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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荒”的背后

譬如曼彻斯特某超市对彩椒的“限

购令”是“每名顾客一次只能最多

购买 3 只”。还有超市限购沙拉份

数的。类似雪莉·威尔森这样年富

力强、仍在家庭主妇一线“工作”

的人，简直是此生初见这种情况。

在英国，这样的限购，大约还

是上世纪 40 年代二战时候曾经的光

景！难怪一些英国媒体分析称，“第

三次世界大战”是不是已经到来了？

英国政府将菜蔬涨价，以及因

短缺而限购的原因归咎为南欧、北

非恶劣天气导致的减产。可早在 2

月下旬，《卫报》等英国媒体就报

道称，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两方

面——一方面，高昂的电价打击了

英国温室西红柿生产行业；另一方

面，英国“脱欧”以后，欧盟成员

国向英国出口货物变得较为复杂，

英国市场的吸引力大幅下降。

甚至英国国内的流通都因为“脱

欧”而出现问题。根据“脱欧”之

初签订的《北爱尔兰议定书》，为

保证北爱尔兰地区在欧盟关税同盟

中的地位，在英国大不列颠岛和北

爱尔兰之间设立货物检查站。换言

之，大不列颠岛与北爱尔兰尽管仍

同属一个国家，可却不在一个关税

区。反倒是北爱尔兰与法国、德国

等欧盟国家在一个关税区。这样的

情况，在近代以来的英国是前所未

有的：欧盟成立以前，好歹大不列

颠与北爱尔兰处于同一个关税区；

欧盟成立且英国在欧盟内部时，自

然更是“一家人”；自“脱欧”以后，

如今英国的大不列颠岛上，从欧陆

进口货物前所未有的麻烦，而与自

家的北爱尔兰贸易，也会遇到一些

障碍。《北爱尔兰议定书》规定，

来自北爱尔兰的货物可以不受限制

地运往大不列颠岛各地，但从大不

列颠岛进入北爱尔兰的商品，需要

在港口接受欧盟规则的检查，哪怕

这个货物仅仅是留在北爱尔兰，并

不会运往欧盟。尽管假设从北爱尔

兰输送果蔬到大不列颠岛没有太多

障碍，可由于从大不列颠到北爱尔

兰运输存在单向障碍，导致大不列

颠与北爱尔兰之间的贸易量、货运

量比“脱欧”前大幅减少——货运

公司懒得在这条线上投入更多精力。

情况自 2 月 27 日开始，看到了

好转的苗头。当天，英国首相里希·苏

纳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

温莎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就英国

“脱欧”后北爱尔兰贸易争端达成

了新的协议。据英国广播公司（BBC）

报道，苏纳克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双方同意以新的《温莎框架协议》

取代《北爱尔兰议定书》，消除大

不列颠与北爱尔兰之间的“任何边

界”。不过，苏纳克此说略有言过

其实之处。其实，新的《温莎框架

协议》不过是规定了——将为从大

不列颠岛抵达北爱尔兰的货物设立

两条免检通道罢了——这并不意味

着北爱尔兰与大不列颠此后又回到

一个关税区。更何况《温莎框架协议》

并非英国和欧盟领导人宣称达成协

议就能立即落实，这需要各个层级

的确认与实施。

也许是有人已经体会到挨饿的

滋味了，当地时间 3 月 22 日，该协

议在英国下议院竟然以515票赞成、

29 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

25 日，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

弗利与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洛斯·赛

弗乔维奇在伦敦正式签署《温莎框

架协议》。这似乎意味着供应链终

于被接续上了，英国的菜蔬荒似乎

有望缓解。

但英国政府的食物战略顾问亨

利·丁布尔却认为，情况未必那么

乐观，未来还需关注英国超市过于

强大的定价权问题。“此次短缺是

英国食品供应系统的结构性问题导

致的‘市场失灵’。”亨利·丁布

尔说，“英国大型超市与供应商签

订的是固定价格合同。一旦菜蔬生

产成本上涨，供应商不可能再依原

来的合同价供货给英国超市。他们

会选择涨价销往欧陆国家。这样，

下图：在英国温莎，

英国首相苏纳克（左）

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

德莱恩举行联合记者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