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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英语：Consumer Price Index，缩写：CPI），香
港称为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台湾称为消费者物价指数，在经济学上，
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
以百分比变化为表达形式。它是衡量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之一。一般
定义超过3％为通货膨胀，超过5％就是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2]。CPI
往往是市场经济活动与政府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CPI稳
定、就业充分及GDP增长往往是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目标[3]。如果消费
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国家会有
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从而造成经济前景不明朗。因此，
该指数过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欢迎。可用的手段有加息、紧缩银
根、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增加生产、平抑物价等[4]。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测量的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包括多种（常有几百种）商品和服务零售价格的平均变化
值。这多种商品和服务会被分为几个主要的类别。在计算消费者物价指数时，每一个类别都有一个能显示
其重要性的权数。这些权数是通过向成千上万的家庭和个人调查他们购买的产品和服务而确定的。权数会
经常修正，以使它们与现实情况相符。CPI是一个固定的数量价格指数并且无法反映商品品质的改进或者
下降，对新产品也不加考虑。CPI若扣除容易波动的食物与能源的统计数字，此数据称为“核心物价变动
率”，当核心物价变动率低于3%时，经济增长率应是处于相对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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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示基准年的价格。

另一种计算方式为 
最新成本

基準成本
。“最新成本”指的是某个商品/服务在给定年份的价格（例如：今

天的面包价格），“基准成本”是该商品/服务初始年份的价格（例如：1970年的面包价格）。[5]

许多价格指数都是通过计算加权平均（权重总和为1或100）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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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2,000家商店的85,000件物品和35,000个租赁单位的价格相加并计算平均值。 不同类型商品/服务的权
重为：住房41.4%；食品和饮料17.4%；交通17.0%；医疗保健6.9%；服装6.0%；娱乐4.4%；其他6.9%。
税收（43%）不包括在CPI计算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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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權重  之和并不一定等于1或100。

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是涵盖了房屋支出、食品、交通、医疗、成衣、娱乐、其他等七大类商品的物价来
决定各种支出的权数[7]。

目前台湾的CPI共包括395个项目群，包括食物类（肉类、水产、蔬菜、水果等）、衣着类（成衣
等）、居住类（房租、水电燃气等）、交通类（油料费、交通服务费等）、医疗保健类（医疗费用
等）、教育娱乐类（教养费用等）以及杂项类（理容服务费等）等7个基本分类，以1985年台湾家庭消
费结构为权数，此项权数主要根据家庭收支调查资料计算而得，每五年更换一次，以反映消费支出型
态的变化[8][9]。
2013年8月，中华民国劳动部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决议“年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增率”累计达（含）
3%以上时，再行召开下一次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重新订定基本工资。[10]

国民年金的投保金额，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累计增长率达5%时，就会依该增长率调整投保金额。

中国大陆的CPI的构成包含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娱乐教育文
化、居住八大类产品价格，在八大类产品中CPI权重最高的是食品，其权重为32.7%，因此食品价格上
涨将推动整个CPI上涨[11]。

2007年，中国大陆CPI受食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而一路走高，11月份的CPI同比上涨6.9％，创11年
来新高，也因此使得CPI成为了当年热门话题[12]。
2019年7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按年升2.8%，是近一年半以来高，高于市
场预期。

CPI 总指数为所有家庭购买各种商品及服务价格变动的加权平均情况；由于每个家庭购买的内容及频度不
同，且可能差异悬殊，总指数变动与个人对物价涨跌的感受，常有落差，此种现象，各国皆然。依国外
（日本、欧盟、加拿大及英国等）研究结果显示，一般民众对购买频度较高商品之价格涨跌感受较为深
刻，例如食物类价格短期波动，多数家庭时有感受，至于久久才购买 1 次的 3C 电子产品，其价格变化容
易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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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计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时，每一个类别都有一个能显示其重要性的权数。这些权数是通过向成千上万
的家庭和个人调查他们购买的产品和服务而确定的。权数会经常修正，以使它们与现实情况相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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