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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莫大於無憂

佛  光  菜根譚

1 要聞
2023 年 4 月 20 日 星期四

農曆癸卯年三月初一

【本報台北訊】連日高溫，加上民營電廠故障
破管的突發事件，再生能源發電表現不如預期，
備轉容量率差點跌到代表「供電警戒」的橘燈，
迫使台電緊急18日啟動今年第2次需量競價措施
，撐住備轉容量率，但台電表示，鋒面到來氣溫
降低，用電需求下降，預估下周的用電負載也不
會高於這周。

不過，根據台電官網的電力供需預測數據，儘
管未來一周都呈現供電充裕的綠燈，但4月下旬
的備轉容量率掉到只有8.8%，亮出供電吃緊的黃
燈，顯示供電狀況仍有待觀察。

民營電機組18日出現破管、故障情形，台電緊
急向民間以每度10元的高價買電，更請高壓用戶
工廠降低用電，將備轉容量率維持在「供電吃緊

」的黃燈，外界擔憂現在只是4月，台灣是否就
要面臨限電，甚至缺電危機？台電對此表示，需
量反應措施並非強制用戶限電，而未來一段時間
的用電需求降低，供電應無問題。

台電專業總工程師吳進忠說，台電可動用的
需量反應措施總量約100萬瓩，18日執行率約
30~35%，約動用35萬瓩，將備轉容量率維持在「
供電吃緊」的黃燈。

台電表示，這次因民間一台汽電共生大型機組
破管，又有桃園海湖電廠一部燃氣機組也報故障
，供電端少掉105萬瓩，太陽光電的發電量又不如
預期，才會啟動需量反應措施，而破管、故障的
狀況檢修需要時間，但保守估計在10~14天左右。

至於檢修期間的電力缺口，是否會造成供電隱

憂，台電則說，其他歲修的機組會回歸發電，而
昨日下午鋒面到來，全台各地都出現降雨，氣溫
也明顯降低，因此用電的需求量降低，不需要再
啟動需量反應措施。

台電說，18日是特殊狀況，不但氣溫高，太陽
能、風力發電都不理想，因此狀況比較嚴峻，但
接下來溫度下降，今天降雨也應會持續，預估下
周的負載不會高於這周。

需量反應措施包括計畫性及臨時性減少用電措
施及需量競價，台電18日祭出需量競價以每度10
元買電，被質疑價格太高。台電表示，並非每度
電都以10元收購，業者可以自由報價，依規定每
度「最高」報價可以達到10元，也有可能報價5
、6元，台電會根據負載需求收購。

今年供電 2 度拉警報  降雨成救星

【本報綜合外電報導】國際信評機構惠譽（
Fitch）集團旗下機構指出，2023年全球稻米產
量，恐出現20年來最大短缺導致價格上揚，將
影響逾35億稻米食用人口，特別是占全球稻米
消費9成的亞太地區。

惠譽旗下「惠譽解決方案」（Fitch Solutions
）的大宗商品分析師哈特（Charles Hart）說：
「整體而言，全球稻米短缺的顯著衝擊已現，
目前米價已然處於10年來最高。」

惠譽4日最新一期《國家風險與產業研究》
（Country Risk & Industry Research）報告顯示，
當前的高米價情況預計會持續到2024年。

報告指出，2023年到目前為止的國際米價為
每公擔（cwt，約45.4公斤）17.3美元（約新台幣
528元），到2024年後才可能降至每公擔14.5美元
（約新台幣443元）。哈特說：「鑒於稻米是諸
多亞洲市場的主食類商品，價格是食品安全的
主要決定因素，尤其對最貧困的家庭而言。」

報告預測2022/2023年季度全球稻米缺口達
870萬噸，是2003/2004年以來最大短缺；當年
全球稻米短缺達1860萬噸。

全球稻米供應短缺的主因包含俄烏戰爭持續

、中國大陸、巴基斯坦等稻米產國遭遇惡劣天
候。世界最大稻米生產國的中國，去年7月之
後大片農田受夏季強降雨、洪水衝擊。

農業分析公司Gro Intelligence的數據顯示，中
國主要水稻產區的廣西、廣東，當時累積降雨
量達20年來次高；占全球稻米交易量7.6%的巴
基斯坦也因去年嚴重洪災，年產量下降31%。

