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劉雅艷）

本港十年來衣食住行價格不斷上漲，普羅
市民苦不堪言。資料顯示，10年間米價升
逾100%，罐頭午餐肉更升逾200%。港九
罐頭洋酒伙食行商會副監事長李廣林表
示，食品價格上漲主要原因是跟隨通脹及
營運成本上升，而人民幣升值亦嚴重影響
罐頭價格。另外，去年第3季的市民供樓
負擔比率已達50%，比十年前大幅上升；
而美聯樓價走勢亦顯示，過去十年整體租
金升超過100%。
根據工業貿易署資料，現時本港進口食

米主要來至泰國、中國內地、澳洲等地。
在2003年，三地平均每公斤食米批發價為
3.4元。在2012年底，泰國香米價格升至每
公斤8.7元，十年來漲價達207%，幅度最
大。而中國絲苗米和澳洲絲苗米，10年來
亦升價逾100%。

食油方面，部分初榨油、花生油及橄欖
油等亦有逾倍升幅。李廣林認為，「十年
倍升」是正常現象，主要原因在於通貨膨
脹，各類種植及營運成本都大幅上升，所
以批發價上漲無可厚非。

主婦：改食粟米油

家庭主婦劉太表示，以前烹飪會採用花
生油，但當900毫升花生油由以前20多元
升至現時40元時，便轉用20元的粟米油
了。
罐頭類升幅最多的是午餐肉及豆豉鯪

魚。李廣林表示，397克裝午餐肉於十年
前約6至7元，現時已升至18至20元，升逾
200%；而227克豆豉鯪魚亦由約7元升至
現時逾22元。他指出，本港罐頭主要來至
內地進口，人民幣升值嚴重影響罐頭價
格。
另外，在住屋方面，相比2003年，供樓

負擔比率由2003年底的20.5%，持續上升
至去年第3季的50%。根據美聯樓價走
勢，2012年整體實用面積平均呎價高達
8,560元，比2003年的2,688元飆升218%；
而租金則由2003年時每月呎租11.35元躍升
105%，現時為23.29元（數字沒有包括
房）。
此外，近年在燃油價格上漲的壓力下，

港鐵、巴士、小巴、的士等公共交通工具

「加風四起」，幾條私營的隧道亦相
應加價。十年以來，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中「交通」一項，錄得14%的升幅。

乘客：車費慳不來

「食可以慳，但搭車要慳也慳不來」，
乘客余女士指出，現時每月的交通開支較
十年前增加約150元，只能無奈接受，以
減少娛樂來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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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漲 通脹龜 跑
自2003年沙士衝擊後，香港在谷底重新起步，十年來不斷發展；同時，香港衣、食、住、行樣樣

加，通脹猛於虎。據統計處數字，十年來香港通脹20%，打工仔的薪金在扣除通脹後，增加9.4%，

數字看似跑贏通脹，但根本未能反映現實生活中食品、樓價／租金這兩項主要開支的漲幅，市民有

苦自己知。有巴士司機十年來加薪18%，追不上通脹；有10年年資的記者，薪金加幅追不上樓價猛

漲，至今仍要與父母同住。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指出，消費

物價指數只統計住戶開支，如消費的變化，卻未能反映整體價格實際變

化及樓價急升帶來的壓力，估計十年累積通脹實際已超過100%，加薪幅

度遠遠跑輸通脹。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雅艷、王維寶

食米平均進口價變化
年份 泰國香米 中國絲苗米 澳洲絲苗米

2003 3.49 3.44 3.44

2004 3.92 3.90 3.72

2005 3.66 4.12 4.61

2006 3.80 4.33 4.16

2007 4.34 4.15 4.41

2008 6.08 5.95 8.18

2009 6.67 5.58 －

2010 7.59 5.66 9.14

2011 8.02 7.09 8.07

2012 8.73 8.21 7.18

註：2012年價格為首11個月平均價格。單位：港

元/公斤。 資料來源：工業貿易署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維寶

住宅呎價及每月呎租變化
年份首月 呎價 每月呎租

2003 2,688 11.35

2004 3,161 10.87

2005 3,793 12.30

2006 4,053 13.39

2007 3,973 14.28

2008 5,049 17.44

2009 4,279 14.24

2010 5,571 17.49

2011 6,802 19.50

2012 7,013 19.82

2012* 8,560 23.29

註：按實用面積計。*2012年12月數據。
單位：港元。 資料來源：美聯物業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維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

