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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11年 3月 8日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食物監察計劃 

 

目的  
 
.  本文件旨在綜述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過往就食物安全中心 (下稱 "中心 ")推行的食物監

察計劃 (下稱 "計劃 ")及 2009年計劃的監察結果進行的討論。  
 
 
背景 

 
食物監察計劃  
 
2.  該計劃是中心為保障食物安全的一個主要環節，而且是

為了控制及預防食物危害而設。計劃目的在測試食物是否符合

法例要求及可供安全食用，以減低市民進食不安全食物的風險。 
 
3.  中心之下設立了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由學者、專業人

士、食物專家、食物業人士、消費者組織成員及其他專家組成，

負責就制訂食物安全措施；參考國際常規、趨勢和發展，以檢

討食物安全標準；以及就風險傳達策略向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提供意見。中心每年的計劃是以風險分析為基礎，並經由食物

安全專家委員會審議，廣納各專家及利益相關者的意見後而訂

定。  
 
4.  中心人員會分別在入口、批發和零售層面抽取不同的食

物樣本作微生物及化學測試，以評估食物的風險。因應世界各

地現時較多進行專項食品調查的國際趨勢，中心自 2007年開始

採取三個層面的食品監察策略，包括以下 3個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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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日常食品監察 (包括主要食品種類，例如：蔬果、

肉類、家禽、水產、奶類及穀類 )；  
 
(ii)  專項食品調查 (考慮到過往的食物監察數據及違規

情況、世界各地發生的食物事故及各種食物的風險

等因素後，進行專項的食品調查 )；及  
 
(iii)  時令食品調查 (監察及評估適逢節日及時令季節時

特別受廣泛市民歡迎的食品的安全情況 )。  
 
除上述食品調查外，中心亦會就港人喜愛的本地食品，以評估

市民經常食用的食品 (包括各類早餐食物、街頭小食及兒童小食 )
的安全情況。  
 
5.  對於有問題的食品，中心會採取有效的風險管理行動，

包括發警告信、追查來源及分銷情況、要求停售、回收及銷毀

有問題食品，以及進行檢控等。  
 
2009年計劃的整體結果  
 
6.  中心於 2009年計劃共抽取約 65 000個樣本作測試，即每

千人約 9個樣本。截至 2009年 11月為止，中心共抽取約 57 000個
樣本作測試，約佔全年目標 88%。這些樣本中共有 201個不合格，

整體合格率達 99.6%。不合格樣本有以下主要問題：  
 

(i) 肉類含二氧化硫；  
 
(ii) 雪糕及冰凍甜點的衞生情況指標 (總含菌量及大腸菌

羣含量 )高出法定標準；  
 
(iii) 進口冰凍甜點樣本的衞生情況指標高出法定標準；及  
 
(iv) 海產食品含有金屬雜質。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7.  在 2010年 1月 12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匯

報中心在計劃方面的工作及其於 2009年所得的主要監察結果。

部份委員關注到，在以風險為本的方針下，中心決定把哪些食

品納入食物監察計劃時，會考慮甚麼因素，以及會否把刺身及

壽司納入 2010年的計劃內。政府當局解釋，當局在擬訂計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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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慮各項因素，包括食品的風險、市民的食用量、過往的監

