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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例 二 ︰ 消費物價指數與加權平均數 

 

學習階段：  3 

 
學習範疇：    數與代數範疇，數據處理範疇  

 

學習單位：  (1)  百分法  

(2) 集中趨勢的量度  

 

目標：  (1) 了解統計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認識日常生活中統計的應用  

 (2) 運用官方數據，透過消費物價指數作為例子解涉及加權平均數的

應用題  

 

先備知識：  (1) 理解百分變化的概念、解現實生活中相關的應用題  

 (2) 認識加權平均數的概念  

 

活動一  (開支預算)：  

(i) 教師可着學生就日常生活情況整理個人開支紀錄，並記錄把各項目的開支紀錄填

寫於試算表內，如下表所示︰  

項目  開支紀錄  (上星期)  

交通  $80 

午餐  $300 

零食  $120 

運動用品  $110 

娛樂  $450 

課外活動  $300 

 (註:  個別學生的消費模式大不同，所花費的項目亦不一樣，上表只作參考，開

支項目可作變更) 

(ii)  教師可透過上表作為例子，與學生討論若學生 A 上星期的零用錢為  $1500，而

他希望每星期最少可儲蓄$100，他能否在上星期達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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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學生 A 上星期的消費總開支 :   

 因此，他上星期可儲蓄  

       學生 A 可在上星期達成目標。  

(iii)  教師假設學生 A 本星期的每項開支與上星期比較均有變動，情況如下表所示    

項目  開支紀錄  (本星期)  

交通  $ 100 

午餐  $ 350 

零食  $ 100 

運動用品  $ 100 

娛樂  $ 500 

課外活動  $ 400 

        

學生 A 計算每項開支按星期變動的百分率，如下表所示︰  

項目  開支按星期變動的百分率  

交通    

午餐    

零食    

運動用品    

娛樂  
  

課外活動    

 



 

p . 3  

教師與學生討論下列兩種計算學生 A 本星期的總開支按星期變動的百分率的方法︰  

方法一︰   

方法二︰  學生 A 上星期的消費總開支:1360 

   學生 A 本星期的消費總開支:  1550 

   學生 A 本星期的總支出按星期的百分變化:  =14.0%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哪一個計算方法做得對，並請學生解釋。  

 

      (建議答案:  方法二，因為每一個項目的支出佔總開支的比重不同，因此直接取每一個

項目的百分變化的平均數並不合理)  

 

(iv)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如何對每一個百分變化找出合適的權數，並採用加權平均值

計算出學生 A 本星期的總開支按星期的百分變化。  

 

項目 
開支 

(上星期) 
開支 (上星期)權數 

開支  

(本星期) 

開支按星期變

動的百分率 

項目佔總開支按星

期變動的百分率 

交通 80  100 25.0% 1.47% 

午餐 300  350 16.7% 3.68% 

零食 120  100 -16.7% -1.47% 

運動用品 110  100 -9.1% -0.74% 

娛樂 450  500 11.1% 3.68% 

課外活動 300  400 33.3% 7.35% 

總計 1360 1  155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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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  (有關物價變動的統計): 

(i) 教師搜集一些有關通貨膨脹的新聞稿，並詢問學生是否知道甚麼是通貨膨脹、甚

麼是通貨緊縮?  (建議答案︰通貨膨脹是指一般物價水平持續上升的現象，通貨

緊縮是指一般物價水平持續下降的現象。)  

 

教師可藉此機會向學生介紹由政府統計處所編製的《消費物價指數簡介》，它是廣泛

被用作反映消費者所面對的通貨膨脹指標。指數的基期數值定為100，其後的數值可

能大於或小於100，視乎當時的價格水平而定。該小冊子可於以下網址下載:  

https:/ /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8XX0021/att /B8XX0021.pdf 

 

 

工作紙二第2題的計算示例概說如下: 

比較學生A在項目群（交通、零食、娛樂）本星期與上星期(基期)之開支比例，計算各項

目本星期的指數。學生A於本星期的交通開支為100元，上星期(基期)的開支為80元，

則本星期與基期的開支比例 。交通項目於本星期的指數為 。

零食項目與娛樂項目的計算相若。我們得到下表 

 