哈特說除了供應吃緊，俄羅斯2022年2月入
侵烏克蘭以來其他主要穀物價格飆升，讓稻米
成為愈來愈有吸引力的替代品，推升需求量導
致價格上揚。印度去年9月禁止碎米出口，哈
特認為這也是造成衝擊的一大因素。

全球米市 恐明年才回穩

主要業務涉及全球糧食與農業的荷蘭合作銀
行（Rabobank）集團，旗下高級分析師泰卡拉
（Oscar Tjakra）也表示，美國及歐盟等其他國
家稻米產量較去年同期下降，也是造成短缺的
原因之一，全球米市要到下半年及進入2024年
之後才會逐漸回到平衡。

Gro Intelligence高級研究分析師高佛瑞（Kelly 

Goughary）表示，許多國家被迫減少國內庫存
，稻米短缺受害最大的，都是已飽受國內食品
價格高漲之苦者，像是巴基斯坦、土耳其、敘
利亞及一些非洲國家。

台灣稻米 產業鏈陷危機

國內方面，台灣各地水情陸續吃緊，作為
國內重要糧倉的嘉南平原，已3年沒有第一期
稻作，對農民、田地造成影響。休耕若成常態
，國內農產分工最完整的稻米產業鏈，恐將面
臨生存危機。為了因應休耕對農民造成的損失
，農委會祭出20億元的休耕補助，每公頃可領
9.6萬元，比前一次休耕補助多3000元，創下
近20年新高。

但農田生態會因休耕出現變化、長滿雜草，
農民反覆使用除草劑，不僅影響土壤營養品質
，也不易根除。另外，一期稻的產量、品質，
都比二期稻來得高，因為一期稻的生產過程天
數較長、溫度相對均等，病蟲害較少，二期稻
則會碰上夏季高溫、多溼，病蟲害相對多，成
本也較高，久日旱象讓農民最近苦不堪言。

全球稻米20年最缺
衝擊35億食用人口

新聞提要

2焦點
國債鐘創新高

每人負債破27萬元

4國際／兩岸
歐盟砸1.4兆元

拚晶片在地製造

地    區 氣溫℃  天氣 

台  北 23～24 陰陣雨

桃  園 23～24 多雲陣雨

新  竹 23～25 陰陣雨

台  中 24～25 陰陣雨

南  投 23～23 陰陣雨

嘉  義 23～23 陰陣雨

台  南 24～25 陰陣雨

高  雄 25～26 陰陣雨

花  蓮 23～26 多雲陣雨

台  東 25～29 多雲陣雨

今日天氣

世界天氣
地區 氣溫○C 地區 氣溫○C

東京 15~25 香港 24~28
曼谷 30~37 福州 20~23
雪梨 17~19 昆明 19~28
洛杉磯 13~20 武漢 21~23
紐約 10~15 上海 15~23
里約 21~25 南京 18~28
日內瓦 6~10 西安 18~28
倫敦 6~15 青島 12~22
羅馬 9~18 北京 15~23
約堡 15~18 瀋陽 4~17

貨幣匯價
幣  別      買  入      賣  出

美  元 30.16 30.83

歐  元 32.63 33.97

港  幣 3.738 3.942

日  圓 0.218 0.2308

人民幣 4.331 4.493

 註：新台幣昨收30.562元 貶值3.5分
台灣銀行提供

股      市 收盤指數  漲▲ 跌 ▲

台灣集中市場 15770.47

▲

98.97

台灣店頭市場 217.15 ▲ 0.19

東  京   日  經 28606.76

▲

52.07

香  港   恆  生 20367.76

▲

282.75

亞洲股市

俄烏戰
爭、暖

化

⬅⬆報告預測，今年全球稻
米產量恐缺870萬噸。圖為孟

加拉工人在稻田收割水稻。

 圖／法新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