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ＣＯＩＣＯＰ）③

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居民消费支出分类 （２０１３）》④。在现阶段，国家统计局于每月９日公

布上个月ＣＰＩ，遇到节假日往后顺延⑤。

陈立双和祝丹 （２０１３）将中国ＣＰＩ编 制 方 法 与 《消 费 者 价 格 指 数 手 册：理 论 与 实 践》、

美国ＣＰＩ编制方法进行对比，表明中国ＣＰＩ编制在样本轮换、权重基期更新的频率、发布

工作等方面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徐强 （２０１３）从多方面系统比较了ＯＥＣＤ国家ＣＰＩ的编制

方法，包括消费品和服务分类、支出权数来源、指数计算方法和更新频率等方面，建议中国

应该使价格数据调查方法更加科学化、加快权数更新的频率并系统引入各种质量调整方法。
任栋和王琦 （２０１３）采用Ｄｉｖｉｓｉａ指数法解构ＣＰＩ，发现消费支出结构变化是影响ＣＰＩ核算

的重要因 素，而 权 重 与 消 费 支 出 结 构 在 技 术 上 的 错 位 影 响 则 相 对 较 小。刘 向 耘 和 高 宏

（２０１６）通过国际对比，发现中国商品篮子确定方式与大多数经济体相同、符合国 际 标 准，

但五年更新一次权数的频率低于多数发达经济体，且食品烟酒、衣着类权数偏高，而居住、
交通和通信类权数偏低。这些综合表明我国ＣＰＩ编制仍有一定提升空间。

２．在线价格指数编制和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及其支持硬件不断发展更新，“大数据”理念和技术应运而生，并且在诸

多领域得到运用。目前国内外已有一些机构在探索利用在线数据构造价格指数，影响力较大

的有美国麻省理工的 “十亿价格项目”和中国的阿里巴巴网购系列指数。

２００８年３月，ＭＩＴ发布 “十亿价格项目”：Ｂｉｌｌｉｏｎ　Ｐｒｉｃ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以下简称ＢＰＰ）⑥，项

目旨在运用电商数据计算物价指数，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创始人Ｃａｖａｌｌｏ和Ｒｉｇｏｂｏｎ （２０１６）

详细地介绍了ＢＰＰ的数据收集、数据处理和应用，ＢＰＰ主要抓取同时在线上线下进行销售的

大型零售商的价格数据。但是ＢＰＰ没有服务品价格，该体系认为服务业价格通常很稳定，几

乎没有波动源，且它发布的中国价格指数中只包含生鲜食品、超市食品，其他类别没有覆盖。

中国阿里巴巴利用自身数据资源，从２０１４年６月开始每月发布网购价格系列指数。该

系列指数分为两种：一种是阿里巴巴全网价格指数 （简称ａＳＰＩ），它基于生产消费理论，用

以反映阿里巴巴系列平台上各类商品价格水平的变化；另一种是根据固定篮子理论编制的阿

里巴巴网购核心商品价格指数 （简称ａＳＰＩ－ｃｏｒｅ），它用以反映阿里巴巴平台上主流商品的价

格变动⑦。两种指数虽然原理不同，但是组成结构相似，均由十个大分类、约五百个基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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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国家统计局新闻办公室、资料中心：《您身边的统计指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ＥＢ／ＯＬ］，２０１４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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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联合国，《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 （ＣＯＩＣＯＰ）》［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ｓ：／／ｕｎｓｔａｔｓ．ｕｎ．ｏｒｇ／ｕｎｓｄ／ｃｒ／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ｒｅｇｃｓｔ．ａｓｐ？Ｃｌ＝５，２０１１。

参见国家统计局，《居民消费支出分类》 ［ＥＢ／ＯＬ］，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ｔｊｂｚ／

２０１３１０／Ｐ０２０１３１０　２１３４９３８４３０３６１６．ｐｄｆ。

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１年７月将ＣＰＩ发布的时间，从原来每月１１日左右提前到每月９日，具体参见 《封面故事：基层

的统计数据是如何出炉的》［Ｎ］，《中国日报》，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２日。

详细信息见ＢＰＰ官网ｈｔｔｐ：／／ｂｐｐ．ｍｉｔ．ｅｄｕ／，及在ＢＰＰ基础上建立的公司的主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ｒｉｃｅｓｔａｔｓ．ｃｏｍ／。

详细信息见阿里研究院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ｌ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



类构成，且所有的原始数据，包括商品价格、销量等都来自于阿里巴巴的在线数据。
随着大 数 据 时 代 的 在 线 数 据 可 获 得 性 增 加，在 线 价 格 研 究 逐 渐 得 到 关 注。Ｃａｖａｌｌｏ

（２０１７）通过对比１０个国家５６家大型多渠道零售商的线上线下价格的差异，发现线上价格

和线下价格约７２％的时间是相同的，二者价格变化虽然不一定同步，但是变化频率及价格

调整幅度相似，表明线上价格能较好地代表线下价格，为利用线上价格开展价格研究提供了

经验支持。Ａｐａｒｉｃｉｏ和Ｂｅｒｔｏｌｏｔｔｏ（２０１７）使用ＢＰＰ价格体系中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美国、英国、
法国、德国以及荷兰的在线价格指数进行通货膨胀预测，发现滞后的在线价格通货膨胀有助

于预测未来的线下通货膨胀水平。Ｈｕｌｌ等 （２０１７）通过搜集瑞典的在线水果和蔬菜价格并

将其加入ＣＰＩ预测中，结果显示ＣＰＩ与在线商品价格存在明显的相关性。Ｇｏｒｏｄｎｉｃｈｅｎｋｏ等

（２０１８）使用了美国和英国的线上市场价格数据研究在线价格特点，指出线上价格存在较低

的搜索成本和调整成本，发现和线下价格相比，线上价格较为灵活，但仍存在黏性和较大的

异质性。
综合上述，国家统计局编制ＣＰＩ所调查的商品价格主要来自于实体销售渠道，发布频

率是每月一次；ＢＰＰ中的中国价格指数包含的种类十分有限，没有较完整地覆盖ＣＰＩ的商

品篮子，且没有在网站上实时发布其价格指数；阿里巴巴网购价格系列指数的数据来源单

一，涵盖类别有 限，以 月 为 单 位 并 非 高 频 价 格 指 数，且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在 其 官 网 上 停 止 更

新①。实际上，作为电子商务平台仅用其平台自身的数据构建物价指数，指标发布和公司商

业策略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目前中国尚无高频在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本文旨

在探索编制中国的实时高频在线ＣＰＩ，为传统ＣＰＩ补充新的维度，为中国在线价格研究提供

新视角；与ＢＰＰ相比，它更切合中国实际、篮子覆盖范围大大拓展；与阿里巴巴网购价格

系列指数相比，在数据源、编制与计算方法、发布频率等方面均不同。

二、高频通胀指标ｉＣＰＩ的编制方法

本文基于在线大数据编制了高频价格指数并已经上线稳定运行②，下面我们将这一新型

价格指数称为 “ｉＣＰＩ”，而将由统计局定期发布的官方ＣＰＩ称为 “传统ＣＰＩ”。“ｉＣＰＩ”这一

指数编制的依据是，电商虽然是在互联网上经营的虚拟商店，但它们的商品来自于实体，与

实体门店一样生产、消费，因而两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线上线下价格变动理论上应是高度

相关的。
本文参考了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编译的 《消费者价格指数手册：理论与

实践》，借鉴中国国 家 统 计 局 编 制ＣＰＩ的 理 论 方 法，来 编 制 高 频 价 格 指 数ｉＣＰＩ，基 本 思 想

是：先用选定的一篮子商品代表物价总水平，采用计算机每天在固定时间抓取数据，然后算

出固定篮子里的代表规格品价格水平的变化率，最后通过逐层加权平均得到相应的指数，该

过程全部由计算机系统自动实现。除了ｉＣＰＩ月指数和国家统计局ＣＰＩ频率一致，本文还充

分挖掘大数据的优势，编制出更高频率的周指数和日指数，能更全面地、更及时地反映居民

消费价格水平的变化。ｉＣＰＩ的主要编制过程分为五步，具体如下：

１．价格调查商品篮子选择

ｉＣＰＩ商品篮子类别总体上和国家统计局ＣＰＩ保持一致。为了使ｉＣＰＩ中一篮子商品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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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详细信息见阿里研究院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ｌ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

ｉＣＰＩ具体指数实时发布于网站ｗｗｗ．ｂｄｅｃｏｎ．ｃｏｍ，并于２０１７年６月１日在国际著名 金 融 信 息 服 务 商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上线，２０１９年８月在国内重要金融信息服务商 Ｗｉｎｄ上线。



