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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李薇 深港連線報道）自2012

年底全國多地經受「史上最冷冬天」以來，各地菜價普遍飆

升。農業部網站的信息顯示，新年第一周，28種蔬菜

中27種價格上漲，為連續第10周上漲，累計漲幅

55%。本港蔬菜價格也難逃升勢，市民恐要

「捱貴菜」一段日子。有菜販表示，過去一個

月內，本港蔬菜價格的升幅達20%，其

中菜芯由上月零售價的每斤12元漲

至18元，升幅逾50%；韭菜花

及豆苗每斤的來貨價分別

為29.5元和31.5元，貴

得令人咋舌。

■全國多地遭遇「史上最冷冬天」，是蔬菜價格暴漲主因。

多省遇「最冷冬天」 時蔬累漲55%

鄰里搭伙享「批發價」
家住深圳桃源村

的孫女士告訴記

者，以前逛批發市場都是零散買夠

幾日菜量。如今已變成和幾個鄰居

搭伙，湊夠數量直接去一級批發市

場購買，然後大家平分，還能便宜

一些。但是，現在很多超市賣的

「打折菜」，質量不是太好。

港師奶放棄赴深採購
家住香港屯門的

胡阿姨調侃「奶白

菜」稱，「大概是牛奶澆出來的

吧，要不怎麼這麼貴。」胡阿姨告

訴記者，自己每逢周末基本都會北

上深圳到南山農批市場買些時蔬返

港，「但現在，就連上個月1.5元的

土豆也漲到2.6元了，韭黃都要9元

一斤。這麼高的價格加上匯率還真

不如就近在香港買算了。」

冷清菜販羨火爆肉檔

走進布吉農批市場

的鮮蔬檔，藕檔的

張大姐正在小憩，玉米檔的王阿姨

剝了整框的玉米一上午賣出不足1

成，蘿蔔豆角檔的周先生悠閒享受

電暖扇⋯⋯這裡的「冷」與緊鄰

「熱火朝天」的肉檔形成強烈反

差。擺攤10年的攤主周先生感歎，

年關難過啊，就連成本價出售都生

意慘淡。周先生說，現在雖然天氣

冷，部分蔬菜可以多放幾天，但貴

價菜基本也都沒有人問津了，「擔

心賣不出會壞掉，現在每天到中午

基本就沒有生意了。」在福田農批

市場賣鮮蔬的胡女士說，「看新聞

說山東大白菜幾分錢，到了深圳怎

麼就要1.5元了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郭若溪）商務
部分析，近期蔬菜價格上漲的原因主要有
三：一是入冬以來，全國大部分地區持續低
溫，北方大棚菜和南方反季節菜生長速度減
緩，上市量減少；二是近日部分地區遭遇雨
雪冰凍天氣，蔬菜運輸時間延長，部分易凍

蔬菜損耗加大，運銷成本增加；三是年末進入節
日消費旺季，蔬菜市場需求增加。

低價時代難重返

據測算，中國蔬菜從田間到達消費者餐桌，一
般經過4至6個環節，每增加一個流通環節，成本將
增加5%—10%。另外，種植成本上升和人工、運
輸等費用的增加，也使得蔬菜價格每年都出現整
體上漲，已經難重返過去低價時代。
內地經濟學家預期，由於強勁的季節性需求和較

寒冷的氣候以及成本增加，近期內地肉菜蛋價格均
出現較大幅度上漲，中國也將進入新一輪物價上漲

周期，不過總體看來，目前肉菜價格上漲，符合常
年規律。一般來說，正常年份蔬菜價格12月份比11
月份上升20%左右，如：2011年、2009年12月份28
種蔬菜平均批發價格環比均上漲22%，而2012年為
20.55%，還算是正常的季節性波動。
中農網價格研究中心研究員孟留鋒表示，往年

同期，廣東正是生菜豐產期，但由於今年天氣突
變，當地生菜生長受到極大影響，而雲南產地一
時補充不上，以致生菜收購價一路上漲。

冷鋒再襲價看漲

孟留鋒認為，目前的蔬菜價格上漲19.48%的幅
度接近往年的季節性波動範圍。據預計，近期又
有新冷空氣來襲，氣溫下降將會降低蔬菜單產，
增加生產成本和運輸成本，加之春節臨近消費需
求拉動，蔬菜價格或將繼續穩中有漲，極端的異
常天氣事件可能導致部分蔬菜價格出現短期大幅
上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郭若溪、古

