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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6 .1  

香港基本食品通脹的近期情況  

基本綜合消費物價指數通脹率由二零二一年下半年的 1.2%，上升至二零二二

年上半年的 1.6%。雖然通脹整體上維持溫和，但基本食品價格的升幅從二零

二一年下半年的 1.4%，明顯加快至二零二二年第一季的 4.6%和第二季的

5.0%。本專題探討導致基本食品通脹近期上升的食品項目及其供應情況。  

按主要食品項目分析，令基本食品通脹在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明顯加快的項目主

要為新鮮蔬菜、魚類和海產 ( 1 )及鮮果 (圖 1)。期內，這些項目合計貢獻基本食

品通脹超過九成的升幅，而豬肉價格下跌 ( 2 )則抵銷部分影響。新鮮蔬菜價格的

升幅在二月和三月尤為急劇，而鮮果價格的升幅則在五月和六月較為顯著。  

圖 1：各類主要食品項目對基本食品通脹的貢獻  

 

 

 

 

(1 )  包括鹹水魚、淡水魚、其他新鮮海產和海味。  

(2 )  豬肉價格趨跌是由於內地活豬供應在二零一九年上半年非洲豬瘟爆發後逐漸恢復所

致。具體而言，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由內地進口的活豬數目較一年前上升 46 .3%。  

 

與一年前比較的增減率(%) 
2021年下半年

基本綜合消費物價指數：+1.2% 
基本食品價格：        +1.4% 

2022年上半年 2022年第一季 2022年第二季 

基本綜合消費物價指數：+1.6% +1.6% +1.7% 
基本食品價格：        +4.8% +4.6%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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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6.1 (續 ) 

新鮮蔬菜的價格在二月和三月分別按年急升 24.9%和 34.1%，並在四月至六月

繼續錄得 10.7%至 18.6%的顯著升幅。除了在二月受農曆新年短暫影響外，價

格飆升主要是由於自本地爆發第五波疫情以來，跨境陸路運輸受阻，導致新鮮

蔬菜供應減少。根據政府統計處的商品貿易統計數字，在二零二一年進口蔬

菜  ( 3 ) (按重量計 )中，逾九成來自內地，當中差不多全部經陸路運抵本港。二零

二二年二月至三月的蔬菜進口量較一年前少 26%，而幾乎所有跌幅與陸路進口

有關。經內地和本港當局通力合作，加上本地疫情普遍改善，蔬菜供應量其後

大 致 回 升 。 新 鮮 蔬 菜 價 格 已 由 三 月 的 高 位 逐 步 回 落 ， 截 至 六 月 合 共 下 跌

25.9%，不過仍較一年前高 10.7%。  

魚類和海產價格升幅顯著很大程度上亦與跨境陸路運輸受阻有關。與新鮮蔬菜

的情況類似，內地一直是魚類和海產的重要供應來源。在二零二一年，近六成

進口魚類和海產 (按重量計 )來自內地，當中逾八成經陸路運送。在二零二二年

二月至三月，進口魚類和海產量按年下跌 28%，而近七成的跌幅都與陸路進口

相關。魚類和海產的進口量在第二季反彈，但仍較一年前少 6%。在二月至六

月期間，魚類和海產價格的按年升幅介乎 8.2%至 11.8%。有關升幅較新鮮蔬菜

小，相信是由於魚類和海產方面有較多內地以外的進口來源，加上有較多替代

品例如其他肉類，而冷藏魚類的存貨亦可能起到緩衝作用。  

鮮果的進口來源地則遍及全世界。只有約十分之一的進口鮮果 (按重量計 )來自

內地，故陸路運輸受阻對香港鮮果整體供應的影響應該遠為輕微。儘管如此，

鮮果價格在第一季按年仍錄得 8.9%的明顯升幅，第二季的升幅則為 14.1%。這

可能部分因為肥料和燃料價格上升，令生產成本上漲，以及全球多個地方出現

供應鏈瓶頸，導致國際貨運成本高企。  

與二零二一年下半年相比，大部分其他食品的價格在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均錄得

較快的按年增幅，加劇基本食品通脹。在陸路運輸持續受阻、供應鏈瓶頸未解

和全球商品價格高企的情況下，基本食品通脹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內繼續處於高

位。由於基層市民較大部分的收入用於購買食品，因此會受到較大衝擊。預算

緊絀亦令他們較難應對較高的基本食品價格。政府明白食品通脹高企對市民所

造成的壓力，並會致力確保食品供應穩定。  

 

 

 

(3 )  指貿易統計數字中的新鮮或冰鮮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