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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it Times佛 光 菜根譚

為人勿計得失，應計善惡A1要聞
2022 年 9 月 4 日 星期日

農曆壬寅年八月初九

新聞提要

A3綜合
上午風雨仍強

軒嵐諾今晚漸離

菲窮人麵包縮水  法國、墨西哥食材大漲  為省荷包轉向植物肉、植物奶  

通膨壓力大 各國減少吃肉

地    區 氣溫℃  天氣 

台  北 26～28 陰陣雨

桃  園 26～27 陰陣雨

新  竹 27～29 陰陣雨

台  中 27～31 多雲陣雨

南  投 26～31 陰時陣雨

嘉  義 26～32 陰時陣雨

台  南 27～31 多雲陣雨

高  雄 28～32 多雲陣雨

花  蓮 27～32 陰短陣雨

台  東 27～34 多雲

今日天氣

世界天氣
地區 氣溫○C 地區 氣溫○C

東京 23~30 香港 29~34
曼谷 28~32 福州 27~36
雪梨 13~17 昆明 14~15
洛杉磯 22~28 武漢 23~30
紐約 21~28 上海 25~27
里約 16~18 南京 22~23
日內瓦 17~27 西安 16~25
倫敦 19~24 青島 21~26
羅馬 20~29 北京 19~29
約堡 14~24 瀋陽 18~24

【本報台北訊】經濟部將於9月召開電價費率
審議會，決定今年10月至隔年3月電價費率。官
員指出，台電7月剛調漲電價、民間通膨未解，
以及政府已編預算挹注台電等3大原因，既使台

3 主因  10 月電價凍漲機率高

【本報綜合外電報導】烏俄戰爭、全球暖化等
因素，導致全球通膨，竟意外衝擊各國飲食習慣
。美國通膨升抵40年來高點，有不少民眾為了省
下荷包，開始減少外食，也減少吃肉；墨西哥，
7月通膨年增率高達8.15%，現在想吃玉米餅，得
多掏一半的錢出來；菲律賓披索（peso）疲軟又
提升進口食用油的成本，許多菲律賓麵包師傅為
因應通膨高漲，只好讓一款民間熱門早餐麵包捲
縮水。

素食食品製造商Alpha Foods委託哈瑞斯民調公
司做的調查顯示，美國民眾最關切的通膨問題是
食材價格，擔心程度勝過汽油價格。逾半數受訪
者表示，隨著肉價上漲，他們開始研究「植物肉
」、「植物奶」會不會較省荷包。

家庭新選擇 人造肉趁勢崛起

除了美國，中南美洲墨西哥首都物價漲3成，
智利、哥倫比亞、阿根廷的通膨率都達到近2、

30年來新高。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民眾
向來愛吃牛肉，有些家庭承受不住通膨壓力，開
始找其他較便宜的替代肉品，例如：人造肉、培
養肉等。

德國的食用油與麵粉自3月以來也歷經多輪漲
價，5月分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更升至7.9%，
創下半世紀以來最高的通膨數據。對此，德國農
業部長也呼籲少吃肉，降低食物的消耗，空出更
多耕地種植穀物、蔬果，補足因俄烏戰引發的糧
食缺口。

法國也不例外，7月法國通膨率達6.1%，是自
1985年來最高紀錄。儘管比英國的10.1%低了不
少，但法國民眾感覺到錢明顯變薄了。很多民眾
開始減少吃肉，不買有機產品，不買沒必要的東
西，省錢過日子。

菲 律 賓 鬆 軟 微 甜 的 「 菲 律 賓 鹹 麵 包 」 （
pandesal）經常被菲律賓人拿來沾咖啡，或塞入起
司食用，由於價格低廉，又以「窮人的麵包」聞
名；由於俄烏戰爭推升小麥價格，造成許多麵包

店選擇將這一款早餐商品變小。

菲熱門早餐 麵包重量減至25克

馬尼拉近郊的「純正麵包坊」（Matimyas 
Bakery）以往做的菲律賓鹹麵包重35克，但近幾
個月本地及進口食材價格飆漲，老闆莫萊昂（
Jam Mauleon）為避免調漲2.5披索（約新台幣1.35
元）的售價，選擇逐漸縮減麵包重量至25克左右
，「我們得縮水才能生存」。

當地麵包店協會主席查維斯（Lucito Chavez）說
，數以千計的麵包師傅深受原物料價格上漲衝擊
，這些原物料多半得靠進口。查維斯說：「我們
所有人都在奮鬥，不是要賺錢，而是為了生存。
我們得保護菲律賓鹹麵包產業。」

另外，南韓通膨率今年6月衝上14年來新高，
上班族的荷包也跟著縮水，就連午餐外食自助餐
的價格也漲10%，許多人不得不改吃便利商店的
泡麵、飯糰或餐盒省錢。

第11號颱風「軒嵐諾」號稱2022年最強風王，暴風圈籠罩全台，引
發全球氣象迷關注，然而今年不只有「風王」光臨，連「雷神索爾」也
駕臨台灣。宜蘭攝影師林建邦日前在宜蘭市黎霧橋，捕捉到超大朵閃電
雲，不時發出陣陣白光及閃電光束，一瞬間雷霆萬鈞的畫面，有如電影
《雷神索爾》從天降臨的動畫特效、震撼人心。 圖／林建邦提供

雷神索爾來台？
閃電雲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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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官員指出，台電7月剛調漲電價、民間通

膨未解，以及政府已編預算挹注台電等3大原

因，10月再調整電價機會不大。 圖／資料照片

電年底累積虧損恐達2000億元，10月再調整電價
機會不大。

今年2月俄烏戰爭開打，國際油價、天然氣價
及燃煤價格都水漲船高；既使國際油價已跌破每
桶上百美元，但仍舊維持在每桶90美元（約新台
幣2700元）的高水位；澳洲紐卡斯爾港煤炭價格
維持在每噸400美元（約新台幣1.2萬元）以上，
年增率達141.9%。

而涉及到台灣主要火力發電成本的天然氣也不
惶多讓，預測東北亞LNG價格的JKM指標近期均在
每百萬英熱單位（Btu）60美元震盪；各項燃料成
本大漲，成為台電今年虧損主因。

據台電7月底公布財報，台電累積虧損達1647
億元，負債比率達9成。發電成本方面，7月每度
售電稅前盈虧為虧損約0.9元；以每度平均電價
2.5428元計算，至少要調漲38.3%才可能與每度售
電成本3.5186元打平。

若按目前虧損速度，台電今年底恐累虧超過

2000億元，也讓10月電價是否調漲成為議題。對
此，台電重申，會將台電實際營運狀況報告電價
審議會，並尊重審議會結果。

然而，官員指出，本次電價審議會有3大原因
難漲價。首先，7月才剛調漲工業用戶電價，已引
發部分產業及民生抱怨增添財務負擔及額外支出
；第二，國內通膨上未趨緩，電價一調又會再推
升物價；第三，政府已表示將在明年預算「雙管
齊下」同步為台電編列赤字預算及1500億元的增
資預算，難有漲電價理由。

水費調漲？物價、水庫成關鍵

除了電價，民眾也關注水費是否會讓荷包縮水
。經濟部水利署去年底《耗水費徵收辦法》，原
預計今年7月實施。但政府考量到國內經濟情勢，
日前宣布暫緩公告耗水費。經濟部官員表示，將會
觀望物價及水庫兩個「水位」，再決定公告時間。

電價剛漲

通膨仍高

政府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