察數據，以及本地／海外發生的食物事故。如有需要，中心會

因應最新的海外及本地風險分析，調整食物監測的範圍及力

度。政府當局表示，中心現正制訂 2010年的計劃，有關工作已

進入最後階段。待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審議完畢，並考慮各專

家和持份者的意見後，便會敲定計劃。  
 
8.  一名委員詢問，在該計劃下，當局會否從售賣活魚或介

貝類水產動物的食物業處所和街市檔位抽取魚缸水樣本作大腸

桿菌測試，以及抽取海魚樣本作雪卡毒素測試。政府當局表示，

當局會根據該計劃抽取海魚樣本作雪卡毒素測試，但鑒於魚缸

水並非食物，監控魚缸水大腸桿菌測試的工作由食物環境衞生

署另一分科負責。政府當局進而表示，在 2009年，當局共抽取

了 200個珊瑚魚樣本作雪卡毒素測試，測試結果全部令人滿意。  
 
9.  一位委員察悉業界及中心對冰凍甜點 (例如雪糕 )採用不

同的測試方法，詢問當局可否考慮把測試方法統一，以確保對

業界公平。政府當局表示，若當局提出檢控，會採用分割樣本

測試方法，以確保測試結果可供比較。在這方法下，取得的樣

本會分別送交政府化驗所、售賣有關食物的賣方及中心。因此，

有關賣方可自行進行測試，把其測試結果與政府化驗所的結果

互相核對。  
 
10.  政府當局在回應一位委員有關與發展中國家 (例如中國

及印度 )測試食物樣本數目比較的情況時表示，許多發展中國家

並無公布該等數字。然而，據政府當局瞭解，發展中國家每千

人口的食物樣本測試數目並不高於先進國家的測試數目。政府

當局進而表示，中心每年平均抽取共約 65 000個樣本作測試，即

每千人 9.3個樣本。香港每千人口的測試樣本數目高於其他海外

國家的測試數目 (加拿大 (1.15)、德國 (0.06)、韓國 (2.3)及英國

(1.9))。  
 
11.  一位委員認為監察結果應適時向市民公布。就此，政府

當局表示，監察結果會定期以食物安全報告的形式向市民和業

界公布。由 2009年開始，食物安全報告每月發出一次，取代過

往每兩個月發出一次的模式。中心亦會向市民提供建議，以盡

量減低有問題食物所構成的健康風險。  
 
12.  一位委員認為當局應修訂《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准許中心下令把含有危險藥物 (例如可卡因 )的食物 (包括

飲品 )下架。政府當局解釋，《危險藥物條例》 ( 第 134章 )禁止

管有及經營危險藥物 (包括可卡因 )，除非在法例許可的嚴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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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則屬例外。此條例由保安局及其轄下的禁毒處負責執行。 
 
13.  因應 2009年計劃的監察結果，事務委員會主席促請政府

當局增加測試冰鮮雞樣本的次數和數目，以及加強管制在肉類

中使用二氧化硫的情況。政府當局承諾會在當局制訂 2010年的

食物監察計劃時，把主席的意見向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轉達以

供考慮。  
 
 
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問題 

 
14.  林大輝議員於 2009年 2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一項

與計劃有關的口頭質詢。李華明議員及鄭家富議員亦分別於

2010年 12月 8日及 2011年 1月 2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有關在食

品使用納米技術及 "一滴香 "的問題。政府當局就林大輝議員、李

華明議員及鄭家富議員所提質詢作出的答覆分別載於附錄 1、 2
及 3。  
 
 
相關文件 

 
15.  委員可於立法會網站 (網址： http://www.legco.gov.hk)瀏覽

事務委員會 2010年 1月 12日會議的紀要及相關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3月 2日  
 





立法會  ─  2009年 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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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  

 
(一 ) 食物監察計劃是中心確保市面上的食物可供安全食用的主

要方法，並可作為警報系統。中心在食物鏈的各個環節，包

括進口、批發以至零售 (包括食肆、食物製造廠、新鮮糧食店、

連鎖及小型超級市場、街市等 )層面，抽取各種食物樣本進行

微生物含量測試和化學測試，以確保出售食物適合供人食用

及符合相關法例。食品作微生物測試包括測度細菌及病毒，

而化學測試則包括化驗天然毒素、食物添加劑及污染物。

2008年，當局透過食物監察計劃，共檢測了超過 66 000個食

品樣本，合格率超過 99%。  

 
 中心已由 2007年起，推行 3個層面的食品監察策略，包括恆

常食物監察、專項食品調查及時令食品調查。中心根據食物

風險、過往本地或海外食物事故、食物中毒個案及食物業處

所曾被定罪的紀錄等因素，決定抽取食物樣本的類別、測試

次數、樣本數目和作化驗分析的類別。中心亦會參考海外和

本地的 新風險分析，不時檢討抽驗食物樣本的策略。  

 
 除就各樣主要食品種類進行恆常食物監察外 (例如蔬果、肉

類、水產、奶類及穀類 )，於 2008年當局進行的專項調查包括

飯盒及雪糕含微生物的情況、蛋類及蛋類製品中的蘇丹紅、

肉類中的二氧化硫等。當局亦對時令食品進行監察，評估適

逢節日及時令季節時特別受市民歡迎的食品的安全情況，包

括賀年食品、粽子、月餅、大閘蟹等。此外，當局在 2008年

亦進行了多項普及食品專題調查，包括各式早點、街頭小

食、兒童零食等。  

 
(二 ) 整體而言，本港的食物安全一直維持在高水平，食物測試的

合格率平均達 99%。中心每年均會檢測約 65 000個食物樣

本。與海外地區比較，如果以每千人口計算，香港屬於檢測

樣本數目較多的地區，與世界其他地區大致看齊。現行抽取

的樣本數目已收監察及預警之效。如第 (一 )部分所述，中心

會按 新的食物安全評估，不時檢討抽驗食物樣本的策略。

近期在策略上的調整包括考慮把三聚氰胺的測試納入恆常

食物監察機制、鑒於近期較多在新鮮牛肉中發現加入二氧化

硫而增加這方面的樣本數目，以及就其他普及食品進行專題

調查 (如車仔麪、本地甜品 )。  

附錄 1





立法會  ─  2010年 1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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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物中使用納米技術  
 