項目  開支權數  指數  

交通  0.0588 125 

零食  0.0882 83.33 

娛樂  0.3309 111.11 

 

項目群 (交通、零食、娛樂)的加權開支指數  

 
 

有關消費物價指數的重點如下: 

 反映「一籃子」指定消費商品和服務的總值在某段指定時間內的價格變動 ;  

 不同的項目會佔指數不同的比重，即每一個項目有不同的權數（或加權）;  

 當消費物價指數上升的時候，表示市民需要付出較多金錢購買其物品和服務 ;  

 學生須明白不同開支範圍的住戶開支模式有別。例如，屬較低開支範圍的住戶在

食品、電力、燃氣和水方面的開支相對較大，而屬較高開支範圍的住戶則在衣履、

耐用物品和雜項服務方面的開支較大。因此，政府統計處按不同開支範圍的住戶

編製不同的消費物價指數數列以供分析。  

 

若同學想對消費物價指數作更深入的了解，可參閱由政府統計處所編製的《消費物價

指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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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學生可嘗試運用以下的示例理解政府統計處如何編製消費物價指數。假設消費

物價指數內只包括三項商品，分別是衣履、交通和食品，而它們各自的權數

（即加權）及指數如下表所示︰  

 

商品  權數  基期指數  2021 年的指數  2022 年的指數  

衣履  30% 100 110 120 

交通  20% 100 105 115 

食品  50% 100 130 180 

2021 年的消費物價指數  =     

2022 年的消費物價指數=     

消費物價指數在 2022 年的按年變動率  (R)=   

即  
     

  
  

  
  

 (=25.2%) 

 
若以百分點計，在 25.2%的消費物價指數升幅中，有 2.52%來自衣履、1.68%來

自交通及 21%來自食品的指數升幅。  

 

( i i i )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請於下表填寫香港於 2 0 1 2 至 2021 年期間的綜合

消費物價指數按年變動百分率。  
 

參考答案 :  

年份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變動的百分率  

(沒有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 )  

2012  +4 .1  

2013  +4 .3  

2014  +4 .4  

2015  +3 .0  

2016  +2 .4  

2017  +1 .5  

2018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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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變動的百分率  

(沒有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 )  

2019  +2 .9  

2020  +0 .3  

2021  +1 .6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2021 )  

 

( i v )  根據上題答案，把 2012-2021 年度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變動百分率製作成

統計圖，並描述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在這 10 年間的變化。  

 

 

參考答案:  

 

 
就按年變動而言，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率的升幅  於 2012 至 2014 年間維持約

4 . 3 %，2014 年至 2017 年間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率的升幅有所收窄，由約 4 . 4 %

下降到 1 .5%，2017 年至 2019 年間其變動率又由 1 . 5 %上升至 3 . 0 %。由於受到

2019 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影響，住戶在某些商品或服務上的開支與正常情況的

開支應有顯著偏差，因而導致 2 0 1 9 年至 2 0 2 0 年間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率大幅

收窄，2021 年才逐步提升。  

 

  

0.0%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每
年

變
動

率
部

門
(%

)

年份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變動百分率

（沒有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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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問題: 

  為何個人感覺的物價升幅與官方公佈的消費物價指數不同？  

 

(建 議 答 案 :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是 反 映 消 費 者 普 遍 購 買 的 商 品 及 服 務 的 價 格 變 動 ，

因每個人的消費習慣及喜好不盡相同，因此，若將自身購買商品及服務而感受

的物價變化與整體物價變動比較，便會形成個人感受的物價升幅與消費物價指

數的升幅不同。若某住戶用於價格正在急劇上升的商品和服務的開支較多，該住戶所

感受到的通脹影響亦會較大。) 
 
 
 
參考資料: 

1.  政府統計處網頁   香港統計數字一覽（2023 年版）

h t tp : / /www.cens t a td .gov.hk /hks t a t / hk i f / i ndex_ t c . j sp   

 
2 .  二零二三年八月份的《消費物價指數月刋》

h t tp : / /www.cens t a td .gov.hk / t c /E IndexbySub jec t . h tml?pcode=B1060001&

scode=270  

 
3 .  消費物價指數簡介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8XX0021/att/B8XX

002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