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3) 580/10-11號文件  

 
檔 號  ：  CB(3)/M/MM 
 
電 話  ：  2869 9270 
 
日 期  ：  2011年 3月 15日  
 
發文者  ：  立法會秘書  
 
受文者  ：  立法會全體議員  

 
 

2011年 3月 16日  
立法會會議  

 
就梁劉柔芬議員 “推廣慢食文化 ”議案  

提出的擬議修正案  
 
  繼於 2011年 3月 10日發出立法會CB(3) 572/10-11號文件後，

謹請議員注意：  
 
 議案的修正案  

 
附錄內  

的有關措辭  
(a) 第二項修正案 (由余若薇議員動議 ) 

 
若 葉 偉 明 議 員 的 修 正 案 獲 得 通 過 ，

余若薇議員會撤回其擬議修正案。  
 

 
 

-- 
 

(b) 第三項修正案 (由李華明議員動議 ) 
 
立法會主席已批准，若葉偉明議員或余若薇

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李華明議員可修改

其擬議修正案的措辭。  
 

 
 

第 5及 6項  
(兩項經修改修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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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案的修正案  
 

附錄內  
的有關措辭  

(c) 第四項修正案 (由黃容根議員動議 ) 
 
立法會主席已批准，若李華明議員的修正案

獲得通過，黃容根議員可修改其擬議修正案

的措辭。  
 
若葉偉明議員或余若薇議員的修正案獲得

通過，黃容根議員會撤回其擬議修正案。  
 

 
第 8項  

(1項經修改修正案 )
 
 

-- 
 

 
2.  為方便議員參閱，原議案及議案在不同情況下經修正後的

措辭載列於附錄 (只備中文本 )。如任何議員希望參閱附錄內任何措

辭的英譯本，請致電 2869 9550與高級議會秘書 (3)4陳玉鳳女士聯

絡，以便秘書處準備有關議員所需措辭的英譯本，以供參閱。  
 
3.  為節省用紙，秘書處只會透過電郵發放該共有 8個情況   
(12頁 )的附錄。然而，在有關立法會會議舉行的整段期間，該附錄

連同相關通告的兩份複本會放置在會議廳和前廳之間走廊的兩個木

櫃上。兩份複本亦會放置在會議廳內 (一份放在近A入口的政府官員

席的最後一行，而另一份則放在會議廳另一邊近C入口處，即兩名

管事的座位旁 )。如議員希望索取複本自用，請致電 2869 9492與議

會事務部 3聯絡。  
 
4.  此外，原議案及議案在不同情況下經修正後的措辭連同相

關的通告亦已上載立法會網站，以便議員參閱。  
 
 
 
 立法會秘書  

 
 
 
 
 
 

（衛碧瑤女士代行）  
 
連附件 (附錄只透過電郵發放 ) 



 

 
附錄  

 
2011年 3月 16日 (星期三 )舉行的立法會會議  

“推廣慢食文化 ”議案辯論  
 
 

1. 梁劉柔芬議員的原議案  

 
香港是美食之都，但急速的生活令很多港人只能匆匆用餐，食不知

味，亦造成健康問題；歐洲近年興起慢食文化，強調減慢節奏、崇

尚環保自然的生活態度、宣揚負責任消費、尊重食物的理念、鼓勵

使用本土食材以減低運輸帶來的碳排放，以及保育傳統飲食文化，

是值得在香港推廣；鑒於推廣慢食文化需要從食物供應、銷售推廣

及教育着手，本會促請政府在漁農、經濟及教育三方面採取以下措

施，以推廣慢食文化：  
 
食物供應─  
 
(一 ) 制訂全面的漁農業政策，包括平衡農耕、保育及發展的新

界土地政策、保護農地及本港水質、支持行業革新及增加

生產本土食材，以提高本港糧食自給率；  
 
(二 ) 增加對有機耕作的支援，並鼓勵農地復耕，從而為本地提

供新鮮、安全的有機食品；  
 
(三 ) 發揮本地天然資源的優勢，鼓勵養魚戶飼養優質魚類；  
 
銷售推廣─  
 
(四 ) 協助本地業界申請認證，向公眾及周邊地區推廣認證服

務，扶助業界建立銷售網絡，並增加優質漁農產品的宣傳，

讓消費者易於分辨及安心購買，並建立本地食材的鮮明、

優質的形象；  
 
(五 ) 向市民及海外旅客推動結合生態旅遊及飲食旅遊，如圍村

盆菜美食團、假日農夫、有機農墟遊等，以期帶動旅遊及

飲食業及推動本地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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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六 ) 加強公眾教育，向公眾推廣慢食文化的理念和生活態度，

