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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 菜價格變化
食　材 去年 今年 升幅

花　蟹 (元/斤） 100 160 60%

東風螺 (元/斤） 24 36 50%

菜　芯 (元/斤） 10 14 40%

魚　肚 (元/ ） 75 100 33%

石　斑 (元/ ） 8 10 25%

東星斑 (元/斤） 250 300 20%

海中蝦 (元/斤） 80 96 20%

活　雞 (元/斤） 30 35 17%

瘦　肉 (元/斤） 32 36 13%

資料來源：灣仔鵝頸橋街市及工展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啟源）本港通
脹持續升溫。港府統計處昨公布，上月
整體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2.9%；
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
基本通脹率為2.6%，較10月高出0.3個百
分點，創20個月新高。通脹加劇主要原
因是私人房屋租金及食品價格升幅擴
大，尤以鹹水魚的升幅最顯著，按年升
幅達18.5%。政府預計，通脹壓力在短期
內將進一步爬升。魚販指出，內地對鹹
水魚需求增加，加上人民幣升值，海魚
價格被搶高，今年鹹水魚售價已升約
30%，預期農曆新年前會再升20%。

食材價格上升6.1%
港府統計處昨公布最新消費物價指

數，11月基本通脹率為2.6%，較10月的
2.3%增加，反映通脹進一步加劇。以今
年首11個月合併計算，綜合消費物價指
數較去年同期上升2.3%；若剔除所有一
次性紓困措施，基本通脹率按年上升
1.6%，大致符合港府全年為1.7%的預
測。

港府料短期再爬升
在各類主要消費項目中，以電力、燃

氣及水的升幅最大，達16.4%，主要是因
部分住戶已用完港府所提供的一次性電
費補貼，其次為食品（不包括外出用膳）
上升6.1%，雜項物品費用升3.2%，交通
費升2.9%，外出用膳升2.2%，雜項服務
升2.2%。至於交通及住屋價格，則分別

上升2.9%及2.1%。
港府發言人表示，隨食品價格加快上

升，以及私人房屋租金較早時的顯著升
幅，已陸續反映到通脹率，刺激基本通
脹率在11月上升。發言人稱，現時經濟
活動蓬勃，加上進口價格上漲，通脹壓
力在短期內可能會進一步爬升，然而整
體經濟的生產力持續增長，應繼續有助
紓緩部分通脹壓力，港府會繼續密切留
意通脹對低收入人士的影響。

葵涌街市魚販譚先生指出，今年鹹水
魚價累積已升約30%，主要是內地對鹹水
魚需求增加，因而搶高價格。他表示，
漁戶都會於農曆新年前返港過年，屆時
鹹水魚供應將進一步減少，預計鹹水魚
售價將會再升20%。

上月基本通脹2.6%  20月新高

香港今年通脹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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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通脹率

綜合通脹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冬大過年。今

天正值冬至，是一家人樂聚天倫的日子，不少市

民忙於為做節 菜張羅，但通脹升溫市民被迫

「捱貴 」。街市食品價格最少按年升30%，東風

螺及花蟹今年足足貴50至60%，菜芯每斤售價貴

了40%，買一尾石斑做節最少也近200元，要讓

家人享受一頓豐富冬至飯實在成本不菲。有市民

指出，一年僅一次過冬，買 預算不能少，惟有

四處格價及減吃貴價食材；亦有市民稱，食材昂

貴下「做冬」，只能減少 菜的份量。

昨 日為冬至前夕，灣仔鵝頸橋街市內擠滿買 的市
民，但眼見 菜價格上漲，不少市民叫苦連天，惟

有到處格價，找到最便宜才購買。有海鮮檔檔主稱，物價
不斷上漲，只有將成本轉嫁至消費者，臨近冬至的 菜價
格普遍已較平日貴20%；如與去年同期比較，部分海鮮價格
更上升逾50%，如每斤東風螺由24元加至36元；每斤花蟹則
由100元加至160元（見表）。他預期今天的售價更會進一步
上升。

