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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红柿限购
蔬菜种子热销

在位于伦敦西北部的一家乐购超市,
货架上清晰标识了每位顾客只能购买 3
个西红柿。除了西红柿,多家超市还对黄
瓜、生菜和青椒等日常蔬菜进行限购,有
的超市果蔬限购品种高达8种。

同时,英国市场调查企业凯度公司发
布的数据显示,在追踪 7.5万种商品价格
走势后发现,在鸡蛋、蔬菜等价格上涨的
推动下,英国 2月食品通胀率同比上涨至
17.1%,为该公司 2008年开始相关调查以
来的最高水平。其中,牛奶和鸡蛋的价格
在过去三个月内上涨了35个百分点。

有英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公布账单,
2月末他花费 25英镑(1英镑约合 8.35元
人民币)购买了一袋共 6个西红柿。还有
英国网友调侃,看着家里最后一个西红柿,
难以决定是把它吃掉,还是把它卖掉还房
贷。

英国《卫报》引述英国意大利厨师协
会的话报道,过去一年,每箱鲜番茄的价格
从5英镑左右涨至20英镑；番茄罐头的价
格也翻了一番,从每箱 15英镑涨至 30英
镑。

英国意大利厨师协会会长奥利韦里
说,会员餐厅通常从意大利、西班牙或摩
洛哥进口番茄,但到处都短缺,当下情况对
意大利餐厅来说非常困难,并且看不到任
何希望。奥利韦里说,一些餐厅只能修改
菜单,供应不用番茄酱的比萨饼和意大利
面。还有一些厨师尝试用奶酪、西葫芦和
茄子等代替番茄做酱料。

据英国广播公司 3日报道,英国皇家

园艺学会的数据显示,该协会下属经销商
2月种子销量同比上升20%。知名种子经
销商“福瑟吉尔先生的种子”表示,其 2月
网络销量增长了近50%。园艺公司“花园
集团”总经理伯克斯说,如今居民家里的
花园越来越小,不少人选择在露台和窗台
种植蔬菜。“过去几周,蔬菜种子的销量如
火箭般蹿升……土豆、豌豆、西红柿、黄
瓜、青椒、生菜以及其他沙拉菜、卷心菜、
西蓝花、菜花、甘蓝……几乎所有蔬菜种
子都卖得不错。”

产地遇自然灾害
本国大棚撂荒

在通胀高企与供应短缺的双重挤压
下,英国普通民众为每天餐桌上的沙拉犯
了愁,有的超市还限制成品沙拉的购买数
量。凯度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能源价
格影响之外,食品价格对居民生活的冲击
排在第二位。2月,约有 25%的英国家庭
面临经济困难。该机构分析,英国消费者
未来一段时间仍将面临持续的物价上涨。

然而,英国政府主管“菜篮子”的官员
却对这一问题态度冷漠。英国环境、食品
和乡村事务大臣科菲在议会下院接受问
询时说,如果物价太高难以承受,人们就应
该“尽可能地多工作几小时、提高技能或
找个高薪的工作”。她坚持认为英国的食
品供应链“稳定且充满韧性”,果蔬短缺是
因为产地遭遇自然灾害而带来的暂时困
难。

数据显示,在冬季英国约有 95%的西
红柿和黄瓜、90%的生菜需要进口,其中大
部分来自西班牙和北非地区。在西红柿

海外供货地摩洛哥,强降雨和洪灾导致减
产；另一产地西班牙去年经历罕见高温干
旱,今年又出现反常低温。在果蔬出口占
全国出口量约四成的西班牙南部农业大
省阿尔梅里亚,西红柿、黄瓜和茄子2月前
三周的产量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0%以上。

受气候条件限制,英国在种植西红
柿、黄瓜、辣椒等农作物时十分依赖温室
大棚,并会利用天然气发电给大棚供暖。
由于能源价格尤其是电价飙升,很多英国
农民不得不放弃温室种植蔬菜和水果的
做法,致使英国国内生产的农产品数量下
降,不得不更多依赖进口。英格兰南部温
室种植业者迪普洛克说,他的能源账单达
到往年冬季的6倍。“我们无力负担(去年)
12月和(今年)1月的温室供暖费用,要到 2
月才开始种植。很多西红柿种植业者都
陷于同样境地。”

