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0

1,23-&#"#"4"!'()*+),#*#

!

"

!"

#$% &'( )*+

!"#$%&'()*+,

-./012345'6789

:;<=>?@AB%1CD+

E=9:F?GHD1)=IJ

KLMNOP%QRS23T

UVWXYZ[\)5]^14

_`-ab91CD+E%c

def

ghijklkmnno

pqrmWstu=vwxwy

%z{|}\~=]�%���

��z,��������o

%��V������Y���

�%����=�����Y@

��� ¡¢�^£�1CD

+E%¤¥¦§V¨©&ª«�

¬®'��?®¯°�Y$±

²³�1CD´`%®µ¦§V

¶·8¸¹'!""# 'gh

i��º»¼½�¾=¿ÀÁz

Â�ÃÄ= �1CDÅÆÇÈ

ÉÊË2ÌÍÎz{Â���

��ÏV ÐÑÒ�=ÓÄÔi

1CDÅÆÍÎz{ÕÖ�Ã

×Ø $%ÙÚ $&Û�=�ÜÝ1

4�Þß«àáâ*sãä�

åæ%Ôç012Ì45èé

ê%��ëz{��ìb9íî

�Þ= ï,-ðÑÂñéê=ò

ä@�%��ëz{��V��

�Þ&ÜÝ012Ì)5�Þ=

«àáâ*sóôõöÙôõ÷Û

��ø�%b9�Aíî%�

Þì ù±=]ú��û�üÕÖ

ýþ $'=ÿýÇ§Øì

,-./ 012

!"#$!%&'()*+!

权威数据表明!主副食品涨价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体!专家建议政府增加特殊补贴

宋某，女，二级残疾，南
京大光路街道低保户。一家

三口，丈夫下岗，女儿上高
中三年级。
“这次粮油肉蛋一涨

价，对我们的影响大得不得
了。” 宋某对记者连连感
叹，“几乎买什么都涨价。”

宋家买肉吃的时候并

不多，不过眼下女儿正是长
身体的时候，又面临高考，
必须经常买点肉给她补充
营养。宋某每次买肉都是2
块钱。涨价前，她在买肉时
还没觉得特别为难，现在价
格涨了好几轮，买到手的肉
渐渐少得可怜。“7块钱一

斤的时候，2块钱差不多能
买到3两左右；现在涨到了
9块 8，每次只能买到 2
两，炒一个菜都不够！”

宋家每个月的正常收
入来自低保，加上宋某是二

级残疾，可以多加 20％，每
月一共是390元左右。丈夫
身体不太好，但是为了贴补
家用，下岗后也在外面找机
会打打杂，有活做的时候能
拿个500来块钱。
“我们每个月都用得

光光的。” 即便再精打细
算，宋家的日子还是过得紧

巴巴。一切能省的开销全都
省掉了，可是一日三餐省不
掉，一家三口每月至少需要
五六百元；水、电、煤气也省

不掉，每月起码得两百元。
另外，女儿的教育还需要很

多费用、夫妻俩还得交养老
金…… “这些我们根本就
无力承担。”宋某说，“幸好
婆婆还有一点退休金，不时
地贴补给我们，否则日子没
办法维持。”

近两个月来，粮油肉蛋

等主副食品不断涨价，宋家
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特别
是食用油，半个月内超市的
大豆油从34块多钱一桶涨
到了42块多一桶，涨幅超
过了 20％，让宋某发起了
愁。“家里现在吃的油还是

上次过节的时候婆婆资助
我们的，已经差不多见底
了。现在油涨得这么贵，吃
完了还不知道怎么办。”

为了省点钱，每天去菜
场买菜时，宋某选择的时间
正好跟人家相反———别人

都是赶早去，能买到新鲜的
好菜；她是尽量晚去，赶在
菜场快关门的时候去买菜，

这时候的菜最便宜……
“涨价对我们的影响

太大了。”宋某说，今年10
月份，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

金提高过一次，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从人均每月 260元
提高到每月280元，她家每

月能多拿70块钱左右。不
过物价这么一涨，这70块
钱还不够贴的。

目前，南京像宋某这
样的低保户共有 3.8万多

户。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
价格上涨给生活带来的影
响，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
无奈的措施减少开支。

对中高收入的家庭而
言，尽管心理上也不希望
涨价，但在实际支付能力

上没有问题。记者在新街
口沃尔玛超市随机采访时
发现，中高收入人群几乎
很难想像这次主副食品涨

价给一般收入家庭、低收
入家庭带来的影响程度。
有人甚至带着疑惑反问：
“难道涨个两三块钱就不
吃肉了吗？”

调查统计表明，越是
低收入家庭，主副食品在
家庭开销中的比例占得越
大。低收入家庭通常把有
限的收入都用于必须保证

的一日三餐上，对食品的
依赖性较大；而中高收入

家庭对食品的依赖性并不
大，除了经常外出就餐外，
还有其他一些享受性消
费、娱乐性消费。

南京市物价局价格监
测中心今年的一项专项抽
查数据显示，2005年 4月

至2006年4月一年间，南
京全市平均消费支出为
10859.96元，低保家庭消
费支出为 3883.08元，低

保家庭消费支出为全市平
均水平的35.8％。其中，在
食品消费方面，全市平均
消费水平为 3930.68元，
在 消 费 中 的 比 重 为
36.2％，低保家庭消费支
出为 1734.79元，在消费
中的比重则高达44.7％。

专家表示，正因为食

品消费是低保家庭日常消
费的主要部分，所以一旦
主副食品涨价，他们受到
的影响也就越大。

今年下半年以来，虽
然统计显示的物价指数并

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上升，
但群众对物价的上涨感觉
越来越明显。

专家认为，在同等的

物价指数面前，不同收入
人群的感受也是不一样
的，低收入者的压力明显

大于高收入者，如果高收
入者对物价指数的感受是

1，则低收入者的感受通常
是1.4。

2006年一季度，南京

低保家庭恩格尔系数（食
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
重 ） 由 43.43%上 升 到
48.53%，而全市平均水平

为36.99%。恩格尔系数是
衡量一个家庭富裕程度的

重要标识，即食品支出占
消费支出的比值越小说明
其生活越富裕，比值越大
则说明生活水平越低。很
显然，低保家庭恩格尔系
数的上升，说明他们的生
活水平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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