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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持續的冰凍天氣，令電煤需求較
大的湖南、江西、廣西等，可能遭遇電力供應難題。
據《華夏時報》報道，湖南一家火力發電廠的內部人
士對記者表示，由於各產煤大省為自保，禁止電煤外
運，所以，這家電廠已經派出多路人馬到各省「搶
煤」，但收穫不多。據悉，湖南電煤庫存只有去年同期
的一半，能源供給拉響警報。

供應不足 江西或實行限電
雨雪天氣、氣溫持續偏低導致用電量激增，保證電

力供應也成為各省政府要在冬天打響的持久戰。
新年降下的大雪，讓江西統調用電負荷已經連續3次

創出歷史新高。截至4日，江西電網最大用電負荷達到
1,202萬千瓦。而當前江西電網全網最大供電能力約為
1,210萬千瓦，高峰時期備用容量不足。江西電力調度
中心稱，將有可能按照相關預案執行錯峰、避峰有序
用電措施。因為供應不足，江西可能實行限電。
湖南的情況也不樂觀，和江西一樣，因為冬天用電

主要依靠火力發電，電煤不能自足的湖南和江西等都
面臨儲備不足的問題，儲備都只有200萬噸，而湖南去
年同期電煤庫存則達到380萬至390萬噸。

產量減少 河南禁煤炭外運
「有錢買不到煤」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國家產業

調整和煤礦整頓致使一些產煤大省產量大減。「業內
估計，河南產量減少六成，最大的產煤企業也減少了
一半。」河南一家煤炭企業的內部人士對記者說。
冰凍天氣致使南方產煤大省也需求量大增，根本沒

有剩餘電煤供應臨近省。
河南在2010年11月時就開始「嚴禁煤炭外運」；南

方產煤大省貴州也阻斷了供煤渠道，3日，貴州的一位
副省長再次強調：「嚴禁煤炭外流，增加應急電煤儲
備。」2008年雪災，貴州曾出現過12座大型電廠缺煤
停運，大面積斷電的狀況。
湖南的電煤曾經主要依靠河南，「即使他們來要

煤，也要不到多少。」河南上述煤炭企業人士說。此
外，還有江西、安徽、湖北等多個周邊省都眼巴巴地
緊盯㠥電煤。

湘贛桂上演電煤搶奪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揚子晚報》報道，網友「習習」在
論壇發了一個題為《2010屆畢業生，回家過個年又回到解
放前！》的帖子：「春節快到了，同事們都忙㠥訂機票回
家過年。我躊躇了，我算了一下回家成本，嚇我一跳，這
半年白忙活了。我於2010年6月大學畢業，7月到單位正式
工作，現在在溫州，爸媽親戚在重慶，老家在四川。」

網友「習習」帖子稱，「我春節回家總花銷為8,233元，
取折減係數0.8，最後實際花銷：8,233×0.8=6,586元。而
我的工資：7月中旬到單位報到，7月的工資零花了忽略不
計。到年底工資合計11,255.85元，半年支出：5,200元，總
計剩餘6,055.85元。畢業工作半年，回家一趟身無分文
了。我還敢回家嗎？」

回鄉需花逾八千 網友稱白幹半年

「今年糖、油、麵粉等原材料都上漲了，尤其糖和油，漲
幅超20%，成本壓力大。」廣州粵皇食品有限公司7日

向記者解釋，這是該公司年貨食品提價10%的原因。不過，該人
士還表示，價格雖然上漲，但該公司對年貨食品的製作、包裝、
選料比往年有提高，目的是為了增強競爭力。

成本劇增 食品提價5%至10%
食品龍頭企業東莞徐福記食品公司也坦言，該公司的新年糖果

在去年底已進行了提價，其中散裝食品調價幅度為5%至10%。徐
福記無奈地稱，今年該公司承受的糖壓力最大，因該公司產品原
料中，60%是食糖，使用量大。「今年很多原料價格大漲，雞蛋
甚至都翻倍，公司承受的壓力很大，利潤減少了。」星巴克中國
公司在回應媒體調價之舉時，指稱是因為「考慮到大宗原材料價
格的上漲」。
糖、食用油、包裝材料、小麥等在食品產業上游的原輔材料，