“脱欧”后遗症
短缺或将持续

对于英国出现的果蔬荒,作为英国果
蔬的主要进口国之一,西班牙农业、渔业
和食品大臣普拉纳斯 3月 1日说,英国西
红柿、黄瓜等沙拉菜品短缺,主要原因除
了低温天气导致海外供货地产量减少,还
有英国采购计划不周和“脱欧”所致供应
链问题。果蔬短缺暴露出英国食品供应
的脆弱性,以及“脱欧”后私营部门存在的
劳动力问题。

路透社援引普拉纳斯的话报道称,虽
然与西班牙同为欧盟成员的法国和德国
市场可能得到优先照顾,不过英国
眼下果蔬短缺的局面“绝对是暂时

的”。西班牙一个生鲜产品出口商行会表
示,西班牙的果蔬产量已经在回升,出口形
势将很快改善。此前,英国零售商协会食
品与可持续发展事务负责人奥佩表示,英
国超市已在想办法拓展货源。

英国农业专家认为,除非英国政府对
本国农产品的生产进行大规模补贴,尽快
降低通胀,减少“脱欧”给供应链带来的负
面影响,否则农产品短缺的问题将会一直
持续。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农业研究教授
温特说,果蔬供应已然紧张,向非欧盟成员
国英国出口意味着需要更多手续,这进一
步降低了英国市场的吸引力。“‘脱欧’令
问题更为严重,这一点毋庸置疑。”

英国全国农民联合会主席巴特斯警
告说,不能把粮食安全视为理所当然的,不
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是当今英格兰和威尔
士农业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英国政府必
须拿出实际行动来支持本国粮食和农业
生产,“留给政府的时间不多了”。尽管英
国政府安抚民众说,情况会在未来几周内
好转,但英国前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大
臣尤斯蒂斯说,番茄短
缺的情况至少还要持
续一个月。一些种植
商则认为,果蔬供应吃
紧问题可能会持续到
5月。 (资料来源:新
华社、央视财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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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13日发布报告称，受乌克
兰危机影响，欧洲2022年的武器进
口量较前一年激增了93%。

欧洲亚洲武器进口量大幅增
加

香港中通社报道，SIPRI公布
的报告显示，全球的整体国际武器
转移其实减少了 5%，但俄乌冲突
促使欧洲国家竞相加强防卫，使欧
洲国家在截至2022年的五年里，增
加了 47%的武器进口，美国对全球
武器的出口则从33%增至40%。

同样受冲突影响，乌克兰在
2022年增加了 60多倍的武器进口
量，跃升成世界第三大武器进口
国，仅次于卡塔尔和印度。

西方向乌克兰交付的大部分是
二手武器，包括美国提供的 230套
远程火炮系统、波兰提供的 280辆
装甲车、英国提供的7000枚反坦克
导弹和新生产的9套防空系统等。

报道称，波兰和挪威等其他欧
洲国家的军费开支增加也助推了
武器进口。SIPRI预计军费开支会

进一步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与欧洲地区的

状况类似，在另一个地缘政治高度
紧张的地区——东亚地区，武器进
口量也出现了急剧的增加。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该地
区增幅最大的是美国的盟友韩国
与日本，二者分别增长了 61%和
171%。此外，澳大利亚的武器进口
也增加了23%。

SIPRI将这一增长归因于“相
关国家对地区威胁的认知不断增
强”，并且指出，上述三个国家的主
要武器供应商都是美国。

非洲国家武器进口大量减少
另据德国之声（DW）报道，在

欧洲、亚洲国家武器进口量的激增
的同时，非洲国家武器进口却在大
量减少，降幅达到 40%。“但这并不
意味着非洲变得更和平了”，SIPRI

研究员魏泽曼强调，SIPRI统计的
武器交易量“和使用武器的冲突数
量并不成正比”。在非洲虽然有许
多武装冲突，“但是这些国家往往
承担不起大量采购先进武器的费
用，所以这些地区的武器交易总量
相比冲突数量来说是更低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国
家在过去一年里，成为武器出口的
主要目的地，占世界总量的32%。

武器转让的主要目的地是卡
塔尔，占世界总数的 10%，以及印
度 9%和乌克兰 8%，沙特阿拉伯和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各占 7%、巴基
斯坦则有5%。

而截至2022年的五年里，美国
仍在世界五大出口国中排名第一，
占比 40%、其次为俄罗斯的 16%、
法国的 11%、以及中国的 5%和德
国的4%。

欧洲2022年武器进口量激增逾九成

8日，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克兰士兵从前线带回的武器沾满了泥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