讓市民透過飲食的選擇來保護環境，珍惜自然，建立可持

續發展的飲食習慣；  
 
(七 ) 鼓勵市民從食物供應鏈的層面認識食物的來源、生產和品

質，讓他們在進食的過程中更懂得品嘗及選擇食物，並為

食品生產者提供生產高質素、有機食品的誘因；及  
 
(八 ) 在中、小學推廣慢食文化，教導學生在午膳時減慢進食速

度，並向學生宣揚負責任消費及避免浪費食物的價值觀，

以及在校內供應新鮮、優質的食品，作為快餐食品以外的

選擇。  
 
 

2. 經葉偉明議員修正的議案  

 
儘管香港是美食之都，但急速的生活令很多港人只能匆匆用餐，食

不知味，亦造成健康問題；歐洲近年興起慢食文化，強調減慢節奏、

崇尚環保自然的生活態度、宣揚負責任消費、尊重食物的理念、鼓

勵使用本土食材以減低運輸帶來的碳排放，以及保育傳統飲食文

化，是值得在香港推廣；鑒於推廣慢食文化需要從食物供應、銷售

推廣及教育、教育及工作着手，本會促請政府在漁農、經濟及教育

三方面採取以下措施，以推廣慢食文化：  
 
食物供應─  
 
(一 ) 制訂全面的漁農業政策，包括平衡農耕、保育及發展的新

界土地政策、保護農地及本港水質、支持行業革新及增加

生產本土食材，以提高本港糧食自給率；  
 
(二 ) 增加對有機耕作的支援，並鼓勵農地復耕，從而為本地提

供新鮮、安全的有機食品；  
 
(三 ) 發揮本地天然資源的優勢，鼓勵養魚戶飼養優質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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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推廣─  
 
(四 ) 協助本地業界申請認證，向公眾及周邊地區推廣認證服

務，扶助業界建立銷售網絡，並增加優質漁農產品的宣傳，

讓消費者易於分辨及安心購買，並建立本地食材的鮮明、

優質的形象；  
 
(五 ) 向市民及海外旅客推動結合生態旅遊及飲食旅遊，如圍村

盆菜美食團、假日農夫、有機農墟遊等，以期帶動旅遊及

飲食業及推動本地經濟增長；  
 
教育─  
 
(六 ) 加強公眾教育，向公眾推廣慢食文化的理念和生活態度，

讓市民透過飲食的選擇來保護環境，珍惜自然，建立可持

續發展的飲食習慣；  
 
(七 ) 鼓勵市民從食物供應鏈的層面認識食物的來源、生產和品

質，讓他們在進食的過程中更懂得品嘗及選擇食物，並為

食品生產者提供生產高質素、有機食品的誘因；及  
 
(八 ) 在中、小學推廣慢食文化，教導學生在午膳時減慢進食速

度，並向學生宣揚負責任消費及避免浪費食物的價值觀，

以及在校內供應新鮮、優質的食品，作為快餐食品以外的

選擇；  
 
工作─ 
 
(九 ) 為所有僱員確立 ‘有薪飯鐘 ’的措施，並鼓勵僱主為僱員提供

足夠的用膳時間，令僱員在辛勤工作之餘，亦有充足且恰
當的時間享用食物，同時不會因為無薪用膳及用膳後需趕
返工作而需匆匆用餐；及  

 
(十 ) 盡快制訂 ‘標準工時 ’，使全港僱員可按時工作、按時休息、

按時用餐，以改善港人食無定時、因工作而廢寢忘食的情
況，並令市民增加與家人用餐的機會，使慢食文化得以推
廣。  

 
 
註： 葉偉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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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余若薇議員修正的議案  