务具有代表性，一方面参考联合国编制的 《按目的划分的个人消费分类》、中国国家统计局

关于ＣＰＩ的编制说明及其发布的 《居民消费支出分类 （２０１３）》，选取涵盖全国城乡居民生

活消费的商品和服务①，这些商品和服务目录是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另一方面考虑到在

２０１６年１月，国家统计局对ＣＰＩ基期做了一次轮换，本文根据统计局有关解释也做了相应

调整，商品和服务篮子共分８个大类，４６个中类，２６２个子类，具体分类见表１。

表１ ｉＣＰＩ一篮子商品和服务目录

大　类 中　类 子　类

食品烟酒

食品

大米、面粉、其他粮 食、粮 食 制 品、薯 类、干 豆、豆 制 品、食 用 植 物

油、食用动物油、鲜 菜、干 菜 及 菜 制 品、猪 肉、牛 肉、羊 肉、畜 肉 副

产品、其他畜肉副产品、鸡、鸭、其他禽肉及制品、淡水鱼、海水鱼、

虾蟹类、其他水产 品 及 制 品、鸡 蛋、其 他 蛋 及 制 品、鲜 奶、酸 奶、奶

粉、其他奶制品、鲜 瓜 果、坚 果、瓜 果 制 品、食 糖、糖 果、糕 点、其

他糖果糕点、食用 盐、酱 油、食 醋、调 味 酱、味 精、其 他 调 味 品、方

便食品、淀粉及制品、膨化食品

茶及饮料 茶叶、固体咖啡、其他固体饮料、饮用水、果汁饮料、其他液体饮料

烟酒 烟草、白酒、葡萄酒、啤酒、其他酒类

在外餐饮 正餐、快餐、地方小吃、其他在外餐饮

衣着

服装

男士西服、男士冬衣、男 士 夹 克 衫、男 士 毛 线 衣、男 士 运 动 装、男 士

衬衫Ｔ恤、男 士 裤 子、男 士 内 衣、女 士 外 套、女 士 冬 衣、女 士 毛 线

衣、女士运动装、女 士 衬 衫Ｔ恤、女 士 裤 子、女 士 裙 子、女 士 内 衣、

婴幼服装、儿童上衣、儿童裤子、儿童裙子

服装材料 服装材料

其他衣着及配件 袜子、帽子、其他衣着配件

衣着加工服务费 衣着洗涤保养、衣着加工

鞋类 男鞋、女鞋、童鞋、鞋类加工服务

居住

租赁房房租 公房房租、私房房租

住 房 保 养 维 修 及

管理

木地板、瓷砖、水 泥、涂 料、板 材、管 材、厨 卫 设 备、门 窗、其 他 住

房装潢材料、物业管理费、装潢维修费、其他住房费用

水电燃料 水、电、管道燃气、液化石油气、取暖费、其他燃料

自有住房 自有住房

生活用品

及服务

家具及室内装饰品 柜、床、桌、椅、沙发、其他家具、灯具、其他室内装饰品

家用器具
洗衣机、电冰箱 （柜）、抽油烟机、空调器、热水器、炉具灶具、微波

炉、其他大型家用器具、厨房小家电、生活小家电

家用纺织品 被子、床单被罩、其他床上用品、窗帘门帘、其他家用纺织品

家庭日用杂品
清洗用品、清洁用具、清洁用纸、厨具、餐具、茶具、家用手工工具、

配电附件、雨具、其他日用杂品

个人护理用品
清洁化妆品、护肤化妆品、彩妆化妆品、化妆器具、清洁类护理用品、

护发美发用品、护理器具、其他护理用品

家庭服务 家政服务、家庭维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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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特别地，ｉＣＰＩ篮子也涵盖服务，虽然和线上商品相比，线上服务价格 相 对 较 难 获 取，但 是 通 过 采 集 有 关 服 务 网

站和Ａｐｐ上的数据，仍能获取大部分服务类价格。有一小 部 分 服 务 价 格 确 实 难 以 获 取 的，辅 助 于 其 他 价 格 调 查 的 方 式，

其对整个指数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续）

大　类 中　类 子　类

交通和

通信

交通

小型汽车、电动自 行 车、自 行 车、其 他 交 通 工 具、汽 油、柴 油、其 他

车用能源、停车费、车辆使用费、交通工具零配件、车辆修理与保养、

市内公共交通、出租汽车、飞机票、火车票、长途汽车、其他交通费

通信
固定电话机、移动电话机、通信工具 零 配 件、固 定 电 话 费、移 动 通 信

费、上网费、其他通信服务、邮政邮递、快递服务

教育文化

和娱乐

教育
工具书、教材、参考资料、其他教育用品、学前教育、小学初中教育、

高中中职教育、高等教育、课外教育、专业技能培训

文化娱乐

电视机、照相机、台式 计 算 机、笔 记 本 平 板、乐 器、音 响、其 他 文 娱

耐用消费品、书报杂志、纸张文具、体育户外用品、游戏用品和玩具、

园艺花卉及用品、宠物及用品、其他 文 化 娱 乐 用 品、电 影 票、景 点 门

票、有线电视、健身活动、其他文娱服务、旅行社收费、其他旅游

医疗保健

药品及医疗器具

中药材、中成药、抗微 生 物 药、消 化 系 统 用 药、呼 吸 系 统 用 药、解 热

镇痛药、抗肿瘤药、激素及影响内分 泌 药、心 血 管 系 统 用 药、血 液 系

统用药、治疗精神障碍药、神经系统用药、消毒防腐剂创伤外科用药、

泌尿系统用药、维生素矿物质 类 药、调 节 水 电 解 质 及 酸 碱 平 衡 药、滋

补保健品、医疗卫生器具、保健器具

医疗服务

一般医疗服务、一般治疗操作、护理、其 他 综 合 医 疗 服 务、病 理 学 诊

断、实验室诊断、影像 学 诊 断、临 床 诊 断、临 床 手 术 治 疗、临 床 非 手

术治疗、康复医疗、中医治疗、其他医疗服务

其他用品

和服务

其他用品类 金饰品、银饰品、铂金饰品、手表、箱包、母婴用品、眼镜

其他服务类
宾馆住宿、其他住 宿、美 容、美 发、洗 浴、养 老 服 务、金 融 服 务、车

辆保险、旅行保险、其他保险、中介服务、其他服务

　　注：居民消费商品和服务分类简称为８个 大 类、４６个 中 类 和２６２个 子 类，由 于 分 类 目 录 会 定 期 调 整，
实际的中类和子类数目可能有出入。为了便于表示大类、中类、小类 （由于一些类别没有 小 类，表 格 中 没

有列出小类）和子类的关系，用 “—”连接各个类别，例如 “食品烟酒”大类下 的 “食 品”中 类 下 的 “粮

食”小类下的 “大米”子类可以记为 “食 品 烟 酒—食 品—粮 食—大 米”，具 体 可 见ｉＣＰＩ官 网 的 指 数 查 询 栏

目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ｄｅｃｏｎ．ｃｏｍ。

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定的价格 调 查 规 定 “同 一 规 格 品 的 价 格 必 须 同 质 可 比”，即 需 要 保

证规格品的稳定性、可比性，我们的在线规格品也要遵循类似原则，保证每天持续地采集

同一个规格品的价格。由于过少的商品会使指数产生偶然误差，为了使计算的价格具有代

表性，每个子类需要选择多种代表商品。商品选取特定品牌、特定规格的标准品，着重选

取市场份额大、生活常见、在多个平台销售、一般家庭消费量较大且供给需求相对稳定的

商品，每种规格品可以跟踪，另外，行业所占份额及电商平台的销售量是选取规格品的重

要参考。

２．价格来源选择及采集方法

（１）价格来源。价格来源是ｉＣＰＩ和ＣＰＩ最大的区别，ｉＣＰＩ的价格全部来自线上。为了

得到稳定而有代表性的数据，本文力求选择有权威、真实性高的数据来源，对每种商品价格

的来源进行了严格筛选，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进行交易的网购平台，网购平台主 要 分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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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２Ｂ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Ｂ２Ｃ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ｏ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Ｃ２Ｃ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ｔｏ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等类别，Ｂ２Ｂ的买卖双方主要是企业，和居民生活消费的直接关系相对较 弱；Ｃ２Ｃ的 卖 方

是小店铺或个人，规模 小，经 营 不 稳 定。因 此，ｉＣＰＩ采 价 主 要 从 天 猫、京 东、苏 宁 易 购、
亚马逊等大型Ｂ２Ｃ在线购物平台，且选取这些平台上质量合格、销售量较大、比较稳定的