價格從去年以來波動頻頻。中投顧問食品行業
研究員周思然指出，對飲料企業而言，最大
的成本壓力主要來自原輔料價格的上漲，
包括水果、食糖及包裝材料等。受天氣
災害影響，今年以來中國水果減產的消
息此起彼伏，蘋果等多種水果市場價

格上漲，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食品漲價的
壓力，企業面臨加工果收購困難的局面，收購價

格也隨之上揚。
該人士表示，今年食糖價格的上漲也對飲料行業造

成較大的影響。自去年國慶黃金周之後，食糖價格呈現一路飆升
的態勢，雖然目前已有所回調，但糖價仍然維持在每噸7,000元的
高位，而飲料中食糖的比例達到24%，糖價上漲對飲料成本的影
響可見一斑。另外，包裝材料價格的上漲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
飲料企業的成本壓力。

多因疊加 首季臨通脹壓力
此外，多家企業均表示，去年以來，人工、汽油、運輸、商場

入場費等營運成本也在層層加碼。
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就指出，受春節節假日效應、寒冷氣候帶來

的食品生產加工困難、非食品類別價格開始上漲等因素作用，
2011年一季度物價上漲的壓力較大。

香港文匯報訊 春節將到，年貨消費開始升

溫，由於南方多省市持續出現大範圍的低溫凍

雨、降雪或雨夾雪天氣，大大加重了中國內地

的通脹壓力。據《南方日報》報道，記者從多

家年貨供應商處獲悉，在「原材料價格上漲」的

大旗下，中國內地現時正進入熱賣期的年貨最

大漲幅達20%，不少品牌還以推出多款新包

裝、新產品來實現「暗漲」。

內地年貨恐貴兩成
天災加重通脹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天氣網報道，與2008年相
似，南方的天氣與菜價綁在一起，再次牽動人心。
連日來，貴州、湖南、重慶等地遭遇了大範圍的低
溫凍雨、降雪或雨夾雪天氣，氣溫跌至0℃以下，
致使道路結冰，車輛通行速度緩慢，部分地區甚至
出現了嚴重的車輛滯留現象，運輸受阻導致部分地
區的菜價上揚。

黔湘16道路仍冰封
據交通運輸部公路局消息，根據昨日早上8時貴

州、湖南、廣西3省區最新報告，3省區高速公路全
部暢通，貴州和湖南昨天共搶通了9條國省道。目

前，貴州有2條國道、7條省道；湖南只有3條國
道、4條省道的局部高海拔路段因路面結冰封閉；
廣西境內的阻斷路段已全部搶通。
據湖南省物價系統監測數據顯示，全省菜價與

2010年12月27日至31日相比，漲幅為1.2%至14%。
湖南省物價局有關負責人分析指出，湖南冬季蔬菜
生產品種單一，反季節蔬菜均靠從外地調運，天氣
因素和節日因素疊加，導致蔬菜價格自1月2日開始
大面積上漲。

貴州出台「限價令」
據悉，受凍雨災害最為嚴重的貴州，已經出台蔬

菜「限價令」，貴陽市兩城區47家農貿市場及8
家主要大型超市已接到通知，要求保持大眾
蔬菜的價格基本穩定，特別是白菜、蘿蔔、
蓮花白價格。農產品經營戶則不得串通、
合謀漲價，不得操縱價格或人為抬高價
格。
另外，重慶媒體報道，該市最大的蔬

菜批發市場 「盤溪蔬菜批發市場」上的
冬季蔬菜四分之三需要從雲南、海南等
地調運，作為必經之地，貴州的冰災直接
阻礙了蔬菜入渝，部分來自雲南和海南的蔬菜
菜品已出現斷貨，主城區部分菜價漲幅達8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婷、前方 綜合報道) 剛剛
經歷了近一周時間的雨雪冰凍災害，重慶、貴州等
地又將迎來新一輪的降溫降水天氣過程。
重慶市氣象台昨日上午發佈了最新的雨雪低溫天

