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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今年不僅要置辦更貴的年
貨，就連平日食用的大米、蔬菜
等農產品，亦捲入漲價大潮，年
夜飯、開年飯也可能難逃影響。
尤其是蔬菜，人民幣匯率升值再
加上內地自身通脹加劇，導致菜
心、芽菜、椰菜等多種蔬菜價格
自去年底起漲價50%甚至近一倍。
泰國米亦在泰銖飆升和災害失收
的影響下，進口價和批發價均上調逾1成。

罐頭漲幅微 掃貨市民增
港九罐頭洋酒伙食行商會副監理事李廣林近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菜價持續攀升後，
許多低收入的市民不得不精打細算，減少
食用新鮮蔬菜，轉而購買相對便宜的罐頭
來充當 菜。他稱，之前大量購買罐頭的
主要是食肆和飯堂，但近期開始有大批市
民增購，令罐頭的銷量明顯好於去年。

李廣林並指出，目前市面上
罐頭雖然也有加價，但只加5%
至10%，部分牌子甚至未有提
價，而一般農產品平均有2至3

成的漲幅。相對而
言，買罐頭更加價
廉物美。不過，他
認為，在目前的形

勢下，漲價是大勢所趨，罐頭只是暫時未加價，
預料今後一段時間還會有上漲空間。

至於港人食慣的泰國米，由於泰銖兌港元於
2010年全年升值11.06%，若干牌子的香米價格已
經連續四個季度環比攀升。李廣林認為，除了泰
銖升值外，泰國政局持續不穩以及自然災害導致
稻米減產，從而令市面上供應變少，也是影響價
格的因素。他指出，目前已有不少消費者轉吃內
地米和越南米，相信這一趨勢還會長期持續。

其他地區貨幣升值會引致輸入型通脹，但一些
主要貨幣明明貶值，由相關地區入口的商品售價
仍有升無跌！以被譽為「液體黃金」的紅酒為
例，由於本身具備投資價值，再加上廣受內地客
所追捧，儘管歐元過去1年不斷下滑，但紅酒平均
售價卻有增無減，名裝酒的價格更是大幅攀升。

香港紅酒協會會長張耀成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時表示，紅酒作為一種新興的投資產品，售價每
年均保持1成左右的穩定升勢，一些名貴紅酒升幅
更高達2至3成，雖然歐元於2010年的累計跌幅近
7%，但卻幾乎未影響到紅酒售價的走勢。

供應商提價對沖匯兌損失
張耀成解釋，這主要是因為法國的紅酒出口商

一直都有「留意歐元」的傳統，若歐元下跌，出
口商即相應提價，以抵銷跌幅；而歐元若是上
漲，出口商亦會略微下調價格，令兌換成港元後
的價格大致維持穩定。雖然，目前僅是法國有這

一傳統，德國等其他歐洲國家出口商並未倣效，
但法國紅酒在本港市場的佔比約為6至7成，故少
數牌子的紅酒即便價格下調，亦不足以左右大
局。

據了解，目前本港從歐洲進口的餅乾、咖啡、
魚子醬、芝士等產品價格基本保持不變或略有上
升，即便若干價格下調，亦主要是超市的促銷手
段。業界指出，歐元匯率變動難以捉摸，經常忽
上忽下，目前固然是歐元相對港元貶值，但未來
怎樣暫難定論，因此商家對
調價都很慎重。不過，如果
歐元走貶的趨勢長時間持
續，隨 旺銷季節的來臨，
一些進口食品有可能會降

價。

內地通脹不斷升溫，加上人民幣去年全年升值
逾3%，令澱粉、糖、小麥等原料價格全線上揚，
市面上多款糖果、年糕近期均已悄然加價，漲幅
最高超過20%。業界稱，其實尚未將成本完全轉嫁
給消費者，未來不排除會進一步提價。

李廣林表示，最近一兩個月本港市面上的糖果
無論中、西式均已漲價，多數漲幅為1成，亦有少
數超過2成。他以拜年時食用的糖蓮子為例，指去

年1月時本港市面售價
約為18至20元，但今
年已漲至22至25元。
朱古力亦不遑多讓，
普遍加價10%至20%。

臘腸、年糕、瓜子
等亦不能倖免。
李廣林稱，目前
市面上最貴的臘
腸每斤售價約200
元，較便宜的約

60元，加幅都在10%至15%左右，其中便宜的臘腸
加幅甚至更大。他認為，內地統計數據雖然顯示
人民幣去年升值約3%，但實際造成的影響遠遠不
止於此，因為本港市面上許多年貨產品的原材料
均是由內地入口。

大集團年糕禮盒加價逾5%
至於年糕，今年漲幅也近1成。即使大集團如美

心，其招牌年糕禮盒的折實價亦由160元加至168.7
元，加幅約5.4%。連鎖點凱施餅店的多款芝士蛋
糕，售價由去年的68元加至78元，加幅逾14%。部
分著名品牌的瓜子更加價20%至40%不等，即使未
漲價的也悄然瘦身，每一袋均減少了份量。

日圓呈強，相對奢侈的年貨更是水漲船高，
比如海味，加幅最少也超過20%。李廣林指，日
圓匯價於去年狂升，造成海味大幅提價，因為
目前最高檔的海味多數由日本進口，包括花
膠、魚翅和鮑魚等，過去1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升
幅。

