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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蔓延全球多國的食品通脹問題今年仍未見緩解，歐洲多國更面臨50年一遇的食品漲價

潮，多地政府被迫實施限價，或指定部分食品需提供折扣優惠，試圖以非常規市場干預措施保障必

需品供應。不過經濟學家擔憂儘管能源價格稍有回落，但食品產業整體成本仍未下降，限價措

施或會「治標不治本」，難以長期緩解通脹壓力。

歐多國出手助基層
中東歐限價 希臘限利潤 法促推平價貨

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上月，歐盟食品價格過
去一年上漲16.6%，遠超8.1%的整體通脹率。其

中以各種必需品成本漲幅最明顯，例如雞蛋漲價
22.7%，全脂牛奶平均漲價25%，白砂糖價格漲幅更高
達54.9%。在食品通脹最嚴重的中歐和東歐地區，匈
牙利和克羅地亞等國家已緊急實施屬必需品的食品限
價，以保護弱勢群體。
部分較富裕的歐洲國家雖未限價，但也要為國民精
打細算。法國政府就與當地主要連鎖超市達成協議，
盡量平價提供精選商品。西班牙等國家頒令削減食品
增值稅，希臘也以限制利潤率的方式，變相控制必需
品漲價幅度。奧地利勞工協會還建議政府對食品進行
價格監管。

商戶限購應對限價令
食品限價的主要受益者是低收入社群。在匈牙利首
都布達佩斯，32歲的諾拉要照顧3個年幼子女，她表
示限價讓全脂牛奶等必需品以平價出售，對此表示歡
迎。不過諾拉也提到，超市已開始用限購令應對限
價，她要花費更多時間，前往多間超市才能完成採
購。
但不少零售商抱怨，限價令讓商家必須蝕本出售本
已薄利多銷的必需品。匈牙利南部城市佩奇一間小型
超市就將限價商品歸為一組，用標籤提醒顧客「不要

買迫使我們虧本經營的商品」。
另一間歐洲食品零售商的匈牙利代表抱怨，

「我們採購每公斤糖的成本是500匈牙利福
林，卻被要求只能以300福林出售，多賣一
份商品就多一份損失，這種情況實在荒
謬。」

限價令被指治標不治本
世界銀行上周四發表報告，呼籲歐洲各國

政府提供更多具針對性的政策和社會保障，
保證弱勢群體日常開銷，但報告警告稱，限價
或補貼措施絕非最理想方案，「這一做法會扭
曲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價格變動訊號。」荷蘭ING
銀行分析師維羅瓦茨也提醒，限價令不可能面面俱
到，長遠無法遏制食品價格整體上漲，「你可以限制
一種牛奶的售價，但市面上有數十種牛奶都受通脹影
響。」
瑞典研究食品限價的經濟學家喬農解釋，西方世界
從1970年代以來，已很少實施普遍的限價措施，限價
也並非遏制通脹的主要方案。然而眼下通脹問
題無法短期緩解，愈來愈多民眾難以負擔食品
開銷，當局為此或會不顧實際效用，繼續設置
價格上限，「這種做法會讓人上癮，很難戒掉這
個習慣。」

香港文匯報訊 全球多國通脹升溫持續時間遠超預
期，經濟學家分析稱，企業藉着難得的機會大幅提高利
潤率，引發「貪婪通脹」（greedflation），讓物價居高
不下。尤其在生產成本普遍上漲期間，企業更有充分理
由說服消費者接受「合理漲價」，實則可以謀取更多利
潤。
歐洲央行經濟學家指出，許多企業藉新冠疫情干擾供

應鏈、俄烏衝突導致食品及能源價格上漲為由，為名下
商品大幅漲價以彌補成本。然而去年至今，多數企業的
利潤仍在增加，相較因通脹持續誘發的「薪資-通脹螺
旋」，企業藉機推高利潤率，才是導致歐洲去年下半年
通脹加劇的更重要因素。
歐洲食品市場價格高企，就可能與「貪婪通脹」有

關。保險公司安聯的分析師計算，歐洲食品市場約10%
的漲價，其實源自企業有意提高利潤率。以食品及保
健品公司雀巢為例，該企業今年首季產品價格上
調9.8%，卻並不影響銷售額（增長5.6%）。
安聯首席經濟學家薩布蘭表示，「歐洲食
品行業競爭不足，尤其在經銷商領
域。」

利用民眾「高通脹必漲價」心理
美國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
經濟學教授韋伯研究稱，在後疫情
時代等極少數情況下，民眾普遍
意識到商品生產成本會上升，讓
企業心安理得地大幅漲價，不用
擔心將客戶拱手相讓，「公司
之間會心照不宣地漲價，預計
同行都會採取類似行動。」
不過韋伯也提醒，一旦消費

者不再願意為高價埋單，在供
應鏈中更接近消費者的零售商
等企業就會備受衝擊。德國規
模最大的零售商Edeka近期就
警告稱，公司會停止採購部
分價格不合理的品牌產品，
Edeka 行政總裁莫薩強調，
「我們呼籲各大品牌履行自身責
任，停止人為推高通脹。」