 
香港是美食之都，但急速的生活鑒於香港經濟發展壓倒一切的觀點
當道，形成結構性問題和急速的生活，這令很多港人只能匆匆用餐，

食不知味，亦造成健康問題；歐洲近年興起慢食文化，強調減慢節

奏、崇尚環保自然的生活態度、宣揚負責任消費、尊重食物的理念、

鼓勵使用本土食材以減低運輸帶來的碳排放，以及保育傳統飲食文

化，是值得在香港推廣；鑒於推廣慢食文化需要從食物供應、銷售

推廣及教育着手，本會促請政府研究建立慢食文化所需的經濟和勞
工等客觀條件，例如推動標準工時、延長午飯時間，然後才在漁農、

經濟及教育三方面採取以下措施，以推廣慢食文化：  
 
食物供應─  
 
(一 ) 制訂全面的漁農業政策，包括平衡農耕、保育及發展的新

界土地政策、保護農地及本港水質、支持行業革新及增加

生產本土食材，以提高本港糧食自給率；  
 
(二 ) 增加對有機耕作的支援，並鼓勵農地復耕，從而為本地提

供新鮮、安全的有機食品；  
 
(三 ) 發揮本地天然資源的優勢，鼓勵養魚戶飼養優質魚類；  
 
銷售推廣─  
 
(四 ) 協助本地業界申請認證，向公眾及周邊地區推廣認證服

務，扶助業界建立銷售網絡，並增加優質漁農產品的宣傳，

讓消費者易於分辨及安心購買，並建立本地食材的鮮明、

優質的形象；  
 
(五 ) 向市民及海外旅客推動結合生態旅遊及飲食旅遊，如圍村

盆菜美食團、假日農夫、有機農墟遊等，以期帶動旅遊及

飲食業及推動本地經濟增長；  
 
教育─  
 
(六 ) 加強公眾教育，向公眾推廣慢食文化的理念和生活態度，

讓市民透過飲食的選擇來保護環境，珍惜自然，建立可持

續發展的飲食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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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鼓勵市民從食物供應鏈的層面認識食物的來源、生產和品

質，讓他們在進食的過程中更懂得品嘗及選擇食物，並為

食品生產者提供生產高質素、有機食品的誘因；及  
 
(八 ) 在中、小學推廣慢食文化，教導學生在午膳時減慢進食速

度，並向學生宣揚負責任消費及避免浪費食物的價值觀，

以及在校內供應新鮮、優質的食品，作為快餐食品以外的

選擇。  
 
 
註： 余若薇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4. 經李華明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香港是美食之都，但急速的生活令很多港人只能匆匆用餐，食

不知味，亦造成健康問題；歐洲近年興起慢食文化及運動，強調減

慢節奏、崇尚環保自然的生活態度、宣揚負責任消費、尊重食物的

理念、鼓勵使用本土食材以減低運輸帶來的碳排放、反對基因改造
食品、反對使用農藥、教導公眾關於快餐的危害，以及保育傳統飲

食文化，是值得在香港推廣；鑒於推廣慢食文化需要從食物供應、

銷售推廣及教育着手，本會促請政府在漁農、經濟及教育三方面採

取以下措施，以推廣慢食文化：  
 
食物供應─  
 
(一 ) 制訂全面的漁農業政策，包括平衡農耕、保育及發展的新

界土地政策、保護農地及本港水質、支持行業革新及增加

生產本土食材，以提高本港糧食自給率；  
 
(二 ) 增加對有機耕作的支援，並鼓勵農地復耕，從而為本地提

供新鮮、安全的有機食品；  
 
(三 ) 發揮本地天然資源的優勢，鼓勵養魚戶飼養優質魚類；  
 
銷售推廣─  
 
(四 ) 協助本地業界，包括為有機耕作和水產養殖業界申請認

證，並協助食品認證行業在這方面的發展，研究如何就有
機食品認證制訂基本規範、規則、合格評定程式及統一的
標準、標誌，以避免有製造商魚目混珠，欺騙消費者；向

公眾及周邊地區推廣認證服務，扶助業界建立銷售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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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增加優質漁農產品的宣傳，讓消費者易於分辨及安心購