商家。此外，各类别也会尽可能地结合一些官方网站或者行业网站，如耐 克 官 网、汽 车 之

家，以丰富同种类别的价格来源。
二是不进行在线交易但实时更新商品价格数据的一些信息平台，如 “价格行情”网，它

由中国商务部负责运营管理，每天及时公布全国农产品价格数据库；“搜房网”，它作为全国

最大的房地产家居网络平台，覆盖全国多个城市的租金价格。这些平台的价格信息种类多，
来源广，涉及全国各地，有充分代表性，能涵盖一些电商平台没有覆盖的类别，包括一些服

务类。
本文尽可能筛选合格的、可靠的在线价格信息来源，但是由于价格来源 的 平 台 数 量 较

多，难以避免个别信息平台上的价格信息质量不高。然而从总体上考虑，我们选取的平台总

数超过１００个，每一个平台的随机因素可以相互抵消，而且不同类别都有多种价格来源，不

只受单一平台的影响，大数据以数据量之大弥补了单个商品受噪音扰动的影响，且可以采用

机器学习的方法将一些噪音大的数据清洗掉，这保证了在线价格来源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２）价格采集方法。统计局的价格调查方法是每月 “定人、定点、定时”，由采价人员

手持数据采集器对规格品进行采价①。我们借鉴相似的原则，只是价格采集通过计算机程序

自动完成，使用开源的数据采集程序，在指定时间、指定网站、指定位置自动采集所需要的

数据。价格每天采集一次，采集后存入专用数据库。除了基本的商品名称、规格、产地、报

价时间、商品价格之外，为 了 便 于 后 续 的 深 度 分 析，还 同 时 采 集 了 销 售 量、评价量、发货

地、是否促销等多维数据。为了保证价格的代表性、减小系统误差，同时也为了保证商品价格

的稳定性，本文对每种商品保证多个以上的价格来源。这种通过抓取互联网数据的方法能够极

大地提高数据采集频率，节省人力、物力成本，减少人为对数据的干预，使得在线价格指数的

实时更新成为可能。

３．确定权重

不同类别的商品和服务在居民日常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因而在计算价格指数的时候

应该为不同类别设定相应的权数，通过加权平均得到指数。统计局ＣＰＩ权数是根据居民家

庭住户调查资料及相关统计资料整理得出，必要时会辅以典型调查或专家评估来补充和完

善②。在实际调查中，由于各个市县情况不同，调查统计范围也不同，所确定的市县级权数

也有一定的差别，因此传统ＣＰＩ的权重与地域有关③。ｉＣＰＩ由逐级分类指数加权平均计算得

出，即子类指数通过加权平均得到中类指数，中类指数加权平均得到大类指数，大类指数加

权平均得到ｉＣＰＩ总类指数，但权重与地域无关，只有一套权重。

ｉＣＰＩ权重确定主要有两种思路：第一种，考虑到ｉＣＰＩ是基于线上市场的居民消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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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国家统计局， 《流 通 消 费 价 格 调 查 制 度》 ［ＥＢ／ＯＬ］，２０１７年１月９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

ｔｊｚｄ／ｇｊｔｊｚｄ／２０１７０１／ｔ２０１７０１０９＿１４５１３７５．ｈｔｍｌ。

参见国家统 计 局 城 市 司， 《走 进ＣＰＩ———什 么 是 计 算ＣＰＩ的 权 数》 ［ＥＢ／ＯＬ］，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０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ｚｔｊｃ／ｔｊｚｓ／ｚｊｃｐｉ／２０１１０６／ｔ２０１１０６１０＿７１４６２．ｈｔｍｌ。

参见国家统计局城市 司， 《走 进ＣＰＩ———市 县 级 权 重 是 如 何 确 定 的》 ［ＥＢ／ＯＬ］，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０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ｚｔｊｃ／ｔｊｚｓ／ｚｊｃｐｉ／２０１１０６／ｔ２０１１０６１０＿７１４８２．ｈｔｍｌ。



数据，权重应该采用居民家庭的线上消费支出结构，但是目前尚无统一线上市场的、综合各

线上平台的居民消费支出统计数据。第二种，考虑到ｉＣＰＩ借鉴了传统ＣＰＩ的编制方法，线

上线下价格高度相关，ｉＣＰＩ权重确定思路应与传统ＣＰＩ保持一致，即各级各类权数理论上

应依据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结构确定。本文当前采用第二种权重确定方式①，由于国家统计局

没有直接公布ＣＰＩ权重具体数值②，我们综合多种文献资料以及国际上ＣＰＩ的编制方法推断

出不同层次的权重。
本文主要参考各年 《中国住户调查年鉴》《中国价格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其他

各类统计年鉴、Ｗｉｎｄ数据库、彭博数据库、各行业研究报告，特殊类 别 辅 之 于 问 卷 调 查，
以确定大类、中类和子类的权重，并保证每年更新一次权重。其中， 《中国住户调查年鉴》
是一个重要参考，它每年更新一次，是统计局通过对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１６万

个居民家庭，开展的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详细记录了家庭收入来源和支出明细。该年

鉴得到的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与统计局ＣＰＩ商品篮子基本一致，可用于计算不同类别消费品

占居民总消费支出的比例，从而确定不同类别相应的权重。大类和部分中类权重主要从国家

统计局有关年鉴中获得，部分中类和子类权重通过多种参考资料和算法推算得出。考虑到子

类权数、中类权数、大类权数都是介于 （０，１）的值，子类权数经过三步加乘计算，因权数

设定的区别而引起的指数偏差被压缩，影响较小。

４．指数计算

ｉＣＰＩ的计算方法依据的是通行的ＣＰＩ的计算方法，但极大地提高了指数频率，在月指

数的基础上同时计算和公布日指数、周指数。在此，本文以环比指数的计算过程为例进行具

体介绍：
（１）计算思路。第一步，计算ｉＣＰＩ篮子中各个规格品每日／周／月的价格变化比。第二

步，计算每日／周／月子类价格指数，由该子类下所有规格品在每个平台上价格变化比的几何

平均得到。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每种商品在子类中的权重难以确定，从规格品价格变动到子类

指数采用几何平均的算法，这与传统ＣＰＩ的计算方法一致，也符合国际通行要求和我国国

家统计局的做法③。各国编制价格指数时在这一层次都采用非加权的平均计算方法，具体包

括Ｃａｒｌｉ指数、Ｄｕｔｏｔ指数及Ｊｅｖｏｎｓ指数，考虑指数检验功效和商品替代效果等问题，Ｃａｒｌｉ
指数不能通过时间逆检验，Ｄｕｔｏｔ指数不能通过公度性检验，只有以几何平均作为计算方法

的Ｊｅｖｏｎｓ指数通过了所有的检验，因而本文采用几何平均的方式计算子类价格指数。第三

步，计算每日／周／月中类、大类及总类价格指数，采用拉氏指数，根据所包含的各级分类的

基期权数逐 级 加 权 平 均。编 制 价 格 指 数 通 常 有 两 种 方 法，一 种 是 拉 氏 （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指 数，
它使用基期数量加权、计算当期与基期价格变化比；另一种是帕氏 （Ｐａａｓｃｈｅ）指数，它是

使用当期数量加权、计算当期与基期价格变化比。ＩＭＦ等 （２００４）指出典型的消费者价格

指数的正统编制方法是基于拉氏价格指数，通常采用基期支出份额作为权数，对价格变化或

价格比率观察值进行加权平均。而且中国国家统计局也是采用拉氏指数计算ＣＰＩ，因此本文

·８８·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９期



①

②

③

ｉＣＰＩ项目组也在积极探索第一种权重确定方法，未来将对比研究由不同权重得到的ｉＣＰＩ各层指数。

国家统计局表明，新基期权数主要来源于全国住户收支与生 活 状 况 最 新 调 查 数 据，同 时 也 适 当 参 考 专 项 调 查 和

行政记录等数据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参见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负责人就ＣＰＩ基期轮换接受中国信息报专访》［Ｎ］，《中国

信息报》，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９日。

参见国家统计局城市司， 《走 进ＣＰＩ———ＣＰＩ的 个 体 指 数 是 如 何 计 算 的？》 ［ＥＢ／ＯＬ］，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０日，ｈｔ－
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ｚｔｊｃ／ｔｊｚｓ／ｚｊｃｐｉ／２０１１０６／ｔ２０１１０６１０＿７１４９３．ｈｔｍｌ。



也采用拉氏指数计算中类、大类及总类的价格指数。①

（２）计算过程。本部分结合日指数计算公式进一步解释ｉＣＰＩ的计算过程。ｉＣＰＩ有８个

大类，分别记为Ｄ１，Ｄ２，…，Ｄ８，权重分别为ＷＤ１，ＷＤ２，…，ＷＤ８，且ＷＤ１＋ＷＤ２＋…＋
ＷＤ８＝１；以Ｄ１ 这 一 大 类 为 例，假 设Ｄ１ 有６个 中 类Ｚ１，Ｚ２，…，Ｚ６，权 重 分 别 为ＷＺ１，

