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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类似的问题以后会层出不穷，

“未来台湾还可能会出现猪肉荒、

牛肉荒，或其他荒，因为它们的饲

料主要都是玉米和小麦”。

不过在倪永杰看来，虽然台湾

农业综合自给率只有 30% 左右，

但因为地方不大，没有必要“自给

自足”，最佳的选择就是从大陆进

口，“台湾经济的前途需要跟大陆

做融合发展”。因此，他痛批台当

局从澳大利亚进口鸡蛋是“其心可

诛”！

“大陆的鸡蛋价格这么友好，

质量这么有保证，你还舍近求远？”

倪永杰表示，民进党当局就是为了

政治上的目的，要降低对大陆所谓

的经济依赖、民生依赖和发展依赖。

事实确实如此，台湾当局完全

可以找大陆买鸡蛋。虽然去年下半

年，大陆一些地区的鸡蛋价格也一

度涨到 7 元 / 斤，但凭借十几年建立

起来的高产量蛋鸡和规模化养殖场，

很快鸡蛋价格就回归正常，目前是

四五元 / 斤，比较稳定。

同时数据显示，全世界每 3 个

鸡蛋，就有一个来自于大陆，大陆

供应链相当稳定且有成本优势。

当然，大陆也是很愿意帮助台

湾同胞，希望大家能早日吃上茶叶

蛋，蚵仔煎和牛肉面也能多加两个

蛋。

盛九元也指出，两岸关系不仅

是政治问题，实际上跟台湾老百姓

的生活也息息相关，“如果两岸关

系好，不仅是缺蛋，很多问题都能

迎刃而解；相反，很多问题就变成

一个结系在那里，很难打开”。

的确，民进党当局若不治好意

识形态的心病，不仅是“蛋荒”，

很多问题永远无法根治。

表示，现在民进党当局想的是，既

不下台，又能捞到自己执政最大的

利益，“但是很难操作，如果民意

都站到你的对立面，最后很可能就

是政党的轮替”。

因此，民进党当局一定会想出

一些办法讨好民众，或者“甩锅”

把责任都转嫁给别人或对手身上，

然后证明自己才是最符合台湾民众

利益的。“至于成不成功另说。”

倪永杰表示。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彦秀断言，

“历史终将写下这一页，压垮民进

党的（恐是）最后一颗鸡蛋”。

如何根治？

为了解决“蛋荒”的问题，台

湾当局一不打算拨款缓解蛋农的压

力，二不为蛋农设计合理的增产方

案助农惠农，倒是另辟蹊径——想

着去大洋彼岸的澳大利亚进口“天

价鸡蛋”。且不说澳大利亚的鸡蛋

价格本身就能够排到世界前十，再

加上一系列运费、人工费等，500 万

颗蛋至少得搭进去 3000 万元新台币

（约合人民币 675 万元）。

更关键的是，这样的做法也不

能真正缓解岛内的“蛋荒”，一是

价格太高很多老百姓可能消费不起，

二是进口鸡蛋并非长久之道。

从 3 月 29 日起，部分进口蛋已

在台湾全联、家乐福等通路上架。

一盒 10 颗卖 68 元新台币，每人限

购 2 盒，4 月起将扩大供应至全台主

要消费地区。但随后的一项“进口

蛋上架通路，你的买蛋困境有纾解

了吗”的网络民调显示，86.8% 网友

认为，买蛋困境并没有纾解，还是

买不到蛋。

有岛内媒体人表示，台湾到底

缺不缺蛋，已经从客观的事实演变

为政治性的立场问题。从行政机构

到农业部门，现在最高的指导原则

已经不是解决缺蛋，而是大搞认知

作战让民众觉得不缺蛋，甚至解决

提出问题的人。

“民进党当局目前所有的措施

都是本末倒置、缓不济急的。也许

等天气暖和了，‘蛋荒’确实可以

得到缓解。但问题在于，到选举的

时候天又冷了，根本的问题没有得

到解决的话，类似的问题会反复出

现。”盛九元表示，鸡蛋短缺或只

是冰山一角。农业政策不调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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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时就在排队等候购

买鸡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