買，並建立本地食材的鮮明、優質的形象；  
 
(五 ) 向市民及海外旅客推動結合生態旅遊及飲食旅遊，如圍村

盆菜美食團、假日農夫、有機農墟遊等，以期帶動旅遊及

飲食業及推動本地經濟增長；  
 
教育─  
 
(六 ) 加強公眾教育，向公眾推廣慢食文化的理念和生活態度，

讓市民透過飲食的選擇來保護環境，珍惜自然，建立可持

續發展的飲食習慣；  
 
(七 ) 鼓勵市民從食物供應鏈的層面認識食物的來源、生產和品

質，讓他們在進食的過程中更懂得品嘗及選擇食物，並為

食品生產者提供生產高質素、有機食品的誘因；及  
 
(八 ) 在中、小學推廣慢食文化，教導學生在午膳時減慢進食速

度，並向學生宣揚負責任消費及避免浪費食物的價值觀，

以及在校內供應新鮮、優質的食品，作為快餐食品以外的

選擇。  
 
 
註： 李華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5. 經葉偉明議員及李華明議員修正的議案  
 
儘管香港是美食之都，但急速的生活令很多港人只能匆匆用餐，食

不知味，亦造成健康問題；歐洲近年興起慢食文化，強調減慢節奏、

崇尚環保自然的生活態度、宣揚負責任消費、尊重食物的理念、鼓

勵使用本土食材以減低運輸帶來的碳排放，以及保育傳統飲食文

化，是值得在香港推廣；鑒於推廣慢食文化需要從食物供應、銷售

推廣及教育、教育及工作着手，本會促請政府在漁農、經濟及教育

三方面採取以下措施，以推廣慢食文化：  
 
食物供應─  
 
(一 ) 制訂全面的漁農業政策，包括平衡農耕、保育及發展的新

界土地政策、保護農地及本港水質、支持行業革新及增加

生產本土食材，以提高本港糧食自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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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增加對有機耕作的支援，並鼓勵農地復耕，從而為本地提

供新鮮、安全的有機食品；  
 
(三 ) 發揮本地天然資源的優勢，鼓勵養魚戶飼養優質魚類；  
 
銷售推廣─  
 
(四 ) 協助本地業界申請認證，向公眾及周邊地區推廣認證服

務，扶助業界建立銷售網絡，並增加優質漁農產品的宣傳，

讓消費者易於分辨及安心購買，並建立本地食材的鮮明、

優質的形象；  
 
(五 ) 向市民及海外旅客推動結合生態旅遊及飲食旅遊，如圍村

盆菜美食團、假日農夫、有機農墟遊等，以期帶動旅遊及

飲食業及推動本地經濟增長；  
 
教育─  
 
(六 ) 加強公眾教育，向公眾推廣慢食文化的理念和生活態度，

讓市民透過飲食的選擇來保護環境，珍惜自然，建立可持

續發展的飲食習慣；  
 
(七 ) 鼓勵市民從食物供應鏈的層面認識食物的來源、生產和品

質，讓他們在進食的過程中更懂得品嘗及選擇食物，並為

食品生產者提供生產高質素、有機食品的誘因；及  
 
(八 ) 在中、小學推廣慢食文化，教導學生在午膳時減慢進食速

度，並向學生宣揚負責任消費及避免浪費食物的價值觀，

以及在校內供應新鮮、優質的食品，作為快餐食品以外的

選擇；  
 
工作─ 
 
(九 ) 為所有僱員確立 ‘有薪飯鐘 ’的措施，並鼓勵僱主為僱員提供

足夠的用膳時間，令僱員在辛勤工作之餘，亦有充足且恰
當的時間享用食物，同時不會因為無薪用膳及用膳後需趕
返工作而需匆匆用餐；及  

 
(十 ) 盡快制訂 ‘標準工時 ’，使全港僱員可按時工作、按時休息、

按時用餐，以改善港人食無定時、因工作而廢寢忘食的情
況，並令市民增加與家人用餐的機會，使慢食文化得以推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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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推廣－  
 
(十一 ) 為有機耕作和水產養殖業界申請認證，並協助食品認證行

業在這方面的發展，研究如何就有機食品認證制訂基本規

範、規則、合格評定程式及統一的標準、標誌，以避免有

製造商魚目混珠，欺騙消費者。  
 
 
註： 葉偉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華明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6. 經余若薇議員及李華明議員修正的議案  
 