ＷＺ２，…，ＷＺ６，且ＷＺ１＋ＷＺ２＋…＋ＷＺ６＝１；某一中类Ｚ１ 有４个子类Ｓ１，Ｓ２，Ｓ３，Ｓ４，权

重分别为ＷＳ１，ＷＳ２，ＷＳ３，ＷＳ４，且ＷＳ１＋ＷＳ２＋ＷＳ３＋ＷＳ４＝１；某一子类Ｓ１ 有１０个规格

品Ｇ１，Ｇ２，…，Ｇ１０，第ｔ－１天它们的价格分别为ＰＧ１，ｔ－１，ＰＧ２，ｔ－１，…，ＰＧ１０，ｔ－１，它们第ｔ
天的价格分别为ＰＧ１ｔ，ＰＧ２ｔ，…，ＰＧ１０ｔ。计算过程如下：

第一，计算规格品价格 变 化，第ｔ天 规 格 品ｉ的 环 比 价 格 变 化 为ＨＧｉｔ＝
ＰＧｉｔ
ＰＧｉ，ｔ－１

，ｉ＝１，

２，…，１０；
第二，“不同规格品→子类价格变化”采用几何平均法，则第ｔ天子类Ｓ１ 的环比价格变

化为ＨＳ１ｔ＝
１０
ＨＧ１ｔ×ＨＧ２ｔ×…×ＨＧ１０槡 ｔ；

第三，“不同子类→中类价格变化”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则第ｔ天中类Ｚ１ 的环比价格

变化为ＨＺ１ｔ＝ＷＳ１×ＨＳ１ｔ＋ＷＳ２×ＨＳ２ｔ＋ＷＳ３×ＨＳ３ｔ＋ＷＳ４×ＨＳ４ｔ；
第四，“不同中类→大类价格变化”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则第ｔ天大类Ｄ１ 的环比价格

变化为ＨＤ１ｔ＝ＷＺ１×ＨＺ１ｔ＋ＷＺ２×ＨＺ２ｔ＋…＋ＷＺ６×ＨＺ６ｔ；
第五，“不同大类→整个ｉＣＰＩ”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则第ｔ天的环比ｉＣＰＩ为ＨｉＣＰＩｔ＝

ＷＤ１×ＨＤ１ｔ＋ＷＤ２×ＨＤ２ｔ＋…＋ＷＤ８×ＨＤ８ｔ。
周指数和月指数计算公式与日指数类似，只是规格品价格相应地采用周平均价格和月平

均价格，然后算出规格品的周价格变化／月价格变化，再通过相应的几何平均和加权平均得

到子类、中类、大类和总类的周指数／月指数，本文不一一赘述。

５．系统实现

以上过程已通过编制相关软件，实现计算机系统自动处理。系统的主要流程包括：利用

爬虫程序不断采集在线价格数据，实时将数据存入数据仓库，对数据进行清洗整理，对各类

指数进行计算，对指数进行可视化实时发布②。指 数具体包括总类、８个大类、４６个中类及

２６２个子类的日指数、周指数和月指数，每日凌晨可以查询截至上一天所有类别的日、周、月

指数。
特别地，为了构建实时发布的高频物价指标，在系统实现过程中，还有很多实际问题要

考虑。例如，对异常样本的识别和处理、对打折商品过度波动的处理、对规格品下架的及时

监测和补充等，这些都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篇幅原因，此处不一一详述。

三、实时高频ｉＣＰＩ评测及应用初探

在线的实时高频ｉＣＰＩ反映的信息要比一般实体店里更为快捷和丰富，网络调价成本低、
相对较为容易、在线价格反应更为灵敏，实体店里调价成本较高、相对更为困难、线下价格

调整存在一定时滞，所以ｉＣＰＩ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ｉＣＰＩ不但包含和传统ＣＰＩ相同频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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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国家统计局城市司，《走进ＣＰＩ———ＣＰＩ编制采用什么计算公式？》［ＥＢ／ＯＬ］，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０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ｚｔｊｃ／ｔｊｚｓ／ｚｊｃｐｉ／２０１１０６／ｔ２０１１０６１０＿７１４９１．ｈｔｍｌ。

这 些 流 程 都 由 计 算 机 自 动 完 成，正 常 情 况 下 不 需 要 人 工 干 预。主 要 结 果 在ｉＣＰＩ官 网 ｗｗｗ．ｂｄｅｃｏｎ．ｃｏｍ实 时

发 布。



月指数，而且包含高频的日指数、周指数，不同频率的ｉＣＰＩ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在实

际中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对于实时跟踪物价变化、监测宏观经济形势、预测金融市场动态具

有重要意义，是传统ＣＰＩ的有益补充①。
本部分将结合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的ｉＣＰＩ数据及该期间的有关宏观经

济变量，从多方面分析ｉＣＰＩ的表现和应用。ｉＣＰＩ数据均可从网站 （ｗｗｗ．ｂｄｅｃｏｎ．ｃｏｍ）公

开查询，若未加特殊说明，本文中编制的指数都是环比指数，即以 “上一期 （上日／上周／上

月）＝１００”，在分析 中 采 用 指 数 环 比 变 化 率；除ｉＣＰＩ外 的 其 他 数 据 均 来 自 Ｗｉｎｄ数 据 库；
分析采用Ｅｖｉｅｗｓ　７．０。

１．ｉＣＰＩ与现有宏观经济指标

（１）月度ｉＣＰＩ与传统ＣＰＩ的关系。为考察ｉＣＰＩ的代表性，将ｉＣＰＩ与传统ＣＰＩ月环比

指数进行对比。因价格数据从２０１６年１月份开始采集，得到的ｉＣＰＩ月环比指数从２０１６年２
月开始到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共３５个月，总类ｉＣＰＩ和ＣＰＩ的走势如图１所示。

图１　总类ｉＣＰＩ和ＣＰＩ月度环比指数对比

从图１可 以 看 出，总 类 月 度ｉＣＰＩ与 传 统ＣＰＩ所 代 表 的 价 格 变 化 方 向 （环 比 上 涨 或 下

降）、幅度均较为接近；进一步计算相关系数，发现总指数ｉＣＰＩ与ＣＰＩ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为０．６６，Ｔ统计量为５．０３３３，说明二者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相关；通过统计ｉＣＰＩ和

ＣＰＩ的变化方向，发现变化方向一致的月份有２８个，占比８０％，说明线上线下的总体市场

价格变化是趋于一 致 的，通 过 基 于 互 联 网 大 数 据 实 时 采 样 的ｉＣＰＩ与 传 统 人 工 采 样 统 计 的

ＣＰＩ所反映的价格变化总体相似，ｉＣＰＩ月指数有较好的代表性。

此外，进一步分析实时高频ｉＣＰＩ与传统ＣＰＩ变动方向不同的时期，往往是由于有特殊

的节假日，例如２０１６年１１月有 “双十一”购物节，ｉＣＰＩ月环比下降、ＣＰＩ环比上升；２０１７
年２月处于春节期间，物价普遍上涨，ｉＣＰＩ月环比上升、ＣＰＩ环比下降。ｉＣＰＩ和ＣＰＩ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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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ｉＣＰＩ是传统ＣＰＩ的有益补充，而不是替代，是衡量通货通胀的一个重要方法。一 方 面，虽 然 目 前 线 上 零 售 额 占

比不是很高，但是线上线下价格高度相关，指数评测表明线上ｉＣＰＩ对线下ＣＰＩ有很强的预测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线上

市场规模持续高速增长，线上占比将不断提高，线上市场的通胀衡量本身也越来越重要，ｉＣＰＩ将变得必不可少。



种差异正是由于ｉＣＰＩ能更及时地反映节假日的变化，无论是新兴起的线上购物节还是传统

的节假日，因此是十分合理的；这种差异从侧面表明新指数ｉＣＰＩ能实时地捕捉一些新信息，

是传统ＣＰＩ的有益补充，也印证了在这个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编制在线ｉＣＰＩ的必要性。
（２）ｉＣＰＩ与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相比于传统ＣＰＩ，新指数ｉＣＰＩ对于宏观经济是否具有

更好的解释力呢？我们进一步分析ｉＣＰＩ、ＣＰＩ与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关系：一方面，采用和