氣預警，此輪降溫將在昨日夜間開始影響重慶，9
日凌晨開始，重慶東北部及東南部區縣也將出現明
顯的降溫和雨雪天氣，部分區縣還可能再次出現凍

雨現象。預計此輪降溫過程中，酉陽、城口等前期
受冰凍災害影響較重的區縣，日平均最低氣溫將再
度跌破0℃。
重慶市氣象台的專家表示，此輪雨雪降溫過程

中，渝東北地區的日平均最低氣溫將降至-4℃，東
南部地區最低氣溫也將降至-2℃。由於這些地方剛
剛經歷了雨雪冰凍災害，相關部門需對道路、電
力、水利、通訊設施以及農副產品生產運輸加強監
控。
貴州省氣象台預報，從昨日夜間起，低溫凍雨天

氣將再次增強，將對電力、通訊線路、城市供水供
氣管網、農牧業等造成影響。

全總急撥200萬 助黔湘救災
另據新華網報道，為幫助解決受凍雨影響地區職

工群眾生產生活困難，中華全國總工會8日向貴
州、湖南兩地緊急下撥200萬元救助款，要求當地
工會緊密結合2011年元旦春節送溫暖活動，積極協
助政府有關部門做好受凍雨影響的職工群眾慰問、
救助工作，確保職工群眾過一個歡樂祥和的春節。

凍雨阻礙運銷 各地菜價飆升

多省市凍雨持續 原材料價格上漲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方日報》報道，有分析師認
為，由於1月份即將進入春節前的備貨期，加上天氣因
素，食用農產品價格將出現季節性上漲。但除了季節性
因素之外，農資價格的上漲、用地成本和勞動力成本的
提高等因素也不容忽視，長期被低估的農產品正通過漲
價回歸內在價值，進入趨勢性上漲通道。在此背景下，
今年通脹形勢更加嚴峻，有可能會出現高點。

防通脹升溫 宜收緊銀根
中山大學經濟觀察專家林江教授坦言，當前的通脹在

進一步升溫。此前「國16條」出台後曾在短期內發生反
應，但隨後又出現反彈，這也證明通過行政手段，如限
購、限價等僅是治標之法，而增大供應又需要時間來消
化，比如增大糖、豬肉等農產品供應，都需要時間養
殖、種植，遠水救不了近火。

該人士認為，若要控制通脹、減壓，央行應從收縮銀
行信貸、控制貨幣流動，對外資流入加以控制等「治本」
方面入手。
林江稱，今年政府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若這個

積極的政策是一方面增加困難人群的資助，另一方面節
省開支，適度調整固定資產投資，則有望控制通脹，因
基建、建材與民生用品物價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摩根士丹利亞洲非執行主席斯蒂芬·羅奇也撰文指

出，當前的通脹壓力已經處於危險區，2011年中國必然
毫無保留地使用所有可以對抗通脹的政策工具。他認
為，「中國要應對當前通脹壓力，中國有三套主要的政
策工具可以使用：首先是傳統的穩定政策，諸如加息和
貨幣升值；第二是進一步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以限
制銀行信貸的過度增長；第三是通過行政手段去應對那
些推動農產品價格飛漲的個別問題。」

多種因素交織 通脹高點或顯

重慶貴州迎新一輪凍雨雪

■廣西電力搶修人員艱難爬上覆冰的電線
桿搶修輸電線路。 新華社

■公路養護部門採取撒糠殼、鋸末和
工業鹽的方式化冰防滑。 中新社

■由於凍雨阻礙運銷，內地多省市菜價飆升。圖為貴州商
販在運送蔬菜。 新華社

■在多種因素疊加下，
記者發現中國內地現時
正進入熱賣期的年貨最
大漲幅達20%。圖為市
民在海口某超市選購年
貨。 新華社

■顧客在「年貨大集」上購物。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