香港是美食之都，但急速的生活鑒於香港經濟發展壓倒一切的觀點
當道，形成結構性問題和急速的生活，這令很多港人只能匆匆用餐，

食不知味，亦造成健康問題；歐洲近年興起慢食文化，強調減慢節

奏、崇尚環保自然的生活態度、宣揚負責任消費、尊重食物的理念、

鼓勵使用本土食材以減低運輸帶來的碳排放，以及保育傳統飲食文

化，是值得在香港推廣；鑒於推廣慢食文化需要從食物供應、銷售

推廣及教育着手，本會促請政府研究建立慢食文化所需的經濟和勞
工等客觀條件，例如推動標準工時、延長午飯時間，然後才在漁農、

經濟及教育三方面採取以下措施，以推廣慢食文化：  
 
食物供應─  
 
(一 ) 制訂全面的漁農業政策，包括平衡農耕、保育及發展的新

界土地政策、保護農地及本港水質、支持行業革新及增加

生產本土食材，以提高本港糧食自給率；  
 
(二 ) 增加對有機耕作的支援，並鼓勵農地復耕，從而為本地提

供新鮮、安全的有機食品；  
 
(三 ) 發揮本地天然資源的優勢，鼓勵養魚戶飼養優質魚類；  
 
銷售推廣─  
 
(四 ) 協助本地業界申請認證，向公眾及周邊地區推廣認證服

務，扶助業界建立銷售網絡，並增加優質漁農產品的宣傳，

讓消費者易於分辨及安心購買，並建立本地食材的鮮明、

優質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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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向市民及海外旅客推動結合生態旅遊及飲食旅遊，如圍村

盆菜美食團、假日農夫、有機農墟遊等，以期帶動旅遊及

飲食業及推動本地經濟增長；及  
 
(六 ) 為有機耕作和水產養殖業界申請認證，並協助食品認證行

業在這方面的發展，研究如何就有機食品認證制訂基本規

範、規則、合格評定程式及統一的標準、標誌，以避免有

製造商魚目混珠，欺騙消費者；  
 
教育─  
 
(六 )(七 ) 加強公眾教育，向公眾推廣慢食文化的理念和生活態度，

讓市民透過飲食的選擇來保護環境，珍惜自然，建立可持

續發展的飲食習慣；  
 
(七 )(八 ) 鼓勵市民從食物供應鏈的層面認識食物的來源、生產和品

質，讓他們在進食的過程中更懂得品嘗及選擇食物，並為

食品生產者提供生產高質素、有機食品的誘因；及  
 
(八 )(九 ) 在中、小學推廣慢食文化，教導學生在午膳時減慢進食速

度，並向學生宣揚負責任消費及避免浪費食物的價值觀，

以及在校內供應新鮮、優質的食品，作為快餐食品以外的

選擇。  
 
註： 余若薇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華明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7. 經黃容根議員修正的議案  

 
雖然香港是被譽為美食之都，但急速的生活令很多港人只能匆匆用

餐，食不知味，亦造成健康問題；歐洲近年興起慢食文化，強調減

慢節奏、崇尚環保自然的生活態度、宣揚負責任消費、尊重食物的

理念、鼓勵使用本土食材以減低運輸帶來的碳排放，以及保育傳統

飲食文化，是值得在香港推廣；鑒於推廣慢食文化需要從食物供應、

銷售推廣及教育着手，本會促請政府在漁農、經濟及教育三方面採

取以下措施，以推廣慢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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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供應─  
 
