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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荒”的背后

因为限价，供应更加不足了，“蛋

农实际的养殖成本都在上升，但你

又限价，蛋农就更不愿意生产了”。

民进党当局又想通过行政干预

方式来稳定市场，结果适得其反。

第二个错误也跟其政策有关。盛

九元告诉记者，禽流感发生后，出于

安定人心等方面的考虑，台当局对大

量家禽进行扑杀。根据台农业部门统

计，从 2022 年到今年 2 月 8 日止，

台湾禽流感禽场案例有72例、扑杀

家禽数约98万只，其中蛋鸡场计15

场，扑杀蛋鸡数累计有 22 万只。

“台湾的产业落后规模又小，

结果就导致大量小的养鸡企业垮掉，

只剩下几个大的。因为没有小蛋农

了，市场缺乏了调剂，一旦出现紧

张就全台湾都紧张了。”盛九元进

一步表示，“第三个错误在于民进

党当局没有看清大的趋势，未雨绸

缪。一般来说禽类吃的饲料，主要

就是小麦、玉米。但台湾又不产小

麦、玉米，主要产稻米。前几年还

好，因为全球粮食供应很充足，但

三年疫情阻碍了许多跨国运输链，

2022 年又突发了俄乌冲突，导致全

球的小麦和玉米价格上升。成本迅

速上升，势必转嫁到蛋价上。但民

进党当局整个政策引导不是很有力，

特别是对于蛋农的这种补贴，没有

从供应端做好更充足的准备。”

从客观来讲，这两年以来台湾

连续出现低温天气也是导致产蛋量

下降的原因。

“还有一个因素，跟台湾人的

饮食结构变化有关系。”盛九元表示，

近几年随着台湾社会的西化，特别

是年轻人的生活节奏变快了，当地

的主流主食从稻米变成了小麦，“当

地人吃面包、吃快餐等的比例迅速

上升，导致整体从国外进口的价格

上升得比较快。而鸡的主要饲料也

是玉米和小麦，养殖成本因此居高

不下”。

记者注意到，有岛内舆论指出，

台湾的“蛋荒”与其说是天灾，不

如说是人祸。上海台湾研究所所长

倪永杰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

就直言，台湾如今出现这么多荒唐

的事情是必然的，“民进党当局对

社会经济、民生福祉的关怀不够，

心思都在‘玩弄政治’上，认为选

举当选才是第一要务；此外，民进

党当局的能力确实不够，执政7年多，

让台湾各方面的建设都大大落后”。

之前，台湾一直被诟病有“缺水、

缺电、缺地、缺工、缺才”的“五缺”

问题。如今不仅问题未改，反而再

添“缺蛋”和“缺药”。民进党执

政7年，留下“七年七缺”的尴尬纪录。

“如果民怨越来越多，很可能

会造成之后民进党在选票上的丢失，

特别是年轻选民的选票。”倪永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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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多。 蛋农人口

老化，恶劣的养鸡场

所与就业环境让青年

怯步，导致产业人才

短缺、快速凋零，势

必需要台当局制定转

型计划带领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