19. 李華明議員：主席，政府的食物安全中心 (“中心”)在本年9月發表

的《風險簡訊》中指出，“現時納米技術在食物加工領域的應用主要

集中於發展納米結構食物配料和食物添加劑。這類納米食物聲稱味

道、口感和濃度較佳，生物可用性較高，而且食物基質內 ‘互不相容 ’
的配料可混合在一起。納米結構食品的例子有塗醬、雪糕、乳酪等”。
此外，“納米技術間接用於食物領域的例子還有研製納米農用化學製

品及獸藥”。該中心亦指出，“納米技術應用於食物領域引起的安全問

題，備受關注”。然而，該中心只是向業界建議“應確保出售的產品可

供安全食用”和“不要出售未經安全評估的納米材料”。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 既然納米技術在食品上的應用所引起的安全問題備受關

注，中心會否就這個專題進行研究及作安全測試；  

 
(二 ) 中心會如何協助食物製造商，令他們“不要出售未經安全評

估的納米材料”，詳情為何；若不會提供協助，原因為何；

及  

 
(三 ) 政府會如何規管納米食品的銷售？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中心於本年 9月發表了一份分析報告，探

討納米技術應用在食物業的基本原理、範疇和對健康的潛在影響，重

點集中於加入納米材料的食物和食物接觸物料，並概述多個主要國家

對有關課題的風險評估取態。  
 
 納米技術目前並沒有國際公認的定義，但通常是指在原子級和分

子級上控制材料大小和形狀的過程中應用的技術。世界衞生組織表

示，正如在食物和食物加工中使用的所有新材料，納米材料在用於食

物之前，必須先評估其潛在健康和環境風險。不過，國際上由於現有

數據和資源不足，目前未能全面瞭解納米材料的潛在危害，所以難以

針對食物中納米材料發出詳細而準確的風險評估指引。  
 
 根據現有的研究資料，目前不能一概確定納米食用材料具有卓越

效用，亦難以斷定納米技術會否影響食物及食物接觸物料的安全性。

業界有責任向食物製造者索取有關食物安全及實際效用的資料及保

證，消費者也應小心選擇，不要隨便相信一些可能誇大的推銷手法。 

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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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食物安全中心 (“中心 ”)密切監察世界各地

發生的食物事故，每天恆常留意 40個內地及海外政府機關和國際組織

與食物安全有關的網頁，以獲取各地 新消息。中心亦會緊密留意各

媒體關於食物安全的報道，並作出適當跟進。對於質詢的各部分問

題，現答覆如下：  
 

(一 ) 中心從傳媒報道得悉內地使用 “一滴香 ”的事宜，曾嘗試在

本地市面搜尋，但未有發現，亦已向內地有關部門查詢，

獲回覆指 “一滴香 ”屬火鍋飄香劑的一種，但沒有確實的成

分資料。一般火鍋飄香劑的成分包括植物油及調味劑。調

味劑是由食用香料組成的濃縮調配混合物，用來產生香味

作用，而食用香料包括天然香料、等同天然香料和人造香

料 3種。  
 
 雖然中心至今未有發現市面有 “一滴香 ”出售或使用於食物

中，但為確保本地火鍋湯料食用安全，中心在 2010年 12月
於市面火鍋食肆共抽取 10個火鍋湯底樣本進行化學測試，

項目包括金屬雜質、染色料、防腐劑及抗氧化劑，結果全

部滿意。  
 
 中心會繼續監察市面情況，加強對火鍋湯料類食品的檢測

工作。中心並已在 2011年 1月再抽取 50個火鍋湯底樣本進行

測試，現正等待化驗結果。  
 
(二 )及 (三 )  
 