(一 ) 制訂全面的漁農業政策，包括平衡農耕、保育及發展的新

界土地政策、保護農地及本港水質、支持行業革新及增加

生產本土食材，以提高本港糧食自給率；  
 
(二 ) 增加對有機耕作的支援，並鼓勵農地復耕，從而為本地提

供新鮮、安全的有機食品；  
 
(三 ) 積極研究在符合現代化管理和公共衞生的要求下，擴大本

地禽畜業的生產規模；  
 
(三 )(四 ) 發揮本地天然資源的優勢，鼓勵養魚戶飼養優質魚類和有

機魚類及貝介類等海產，並創造有利條件，維持傳統捕撈
業；  

 
銷售推廣─  
 
(四 )(五 ) 協助本地業界申請認證，向公眾及周邊地區推廣認證服

務，扶助業界建立銷售網絡，並增加優質漁農產品的宣傳，

讓消費者易於分辨及安心購買，並建立本地食材的鮮明、

優質的形象；  
 
(五 )(六 ) 積極推動休閒漁農業發展，向市民及海外旅客推動結合生

態旅遊及飲食旅遊，如圍村盆菜美食團、假日農夫、有機

農墟遊、釣魚活動等，以期帶動旅遊及飲食業及、推動本

地經濟增長和協助本地漁農業轉型；  
 
教育─  
 
(六 )(七 ) 加強公眾教育，向公眾推廣慢食文化的理念和生活態度，

讓市民透過飲食的選擇來保護環境，珍惜自然，建立可持

續發展的飲食習慣；  
 
(七 )(八 ) 鼓勵市民從食物供應鏈的層面認識食物的來源、生產和品

質，讓他們在進食的過程中更懂得品嘗及選擇食物，並為

食品生產者提供生產高質素、有機食品的誘因；及  
 
(八 )(九 ) 在中、小學推廣慢食文化，教導學生在午膳時減慢進食速

度，並向學生宣揚負責任消費及避免浪費食物的價值觀，

以及在校內供應新鮮、優質的食品，作為快餐食品以外的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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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黃容根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8. 經李華明議員及黃容根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香港是美食之都，但急速的生活令很多港人只能匆匆用餐，食

不知味，亦造成健康問題；歐洲近年興起慢食文化及運動，強調減

慢節奏、崇尚環保自然的生活態度、宣揚負責任消費、尊重食物的

理念、鼓勵使用本土食材以減低運輸帶來的碳排放、反對基因改造
食品、反對使用農藥、教導公眾關於快餐的危害，以及保育傳統飲

食文化，是值得在香港推廣；鑒於推廣慢食文化需要從食物供應、

銷售推廣及教育着手，本會促請政府在漁農、經濟及教育三方面採

取以下措施，以推廣慢食文化：  
 
食物供應─  
 
(一 ) 制訂全面的漁農業政策，包括平衡農耕、保育及發展的新

界土地政策、保護農地及本港水質、支持行業革新及增加

生產本土食材，以提高本港糧食自給率；  
 
(二 ) 增加對有機耕作的支援，並鼓勵農地復耕，從而為本地提

供新鮮、安全的有機食品；  
 
(三 ) 發揮本地天然資源的優勢，鼓勵養魚戶飼養優質魚類；  
 
銷售推廣─  
 
(四 ) 協助本地業界，包括為有機耕作和水產養殖業界申請認

證，並協助食品認證行業在這方面的發展，研究如何就有
機食品認證制訂基本規範、規則、合格評定程式及統一的
標準、標誌，以避免有製造商魚目混珠，欺騙消費者；向

公眾及周邊地區推廣認證服務，扶助業界建立銷售網絡，

並增加優質漁農產品的宣傳，讓消費者易於分辨及安心購

買，並建立本地食材的鮮明、優質的形象；  
 
(五 ) 向市民及海外旅客推動結合生態旅遊及飲食旅遊，如圍村

盆菜美食團、假日農夫、有機農墟遊等，以期帶動旅遊及

飲食業及推動本地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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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六 ) 加強公眾教育，向公眾推廣慢食文化的理念和生活態度，

讓市民透過飲食的選擇來保護環境，珍惜自然，建立可持

續發展的飲食習慣；  
 
(七 ) 鼓勵市民從食物供應鏈的層面認識食物的來源、生產和品

質，讓他們在進食的過程中更懂得品嘗及選擇食物，並為

食品生產者提供生產高質素、有機食品的誘因；及  
 
(八 ) 在中、小學推廣慢食文化，教導學生在午膳時減慢進食速

度，並向學生宣揚負責任消費及避免浪費食物的價值觀，

以及在校內供應新鮮、優質的食品，作為快餐食品以外的

選擇；  
 
食物供應─ 

 
(九 ) 積極研究在符合現代化管理和公共衞生的要求下，擴大本

地禽畜業的生產規模；  

 
(十 ) 鼓勵養魚戶飼養有機魚類及貝介類等海產，並創造有利條

件，維持傳統捕撈業；及  

 
銷售推廣─ 

 
(十一 ) 積極推動休閒漁農業發展及協助本地漁農業轉型。  
 
 
註： 李華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黃容根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