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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開春，台灣百老姓收到的第一份新年大禮，就是民生物價以「兔」飛

猛進之姿衝高的消息，翻開報紙、打開電視，不是沙拉油要漲，就是麵包要漲，

連一向被視為平價美食的泡麵，都可以漲到 53 元一碗！而攸關民眾日常生活

甚鉅的油、天然氣等公共用事業，3 月第一週國內汽柴油價格每公升分別調高

0.7、0.8 元，第二週續調高 0.3 元。中油表示該漲幅已經是減半調漲的結果，

若國際油價飆破每桶 120 美元，則消費者吸收的漲幅將自 1/2 變成 1/3，但已

經讓許多開車族大喊吃不消；天然氣與桶裝瓦斯也自 3 月 2 日起漲價，天然氣

每立方公尺調高 0.45 元、桶裝瓦斯每公斤調高 0.5 元。 

物價飆高的消息不斷，導致人心惶惶，連行政院院長出面講話，表示要抓幾個

囤貨的「大咖」來辦一辦、「喝咖啡時少用一點糖」。然而消費者也很想知道，

如果漲價是國際原物料價格上揚所造成的，當國際原物料下跌之際，為何卻不

見降價的行動？政府各相關單位是否又有拿出具體的舉措？ 

 

消基會於 2 月 15 日曾前往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拜會，當場籲請該會應適時、

積極公布大宗民生物資的查價情形，但檢視該會網站自農曆春節以後所發布與

物價有關的新聞稿，其中僅有 2 月 11 日的新聞稿提到麵粉價格，內容為：「以

22 公斤高筋麵粉為例，自 97 年呈現最高價約 580 元左右，亦於 98 年至 99年

7 月間漸次回跌至 330 元區間，嗣自 99年 8 月起迄今，因國際小麥價格復上

漲，國內麵粉價格亦隨之上漲，並反映於麵粉出廠價格」，下文是：「針對近

期小麥麵粉價格之變化，該會除配合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之運作以外，亦已主

動立案調查，隨時掌握競爭市況……」，但就是沒有最近的價格。 

 

於是本會又於 2 月 24 日，函請該會就近來泡麵漲幅達 7％至 25％間是否有哄

抬嫌疑進行瞭解。至 3 月 9日，消基會接到該會回函，結果對於泡麵近來漲價

的情況，回應「已向國內主要生產業者進行瞭解，並就速食麵各原物料成本所

占比重、本次漲幅、成本壓力增加之原由，刻正調查中」，等於沒有回答；在

沙拉油是否有人涉及囤貨部分，僅說明「與各相關單位法務部、經濟部積極查

處中」，可以說只是一紙官樣文章的回覆。 

 

＊   抽樣查價發現油抽樣查價發現油抽樣查價發現油抽樣查價發現油、、、、奶粉奶粉奶粉奶粉、、、、飲料飲料飲料飲料、、、、衛生紙各有一品牌漲價衛生紙各有一品牌漲價衛生紙各有一品牌漲價衛生紙各有一品牌漲價 

 

消基會於 100 年 1至 2 月，派出志工至各超市、賣場（同一超市或賣場可能包

括不同的分店），調查民生物資商品的價格情形，每位志工均固定前往同一個

調查地點、針對固定的數項商品進行價格訪視（不同的志工也可能調查到相同



的商品），藉以瞭解各項民生物資商品的價格，是否有比較明顯的變動。 

 

根據訪價的結果，部分商品的價格有明顯的上漲情形。 

 

（1）得意的一天葵花油：容量 3L的商品，在頂好超市的二處不同分店，均訪

視到上漲的情形：「明湖店」一月售價 201 元、2 月 209元，漲幅 3.8％；「仁

愛店」一月售價 196元、二月 239元，漲幅 21.9％。因此可推論該件商品的

價格是上漲的。  

 

（2）克寧即溶奶粉：容量 2.3KG的商品，在「家樂福中興店」一月的價格 575

元、二月調至 680 元，漲幅 18.3％；在「全聯福利中心內壢店」一月售價 559

元、二月調至 595 元，漲幅 6.4％。該件商品的價格也可推論是上漲的。 

 

（3）黑松沙士：330ml × 6 罐裝的商品，在「家樂福天母店」一月售價 72 元、

二月 88 元；在「頂好仁愛店」一月 71 元、二月也同樣調至 88 元，在不同的

店家都訪視到上漲的價格，而且同樣是 88 元，漲幅約 23.9％。 

 

（4）可麗舒抽取式衛生紙：130抽 × 8 包的商品，一月「全聯福利中心永康

店」的售價是 119元、二月調為 129元；而在「全聯福利中心中崙店」也出現

同樣的價格，一月 119元、二月 129元，漲幅 8.4％。 

 

由以上的結果可以發現，油品類的調查標的物漲幅平均約 12％、奶粉類約 12

％、飲料類最高，達將近 24％，衛生紙也有 8％左右的漲幅。 

 