每斤菜芯售14元
菜檔檔主亦表示，由於來貨價上升，菜芯售價由去年同

期的每斤10元加至今年的每斤14元；蔬果雜貨店店主則
指，香港傳統慨念雖是冬至大過新年，但近年已沒有那麼
講究，不少市民會提早又或到酒樓做節，生意明顯減少，
但菜價今日仍會比平日貴15%。

冬至正日的街市百物騰貴，但市民自有應對之法。許先
生一家4口，預期一桌冬至飯最少要花400元。為了對抗通
脹，許家今年做冬沒有吃蝦，魚亦只吃較便宜的。周先生
亦稱，由於 菜價格上漲，「做冬」時的 菜份量惟有減
少一點，雞隻亦要縮水。

提前選購避高峰
也有市民表示，今天與家人做冬，但唯恐 菜價格會不

合理地上升，寧願提前一天買回家先放上一日，今天才煮
食。她昨日購買活鮑魚時，便多次問檔主留過夜會否變
壞。部分市民則認為在家用膳成本與到酒樓「做冬」相
若，寧選擇到酒樓吃，不用麻煩。

也有市民豪氣過冬，買 絕不手軟。梁女士昨日表示，
大夥親戚一起「做冬」是每年的傳統，冬菰、蠔豉、雞、
豬肉及菜等 菜絕不可少，面對做冬 菜愈來愈貴感到無
奈，預期全家10人一起過冬，買 錢最少要1,000元，其他

菜已提前購買防今天加價，但海魚最重要新鮮，故縱使
更貴，也只有留到今天才買。她笑稱，新年願望是希望兒
子獲加薪，她亦可有多些「家用」。

日本人媳婦石田太太昨日則帶同2名工人及3架手拉車一
起到街市選購做冬材料。她表示，18人一起做冬，故準備
了2,000元購買 菜，當中包括魚、雞及肉類等食品。她昨
日特別用500元購買了3罐鮑魚供家人享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聖誕假期臨近，通脹高企百物騰
貴，不少市民都趕到維園工展會

「掃平貨」。因物價不斷上漲，市
民選購產品時都特別謹慎。參展
商安記打 「抗通脹」旗號作招
徠，大部分貨品逆市減價，其中
每包39.9元的花菰在場內掀起搶
購熱潮，一天之內就售出約
2,000包。

食品價格普遍上漲，刺激起市
民湧往工展會掃貨的意慾。鄧先
生一家3口昨日到工展會享受

「家庭樂」。他指出，會場內的價
格普遍較去年高，但仍較市面略
為便宜，如一次過購買多件或套
裝貨品，則可省下更多金錢。陳
女士亦稱，會場內的價格較去年
貴約20%，但仍比市面便宜。她
昨日花了約1,000元購買冬菰、
瑤柱及花膠等海味產品。

以「抗通脹」作招徠的安記老
闆潘權輝指出，80%貨品均較去
年便宜，其中厚花菰由去年每包
45元減價每包39.9元，即時掀起
搶購熱，人龍擠滿攤位前，單日
便售出約2,000包。潘權輝表
示，盒裝鮑魚及魚翅價格亦較去
年便宜，亦屬「搶手貨」。

東方紅負責人李先生指出，今
年展期銷情理想，其中以湯包最為熱
賣，尤其在優惠時段，8包裝的湯包只售
110元，約半小時便沽清。南北行負責人
譚先生亦表示，由於來貨價較去年上
漲，部分產品價錢較去年貴10%，但銷
情不俗。他指出，冬至臨近，近數天的
生意比工展會開幕初期上升了30%。

陳女士花了約1,000元
購買冬菰、瑤柱及花
膠等海味產品。

最愛海味

唐先生指出，以相同
價錢計，今年「做冬」
的 菜選擇減少了。

選擇更難

周先生稱，因 菜價
格上漲，「做冬」的
份量唯有少一點。

減少份量

梁女士指出，10人
一起「做冬」，要用
上1,000元成本。

人均百元

石田太太用2,000元購
冬至 菜，包括以500
元購買了3罐鮑魚。

罐鮑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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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市菜價貴3成 四處格價縮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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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17-22℃　濕度：55-75%
天晴乾燥 但有煙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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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寅年十一月十七 是日冬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