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匯 要 聞A3
2021年11月14日（星期日）

2021年11月14日（星期日）

2021年11月14日（星期日）

●責任編輯：黃健恒 ●版面設計：日 明

檔
販
劈
價
搶
市

每
斤
60
多
元
減
至
最
平
18
元
老
字
號
三
折
價
還
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天后早
前發生野豬咬傷輔警事件，一段有關
車Cam的片段昨日在網上廣泛流傳，
片段顯示野豬最少3次撞向輔警。漁
護署前日宣布，由即日起開始會將在
市區捕捉到的野豬進行人道毀滅。
「野豬關注組」對此表示反對，要求
特區政府增撥資源為野豬絕育。前民
間野豬狩獵隊則認為，絕育速度追不
上野豬繁殖速度，認為問題的根源是
市民非法餵飼，令野豬違反習性落山
覓食，建議特區政府提高非法餵飼罰
則。
根據昨日在網上流傳的一段車Cam

影片顯示，事發一刻，輔警至少3次
被野豬撞倒，其間他爬起逃走卻繼續
被野豬追撞。雙方一度夾在兩車之間
數秒，輔警最後成功逃脫。

意外發生後，漁護署表示，因應近
3年野豬傷人個案有上升趨勢，署方
由即日起每月都會有野豬捕捉行動，
定期用麻醉槍捕捉和人道毀滅在市區
出沒的野豬，同時會研究修訂《野生
動物保護條例》，擴大野生動物禁餵
區的範圍。根據現行法例，在禁餵區
餵野豬，一經定罪，最高罰款1萬
元。

關注組促撤回人道毀滅決定
香港野豬關注組幹事黃豪賢要求漁

護署撤回決定，「只要（野豬）出現
在市區，不論牠是否攻擊人，都一律
格殺勿論，這邏輯怎也說不過。漁護
署一直以來都透過麻醉槍，搬遷野豬
去其他郊野公園。他們可增加資源、
人手進行這計劃，令豬能避孕、絕

育。」
前大埔野豬狩獵隊隊長楊佳權亦認

為，問題根結是非法餵飼，「如果政
府能將餵飼野豬的罰則提高，包括所
有郊野公園任何地方或市區，應有阻
嚇作用。深信和野豬可共存，但一定
要確保野豬數量不能氾濫，現在野豬
已氾濫。」
昨晚7時許，一頭體重達百公斤的

大野豬疑由山上闖入香港仔華富邨華
清樓附近覓食，有居民擔心野豬襲擊
途人，於是報警。警員到場經調查發
現野豬後，手持盾牌等裝備尾隨監
視，等待漁護署人員到場處理，大野
豬表現平和，一度在瀑布灣公園內花
槽散步，又緩步沿草叢往山林方向走
去，直至昨晚深夜10時，野豬失去蹤
影，警方列作「野豬發現」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受
內地天氣轉冷，影響蔬菜收成等因
素影響，供港蔬菜批發價節節上

升。根據香港特區政府蔬菜統營處的資料
顯示，過去半年不少蔬菜瓜果的批發價已
貴過豬肉批發價，其中菠菜過去半年的批
發價飆升一倍至每斤18.5元，西蘭花更貴

至每斤 18.9 元，但昨日豬肉每斤批發價僅
15.03元，比該兩款菜平約3元。菜販「食水」
不如肉販深，該兩款菜的零售價升至每斤30
元左右，反而來貨價較低的豬肉，零售價卻貴
蔬菜逾一倍。
根據漁護署披露蔬菜統營處長沙灣市場每

日來貨批發價數據，受內地暴雨影響，多款
蔬菜的批發價近半年間不斷上升，平均升逾四
成，其中菠菜過去半年的批發價如過山車，由
最平時每斤5.6元，升至最近18.5元，其間
平均升幅逾一倍；西蘭花價格亦升超過
80%，最近批發價為18.9元。