 中心每年均會進行多項食物風險評估研究，當中包括對食

物添加劑的研究。近年的研究有 “食物中鋁的含量 ”、“中學

生從預先包裝不含酒精飲品攝入苯甲酸的情況 ”、 “香口

膠、糖果含多種代糖 ”、 “飲品中人造糖的風險評估 ”、 “臘
味的風險評估 ”及 “賀年食品所使用的防腐劑及染色料 ”。中

心會不時檢討和分析包括食物添加劑等對公眾健康的影

響。  
 
 在法例方面，根據風險評估及參照海外當局的規管制度，

我們已針對性地就部分指定的食物添加劑制定一系列的法

例，包括在《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下的《食物

內染色料規例》、《食物內甜味劑規例》及《食物內防腐

Appendix 3 (Chinese version only)
附錄 3 (只備中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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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規例》。有關規例列出可使用的食物添加劑的名單及／

或限制指定的食物添加劑的用量。  
 
 中心在考慮是否准許食物添加劑用於食物內時，會參考聯

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衞生組織聯合食物添加劑專家

委員會 (“專家委員會 ”)等國際食物安全機構所進行的安全

評估的結果。經評為安全的食物添加劑，其使用於食物的

分量，應符合優良製造規範的準則，以保障市民安全。  
 
 此外，為了使消費者能掌握正確資料，知道食物含有何種

添加劑及其用途，《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規例》(第
132章附屬法例W)規定，在香港出售的預先包裝食物的各

種配料須按其用於食物包裝時所佔的重量或體積，由大至

小依次表列。如食物含有食物添加劑，必須在配料表上詳

列所用的食物添加劑的名稱或識別編號及作用類別。  
 
 此外，中心亦密切留意國際間對食物添加劑 新的安全評

估，並不時根據食物科學和技術的 新發展和國際的標

準，檢討和修訂本地的食品法例。  
 
 除法例以外，中心亦會因應需要制訂業界指引 (包括《含鋁

食物添加劑使用指引》、《防腐劑及抗氧化劑使用指引》

及《有關食物致敏物、食物添加劑及日期格式的標籤指

引》 )，供業界參考。  
 
 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第 54條，任何進口

或本地生產，擬供人食用的食物在香港出售，不論食物有

否加入食物添加劑，必須適宜供人食用。如發現任何食物

由於加入任何物質 (包括食物添加劑 )而令其不宜供人食

用，中心會嚴厲執法。中心亦會透過食物監察計劃，在入

口、批發和零售 3個層面抽取食物樣本，作各項化學測試 (包
括關於食物添加劑的測試 )，以評估食物的風險。  

 
 我們目前並未與香港的大學合作就食物添加劑進行研究，

但卻有就其他議題，如食物消費量調查及總膳食研究與大

學合作，以掌握市民對不同食物的消費量和評估從膳食攝

入各種物質 (包括污染物和營養素 )的分量，以評估攝入這

些物質對健康帶來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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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主席，中心過去給市民的印象或多或少都是被動的，很

多時候都是傳媒找出問題，然後中心才發覺。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第

一段特別提到，中心向內地有關部門查詢“一滴香”，獲回覆指沒有確

實的成分資料。局長今次可否主動一點？畢竟抽查火鍋湯底可能會有

漏網之魚，既然內地市面有一種名為“一滴香”的食物添加劑，你可否

在內地找些樣本，在香港檢測其成分，以確定在香港法例中，這類“一
滴香”是沒有害的；如果有害，便應盡早通知公眾，特別是食肆？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在主體答覆中已指出，我們每天會留意

不少於 40個網頁，當我們得悉有報道指懷疑某物質對食物安全有威

脅，便會與有關當局配合及作出查詢。內地每天都有相當多這類新

聞，如果我們每次得悉有關新聞便派人獲取這些樣本，這會有相當的

困難。所以，我們只能在本地找尋，看看有沒有類似的樣本，並呼籲

市民或消費者如果有這方面的實質物體，可以交來或向我們通報，以

進行測試。  
 
 我們亦會配合外地和內地當局，如果懷疑有這方面的物質，它們

亦會進行測試。在這情況下，我們已盡力要求內地當局通報這方面的

資料。有關 “一滴香 ”的問題，我們現時沒有更詳盡的資料。  
 
 

黃容根議員：主席，現時“一滴香”在內地流通，就相關的問題，政府

當局與內地溝通時，局長剛才回答說不一定向內地索取樣本，但我覺

得一定要弄清楚有沒有這方面的物質添加在食物內。如果這些物質沒

有標示在預先包裝食物的標籤上，政府會否在化驗方面多做工夫，例

如化驗火鍋湯底？因為早期有傳聞指內地某些食物被添加一些令人

“上癮”的物質，政府有沒有考慮就這方面跟內地商討，做好這方面的

工作呢？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我們知道有害的物質今天可以叫 “一滴

香 ”，但明天又可以叫另一個名稱，所以， “一滴香 ”本身並非一個化

學名詞，我們現時要調查的是食物中有沒有引致風險的物質。有了這

些報道後，中心已率先在市面測試類似的湯底有沒有這些物質。我剛

才曾表示，中心在 12月已對 10個樣本進行分析，證實沒有問題，而在

1月再抽取的 50個樣本，化驗結果會於稍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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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重要的是要知道，這些添加劑有不同的風險程度。我剛才