香港文匯報訊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統計顯示，截至今年3月，全球食品價格指
數已連續12個月下降。然而食品降價似乎
並未體現在商場、街市或餐枱上，民眾日
常購買食品時，價格似乎仍在上漲。專家
指出，食品產業相關成本現時居高不下，
加上美元持續強勢，都是食品價格高企的
原因。
糧農組織表示，全球食品價格指數持續

下跌，主要原因包括食品供應充足、進口
需求低迷、黑海港口農產品外運協議延長
等。不過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美國農業部前首席經濟學家格勞伯解釋，農

產品75%的成本在產品離開農場以後產生，包括
能源、加工、包裝、運輸及勞動力成本等，這些附加

成本未見削減，食品價格就仍然偏高。

併購潮或削弱行業競爭
美國食品行業近年掀起併購潮，僅4間公司就分別控制美國

牛肉、豬肉和家禽市場份額的85%、70%及54%，批評人士質
疑併購潮削弱行業競爭，大型企業可利用市場優勢哄抬物價。
不過格勞伯認為，大型企業的利潤在經濟下行時也會削弱，現時
導致食品價格高企原因眾多，大企業未必是罪魁禍首。
格勞伯還特別提到，在美國以外的市場，美元強勢也是食品漲

價原因之一。例如國際市場上玉米和小麥按噸以美元報價，美元
走強，多國採購糧食價格兌換為當地貨幣後，並不能體現國際市場
價格下跌。相較而言，2007年至2008年全球糧食危機期間美元走
弱，各國採購價折算成當地貨幣後，可以體現國際市場價格波動。

食品價格指數續跌
難敵強美元推高物價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夏季主要依
靠外籍勞工採摘蔬果，在食品通脹
衝擊下，英國農場主在收穫季節迫
切需要聘用外勞，以降低生產成
本。首相蘇納克日前表示，英國政
府考慮在每年發出4.5萬個簽證的
基礎上，額外批出1萬個臨時簽
證，招募更多外勞。
蘇納克日前與英國約70名食品

行業代表會晤，代表們提到針對英
國8間規模最大連鎖超市逾2.6萬
種商品的調查發現，截至上月平均
食品價格按年漲幅達17%，部分商
品同期漲幅更高達25%，在食品大
幅漲價背後，不論農場主還是食品
企業，都受到生產成本攀升影響。
蘇納克稱，英國政府願意提供額外
簽證，回應食品行業代表需求。
英國農場主還普遍指出，政府不
能過度限制外勞比例。赫里弗德郡
一名莓果農場主斯內爾就表示，在

疫情期間外勞入境受限，她連所需勞工的
10%都招募不到，「如果我完全依賴本地勞
工，莓果就會爛在地裏。」
英國智庫Resolution Foundation估計，英

國食品價格將超過能源
價格，成為當地通脹的
主要推手。該智庫估計
從今年3月到9月，英
國食品漲價每月會推動
約2%通脹率，能源漲
價則會從推動3%的通
脹率，逐步降至不足
1%。統計還顯示從
2020年到今年夏季，
英國食品漲價會讓當地
民眾額外負擔280億英
鎊，遠超能源漲價帶來
的 250 億英鎊額外開
支。

香港文匯報訊 多地食品通脹居高不下，消費者為省錢
各出奇招，有居住在邊境附近的法國居民選擇跨國購物，
到鄰國德國採購更平價商品。亦有美國民眾改變消費習
慣，不再關注漲價幅度較高的品牌，改用知名度較低品牌
的產品替代。
法國下萊茵省沙特努瓦居民博恩經常赴德購物，其住所

距離德國一間超市只有30分鐘車程。博恩表示每次出發
前，他會瀏覽法國與德國超市的商品目錄，確認心儀的平
價商品，例如他在德國採購一次食品和日用品需161歐
元，較法國購買同類商品節省約50歐元，算上燃油成本
仍能節省不少開銷。

罷買貴品牌改買超市自家牌子
法國傳媒比較兩地超市價格發現，德國超市的食品價格

其實按年上漲22%，較法國16%的漲幅更高，但德國物價

普遍較法
國低，即使漲
幅更高，在德採購大量
食品仍較在法國購物更划算。博恩就估計
他在德國購物，每年可節省約500歐元。
美國孟菲斯市40歲家庭主婦史密斯過去
經常購買奧利奧（Oreo）等著名品牌商
品，但她目前已停止購買零食，改為囤積
米麵等主食和急凍肉類，自己煮飯以節約開銷。
明尼阿波利斯市37歲的非牟利組織員工安德森也
稱，她過去只會購買知名品牌的燕麥片，不過現時
為了省錢，她開始購買超市自家品牌的燕麥，「這
些產品也不錯，而且更平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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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消費者跨境赴德購物

大企業借勢推高利潤率「貪婪通脹」由消費者埋單

◆ 匈牙利超巿部
分食品標示了限價
及限購告示。

網上圖片

◆農產品75%成本在離開農場後產生，例如將小麥製成
意粉的成本。 網上圖片

◆ Edeka稱會停止採購部分價格
不合理的品牌產品。 網上圖片

◆英農場主急
聘用外勞。

網上圖片

年一遇50 食品漲價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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