數據顯示，日圓於2010年屢創新高，日圓兌美
元全年大漲14.7%，成為
表現最佳的主要貨幣。此
前媒體曾披露，一些供應
較少的海味如元貝等，價
格已經漲到連「豪客」也
覺得貴。有店家因此特意

購入較細小的元貝推
出市面，受到廣泛歡
迎。日本鮑魚亦因售
價高昂影響銷售，有
店家已改為入口澳洲

鮑魚，希望能盡量幫助市民抵抗通脹。
雖然百物騰貴，但李廣林指出，市民的消費意

願似乎未有降低，總體而言，許多商舖去年聖誕
之後都是人頭湧湧，顯示通脹壓力雖大，但能賺
到錢的市民仍相當捨得花錢，不會因通脹節省過
年的消費。

另外，內地客大量湧入本港購物，亦帶旺了市
道。李廣林指，不僅遊客來港會逛海味舖，不少
深圳居民更是常年頻繁來港，許多更大手購買海
味，每次幾千元到數萬元不等，無論是交易數量
還是金額，均保持了穩步增長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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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析認為，年貨的節前上漲是今
年全年通脹持續升溫的先兆，若人民
幣加快升值步伐，中央又未能收緊銀

行信貸，今年本港的輸入型通脹將會越
演越烈，令本港低收入階層負擔更重。

增供應　遠水難救近火
中山大學經濟觀察專家林江教授指出，當前的通

脹正進一步升溫。此前，「國16條」出台後曾在短
期內發生作用，但隨後又出現反彈，證明通過行政
手段，如限購、限價等均是「治標不治本」，而增
大供應又需要時間來消化，比如增加大糖、豬肉等
農產品供應，都需要時間養殖、種植，恐怕遠水救
不了近火。

有分析指出，由於1月份即將進入春節前的備貨

期，加上天氣因素，食用農產品價格出現季節性上
漲不足為奇。不過，今年除了季節性因素之外，人
工、汽油、運輸等營運成本也在層層加碼，租金和
勞動力成本的提高等因素正在持續發酵，令長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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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糧食平均價創新高
事實上，不僅內地食品價格在飆升，全球糧食價

格也同步上揚。聯合國的最新統計數據披露，去年
12月全球糧食平均價格再創歷史新高，超過兩年前
糧食危機時的水平。國際糖價連續第3年上漲，玉米
價格則創4年最大漲幅，去年全年漲達52%，糖和肉
類價格亦創下新高紀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涂若奔

節前上漲預示通脹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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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酒伙食行
商會副監理
事李廣林。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涂若奔 攝

日圓狂飆　
豪客也呻海味貴

原料起價　
糖果商轉嫁成本

人幣泰銖升值
團年飯加價

■原料價格全線
上揚，市面上多
款糖果已悄然加
價，漲幅最高超
過20%。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偉民 攝

■香港紅酒協會
會長張耀成。

香港文匯報
記者張偉民 攝

■去年日圓兌美元大漲14.7%，
部分海味隨日圓升值加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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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紙貶值通脹烈 批發零售齊齊加

■紅酒作為一種新興的投資產品，售價每年均保持
約1成升幅，部分名貴紅酒升幅更高達2至3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偉民 攝

歐元弱勢
入口紅酒無減價

港人年關捱貴貨

全港逾千部匯豐及恆生銀行的自動

櫃員機，昨午一度「死機」5分

鐘。匯豐排除與「黑客」入侵有

關，籲客戶倘有疑問可向銀行查

詢。 詳刊A16

港
聞

匯豐恆生櫃員機
昨死機5分鐘

我國知名外交家吳建民先生在本報

撰文《再來一個十年》，今起分三

天在論壇版刊出，文章對本世紀第

二個十年的發展進行深入分析，啟

人深思。 詳刊A18

論
壇

吳建民文章
《再來一個十年》

深圳市人大五屆二次會議昨日開

幕，關於前海的規劃發展成為最受

關注的話題之一。前海目前正就立

法、土地整備、政策落實以及招商

等四方面開展工作。 詳刊A9

中
國

前海規劃工作
深定四大方向

美國傳媒報道，以色列和美國秘密

研製電腦蠕蟲病毒「震網」，去年

11月攻擊伊朗的離心機，導致伊朗

多達兩成離心機失控報銷。

詳刊A10

國
際

美以電腦病毒
阻伊朗製核彈

香港國際機場昨宣布，2010年三

項交通流量均刷新歷年紀錄，包括

客運量達到5090萬人次，貨運量

410萬公噸，飛機起降30.6萬架

次。 詳刊A13

港
聞

港機場客運量
創5090萬人次紀錄

一手成交在全新盤帶動下走出谷

底，過去兩日本港一手銷售錄得約

49宗成交，較前周的28宗增逾21

宗或75%，其中僅新地旗下泉薈已

貢獻27宗成交。 詳刊B8

地
產

泉薈帶動一手樓
新盤銷情增7成

版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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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農曆新年將至，許多家庭都已經開始置辦年貨。不過，本港市民

今年面對日益升溫的通脹壓力，無可避免要捱貴年貨。人民幣加快升值，令港幣變相貶值，同時泰

銖、日圓、韓圜、台幣等主要貨幣過去1年捲入升值狂潮，令本港輸入型通脹越演越烈。再者，去

年異常天氣令農產品失收，商品價格被投機者瘋炒，包括大米、罐頭、海味、洋酒在內的多種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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