曾提到，特別是對於食物添加劑，國際組織、專家委員會在進行評估

後，已定出共一千七百多種物質為安全的食物添加劑。當然，有一部

分需要定下用量為多少，才屬安全食用。大致上，添加劑用於食物方

面的劑量很小，因此一般來說，有關風險也不是太高。但是，我們也

會密切注意，如有任何消費者食用添加劑後感到不適，甚至引致健康

問題，我們會更密切地跟進這些問題。  
 
 

黃定光議員：食物添加劑有很多均是以化學合成，如果經常食用或濫

用，肯定會對市民的健康有所影響。我想問當局有否就這些問題，多

向市民進行宣傳教育，教導市民正確使用食物添加劑呢？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一 )部分提及食用香料有 3種。我們明

白天然香料及人造香料的意思，但當中提及“等同天然香料”，我想問

局長，甚麼是“等同天然香料”呢？  
 
 
主席：黃議員，你提出了兩項補充質詢。你是否問局長，對市民的教

育應否包括解釋這類名詞，好讓他們瞭解？  
 
 

黃定光議員：多謝主席。  
 
 
主席：局長，請作答。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多謝黃議員的補充質詢。在食物添加劑方面，我

們針對兩類持份者，包括製造食物及售賣食物的人士。中心在 2007年
發出《食物添加劑消費者指南》，當中很詳細地列出一千五百多種我

們認為是現時常用的添加劑的資料，以作介紹，而這些添加劑均是在

香港可以安全食用。我們亦有說明某些添加劑在劑量上是應有所控

制，而業界已有這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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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可在中心的網頁中獲取資訊，而我們也印製了相關的宣傳

單張，包括 “食物添加劑知多一點點 ”等單張，當中也有提供相當清楚

的建議予市民，例如要向信譽良好的店鋪購買食物，以及需要細閱預

先包裝的食物標籤；而特別敏感的人士，例如哮喘病患者，如果攝入

一些含有二氧化硫的添加劑，可能會有反應，他們也需特別注意。  
 
 我們亦勸諭市民，在購買食物時避免選擇顏色、氣味或質地異常

的食物，如果發現有任何異常情況，也可向中心呈報。一個飲食均衡

的人只要是有限度地攝入這些物質，也是相當安全的。  
 
 至於議員詢問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的 3種香料，大家也明白天然

香料是甚麼，而等同天然香料的意思，是這類香料並不是天然製造，

可能是工業或化學製造的，但其化學成分跟天然香料一樣，這類香料

便稱為 “等同天然香料 ”。此外，當然有些香料是完全人造，一點天然

成分也沒有，那些便是人造香料。這 3種也是香料。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想跟進我的第一項補充質詢，因為局長剛才回

答我的時候，指出傳媒或全世界都有很多報道，至於中心是否每次也

要調查的問題，局長指出那是很困難的。  

 
 主席，我想追問局長，因為“一滴香”可能在祖國很接近香港的地

方，例如在深圳也很容易購買得到。主席，我沒有回鄉證，否則我大

可到內地購買一瓶 “一滴香 ”讓局長檢驗成分也行。因此，我想問局

長，購買一個樣本或部分樣本，由中心主動進行檢測有多困難呢？我

的跟進質詢正是，我認為中心似乎比較被動，局長可否主動購買部分

樣本來進行檢測？因為以我所知，“一滴香”的使用在國內其實十分普

遍，不單是食肆，甚至普通家庭吃火鍋的時候也會購買一瓶。只需添

加一滴，想要甚麼味道便能有甚麼味道，海鮮味或牛肉味等，只需一

滴便能讓一整鍋有這些味道。我相信不難找到這些樣本。所以，局長

能否主動一點進行檢測，讓香港的食物更為安全？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主席，這當然是不錯的建議，但食環署在執法方

面只能在本地執法。即使我們希望作出任何檢驗，但在法律上，我們

在內地或外地均沒有任何有關方面的責任或地位。因此，我們只能配

合內地執法機構，讓它們負責這方面的工作。有關 “一滴香 ”事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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