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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有關動物福利及殘酷對待動物事宜小組委員會將於 2016 年
4 月 25 日舉行的會議上，討論寵物食品的安全。為方便議員商議
此議題，本資料摘要研究歐洲聯盟 (下稱 "歐盟 ")、美國、日本及
新加坡為監管在當地市場出售的寵物食品的安全而制訂的規管

制度。  
 
 
2. 香港和選定海外地方的規管制度概覽  
 
 
2.1 與本研究所選定的海外地方不同，香港現時並無法例專門

規管在本港出售的寵物食品的安全。 1 然而，過去多年來，香港
市民所飼養的貓狗數目大幅增加，因而帶動了市民對寵物食品的

需求。 2 目前，寵物食品受概括性的法例規管，如《商品說明條例》
(第 362 章 )，該條例禁止任何人在營商過程中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
的商品說明，包括關乎貨品成分及產地來源的商品說明。  
 
2.2 與香港不同，歐盟和日本均制定了規管寵物食品的法例，

而美國則採取同一規管制度，監管人類食品及動物飼料。雖然

新加坡的寵物食品市場規模相對較小，但當地亦推行特定的規管

措施，以保障寵物食品的安全。下文各段詳述上述海外地方的規管

架構，而有關比較各地規管架構特點的摘要表則載於附錄。  
  

                                            
1 據政府所述，在本港出售的預先包裝寵物食品，大部分是由美國、歐盟成員國、

加拿大、泰國及內地進口。  
2 根據政府統計處公布的最近期數字，香港市民所飼養的貓狗數目，由 2005 年的

297 100 隻增加至 2010 年的 415 100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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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歐洲聯盟的規管制度  
 
 
3.1 在 2014 年，在歐盟飼養的貓狗數目約為 1 億 3 500 萬隻，
而每年寵物食品 (包括貓狗寵物食品 )的總銷售量約達 900 萬公噸。 3 
歐盟把規管寵物食品事宜納入對動物飼料的規管制度內，而該規管

制度旨在確保飼料不會危害人類或動物健康，亦不會損害環境。  
 
3.2 根據歐盟對動物飼料的規管制度，所有從事寵物食品的

生產、加工、貯存及分銷業務的寵物食品業經營者，必須向主管

當局註冊。他們亦必須申請批准，才可生產含添加劑的合成飼料。  
 
3.3 此外，寵物食品業經營者須遵從一套有關衞生和品質控制

方面的規定。該等規定涉及設施及設備、人事、生產管理、危害

分析及管制、貯存及運輸、備存紀錄、處理投訴及回收產品的

安排。經營者亦須遵從其他規定，例如： (a)在生產寵物食品時只
可使用獲列入經歐盟核准飼料添加劑清單上的添加劑； 4 (b)須符合
動物飼料中指明不良物質的安全容許量標準；及 (c)遵從產品的標籤
規定。  
 
3.4 在進口寵物食品方面，歐盟對含動物源性配料的產品實施

嚴格的進口管制措施，原因是這些產品可構成傳播動物疾病的

風險。這些措施包括： (a)規定進口商必須向原產地經認可的企業
採購產品、作出托運通知，以及在進口貨品上附有獸醫證明書；及

(b)在入境口岸對該等寵物食品進行檢查。  
 
3.5 在歐盟，如何執行規管動物飼料的相關法例，屬個別成員國

的責任。在 2013 年至 2014 年期間，歐盟的食物和飼料快速警報
系統 (下稱 " 警報系統 ")錄得 75 次有關在寵物食品發現嚴重健康風險
的通報。警報系統是一個資訊交換網絡，網絡成員 (即歐盟各國的
食物和飼料主管當局 )可透過該系統掌握各地因應在食物和飼料
發現嚴重風險時所採取的應對措施。 5 
  

                                            
3 請參閱 European Pet Food Industry Federation (2016)。  
4 除非經科學評估證明某飼料添加劑對人類及動物的健康無害並對環境無損後獲得

當局核准，否則該添加劑不得在歐盟市場上出售。  
5 在警報系統下發出的通報類別包括： (a)須迅速採取行動的預警通報； (b)貨物被拒
入境的通報；及 (c)信息通報。請參閱 European Commission (2014b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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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國的規管制度  
 
 
4.1 在 2013 年，估計在美國飼養的貓狗總數約為 1 億 4 500 萬
隻，而貓狗寵物食品的年銷售量約達 830 萬公噸。 6 美國食品藥品
管理局負責根據與規管人類食品相同的聯邦規管制度，對動物飼料

(包括寵物食品 )作出規管。食品藥品管理局規定，寵物食品與擬
供人食用的食物一樣，須合乎安全食用標準、在合乎衞生條件的

環境下生產，以及附有適當的標籤。美國多個州份亦根據其法律及

規則，各自推行規管動物飼料的計劃，包括為生產商發牌，以及就

寵物食品標籤作出規定。 7 
 
4.2 在聯邦規管制度下，所有在當地及外地從事食品生產、

加工、包裝或貯存業務的經營者，如供應人類食品或動物飼料在

美國使用，均須向食品藥品管理局註冊。食品藥品管理局亦規定，

用於生產寵物食品的添加劑必須符合下述條件： "普遍認為安全 8"；
經食品藥品管理局事先批准；或經美國飼料管理協會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Feed Control Officials)9 界定為可用於擬作用途。 10 此外，
食品藥品管理局亦就人類食品及動物飼料中的有毒或有害物質訂定

