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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粉供應與需求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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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近春節假期，內地家長對奶粉需求急增。大批水貨客及不少

內地家長來港搶購奶粉，更有水貨客於各區聘請本地長者代購，奶粉

供應不足問題漫延至市區。以往港人亦曾到外地走水貨，未見引起多

數當地居民不滿，原因是香港的需求對於外地市場只是冰山一角，不

足以影響民生。現在情況則相反，面對中國龐大需求，香港市場似乎

不勝負荷。   

 有建議提出將奶粉列為儲備商品，每人不准帶多於兩至三罐出

境。此舉可減少個別人士搶購大量奶粉一次過攜帶出境的行為，但內

地對香港奶粉的需求未必因此減少，供應不足問題亦始終未能解決。

限制攜帶奶粉出境可令水貨運輸成本增加，使其價格上升，可是奶粉

屬必需品，其需求價格彈性 (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低，即價格上升

對需求量影響不大。   

 再者，現在不少內地家長有能力負擔高價，而經濟能力有限者

為保障兒女健康，則寧願減少對其他貨品的需求，亦不會輕易放棄他

們認為較安全的香港奶粉。由此亦可引伸出兩地奶粉價格差距，並非

導致內地人士來港搶購奶粉的主要原因。   

取消一簽多行或衍生走私問題   

 在整體需求未能減少的情況下，限制奶粉出境或會增加入境購

買奶粉人士的人次，以「螞蟻搬家」的形式運水貨，即使成本更高，

仍能於內地高價轉售，結果對本港市民造成更多滋擾。同樣，若取消



一簽多行，則可能令赴港購買奶粉人數大增，甚至衍生出走私問題。

政策未實施前，更會刺激內地人士蜂擁來港。   

 其實，水貨客只是中間人，其行為受內地家長對本港奶粉的龐

大需求所驅使，限制中間人行為未必能根治問題。自三聚氰胺毒奶粉

事件以來，內地家長對內地奶粉安全的擔心仍然未除，成為搶購港版

奶粉的主因。從過去的毒奶粉事件中，我們應反思原材料獨買市場

(monopsony)對食品安全的危害。   

 當年在宏觀調控食品價格下，一方面奶粉價格上升受到限制，

另一方面通脹使生產成本大幅上升。由於原奶市場為買方獨佔市場，

即眾多奶農面對一個買家，奶農議價能力極低加上原奶容易變壞，原

奶收購商有能力控制收購價。奶農被迫低價出售原奶，在高通脹下，

實質收入大減無法應付生活，冒險將水和三聚氰胺加入原奶，增加供

應以抵銷價格下降所失去的收入，在免檢機制下，最終造成毒奶粉事

件。因此，我們應吸取教訓，一次失信則需花長時間彌補。防止原材

料獨買市場出現是確保食品安全的重要一步，更可避大規模搶購外地

食品。   

加強宣傳助紓緩港版奶粉需求   

 此外，港版奶粉與內地版奶粉的營養配方有所不同，內地家長

普遍誤解香港奶粉品質更好。事實上，內地市場的奶粉配方是根據科

研及內地嬰兒的生長發育所需而制定，其營養配方更適合內地嬰兒。

加強內地宣傳，確保市場信息正確及流通，可紓緩部分對港版奶粉的

需求。   

 不過，恢復內地消費者信心、確保奶粉安全，並非一夕之事。

香港現階段最重要確保供應能滿足港人需求。七大奶粉商需加強本地



「媽媽會」的功能，增加人手接聽熱線，或考慮於網上接收訂單，消

除本地家長憂慮，同時政府應盡力協助。   

 另外，現時「媽媽會」的奶粉價格與大型連鎖超市和藥房看齊，

比一般藥房高數十元。這是一個兩難局面：若要優先滿足港人需求，

則需透過「媽媽會」購買奶粉。而一般來說，市民從供應商直接購貨

的價格不能低於零售商，否則將嚴重打擊零售商生存空間。目前首要

解決供應不足問題，希望透過「媽媽會」購買奶粉是短期非常措施，

待供應穩定後，市民可從正常銷售渠道購買奶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