ＣＰＩ同频的月度宏观经济指标，便于进行对比分析；另一方面，采用更高频的周度ｉＣＰＩ，分

析其与周度宏观经济指标的关系。根据经典的货币数量论、费雪效应、汇率传递效应、理性

预期等理论，我们选取的宏观变量主要包括货币增速、利率、汇率、ＰＰＩ、ＰＭＩ等变量。特

别地，我们还选取了消费者信心指数，用以对比考察消费者信心强弱和线上线下物价变化的

关系；采用不同期限的中国国债到期收益率之差衡量利率期限结构，因为它包含有关未来利

率和预期通胀变动的因素，用以考察通胀预期和物价变化的关系。具体的变量含义及描述性

统计见表２。

表２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含　义 观测量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ｉＣＰ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在线ｉＣＰＩ月环比变化率 （％） ３４　 ０．０９　 ２．００ －０．８７　 ０．５６０９

ＣＰＩ 传统ＣＰＩ月环比变化率 （％） ３４　 ０．１５　 １．６０ －１．１０　 ０．５１７７

Ｍ２ 广义货币月环比增长率 （％） ３４　 ０．７３　 ２．６３ －０．３４　 ０．７０１７

Ｓｈｉｂｏｒ＿ｍｏｎｔｈｌｙ 上海同业拆借利率月环比变化率 （％） ３４　 ０．４３　 ４．６７ －５．６８　 ２．４１５２

ＹＴＭｄｉｆ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中国国债到期收益率息差月环比变化幅

度 （１个月减０年）（ＢＰ）
３４ －０．２０　１６０．２７ －１５７．０３　４３．９４６６

ＣＦＥＴＳ＿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ＣＦＥＴＳ人 民 币 汇 率 月 环 比 变 化 （％）
（人民币 对 一 篮 子 货 币 的 汇 率 指 数，正

向变化表示人民币升值）
３４ －０．２４　 １．７６ －３．４０　 １．０００３

ＰＰＩ 生产者物价指数月环比变化率 （％） ３４　 ０．３７　 １．６０ －０．４０　 ０．４８７７

ＰＭＩ 采购经理人指数月环比变化率 （％） ３４　 ０．０４　 ２．４５ －１．９５　 １．０１１８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消费者信心指数月环比变化率 （％） ３４　 ０．４９　 ４．４７ －４．２１　 ２．００１４

ｉＣＰＩ＿ｗｅｅｋｌｙ 在线ｉＣＰＩ周环比变化率 （％） １５４　 ０．０２　 １．５９ －０．８９　 ０．３７３８

Ｓｈｉｂｏｒ＿ｗｅｅｋｌｙ 上海同业拆借利率周环比变化率 （％） １５４　 ０．１０　 ８．７９ －６．９１　 ２．０８３５

ＹＴＭｄｉｆｆ＿

ｗｅｅｋｌｙ

利率 期 限 结 构 息 差 周 环 比 变 化 幅 度

（ＢＰ）
１５４　 ０．３９　 ６１．９８ －８０．９６　１８．７０７２

ＣＦＥＴＳ＿ｗｅｅｋｌｙ　ＣＦＥＴＳ人民币汇率周环比变化 （％） １５４ －０．０５　 １．２６ －１．７７　 ０．４４１４

　　注：考虑到有些变量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尚未公布，分析中统一采用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的

月度变量。表中采用的 “中国国债到期收益率息差”等 于 “１个 月 的 中 国 国 债 到 期 收 益 率 减 去０年 的 中 国

国债到期收益率”，“息差月环比变化”等于 “这个月的息差减去上个月相同期间的息差”，“息差周环比变

化”等于 “这个周的息差减去上个周相同期间的息差”。

第一，平稳性检验。对这些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采用ＡＤＦ检验法，结果如表３所示。

可以看出，大部分变量都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 “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个别变量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这些变量都是平稳的，不存在单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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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变量单位根检验

变　量 检验形式 （Ｃ，Ｔ，Ｌ） ＡＤＦ检验ｔ值 Ｐ值 是否平稳

ｉＣＰ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Ｃ，Ｔ，３） －６．１８７４＊＊＊ ０．００００ 是

ＣＰＩ （０，０，０） －６．２２９７＊＊＊ ０．００００ 是

Ｍ２ （Ｃ，Ｔ，３） －６．１２２６＊＊＊ ０．００００ 是

Ｓｈｉｂｏｒ＿ｍｏｎｔｈｌｙ （０，０，０） －５．４６１５＊＊＊ ０．００００ 是

ＹＴＭｄｉｆｆ＿ｍｏｎｔｈｌｙ （０，０，４） －５．６２３７＊＊＊ ０．００００ 是

ＣＦＥＴＳ＿ｍｏｎｔｈｌｙ （０，０，０） －５．１４７１＊＊＊ ０．００００ 是

ＰＰＩ （Ｃ，Ｔ，５） －４．０１６６＊＊ ０．０１９９ 是

ＰＭＩ （Ｃ，Ｔ，０） －８．０８５５＊＊＊ ０．００００ 是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０，０，０） －６．１１７７＊＊＊ ０．００００ 是

ｉＣＰＩ＿ｗｅｅｋｌｙ （０，０，１） －１０．４１１６６＊＊＊ ０．００００ 是

Ｓｈｉｂｏｒ＿ｗｅｅｋｌｙ （０，０，２） －１１．４６４３＊＊＊ ０．００００ 是

ＹＴＭｄｉｆｆ＿ｗｅｅｋｌｙ （０，０，０） －１１．０４２３＊＊＊ ０．００００ 是

ＣＦＥＴＳ＿ｗｅｅｋｌｙ （０，０，１） －１０．６３０１＊＊＊ ０．００００ 是

　　注：＊＊＊、＊＊、＊ 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下显著；检验形式中Ｃ、Ｔ、Ｌ分别代表是否加入 常 数 项、

趋势项及滞后阶数 （根据ＳＩＣ准则判断）。

第二，相关性分析。进一步计算ｉＣＰＩ、ＣＰＩ与同期宏观经济指标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结果如表４所示。根据月度指标的相关系数，ｉＣＰＩ和ＣＰＩ有共同之处：二者自身在１％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０．６６；均与ＰＭＩ在１０％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负相关 （ＣＰＩ
是在１％显著性水 平 下），相 关 系 数 在－０．３～－０．５之 间；均 与Ｓｈｉｂｏｒ＿ｍｏｎｔｈｌｙ、ＹＴＭ－
ｄｉｆｆ＿ｍｏｎｔｈｌｙ、ＣＦＥＴＳ＿ｍｏｎｔｈｌｙ等同期不显著相关，后面将进一步检验二者与这些变量

滞后项的关系。这说明传统ＣＰＩ能反映的信息，ｉＣＰＩ往往也能反映。

然而，ｉＣＰＩ和ＣＰＩ也有不同之 处：ｉＣＰＩ＿ｍｏｎｔｈｌｙ和Ｍ　２在５％显 著 性 水 平 下 显 著 负

相关，相关系数为－０．３４，表明当 期 通 胀 压 力 增 加 时，货 币 当 局 可 能 减 少 同 期 货 币 供 应，

其影响可能到后期才能显 现，后 面 将 进 一 步 研 究 二 者 滞 后 期 的 相 互 影 响；ｉＣＰ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和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在１０％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０．２９，表明消费者

信心指数越高，消费者的消费意愿越强，并且越快地通过在线市场表现出来。但是ＣＰＩ与

这两个变量均不相关，说 明 在 线ｉＣＰＩ反 应 较 为 灵 敏，低 成 本 的 网 络 调 价 能 捕 捉 一 些 传 统

ＣＰＩ无法及时反映的信息。

此外，根据更高频的周度相关系数，ｉＣＰＩ＿ｗｅｅｋｌｙ与Ｓｈｉｂｏｒ＿ｗｅｅｋｌｙ在１％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正相关，这 表 明 在 通 胀 压 力 上 升 时，货 币 当 局 可 能 减 少 货 币 供 应，利 率 可 能 上

升；与ＹＴＭｄｉｆｆ＿ｗｅｅｋｌｙ在５％显著性 水 平 下 显 著 负 相 关，表 明 当 收 益 率 曲 线 斜 率 变 得

更陡峭时 （息差加大），市场参 与 者 预 期 未 来 存 在 较 大 的 通 胀 压 力，而 当 期 的 通 胀 压 力 则

相对较小；与ＣＦＥＴＳ＿ｗｅｅｋｌｙ在５％显 著 性 水 平 下 显 著 负 相 关，表 明 人 民 币 对 外 升 值

（指数上升），国内通胀程度会有所缓解。这些结果表明高频通胀指标与高频宏观指标有紧

密的联系，它能较好地捕捉一些低频通胀指标所无法反映的信息，为通胀研究增加了高频

维度。

·２９·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９期





表４ 变量间的同期相关性

ＣＰＩ　 Ｍ２ Ｓｈｉｂｏｒ＿ｍｏｎｔｈｌｙ　ＹＴＭｄｉｆｆ＿ｍｏｎｔｈｌｙ

ｉＣＰ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０．６６４６＊＊＊ －０．３４１９＊＊ ０．０８７４ －０．０６１２