 ＊＊＊＊    大宗物資價格上揚時大宗物資價格上揚時大宗物資價格上揚時大宗物資價格上揚時，，，，一定漲足一定漲足一定漲足一定漲足；；；；大宗物資跌價時卻不見降價大宗物資跌價時卻不見降價大宗物資跌價時卻不見降價大宗物資跌價時卻不見降價！！！！ 

 

    物價上漲所導致的民怨，已相當沸騰，但由於目前公平會的查價資訊，仍

然沒有詳盡公布，導致消費者無從判別各項末端產品的漲幅，是不是在一個可

接受的範圍內。 

 

2008 年間的金融海嘯，影響擴及全球，當時國際原物料大漲，消費者已面臨

過一次民生物資上漲的壓力，以下舉幾項大宗物資的價格演變情形。 

 

（一）國際原油價格：若以近一次和 2008 年相比，杜拜原油上漲約 23.0％、

北海布蘭特上漲 13.9％，而最近一次 98無鉛汽油的價格，仍未來到 2008 年

當時高點的價格，應是拜政府近來緩漲的政策所賜；但 2009年兩原油的價格

比起 2008 年分別大幅下跌 34.1％、36.6％，當年最高點的油價 32.5 元卻只



比 2008 年的 37.6元下跌 13.6％，此一現象意味著浮動油價機制在油價下跌

時，恐怕沒有真正對消費者所有回饋。     

 

 （二）小麥：以最近一次價格比起 2008 年金融海嘯時，上漲約 14.7％，感

覺上下游物資有調整空間，但 2009年時比 2008 年下跌 23.4％時，業者有降

價嗎？以麵粉為部分原料的泡麵業者，此次要大漲 7％至 25％，其成本壓力究

竟來自哪裡？  

 

 （三）以「蓬萊米」為例：國產蓬萊米自 2008 年迄今，價格未有明顯變化，

最近一次比起去年還小跌 0.73 元/公斤，無怪乎馬總統呼籲全國老百姓多吃

飯、少吃麵，問題是漲價的東西就不吃或少吃，並無法真正解決物價波動的現

象，消費者想看到的是政府拿出具體的辦法來。  

 

 （四）以「精製特砂」為例：最近一次的價格比起 2008 年金融海嘯期間，大

漲了 74.4％，且自 2008 年起就一直呈現漲價的趨勢。不過由於台糖屬於國營

事業，因此消基會呼籲不漲的政策，還是不可任意變更。  

 

（五）奶粉：最近一次的奶粉價格比起 2008 年上漲了 38.5％，但 2009年比

2008 年下跌 34.6％，當時奶粉類產品的價格似乎也沒有下降因應，媒體還報

導在這一波漲勢中，奶粉將調漲近 7％至 15％，是怎麼一回事？ 

 

消基會呼籲消基會呼籲消基會呼籲消基會呼籲 

 

（一）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應積極公布大宗民生物資的查價結果，除了讓

消費者有所參考之外，更可以避免業者藉機任意哄抬，以喊價的方式搭便車大

漲。 

 

此外，對於業者是否有聯合漲價行為，也應加強查辦，日前由於 31家菸品經

銷商透過聯合決議的方式，提高菸品價格，因違反《公平交易法》而被重罰

2190萬罰金，創下高額新紀錄。+公平會對菸商如此雷厲風行，問題是菸品畢

竟不是民生所必需，對於其他影響民生至鉅的物資，其查察有否落實，才是消

費大眾關心的地方，如泡麵，自大廠「統一」宣示調漲後，「維力」、「味丹」、

「味王」等品牌，也將調漲泡麵售價，都是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品牌，公

平會應該給消費者一個交待才對！ 

 

 （二）農曆年後，行政院啟動「抗通膨大作戰」，召集財政部、經濟部及農

委會等相關單位，密切掌握國際原物料價格波動走勢，並跨部會協商，召開穩



定物價小組會議，並表示政府絕不會坐視物價飆漲，會中決議採取油價吸收方

案、機動調降小麥、乳粉等貨品的關稅、台糖沙拉油與零售糖價格維持不漲、

釋出 6.5萬公噸庫存舊米，經搗碎後轉供飼料原料等。 

 

看似一連串的穩定物價措施已經啟動，但就業者的整體成本而言，原物料僅佔

一部分，可是每當原物料上漲之際，業者就放風聲造成消費者預期心理並表示

要反應成本，但當原物料跌價時，業者卻又沒有調降動作；再加上台弊近來升

值幅度不小，今年 2 月 9日台北外匯市場以 29.1 元兌 1 美元坐收，創下 13

年新高，應可稍減業者購買進口原物料的壓力，但業者仍然大呼「撐不下

去」？！消基會呼籲，消費大眾想看到的是大宗物資查價資訊的公開，行政院

物價穩定小組也應根據大宗物資的查價資料，進行大規模的市場末端商品訪價

行動，以確實掌握行情，消費者需要的不是「少用一點糖」之類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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