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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6.1 

全球食品及燃料價格的最新走勢  

隨着全球經濟在二零零八至零九年間經歷「大衰退」的衝擊後復蘇，全球食品

及燃料價格在這段期間亦出現大幅波動。由於這些價格的走勢會對香港的相關

消費物價帶來影響，因此，回顧這些價格的近期走勢，可為它們在短期內對香

港物價可能造成的壓力提供參考。  

參照國際貨幣基金組織及聯合國糧食及農業組織 (糧農組織 )所編製的相關指

數，圖 1(a)及 (b)顯示了全球食品價格自二零零七年一月以來的走勢。在二零

零七年及二零零八年上半年，食品價格在連串供求因素推動下急升 (見《二零

零八年半年經濟報告》專題 6.1)，但隨着全球金融危機爆發，食品價格在接近

二零零八年年底時回落至與二零零七年年初相若的水平。隨着全球經濟下滑的

趨勢在二零零九年初受到控制，食品價格亦開始見底。此後，全球食品價格在

全球經濟復蘇下於二零零九年顯著反覆回升。不過，全球食品價格在踏入二零

一零年後轉趨穩定。截至在二零一零年六月，全球食品價格仍較二零零八年年

中的高位低約 24%。根據糧農組織的資料 ( 1 )，近月全球食品價格整體上相對穩

定是主要受供應影響，早前的食品價格急升刺激了農業生產，以致近期庫存回

升。不過，由於二零零九年食品價格持續回升，全球食品價格在二零一零年上

半年仍較去年同期平均高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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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在食品價格止跌回升後，國際食品市場自二零零九年年尾漸漸恢復平衡

(b) 糧農組織及國際貨幣基金組織

食品價格指數與一年前同期比較的增減百分率

 

 
 

____________________ 
 

(1)  糧農組織《糧食展望－全球市場分析》 (二零一零年六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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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6.1 (續 ) 

 

 

 

 

 

 

從圖 2(a)和 (b)可見，近年國際市場的燃料價格走勢也呈現類似模式。以布蘭

特原油價格為例，自二零零八年七月升至歷史高位後（該月平均價格為每桶約

134 美元），原油價格在環球金融危機下，於二零零八年年底時曾較高位急跌

超過 70%。布蘭特原油價格在二零零八年年底至二零零九年年初徘徊於每桶

約 40 美元水平後回升，過去數月一直於每桶約 70 至 80 美元的水平窄幅上

落。工業生產活動逐漸復蘇，加上金融市場氣氛普遍改善，是推動原油價格自

二零零九年第二季起反彈的原因。  

(b) 國際貨幣基金組織燃料價格指數及

布蘭特原油現貨價格指數與一年前同期比較

的增減百分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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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國際貨幣基金組織燃料價格指數及布

蘭特原油現貨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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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燃料價格自二零零九年年初見底回升，主要是因為工業生產復蘇及市場氣氛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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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6.1 (續 ) 

 

 

 
 
 

從圖 3(a)和 (b)可見，本地食品及燃料產品的零售價格走勢，與相應產品的環

球市場的價格走勢大致相符，但前者的波動程度明顯較小。這是由於本地零售

價格同時受到本地工資、租金和其他營商成本的走勢等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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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食品的本地消費物價及

環球食品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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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與燃料相關產品的本地消費物價

及環球燃料價格

與一年前同期比較的增減百分率

圖3：本地食品及與燃油相關產品的零售價格走勢大致跟隨環球食品及

原油的價格走勢，但波幅相對較小

 

一般來說，由於食品佔住戶開支的比重大，食品價格的大幅波動對本地消費物

價通脹的影響可以相當顯著，正如二零零七和二零零八年的情況般。相比之

下，與燃油相關產品佔住戶開支的比重較小，加上香港並非一個倚賴燃油的經

濟體系，令本地消費物價通脹受油價波動的影響較小。雖然近月環球食品和燃

油的價格整體上相對穩定，但由於全球經濟前景高度不明朗，而這些產品的價

格波動性又高，這些產品的價格在未來一段時間可能更加波動。就食品價格而

言，如主要供應經濟體系的天氣情況惡劣及匯率波動，亦會為價格帶來上升壓

力。因此，我們要密切監察這些因素對本地消費物價通脹所帶來的上行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