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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消费者价格指数手册:理论与实践》内容包括：消费者价格指数方法简介；消费者价格指数的用途；
概念与范围；支出权数及其来源；抽样法；价格采集；质量变化调整等。
《消费者价格指数手册:理论与实践》载有关于编制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详细、全面的信息和说
明，概述了统计部门在决定如何处理与编制消费者价格指数相关的各项问题时应考虑的概念问题和理
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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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采集价格数据 1.200 第九章指出，消费者价格指数涉及两级的计算。
在低层级，采集和处理价格样本，从中获得低层级价格指数。
这些低层级的指数为初级指数。
第二十章论述了初级指数的特性和行为。
在高级，以支出作为权数，对初级指数进行平均，即获得优指数。
在高级，第十五章至第十八章阐述的所有指数理论均适用。
 1.201 计算低层级指数是针对基本分类。
视国家可用的资源以及所用的程序情况，可按上文阐述的支出分类法，基本分类可为小类或细类。
如果计算不同地区的消费者价格指数，须将细类或微类再细分为不同地区分层。
另外，为了提高价格采集抽样程序的效率，如果可行的话，通常应在分层定义中纳入其他标准，如商
户类型等。
如果为采集数据而将小类或细类分层，各分层成为基本分类。
由于需要有每项基本分类的权数才能计算高层级指数，必须估算出每项基本分类中的支出。
但在基本分类中通常并无支出或物量数据，因此必须仅根据价格数据来估算初级指数。
随着电子销售点扫描数据的普及，这一做法可能会变化。
 1.202 第五章阐述了价格抽样战略。
第六章介绍了实际采集价格的方法和操作程序。
原则上，用于编制消费者价格指数的相关价格应为住户实际支付的买价，但总体而言，尽管在住户支
出调查中直接采集住户的支出数据，但每月或每季度直接采集住户的价格既不现实，又无成本效益。
实际上，所采集的价格并非实际交易价格，而是零售点、超市或服务商等商户的产品和服务的标价。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通过能记录价格和支出的电子销售点销售，采集实际交易价格数据可能
会越来越可行。
 随机抽样与主观选样 1.203 由于价格取自商户，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抽样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选取基本分类涵盖的单个样本产品。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选取出售这些产品的商户样本。
一些产品可能实行全国统一价格，所以可能不必亲自去零售商户处采集价格数据，只要在中央定价机
构那里即可采集此类价格信息。
以下各段阐述的是从大量商户处采集价格数据的较为常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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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消费者价格指数手册:理论与实践》既供发达国家使用，又供发展中国家使用。
各章论述了许多专题，其中阐述了现行的各种做法，酌情提出了备选办法，并陈述了每项备选办法的
利弊。
手册内容翔实，应能满足许多用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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