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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台北訊】國際造紙原料上漲，多家衛生
紙業者強調會關注價格趨勢，適當反映成本。截
至目前，全聯、家樂福、愛買均表示，尚未收到
漲價訊息；好市多則因不敵原料、運費與包材漲
勢，昨天起自有品牌衛生紙每串調漲30元、調幅
8.96%。

國際造紙原料漲不停，永豐餘集團旗下漿紙廠
中華紙漿預告5月、6月將調漲；旗下有春風、蒲
公英等品牌的紙廠正隆指出，為適當反映成本，
近期陸續透過取消終端通路優惠、微調售價等方
式調整，但不會有劇烈漲幅。永豐餘集團旗下五
月花、得意、柔情等家用紙品牌的永豐實回應，
會密切觀察原物料趨勢，謹慎因應成本變化。

好市多指出，自有品牌科克蘭昨起調漲8.96%
，每串從335元調至365元，增加30元；並坦言去

年至今原物料、運費與包材漲勢可觀，「但一直
沒有動它」，僅去年調漲一次5%，因為漲幅已無
法再繼續吸收，一定需要反映成本，才做出此決
策。

全聯、愛買、家樂福均表示，近期沒有收到漲
價訊息，各有衛生紙優惠可供消費者參考。

例如：全聯即日起~12日，五月花厚棒連續抽
取式花紋衛生紙特價219元，憑福利卡購買任一
袋再加贈20福利點；舒潔抽取衛生紙單串特價159
元、2串289元，憑福利卡購買2串再加贈20福利點。

愛買量販逢今天起推出共13款衛生紙相關紙製
商品優惠，最低64折，包含春風抽取式廚房紙巾
特價95元、五月花平版衛生紙特價117元等。家樂
福自有品牌抽取式花紋衛生紙130抽，特價149元
，每周三自有品牌日再享滿599元8折優惠。

每串調漲30元

全球缺糧危機  有錢難買到麵粉

地    區 氣溫℃  天氣 

台  北 20～25 多雲陣雨

桃  園 20～26 多雲

新  竹 20～28 多雲

台  中 22～29 多雲

南  投 20～29 多雲

嘉  義 20～28 多雲

台  南 22～28 多雲

高  雄 27～29 多雲時陰

花  蓮 20～24 多雲陣雨

台  東 21～26 多雲陣雨

今日天氣

世界天氣
地區 氣溫○C 地區 氣溫○C

東京 13~22 香港 23~27
曼谷 25~31 福州 14~23
雪梨 14~25 昆明 11~19
洛杉磯 14~20 武漢 18~28
紐約 9~15 上海 16~25
里約 22~32 南京 16~27
日內瓦 9~19 西安 15~30
倫敦 9~16 青島 15~20
羅馬 12~22 北京 18~35
約堡 11~20 瀋陽 9~30

貨幣匯價
幣  別      買  入      賣  出

美  元 29.13 29.8

歐  元 30.23 31.57

港  幣 3.607 3.811

日  圓 0.2182 0.231

人民幣 4.325 4.487

 註：新台幣昨收29.53元 貶值5分
台灣銀行提供

股      市 收盤指數  漲▲ 跌 ▲

台灣集中市場 16498.90

▲

93.28

台灣店頭市場 195.17 ▲ 0.35

東  京   日  經 - -

香  港   恆  生 21101.89 ▲ 12.50

亞洲股市

國際造紙原料漲，永豐餘集團旗下漿紙廠中

華紙漿預告5月、6月將調漲。 圖／葉信菉

國內衛生紙漲價  好市多開第一槍

【本報綜合外電報導】俄烏開戰以來，新一波
保護主義衝擊全球，有數十個國家、地區為確保
本國民眾的食物及大宗商品穩定，實施出口禁令
，不僅造成窮國社會動盪，連日本國民美食蕎麥
麵也淪為犧牲品，石原（Ryu Ishihara）的平價蕎
麥麵就因醬油、麵粉、天婦羅配菜甚至是用來熬
高湯的魚，成本全都增加，近10年來首度喊漲。

這波國家保護主義包括烏克蘭限制葵花油、麵
粉、燕麥出口；俄國禁止肥料、糖及穀物出口；
生產全球半數以上棕櫚油的印尼，現已暫停出貨
；土耳其停止出口奶油、牛羊肉、玉米及蔬菜油
等。

《紐約時報》引述瑞士聖加倫大學國際貿易教
授埃文奈特（Simon Evenett）追蹤的數據報導，
今年初以來，世界各國已針對食物及肥料等，推
出47項出口禁令，其中43項是在2月底俄烏開戰
之後實施。

埃文奈特指出，這波出口禁令中最明顯的要屬
小麥，俄烏出口小麥量占世界小麥的4分之1以上

俄烏開戰以來，許多國家實施出口禁令，讓

已居歷史高點的糧價更昂貴，民眾有錢也買不

到。圖為伊拉克攤商正在販賣麵粉。 

 圖／法新社

戰爭 + 出口禁令

嘉義縣太平雲梯營運5周年，推廣在地觀光，太平社區產業合作社規畫今年
9月11日辦「太平雲梯雲端路跑」，起點從遊客中心跑到太平雲梯上，經縣道
151到二尖山觀景台折返，終點於太平國小，選手可在太平雲梯橋上，俯瞰雲
海美景同時飽覽著名的梅山36彎景致，以及沿線茶園風景風光。 

 圖／太平社區產業合作社提供

雲端路跑  飽覽絕景

，全球數十億人依賴麵包、麵條或麵粉類包裝食物
為生。

在俄國及白俄羅斯率先設限後，烏克蘭小麥輸

出國例如摩爾多瓦、塞爾維亞、匈牙利也開始限
制小麥出口，最後，進口小麥的黎巴嫩、阿爾及
利亞、埃及，也以糧食安全為由，禁止出口。

埃文奈特說，這波禁令才剛開始，未來幾個月
可能更嚴重。歐洲已可感受到主要穀物供應受限
，西班牙、希臘、英國的零售商已限制民眾購買
穀片及食用油數量。

專家警告，那些辦法多半立意良好，但就跟新
冠疫情爆發以來一波又一波的搶購潮一樣，保護
主義心態、作法，只會造成反效果。

那些出口限制使得價格已居歷史高點的穀物、
食用油、肉類及肥料等更昂貴，甚至有錢也難買
到。此舉除了對貧民造成負擔，還增加窮國的社
會動盪。

世界貿易組織（WTO）祕書長伊瓦拉（Ngozi 
Okonjo-Iweala）表示，俄烏戰對全球經濟彼此依
存一事，形成問題，她促請各國不要對全球貿易
體系做出錯誤結論，因為貿易有助於帶動經濟成
長，且已為疫情中的各國帶來重要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