艷、王維寶）中文大學經濟學

系副教授莊太量指出，過去十

年租金升超過100%、米價升

超過100%、交通費加價起碼

50%，累積整體通脹可高達

100%。他表示，統計處公布

的消費物價指數是統計住戶開

支，例如消費的變化，但並不

反映整體價格實際變化及樓價

帶來的壓力。

莊太量表示：「每當加價，

市民會調節，如減少外出用

膳，或改吃其他較便宜的食

品。而整體餐廳加價多少則未

必可完全反映到，有時即使消

費品價格不變，但份量減少

了，同樣反映通脹。」

莊太量續稱，樓價升超過

100%，市民供樓負擔比率又

達50%，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中

的「住屋」十年內上升近

15%，未能反映實際困境。他

又說：「政府在收集數據時，

部分市民居住在公屋。加上，

當政府推出免租金及免差餉政

策時，便會緩和私樓價格的升

幅。」

員工未能分享經濟成果

雖然實質工資指數有所上升，但莊太

量澄清「工資」上升不等於「薪金」上

升。他指出，工資上升可能是因為打工

仔願意加班，但實際上僱主未必每年有

調整薪金，「無業及退休人士無收入，

他們只會感受到物價上升的壓力」。

莊太量批評，近年香港經濟發展平

穩，但僱主沒有與員工分享經濟成果，

「倘若經濟增長3%，但僱員的工資只增

加1%，這反映利潤流向資方。這就是

香港十年來的狀況。」他認為，僱主調

整薪金的百分率，應是經濟增長率及通

脹率的總和，才稱得上是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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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先生（39歲）在2004年初入職當巴
士司機，底薪6,500元，連同安全服

務獎金2,000多元及加班補水，月薪有近
11,000元。現今，薪金只有13,000元，十
年來僅加薪18%，落後於通脹。雖然每月
以2,000元租住公屋，但加上膳食、水電煤
費、子女教育等開支，每月開支仍需
15,000元。

司機靠加班 太太補家計

張先生坦言：「若非自己每日堅持加班
工作多2小時、太太打散工幫補，你說一
家四口如何糊口？」
每天一餐外出用膳的張先生指出，不

少茶餐廳每年加價最少2次，每次加價2
至3元，原本20多元的「碟頭飯」，霎眼
間飆升至40元。他說：「說來十分諷
刺，以前我很少吃燒味飯，因為25元套
餐的選擇太多。現今，我只吃最便宜、
40元的燒味飯。」
張先生嗟嘆工時長、人工少，即使公司

每年大賺幾億元，低級員工只能靠工業行
動爭取加薪，「目前我只能過一日算一
日。我預計公司今年（指2012年）會賺大
錢，但預計不到自己會否加薪。退休生活
如何？我『無眼睇』了！」
已有10年資歷的高級記者梓瑩（化

名），所服務傳媒機構的財政狀況較理

想，每年加薪也較其他同業為高。梓
瑩的月薪在十年間（連同升職）上
升近1倍（由2003的逾10,000元，升至
去年底19,000元），但由於起薪點不高，故
每次加薪金額不多。

記者薪倍升 仍需帶飯壺

她稱，若非與父母居住、省回幾千元租
金，生活必定拮据。她又稱，車資亦升近
20%，樓價又「十級跳」，以前葵涌區私
樓呎價2,000多元，現在已升至7,000多
元。即使有首期，都不會入市「折
磨自己」。對抗通脹，她說：「『帶飯』
每月可省回近千元！」

十年血汗錢 一朝磚價升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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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住價格豈止翻一番

住

註：泰米十年來累計漲價207%。

2012年數據為首11個月的數據。

資料來源：工業貿易署、政府統計署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維寶、劉雅艷、陳振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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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廣林認為，加薪幅度追不上通脹令香

港的貧富懸殊更嚴重。 王維寶 攝

■余女士指出，每次公共交通工具加

價，都只能無奈接受。 劉雅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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