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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季气温转暖，温室大棚种植

成本大大降低，老百姓的苦日子或

许会缓一缓。

这算是熬过了俄乌冲突以来第

一个冬天。回看过去一年，随着乌克

兰危机的升级，西方实施一揽子经济

制裁措施，大幅减少对俄罗斯出口。

美国方面毕竟距离冲突中心较远。受

到制裁反噬效应影响最大的一定是欧

洲——能源价格飙升，通胀高企，民

众实际工资严重缩水，购买力下降，

种种原因汇集起来，最终导致的就是

市场上蛋也缺，菜也缺。这还是在欧

洲号称经历了暖冬的情况下——亦即

因为没有遭遇极端严寒天气，缺少了

俄罗斯油气资源供给的欧洲似乎稍微

勒紧一点裤腰带就挺到了春天。如果

俄乌冲突继续，到了2023年与 2024

年之交，欧洲会怎么办？难道寄望于

老天不那么寒冷？会不会遭遇更严重

的食物短缺？

好歹 2022 年作为战场的乌克兰

竟然还在外运粮食——这当然是俄

乌冲突这出悲剧最为令人感伤的一

面，土地丰饶、资源富足的乌克兰

为何要成为冲突的中心？何故要战

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是否会出

现转机，给和平一个机会？

如果冲突继续深入、加剧，

2023 年秋，乌克兰假若无法外运更

多粮食，则世界粮食市场会如何波

动？而如果乌克兰危机能够以和谈

的方式解决，起码缓解，则各种制

裁也好，禁运也罢，自然会向减少

的方向发展。当全球供应链逐步向

乌克兰危机前，甚至疫情前的状态

恢复，也许局部地区的蛋荒、豆荒、

菜蔬荒都能够被克服。人类在地球

这一“大船”上，无论是否在一个

国度，都该更多同舟共济才是。

英国的货架上就空了。”

推特网友马克·戴维说：“我

不知道是谁编造了‘欧洲恶劣天气

导致英国粮食短缺’，简直是无稽

之谈。我必须得说清楚，欧洲大陆

并没有任何食物短缺。货架上摆满

了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新民周刊》

记者从法国、德国甚至瑞典市场了

解到的情况，大致支持了马克·戴

维等人的说法。譬如记者的一位身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朋友，刚给 4

岁的娃过生日，无论是生日蛋糕还

是琳琅满目的水果，都配置齐了。“往

年冬季我们也会羡慕西班牙等地水

果蔬菜价格便宜，有时候还会趁着

假期去南欧休假，享受新鲜果蔬、

海鲜的滋味。但凭良心说，今年冬

季瑞典市场算是平稳的。起码比我

们预期的好。本来乌克兰危机之后，

我们一度都害怕粮食危机。”

瑞典的粮食危机并没有出现。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乌克兰危机深

化之后，俄乌之间某种程度有乌克

兰粮食外运的共识，而欧洲市场也

足够大。

但指望英国资本或者说在英国投

资超市的商人在“脱欧”后自动放弃

定价权，一味唯产品成本马首是瞻也

不现实。毕竟这是“大英的传统”。

如果自动放弃“传统”，那还不如不“脱

欧”呢。记得英国品牌超市于上世纪

末进入中国市场后，也曾经因为定价

权的问题与本地供应商出现矛盾，后

来国内供应商之所以能够说服英国品

牌，是在分析了中国国内市场之大，

特别是潜在市场之大后，令英国商人

改弦更张，以本地供应商的波动价为

准。可“脱欧”后的英国本土市场，

能有多大呢？

英国全国农民联盟主席米内

特·巴特斯称，原本英国农场可以

从东欧地区获得相对充足的劳动力，

但“脱欧”以后东欧务工人员减少

近三分之二，突然出现的劳动力缺

口极大冲击了经营生产。数据显示，

2022 年英国有价值 2200 万英镑的水

果和蔬菜因为无人采摘而烂在了地

里。这又从另一个角度探视到了“脱

欧”导致供应链剪短、市场萎缩。

品味什么是“和为贵”

无论如何，到了春暖花开时节，

英国老百姓似乎看到了一些希望。

起码，冬季因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电

价飙升，令投资温室种植的资本意

兴阑珊，亦客观造成了菜蔬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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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斯特附近的卡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