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市物價數據的誕生

追擊物價普查工作
 物價普查人員如何在1日內走訪最少12間超巿搜集物價數據？現介
紹其與時間競賽的一天。

 出發前，物價普查人員進行簡報，確認當天的分區、超市名稱、地址
及每名同事獲分發負責收集售價的物品資料無誤。早上9時15分，戴上工
作證後出發至超巿搜集貨品價格數據。

若貨品的售價條碼失效，或者物價普查人員對貨品售價
存有疑問，為確保準確無誤，就要利用超市收銀台的查
價機核實貨品售價，當中不乏包裝米或其他重物。

進入超市後立即按照預先分配的清單，各自利用掃瞄器掃
瞄指定貨品的售價條碼，收集售價數據。

本會致力搜集本澳巿面上商品的價格，務求提供更多更全面的商品資訊予消
費者，而超巿物價普查工作為本會恆常且重點的工作之一。本會的“超巿物價情報
站”手機應用程式及網頁每月均有數次物價數據更新，讓巿民知悉全澳有最多最平
貨品的超巿，以及透過分地區、分商品種類讓巿民更輕易掌握最平商品的價格資
訊。然而，本會如何搜集這些超巿物價數據呢？本會的物價普查人員會實地到超市
收集貨品售價，再經過電腦數據處理，轉換出“超巿物價情報站”的各種格價功能。

 
那麼，本會物價普查人員每月是如何實地收集這些數據呢？全澳目前有超過

100間超市分佈在7個堂區，因應部份堂區的超市數量較多，本會每月共分8次完成
超市物價普查工作。工作人員實地走訪超巿搜集物價，而每一次物價普查，工作人
員須在1日內走訪最少12間超市，每間收集最少370款貨品的售價，即是1日內最少
收集4500個超市物品售價數據。經核實後的數據上載到本會網頁及手機應用程式
等電子平台，然後再製作“超巿物價普查”紙本報告，並向各機構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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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物價普查工作需要6至7名工作人員，每間超市最少需
時20分鐘才可紀錄到三百多款貨品售價，如忽略車程及步行時
間，1日至少有四個小時停留在超巿作物價記錄工作。而工作人
員還須趕及下午5時前回到辦公室整理及核實數據，爭取於同
日發佈幾千個價格數據，提供消費者參考。

擴大數據效益  為消費者格到最抵
 在大數據年代下，本會的物價普查工作必須不斷優化，讓消費者能輕易
掌握最平商品的價格資訊。每次的物價分析工作都有賴本會資訊科技組的工
作人員協助處理，其利用電腦程式分析及發掘由普查人員收集到的原始數據
的特徵，包括可比元素、差異性、實用價值、數據分佈狀況，及變動走勢等，再
經過運算，成為“超市物價情報站”手機應用程式6個功能區的電子數據，讓1
個數據發揮6倍效益。手機應用程式的6個功能區是資訊科技組的工作人員因
應消費者不同的消費習慣預先設計，使消費者能以最簡單、直接的路徑有效
使用“超市物價情報站”當中的幾萬個數據。資訊科技組人員還會留意數據與
消費者之間的互動性，根據此來持續優化及完善該手機應用程式，讓其更貼
近消費者所需，以期達致更“人性化”的操作模式。
 
 “超市物價情報站”透過不同的功能讓消費者掌握最新最平商品的價格
資訊，讓其節省格價的時間及金錢，如“價差超過五成貨品排名”功能，本會將
原始數據經電腦程式計算，篩選出同區零售價格差距超過50%的貨品，並以
最大至最小差距來排列，讓消費一目瞭然。根據本會記錄，價差超過一倍或兩
倍的貨品就有十數款，消費者多利用“超市物價情報站”就能輕易掌握物價資
訊，從而減低購得貴價貨品的機會。

確保物價數據發佈的及時性與準確性
 如何處理物價普查所收集到的數據呢？每次實地普查工作完成後，工作
人員將收集到的4500個價格數據整理成具有各種格價功能的電子數據，而
為了確保數據的準確性，這些數據要經過兩次的審核。首先工作人員會細心
核對紙本上的數據後，將數據上傳至“超巿物價情報站”的數據系統，再由電
腦系統核實數據及審視“超巿物價情報站”各項格價功能呈現的數據是否正
確。物價數據通過審核後，就會於同日正式發佈，而消費者能透過“超巿物價
情報站”手機應用程式的推送功能，第一時間知悉並獲取相關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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