猶幸菜販「食水」未算深，
過去半年的零售價未像豬肉
價般加快減慢，期內蔬
菜零售價升幅較溫
和。統計處食品

零售價數據顯示，包括菜心、白菜、番茄等蔬
菜的零售價於5月至9月期間升約4%至8%，
以菜心及番茄為例，其間的批發價急升約四
成，但零售價升幅則少於10%，顯示菜販未有
將成本全數轉嫁市民。香港入口蔬菜批發商會
會長袁昌表示，受內地氣候影響，本港蔬菜批
發價明顯上升，普遍增幅達三成，預料菜價直
至農曆新年前仍難回落。

菜價批發貴過豬肉
零售價仍平逾倍

香港文匯報早前獨家報道鮮豬肉過去一

年的批發價跌約七成，零售價卻「加快減

慢」，港人仍要捱貴豬肉的現象。由於批

發價與零售價有水位，販賣鮮豬肉「有肉

食」，不少肉販加入市場，部分地區的肉販

不惜劈價搶市場。其中，

屯門新墟戶外街市多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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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高俊威 ) 屯
門新墟的新鮮豬肉檔近日爆發減價
戰，豬肉最平僅售18元一斤，瘦肉一
斤只需32元。多名業界人士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現時鮮豬肉
成本，未計租金及人工已需20元一斤
以上，加上租金與人工，售價最少48
元至50元，相信屯門的肉檔純為搶客
及留客才出現蝕本價，不會持久。
鮮肉大聯盟副主席關國華昨日表

示，雖然新鮮豬肉的每擔拍賣平均
價，早前曾跌至僅1,000多元，但近
期已上升至 1,400 元至 1,500 元一
擔。未計租金及人工的成本為每斤
20多元，加上香港絕不低的租金與
人工等經營成本，物價相對較便宜
的地區如元朗及土瓜灣，鮮豬肉每
斤售價48元至50元，在其他地區價

格更高，新墟肉檔賣32元一斤是蝕
本價，難以長期維持。

平價肉或來自「老豬」
他又表示，由於來自外地如泰國

的冰鮮豬肉，售價介乎30元至34元
一斤，故他不認為新墟肉檔以冰鮮
豬肉混入新鮮豬肉出售，估計或來
自一些「年紀大」的豬隻，肉質欠
佳，才會如此平售。
香港豬肉行總商會理事長許偉堅

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就算新鮮
豬肉批發價下跌，但其他經營成本
如租金、人手、設備及運輸等費用
並沒有減少，加上以往每日有4,000
隻活豬供港，但現時只得2,000多
隻，全行平均成本均有所上升，減
價空間有限。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高俊威 ) 內地上月
起限制柴油車專用的尿素出口，令一直依賴
內地進口車用尿素的韓國出現嚴重短缺情
況。在香港，有貨運業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雖然車用尿素在港供應
正常，但近期價格上升六成，令運輸成本亦
相應上升，估計民生用品的物價或因此加
價。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認為，由於傳出
內地車用尿素供應短缺的消息，加上擔心歐
洲供港的尿素或因聖誕新年長假將至而延遲
抵港，進一步令價格出現大幅波動。
車用尿素又名環保汽車尿素，是一種應用

於柴油車包括巴士、小巴及貨車等的廢氣處
理物質，可將柴油發動機排放的氮氧化物污
染物轉化成無害的氮和水。擁有6部貨車的
鄧先生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他旗下貨車
每星期均需到一個由業內組織營運的油站入
尿素，每部車每次入60升至70升，上月每升
售價約逾5元，但近期已上升至逾8元，每次

入尿素的費用由以往只需約300元升至近500
元，估計與內地供應短缺有關。
他表示，車用尿素供應仍穩定，但價格上
升，令運輸成本增加，相信額外的運輸成本
需轉嫁予貨主，貨主也大有可能將相關費用
再轉嫁消費者，導致物品價格或因此而上
升。至於已與貨主簽訂合約的貨車司機，額
外成本就只能由自己承擔。
鄧先生說，知道有業界使用溝水的尿素

精，價格相對車用尿素便宜，但因不知會否
影響車輛性能以及減少車輛污染物的效果，
故沒有考慮使用。
李耀培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除內地外，也有來自歐洲的車用尿素供
港，故香港的供應暫未受影響，但由於早前
傳出內地的車用尿素供應短缺，加上聖誕新
年長假期將至，擔心歐洲的來貨或會延遲送
抵香港，對價格敏感的商人將價格提高，導
致尿素價格波動。