行動水平。若有毒或有害物質含量達到或超出行動水平所指的

限量，該局便會採取法律行動，將受影響的產品下架。  
 
4.3 食品藥品管理局及多個州政府亦就寵物食品施加標籤

規定，以確保有關產品得以安全和有效使用。聯邦規例訂明基本的

標籤規定，例如列出辨識產品的資料，以及所使用的配料；州立

規例則就產品在營養及使用方面的資料 (例如保證成分分析 11 及
餵飼方法 )作出規定。 12 
  

                                            
6 請參閱 Pet Food Institute (2016)。  
7 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對涉及州際貿易的動物飼料產品作出規管，包括進口產品。

各州政府則各自規管在其管轄區內分銷的動物飼料產品。  
8 若某食物添加劑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物質，而合資格的專家一致認為將該物質用於

擬作用途屬安全，可將該物質界定為 "普遍認為安全 "。  
9 美國飼料管理協會為非政府諮詢機構，成員包括地方、州及聯邦規管機構的有關

官員，負責就動物飼料及其配料的生產、分銷及銷售制定示範法及規例。  
10 獲美國飼料管理協會界定為適合用於動物飼料的添加劑，屬未經核准的添加劑。
然而，只要此類添加劑的標籤說明與其獲接納的擬作用途相符，而使用此類添加劑

的安全性並未因新發現的數據而受到質疑，當局不會禁止使用此類添加劑。  
11 保證成分分析列出寵物食品內每項營養素的百分比。美國多個州均規定，須保證
寵物食品所含粗蛋白質及粗脂肪的最低百分比，以及粗纖維及水分的最高百分比。  

12 州標籤規例是根據美國飼料管理協會所訂的示範規例而制定，以確保各州份的相關
法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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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在進口管制安排方面，食品藥品管理局要求人類食品及動

物飼料 (包括寵物食品 )的進口商，須事先提交其貨運通知，以供
當局進行甄別，以及在入境口岸針對較高風險的貨品進行檢查。

此外，若寵物食品含指明動物源性配料，有關的進口商或須向美國

農業部申請進口許可證。  
 
4.5 食品藥品管理局獲賦權對註冊寵物食品業經營者的工場

進行檢查，一旦發現有經營者所生產或處理的寵物食品對健康構成

嚴重的威脅，該局可暫時吊銷其註冊。食品藥品管理局亦可扣留或

要求回收對健康構成風險的本地／進口寵物食品。在 2014 及
2015 財政年度，該局曾向違反相關動物產品規例的註冊經營者
發出約 219 封警告信，並錄得 99 次回收事件 13，涉及 431 款動物
產品 (包括寵物食品 )。 14 
 
4.6 為加強保障公眾健康及預防經食物傳播的疾病，聯邦政府

於 2011 年一併改革針對人類食品及動物飼料的食物安全制度。
在 2011 年通過的《食品藥品管理局食品安全現代化法》 (FDA 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訂明多項改革措施，包括 (a)透過推行一套
食物安全制度及一套特定生產標準，即適用於動物食品的《現行

優良生產規範》 15，加強寵物食品業經營者的危害預防工作，以收

防患於未然之效；及 (b)透過推行 "外國供應商審核計劃 "，加強進口
配料及產品的安全。 16 
 
 
5. 日本的規管制度  
 
 
5.1 在 2015 年，在日本飼養的貓狗總數約為 1 980 萬隻，而當地
2014 年寵物食品的年銷售量估計為 597 000 公噸。 17 在 2007 年，
鑒於早前在美國及日本發生多宗寵物食品回收事件，日本民眾對

寵物食品安全問題日趨關注，日本政府遂計劃訂定針對寵物食品的

                                            
13 據食品藥品管理局所述，當經營者發現產品出現問題時或在該局對產品提出關注
後，大部分經營者都會自願回收產品。  

14 請參閱 United State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2016a)。  
15 該套標準涵蓋動物食品生產的多個範疇，包括人事、廠房及場地、衞生、供水及
水管裝置、設備及用具、廠房運作，以及貯存和分銷。  

16 根據 "外國供應商審核計劃 "，進口商須確保進口配料或食品在符合美國法律及規例
的情況下生產。他們須進行以風險為本的審核行動，例如委聘合資格的核查人員就

外國供應商進行實地核查及進行產品抽驗。  
17 請參閱 Japan Pet Food Associatio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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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制度。 18  其後，日本於 2008 年制定《寵物食品安全法》
(Law for Ensuring the Safety of Pet Food)，該法於 2009 年生效，規管由
本地生產及進口的貓狗寵物食品的安全。  
 