５．０３０９ －２．０５８４　 ０．４９６６ －０．３４７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７８　 ０．６２２９　 ０．７３０８

ＣＰＩ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０６ －０．０２５６ －０．０４６４

— ０．１１６６ －０．１４５１ －０．２６２５

— ０．９０７９　 ０．８８５５　 ０．７９４６

ＣＦＥＴＳ＿ｍｏｎｔｈｌｙ　 ＰＰＩ　 ＰＭＩ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ＣＰＩ＿ｍｏｎｔｈｌｙ

－０．１００７ －０．１５１１ －０．３２４５＊ ０．２９２４＊

－０．５７２５ －０．８６４８ －１．９４０４　 １．７２９８

０．５７１０　 ０．３９３６　 ０．０６１２　 ０．０９３３

ＣＰＩ

０．１２７５　 ０．１０８１ －０．５１４７＊＊＊ ０．１６４１

０．７２７４　 ０．６１５３ －３．３９５６　 ０．９４１３

０．４７２３　 ０．５４２７　 ０．００１８　 ０．３５３６

Ｓｈｉｂｏｒ＿ｗｅｅｋｌｙ　ＹＴＭｄｉｆｆ＿ｗｅｅｋｌｙ　ＣＦＥＴＳ＿ｗｅｅｋｌｙ

ｉＣＰＩ＿ｗｅｅｋｌｙ

０．２３３７＊＊＊ －０．１８５４＊＊ －０．２０４９＊＊

２．９６２９ －２．３２６５ －２．５８０３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１０８

　　注：＊＊＊、＊＊、＊ 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下显著；表中三个数值由上到下分别表示相关 系 数、Ｔ统

计量和Ｐ值。

第三，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货膨胀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间往往会相互影响，且存在滞后

作用，我们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５所 示。从 月 度 变 量 来 看，ｉＣＰＩ和ＣＰＩ
有一些共同之处：在５％显著性水平下，Ｍ２均是ｉＣＰＩ和ＣＰＩ的格兰杰原因，其中ｉＣＰＩ的

Ｆ统计量 （６．１１１０）略高于ＣＰＩ （５．０５７８），表明货币供应量变化会逐渐影响线上线下的通

胀水平；在１０％显著性水平下，ＹＴＭｄｉｆｆ＿ｍｏｎｔｈｌｙ均是ｉＣＰＩ和ＣＰＩ的格兰杰原因，其

中ＣＰＩ的Ｆ统计量 （９．３８６２）明显高于ｉＣＰＩ （２．４０３５），表明基于利率期限结构的通胀预

期对于线上线下的通胀均有预测作用。
同样地，ｉＣＰＩ和ＣＰＩ也有不同之处：在１０％显著性水平下，ｉＣＰＩ也是Ｍ２的格兰杰原

因，即ｉＣＰＩ和Ｍ２互为格兰杰因果，说明通胀水平也会影响到货币供应量增速，货币当局

观察到通胀率较高时，可能会减少后续货币供应；在１％显著 性 水 平 下，Ｓｈｉｂｏｒ＿ｍｏｎｔｈｌｙ
是ｉＣＰＩ的格兰杰原因，表明利率变化会影响资金成本，进而抑制过热的经济或者刺激低迷

的经济，并逐渐传导到物价上；在５％显著性水平下，ｉＣＰＩ是ＣＦＥＴＳ＿ｍｏｎｔｈｌｙ的格兰杰

原因，这表明国内的通胀水平 （人民币对内价值）也会逐渐影响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对外价

值）。这说明相比于传统ＣＰＩ，在线ｉＣＰＩ与利率、汇率等宏观变量的传导关系更为顺畅，能

较好地反映宏观经济变化。
此外，从周度变量来 看，在１％显 著 性 水 平 下，ＣＦＥＴＳ＿ｗｅｅｋｌｙ是ｉＣＰＩ的 格 兰 杰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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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表明人民币升贬值的影响在后期会逐渐传导到物价上，人民币外部价值变化对内部价值

影响较为迅速；在１０％显著性水平下，ｉＣＰＩ是Ｓｈｉｂｏｒ＿ｗｅｅｋｌｙ的格兰杰原因，这符合前面

的结论，货币当局观察到通胀压力上升时，会减少货币供应，进而影响资金价格。这说明高

频通胀指标ｉＣＰＩ能较好地反映高频宏观变量的影响，甚至是一些宏观变量的先行指标，它

能够揭示一些低频通胀指标所无法反映的关系。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发现高频ｉＣＰＩ不但能反映传统ＣＰＩ与现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关

系，还能捕捉一些传统ＣＰＩ无法反映的信息，这既包括月度ｉＣＰＩ能及时地反映同期消费者

信心变化、与月度利率／汇率间有较顺畅的传导关系，又包括周度ｉＣＰＩ能灵敏地反映高频宏

观经济指标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为通胀研究增加了新的维度。

表５ 变量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原假设 Ｆ统计量 Ｐ值 原假设 Ｆ统计量 Ｐ值

ｉＣＰＩ组 ＣＰＩ组

Ｍ２不是ｉＣＰＩ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６．１１１０＊＊＊ ０．００６５　 Ｍ２不是ＣＰＩ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５．０５７８＊＊ ０．０１３６

ｉＣＰＩ不是Ｍ２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２．９２８５＊ ０．０７０６　 ＣＰＩ不是Ｍ２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４８６７　 ０．６２００

Ｓｈｉｂｏｒ＿ｍｏｎｔｈｌｙ不 是ｉＣＰＩ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５．２８１１＊＊＊ ０．００３７

Ｓｈｉｂｏｒ＿ｍｏｎｔｈｌｙ不 是ＣＰＩ 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９４４５　 ０．４０１４

ｉＣＰＩ不 是Ｓｈｉｂｏｒ＿ｍｏｎｔｈｌｙ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５３３７　 ０．７４８１

ＣＰＩ不 是Ｓｈｉｂｏｒ＿ｍｏｎｔｈｌｙ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１．９８９２　 ０．１５６４

ＹＴＭｄｉｆｆ＿ｍｏｎｔｈｌｙ不是ｉＣＰＩ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２．４０３５＊ ０．０７７６
ＹＴＭｄｉｆｆ＿ｍｏｎｔｈｌｙ不 是ＣＰＩ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９．３８６２＊＊＊ ０．０００８

ｉＣＰＩ不是ＹＴＭｄｉｆｆ＿ｍｏｎｔｈｌｙ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４３１４　 ０．８２０８
ＣＰＩ不 是ＹＴＭｄｉｆｆ ＿ｍｏｎｔｈｌｙ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１．５４０７　 ０．２３２５

ＣＦＥＴＳ ＿ｍｏｎｔｈｌｙ 不 是ｉＣＰＩ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３０５７　 ０．７３９１
ＣＦＥＴＳ＿ｍｏｎｔｈｌｙ不是ＣＰＩ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０４０７　 ０．９６０２

ｉＣＰＩ不 是ＣＦＥＴＳ ＿ｍｏｎｔｈｌｙ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３．９５６１＊＊ ０．０３１１
ＣＰＩ不是ＣＦＥＴＳ＿ｍｏｎｔｈｌｙ的

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５４４９　 ０．５８６１

ＰＰＩ不是ｉＣＰＩ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２６６３　 ０．７６８２　 ＰＰＩ不是ＣＰＩ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１．４８８９　 ０．２４３６

ｉＣＰＩ不是ＰＰＩ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３１６１　 ０．７３１７　 ＣＰＩ不是ＰＰＩ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４３０７　 ０．６５４４

ＰＭＩ不是ｉＣＰＩ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２７６５　 ０．７６０６　 ＰＭＩ不是ＣＰＩ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６５７８　 ０．５２６１

ｉＣＰＩ不是ＰＭＩ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２７７８　 ０．７５９６　 ＣＰＩ不是ＰＭＩ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０６７４　 ０．９３５０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不 是ｉＣ－
ＰＩ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６４４７　 ０．５３２７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不是ＣＰＩ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１．０５８２　 ０．３６１０

ｉＣＰＩ不 是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４６７８　 ０．６３１３
ＣＰＩ不是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２４２５　 ０．７８６４

Ｓｈｉｂｏｒ＿ｗｅｅｋｌｙ 不 是ｉＣＰＩ ＿

ｗｅｅｋｌｙ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２３２２　 ０．７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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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原假设 Ｆ统计量 Ｐ值 原假设 Ｆ统计量 Ｐ值