寧、黎嘉欣）本報記者採訪了解到，自去年
12月中旬降溫開始，深圳菜價就步入冬季漲
價軌道。在這輪漲價潮中，生菜是環比增幅
和波動幅度最大的菜種，1月9日的售價已從
11月的1.17元飆漲至2.71元，環比漲幅超

130%。其次是雲南產的奶白菜，售價從11月1.74
元漲至3.63元，環比漲幅達107%。此外，12月份
受低溫天氣的影響，雲南韭菜花的身價也是一路
飆升，從12月初的7.30元/斤漲到如今的14.00元/
斤，價格堪比排骨。

廣州水葉菜昂貴

在廣州，蔬菜尤其水葉菜價格也是一漲再漲。
越秀區內最大的海珠肉菜市場一菜檔檔主9日告
訴記者，元旦後穗蔬菜又來一波漲勢，水葉菜已
連漲了好幾天，現在至少都要3塊多一斤，漲幅
度最大的是韭菜花。在入冬前穗韭菜花的價格為
7、8元/斤，但9日的價格已經漲到18元甚至20元/
斤，連拿貨價都要到16元/斤。
據商務部對全國140家大型農副產品批發市場監

測，2013年1月1日至8日，26種蔬菜平均價格為
4.06元/公斤，比12月底上漲4.4%，自2012年11月
初以來連續9周上漲，累計漲幅約50%，同比上漲
11.2%，貴陽、長沙、杭州、寧波和上海等南方
多地菜價漲幅尤其高。

肉蛋價格漲不停

不僅蔬菜，去年12月份以來豬牛羊肉和雞蛋價
格也大幅上漲。農業部數據顯示，畜產品價格持
續上漲，牛肉、羊肉、雞蛋和豬肉價格分別連漲
13周、11周、8周和6周。

發改委出招抑價

為控制部分地區蔬菜價格過快上漲，多部委聯
合部署一系列保障市場供應、平抑價格的措施。
農業部昨日派出7個工作組，赴14個蔬菜產區開展
技術指導和服務。國家發展改革委則表示，正積
極研究落實相關減免流通環節費用，降低流通環
節成本等措施。同時，商務部下發通知要求各地
商務主管部門加強蔬菜等地方儲備商品管理，適
時投放儲備商品。

踏 入2013年，加風四起。繼活牛、活豬批發價瘋狂
加價後，蔬菜價格亦緊追其後。據蔬菜統營處的

數據顯示，本港蔬菜昨日的批發價每斤平均較一周前貴
1至2元，當中白菜仔昨日的平均批發價格為10.7元一
斤，較一周前貴1.9元；而菜芯昨日每斤批發價為11
元，升幅為18%。另外，豆苗的批發價高達31.5，而韭
菜花的批發價則為29.5元。

百元買食材 不夠全家吃一天

在田灣街市擺檔逾30年的王太表示，菜價飆升令顧客
銳減，大嘆「生意難做」。以菜芯為例，上月賣12元一
斤，今個月已經升至18元。「標價貴了，顧客自然亦少
了。」另外，菜販吳小姐因擔心菜價太貴，難售出，不
敢大量入貨。
菜販難做，市民也無奈。「貴得好離譜，但亦無辦

法，蔬菜始終是必需品。」全職家庭主婦蘇太表示，現
時每日都為買 頭痛。她說，以往用100元已經足夠支
付一家四口一天的食材，但現在100元卻只能買一條
魚。「什麼都貴了，格價要更精明。」
香港入口蔬菜批發商商會會長袁昌表示，農曆新年將

至，預計本港蔬菜價格有繼續上升的可能。他表示，受
到內地天氣影響，供港蔬菜量已有減少跡象。

寒天火鍋旺 葉菜需求量大增

本報從深圳方面了解到，多家供港商稱，菜價飆升有
部分原因是零售商故意提價，企圖轉移成本。海外果蔬
入口商會會長吳永恩認為，供港肉類批發價格飆升是因
為供港肉商只有2-3家，這些出口商只要商量好價格，
刻意提高價格並沒難度。而供港蔬菜方面，相較10天
前，幾乎所有蔬菜都漲價了，菜芯、土豆等漲價幅度在
5-15%之間，漲得最厲害的如豆苗，已經漲了30%。
據深圳市農安農產品公司負責人羅俊義介紹，不少內

地供港蔬菜商除了出口蔬菜，也有部分內銷。近期由於
內地地區吃火鍋較多，對葉菜的需求量也相應增大，
「這就導致供港菜數量減少了，價格也就相應提升了。」
羅俊義稱。

菜貴三原因：天寒雪大貨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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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午後基本沒生意，深圳菜販
周先生吹暖風扇「捱冷清」。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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