車Cam直擊野豬3撞輔警 車用尿素加價 業界料物價升

經營成本均上升
蝕做留客難長久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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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新墟啓民徑戶外街市一間已經營36年的「黃元興
鮮肉食品公司」豬肉檔貼出告示稱，現在是「豬肉

大戰」、要「同歸於盡、血戰到底」，又稱該店由1985
年開業至今，一直「秉承祖訓、明碼實價、斤両十足、童
叟無欺」，只是「最近多間肉店在新墟開業，並以低於成
本的價格出售」，該店為免被淘汰，只能無奈決定減價跟
隨競爭，並揚言會「撐到最後」。

差價吸引不少肉販入市
黃元興豬肉檔出售的瘦肉及豬尾骨目前每斤32元、上

肉每斤20元、西施及豬尾每斤38元，店中最「平」豬脷
及腩肉只售18元一斤，比附近肉檔的定價低2元至6元，
且買滿50元豬肉的客人還獲贈送兩條細臘腸，不少街坊
在檔位前挑選、購買豬肉。
黃元興的職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近期內地活
豬批發價回落，但零售價仍企硬，兩者差價使肉販有利可
圖，吸引不少肉販加入市場，「數月內附近新增多間豬肉
檔，現在前後有4間豬肉檔，本來大家公平競爭無問題，
但有大型肉檔鬥平搶客，大家無法公平競爭，為保持競爭
力及繼續經營，老闆上周決定大減價還擊。」
該店強調自己是「為勢所迫」，並非減價戰的始作俑
者。與黃元興相隔一個檔位的新鮮豬肉專門店，也貼出黃
底紅字的「豬骨瘦肉$34」告示，另有店員輪流「開咪介
紹豬肉」叫賣，吸引客人購買豬肉。
在競爭下，消費者最為受惠。張太是黃元興豬肉檔的

「忠實」顧客，一直在該店買豬肉，「佢呢間啲豬肉質素
好啲，所以一直喺度買。」她表示與之前相比售價減一
半，「今日（昨日）用四十蚊買嘅瘦肉，之前差唔多分量
要八十幾蚊先買到，平咗差唔多一半。」

市民：平啲肯定好啦
她日前也幫襯買減價豬肉，覺得減價前後的豬肉肉質差
不多，「之前都幾擔心平咗咁多係咪有問題，不過食咗之
後，我覺得同減價之前食嘅差唔多。」她認為豬肉減價對
市民有好處，「對市民肯定有益啦，平啲肯定好啦，就係
咁平唔知豬肉邊度嚟嘅，有點擔心豬肉嘅品質。」
陳女士見黃元興豬肉檔前聚集了好多人，便上前購買了
一大塊豬肉，「之前冇喺呢間買開，見到佢大減價又人
多，就諗住買塊試吓。」她表示「減價混戰」對市民有好
處，「豬肉平啲梗係好啦，」但至於豬肉的品質如何，就
要吃過才知道，「豬肉啲質素好唔好，買塊返去食吓先
知，因為好多嘢表面睇唔到。」
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其他街市肉檔，發現屯門該街

市的鮮豬肉售價偏低，其他街市的瘦豬肉、豬扒，普
遍索價每斤48元至55元；豬手也售每斤38元至50
元，豬腩肉、肉排、排骨則每斤68元。

商品 批發價 半年間
(每斤) 升跌幅

薯仔 4.5元 ↑11%
菠菜 18.5元 ↑101.3%
西蘭花 18.9元 ↑85.8%
莧菜 12.7元 ↑33%
唐生菜 7.9元 ↑43.2%
白豆角 13.1元 ↑52.6%
芥蘭 10.9元 ↑4.1%
豬肉 15.03元 ↓33%

商品批發價升跌

資料來源：蔬菜統營處、
食環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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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女士表示「減價混戰」對市民有好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與黃元興相隔一個檔位的「領鮮新鮮
豬肉專門店」，貼出黃底紅字的「豬骨
瘦肉$34」告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菜販「食水」未算深，期內蔬菜零售
價升幅較溫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黃元興豬肉檔貼出告示稱要「同歸於
盡、血戰到底」，不少市民在檔位前挑
選，購買豬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