ｉＣＰＩ组 ＣＰＩ组

ｉＣＰＩ＿ｗｅｅｋｌｙ 不 是Ｓｈｉｂｏｒ ＿

ｗｅｅｋｌｙ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２．７９９６＊ ０．０６４１

ＹＴＭｄｉｆｆ＿ｗｅｅｋｌｙ不是ｉＣＰＩ＿

ｗｅｅｋｌｙ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１２９０　 ０．８７９１

ｉＣＰＩ＿ｗｅｅｋｌｙ不是ＹＴＭｄｉｆｆ＿

ｗｅｅｋｌｙ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０．３８６４　 ０．６８０２

ＣＦＥＴＳ＿ｗｅｅｋｌｙ不 是ｉＣＰＩ＿

ｗｅｅｋｌｙ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５．９８８４＊＊＊ ０．００３２

ｉＣＰＩ＿ｗｅｅｋｌｙ不 是ＣＦＥＴＳ ＿

ｗｅｅｋｌｙ的Ｇｒａｎｇｅｒ原因
２．００７５　 ０．１３８０

　　注：＊＊＊、＊＊、＊ 分别表示１％、５％、１０％显著性水平。

（３）通货膨胀 （ＣＰＩ）预测。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探索利用实时高频的在线ｉＣＰＩ
优化传统的通胀预测模型。考虑到ｉＣＰＩ于每月１日发布上一个月的月指数，早于统计局发

布ＣＰＩ的时间 （每月９日左右），且ｉＣＰＩ和传统ＣＰＩ有显著的相关性，因此可用于帮助预测

同期传统ＣＰＩ。这部分将对比加入和没有加入ｉＣＰＩ的通胀预测模型的效果①。
根据前面的格兰杰因果检验，Ｍ２的滞后项可帮助预测通货膨胀 （ＣＰＩ），本文将 Ｍ２增

长率作为解释变量，构造传统的通胀预测模型：

ＣＰＩｔ＝α＋∑
ｐ

ｉ＝１
βｉＣＰＩｔ－ｉ＋∑

ｍ

ｋ＝１
φｋＭ２ｔ－ｋ＋εｔ （１）

把在线ｉＣＰＩ作为解释变量，作为新的通胀预测模型，设定如式 （２）所示。特别地，考

虑到ｉＣＰＩ早于传统ＣＰＩ公布，式 （２）加入了第ｔ期的ｉＣＰＩｔ （即ｈ＝０），表示为：

ＣＰＩｔ＝α＋∑
ｐ

ｉ＝１
βｉＣＰＩｔ－ｉ＋∑

ｎ

ｈ＝０
γｈｉＣＰＩｔ－ｈ＋εｔ （２）

进一步综合传统变量和新的变量，在式 （１）中同时加入在线ｉＣＰＩｔ，表示为：

ＣＰＩｔ＝α＋∑
ｐ

ｉ＝１
βｉＣＰＩｔ－ｉ＋∑

ｍ

ｋ＝１
φｋＭ２ｔ－ｋ＋∑

ｎ

ｈ＝０
γｈｉＣＰＩｔ－ｈ＋εｔ （３）

本文结合ＡＩＣ、ＳＣ等准则得出相应模型的最优结果，结果如表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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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主要利用同频的月度ｉＣＰＩ预测统计局通货膨胀，未来可以进一步拓展到用混频ｉＣＰＩ（ｉＣＰＩ日指数、周指数

和月指数）预测统计局通货膨胀率。目前宏观经济的混频研究主要是把股票指数、同业拆借利率、大 宗 商 品 价 格 等 金 融

市场高频数据加入模型中，高频ｉＣＰＩ为宏观经济的混频预测提供了新的指标，将有利于提高宏观经济预测的准确性和及

时性。



表６ 通货膨胀率估计模型

模　型 模型估计结果 拟合优度

（１）ｐ＝１，ｍ＝２
ＣＰＩｔ＝０．１０＋０．１７ＣＰＩｔ－１＋０．２２　Ｍ２ｔ－１－０．１５　Ｍ２ｔ－２＋εｔ

（０．６１）（０．９０） （２．０１） （－１．４１）
Ｒ２＝０．２８，调整Ｒ２＝０．２０
ＡＩＣ＝１．１７，ＳＣ＝１．３６

（２）ｐ＝ｎ＝０
ＣＰＩｔ＝０．１０＋０．６１ｉＣＰＩｔ＋εｔ

（１．４０）（５．０３）
Ｒ２＝０．４４，调整Ｒ２＝０．４２
ＡＩＣ＝１．０３，ＳＣ＝１．１２

（３）ｐ＝ｎ＝０，ｍ＝２
ＣＰＩｔ＝０．２８－０．２６　Ｍ２ｔ－２＋０．５５ｉＣＰＩｔ＋εｔ

（２．９６）（－２．７２） （３．６５）
Ｒ２＝０．４０，调整Ｒ２＝０．３６
ＡＩＣ＝０．９０，ＳＣ＝１．０４

　　注：模型拟合结果系数下面括号中的数值是对应系数的ｔ值。

可以看出，式 （２）的调整Ｒ２ 明显高于式 （１），且ＡＩＣ、ＳＣ值均小于式 （１），说明采

用ｉＣＰＩ预测通货膨胀率的式 （２）优于采用货币增速预测通胀的式 （１）。同时加入两种变量

的式 （３）的表现明显优于只加入货币的式 （１），ＡＩＣ、ＳＣ均低于式 （２），但是调整Ｒ２ 低

于式 （１），这可能是由于ｉＣＰＩ和 Ｍ２货币增速存在一定的多重共线性 （前面相关系数显示

这二者显著负相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式 （３）的表现。式 （１）～式 （３）综合表明，
无滞后发布的总体ｉＣＰＩ在实时预测总体通货膨胀 （通货紧缩）方面表现突出，这为宏观经

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

２．ｉＣＰＩ与物价实时监测

（１）ｉＣＰＩ周环比指数———实时反映假期物价指数波动。周指数的时间周期介于日指数和

月指数之间，不会像日指数因频率过高而变化太小，太小的价格波动难以捕捉和分析，同时因

计算精度限制和扰动而容易造成误差；也不会像月指数频率太低，时滞严重，一些商品的价格

有可能在一个月内就产生了大波动，而从月指数中不能有效反映出，周指数更适合捕捉 “假日经

济”带来的价格变动，总类ｉＣＰＩ周环比指数如图２所示。①

图２　总类ｉＣＰＩ环比周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ｉＣＰＩ官网ｗｗｗ．ｂｄｅｃｏｎ．ｃｏ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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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ｉＣＰＩ官网ｗｗｗ．ｂｄｅｃｏｎ．ｃｏｍ上的 “指数查询”栏目，可以查询总类、８个大类、４６个中类、２６２个子类的日、

周、月指数，并下载相关指数及其变化趋势图。



众所周知，春节前后通常是一年中物价波动幅度较大的时期，２０１６年２月８日、２０１７
年１月２８日、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６日分别为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的正月初一。可以看出，
这几年ｉＣＰＩ周指数均呈现节前和节中涨幅较大、节后下跌明显的特点。例如，２０１７年１月

２３日～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９日、２０１７年１月３０日～２０１７年２月５日、２０１７年２月６日～２０１７
年２月１２日、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３日～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９日ｉＣＰＩ周指数分别环比上涨０．７９％、上

涨０．８５％、下降０．３９％、下降０．８９％。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结合各大类、中类和子

类的周指数，分析具体哪些类别波动较大，ｉＣＰＩ周指数为洞察春节前后的物价变化提供了

新工具。
（２）ｉＣＰＩ日环比指数———精准捕捉典型事件影响。日指数具有频率高、实时更新的优

点，总类ｉＣＰＩ日环比指数如图３所示。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日期里ｉＣＰＩ小幅度波动，也有

个别日期的日波动较大，大幅波动往往反映了 一 些 特 殊 事 件，如 “双 十 一 狂 欢 节” “京 东

６１８购物节”。此外，一些极端天气，如严重的雾霾天气、强降雨天气，可能导致特定类别

波动剧烈。ｉＣＰＩ提供了更详细的大类、中类和子类日指数，通过借助日指数的 “显微镜”，
观察到的特定波动状况，能反映传统ＣＰＩ所无法反映的一些特点，为物价分析提供更多维

度，我们后文将具体分析。

图３　总类ｉＣＰＩ环比日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ｉＣＰＩ官网ｗｗｗ．ｂｄｅｃｏｎ．ｃｏｍ。

本文进一步主要以高频ｉＣＰＩ日指数为例，对比分析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 “双十

一”购物节期间物价变化特点，如图４和图５，具体异同点如下：
第一，总类变化之趋势。从图４可 以 看 出，ｉＣＰＩ总 指 数 在 三 年 的 “双 十 一”前 后 变 化

趋势很相似，但变化幅度有一定 差 异。具 体 来 看，在 “双 十 一”当 天，ｉＣＰＩ总 水 平 呈 下 降

趋势，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分别下降２．８１％、１．４６％、０．７０％，下降幅度依次减小；２０１６年 “双

十一”之前出现小幅上涨，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节前上涨、下跌趋势交错；“双十一”过后，物

价明显回升，总类ｉＣＰＩ在三年的１１月１２日分别上涨１．６２％、１．４４％、１．１４％，但上涨幅

度也逐年减小。此外，通过计算ｉＣＰＩ总类在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的１１月日指数的标准差和两两

相关系数，发现三年 标 准 差 分 别 为０．６４、０．４２、０．３３，说 明 购 物 节 所 在 月 份 指 数 波 动 下

降明显；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 相 关 系 数 均 在１％显 著 性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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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下显著为正，分别 为０．９０、０．７８、０．６４，表 明 总 类 指 数 在 相 邻 两 年 波 动 较 为 相 似，跨

年后相似性有所下降。

图４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 “双十一”期间总类ｉＣＰＩ日指数对比

第二，大类变化之差异。从图５中可以看出，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 “双十一”ｉＣＰＩ八大类价

格指数波动差异十分明显，除了 “居住”和 “教育文化和娱乐”，其他六大类连续三年指数

都下降。其中， “衣着”连续三年在 “双十一”当天的下降幅度 最 大，分 别 下 降１４．４９％、

３．４８％、３．３０％，但是打折幅度也在逐年递减。在全民购物狂欢潮中，女性朋友往往是抢购

的 “主力军”，其中 “衣着”消费额占其总消费额较大比例，是商家每年打折力度较大的类

别。此外，通过计算ｉＣＰＩ八大类在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的１１月１１日指数的标准差和两两相关系

数，发现三年标准差分别 为４．５２、１．１０、１．５０，说 明 八 大 类 差 异 先 下 降 后 上 升；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８３、０．８０、０．７５，表明八大

类在这三年间 “双十一”的波动关系较为相似。

第三，价格变化之时点。２０１６年 “双 十 一”前 后 总 类 和 八 大 类 价 格 指 数 波 动 呈 “Ｖ”

形曲线，主要集中在１１月１１日当天打折，而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 “双十一”总类和八大类价

格指数波动呈 “Ｗ”形曲线，部分商家在１１月１１日之前已经开始打折，“医疗保健” “衣

着”前期波动明显。表明随 着 购 物 节 不 断 发 展，２０１７年 “双 十 一”打 折 比 往 年 来 得 更 早，

而且这种趋势延续到２０１８年，一些电商抢在１１月１１日前开始打折，分散了 “双十一”当

天全网物价下跌压力，所以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的１１月１１日当日物价下降幅度不及２０１６年

１１月１１日，但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的１１月日指数波动均显著下降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的１１月日

指数的标准差分别为０．６４、０．４２、０．３３）。

总之，通过三年 “双十一”购物节对比可以看出，在电商平台兴起的购物促销在一定

程度上也传导到其他部门，“互联网＋”渗透的范围越 来 越 广。虽 然 各 大 类 影 响 程 度 有 所

不同，但也反映了不同类别线上线下融合程度的差异，特别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差异也

在发生变化。从最开始由某一电 商 平 台 发 起 的 电 商 节，逐 渐 发 展 到 多 家 电 商 平 台 的 大 战、

再到全民参与狂欢，这反映出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意识、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正在发生重大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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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 “双十一”当天ｉＣＰＩ八大类日指数对比

３．指数不足之处

上述研究表明基于在线大数据的ｉＣＰＩ确实存在一些独特的优势。但是该指数也有不足

之处，这是ｉＣＰＩ未来有待完善的方向。一方面，ｉＣＰＩ高频日指数易受多种因素干扰，噪声

成分相对较高。高频ｉＣＰＩ日指数和周指数的优点是能实时监测物价变化、捕捉一些特殊事件

的影响，但是也容易受到异常扰动的影响。虽然线上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在社会零售额中的

占比在逐渐增大，但是仍有较大部分的线下市场不能覆盖，这也是ｉＣＰＩ目前不能替代ＣＰＩ的

重要原因。未来我们会进一步扩大商品来源和数量，加强数据质量监测，提高样本代表性；综

合运用多种算法提高对有效信息和噪声的判断准确性，并增强日指数的稳定性和抗扰动性。

另一方面，ｉＣＰＩ尚无地域概念，无法观测地区的价格变化情况。传统ＣＰＩ是通过在全

国抽选５００个市县、确定价格采集点①，包括城市和农村，但是ｉＣＰＩ中的重要价格来源之一

电商平台，是全网统一价格。监测各地区的价格走势有利于为地域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分析

总体价格波动来源，未来ｉＣＰＩ会进一步拓展到地区，例如按照商家所在地划分地区，采用

新的方法构造地区ｉＣＰＩ。

四、结　　论

近年来，国内外社会经济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经济金融的短期波动变得更加频繁，如

何对经济、金融进行实时高频的监测与预测是一个挑战性问题。本文探索了如何将物价指数

实时化、高频化，编制了中国首套基于在线大数据的实时高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ｉＣＰＩ，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主要结论具体如下：

第一，本文通过运用大数据的理念和方法，设计出一整套基于互联网在线数据的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ｉＣＰＩ），将物价指数实时化、高频化，并实现总类、８个大类、４６个中类与２６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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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新闻办公室、资料中心：《您身边的统计指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ＥＢ／ＯＬ］，２０１４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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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类的日指数、周指数和月指数的无滞后更新。本文充分证明了利用在线大数据构建实时高频

通货膨胀指标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弥补了国内物价指数实时化和高频化方面的研究空白。
第二，高频物价指标ｉＣＰＩ的有效性得到了多方面的验证，为通胀研究增加了新的维度。

一方面，高频ｉＣＰＩ不但能反映传统ＣＰＩ与现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还能捕捉一些传

统ＣＰＩ无法反映的信息，这既包括月度ｉＣＰＩ能及时地反映同期消费者信心变化、与月度利

率／汇率间有较顺畅的传导关系，又包括周度ｉＣＰＩ能灵敏地反映高频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
另一方面，高频ｉＣＰＩ可用于实时监测物价变化，ｉＣＰＩ日指数在精准捕捉典型事件 （如 “双

十一”）影响、ｉＣＰＩ周指数在捕捉 “节假日效应”（如春节效应）等方面均表现突出。
第三，基于在线大数据编制的物价指数ｉＣＰＩ也显示出了独特的优越性。一方面，基础

数据全部来自于互联网，编制过程经过初次配置后，之后的大部分工作都交由计算机程序自

动实现，降低了人力、物力、财力成本，减少人为干预因素；另一方面，基于在线大数据的

方法大幅度提高了数据采集和处理的效率、指数发布的频率，８个大类、４６个中类与２６２个

子类的日／周／月指数均可在线实时查询，因此高频ｉＣＰＩ有助于更及时地进行分析决策。另

外，ｉＣＰＩ的数据来自互联网全网，在 数 据 选 择 时 有 意 扩 大 数 据 来 源，平 台 总 数 量 超 过１００
个，避免过于依赖某些平台而造成系统性误差，以保证价格指数的独立性和代表性。这些结

果足以证明高频ｉＣＰＩ对价格的代表性以及应用该指数对宏观、微观经济问题研究的有效性。
第四，实时高频在线价格指数ｉＣＰＩ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高频的ｉＣＰＩ包含更快捷更细致的

价格信息，网络调价成本低、相对较为容易，能快速地反映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对于及时地分

析宏观经济问题、微观经营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ｉＣＰＩ可用于实时监测宏观经济形势和

物价变化，特别是网络购物节、春节等价格的短期剧烈波动都可以显现出来，通过横向和纵向对

比能反映出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的变化；ｉＣＰＩ日指数在金融市场预测方面有很大的潜力。
总之，在当今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构建实时高频物价指标的任 务 变 得 愈 加 迫

切，本文设计的基于互联网在线数据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ｉＣＰＩ）做 出 了 较 大 的 创 新 和 贡

献，在实时高频物价指标研究方面迈出了第一步，是从０到１的突破。本文为利用在线大数

据构建实时高频宏观经济指标提供了一个范式，对其他问题的研究有重要推广价值。今后我

们将进一步扩大商品数量、研究核心通货膨胀、拓展不同区域ｉＣＰＩ、深入挖掘不同类别的

在线价格波动规律；加强数据质量监测，提高样本代表性、增强日指数的稳定性和 抗 扰 动

性；运用ｉＣＰＩ对经济、金融进行实时高频的监测与预测，深入研究高频ｉＣＰＩ对股票、大宗

商品等金融产品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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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一种基于在线大数据的高频ＣＰＩ指数的设计及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