5.2 根據《寵物食品安全法》，貓狗寵物食品生產商及進口商

必須在開業前將其代表的姓名及其廠房倉庫的名稱及地址，通報

農林水產省及環境省。該法亦規定寵物食品生產商、進口商及分銷商

必須保留與其生產、進口或分銷的產品相關的生產及／或銷售

紀錄。  
 
5.3 此外，從事貓狗寵物食品生產、進口及銷售業務的經營者，

必須符合農林水產省及環境省就以下各方面制訂的標準： (a)為防止
產品受微生物及有害物質污染而採用的生產方法； (b)產品所含有害
物質 (例如若干添加劑、除害劑及重金屬 )的上限；及 (c)產品標籤。 19 
農林水產省進一步就含有動物源性配料的指明產品施加進口監管

規定。進口有關產品必須附有由出口國獸醫管理當局簽發的衞生

證明書。  
 
5.4 在執法工作方面，農林水產省及環境省有權要求寵物食品

業經營者就其營運情況提交報告。農林水產省、環境省或農林水產

消費安全技術中心 20 還可實地巡查業務經營者的工場，而農林
水產消費安全技術中心亦可進行寵物食品抽樣測試。除了實地

巡查，農林水產省及環境省可命令業務經營者回收未達指明標準的

寵物食品，並禁止進口及／或銷售有關產品。任何人士如違反指明

的法例條文，可處罰款及／或監禁。據農林水產消費安全技術中心

表示，有關當局在 2014 年至 2015 年共進行 289 次實地巡查，並無
發現違規個案。 21 
  

                                            
18 美國是在日本出售的進口寵物食品的主要來源地之一。2007 年年初，美國有約 2 200 隻
狗及 1 950 隻貓，在進食受三聚氰胺及有關化合物污染的寵物食品後出現腎衰竭
死亡，之後多家公司自願回收其寵物食品，涉及超過 150 個品牌。 2007 年 6 月，
當局發現某款已經流入日本的狗隻食品，與其中一款在美國被回收的狗隻食品

相同，有關產品之後亦予以自願回收。請參閱 Sugiura, K. et al. (2009)。  
19 除了強制性標籤規定，日本的寵物食品業界亦已推行一套自願標籤守則，就寵物
食品標籤作出其他規定。  

20 農林水產消費安全技術中心以獨立行政法人形式成立，負責多項工作，當中包括
實地巡查業務經營者的工場，並抽樣測試有關材料及產品，以確保動物飼料、飼料

添加劑、肥料及農藥質優安全。  
21 請參閱 Food and Agricultural Materials Inspection Cent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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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加坡的規管制度  
 
 
6.1 與是次研究所涵蓋的其他海外地方相比，在新加坡飼養的

寵 物 數 量 較 少 ， 而 當 地 的 寵 物 食 品 市 場 規 模 亦 相 對 較 小 。

在 2010 年 ， 在 新 加 坡 飼 養 的 貓 狗 數 目 估 計 有 156 000 隻 。

在 2012 年，當地貓狗寵物食品的年銷售量為 8 730 公噸。 22 儘管
如此，新加坡政府成立了新加坡農糧獸醫局，負責規管新加坡的

人類食品及動物飼料。具體而言，新加坡農糧獸醫局為當地的動物

飼料生產商及進口商實施一套發牌制度，並就進口寵物食品施加

管制措施。  
 
6.2 根據《飼料原料法》 (Feeding Stuffs Act)，所有在新加坡從事
寵物食品生產、加工、進口及／或銷售業務的經營者都必須向新加坡

農糧獸醫局申領牌照。有關發牌條件包括： (a)確保寵物食品符合
衞生及安全食用的原則，而且不含任何指明的禁用物質，例如某些

藥物及添加劑； (b)就所生產或進口的每類產品向新加坡農糧獸
醫局登記註冊； 23 (c)營業處所必須保持整潔； (d)符合產品標籤
規定；及 (e)保留有關的產品資料紀錄。  
 
6.3 至於進口監管安排方面，新加坡農糧獸醫局規定所有進口

商必須就每批次的進口寵物食品申領進口許可證。若進口含有肉類

或肉類製品的寵物食品，必須符合額外的規定。舉例而言，所有

進口產品必須附有由出口國獸醫管理當局簽發的衞生證明書，以

證明出口國並無爆發牛海綿體腦病 (又稱瘋牛症 )等指明疾病。
此外，若產品來自澳洲、新西蘭、加拿大、英國及美國以外的

國家，有關生產廠房須事先獲得新加坡農糧獸醫局的核准。  
 
6.4 若寵物食品業經營者違反指明的法例條文，例如出售的

寵物食品含有任何對動物有害的成分，可處罰款及／或監禁。新加坡

農糧獸醫局可無須給予事前通知而暫時吊銷或撤銷某業務經營者的

牌照。  
  

                                            
22 請參閱 Agriculture and Agri-Food Canada (2013)。  
23 持牌人必須提交生產商及生產程序、品質控制測試、所用原料及保證成分分析等
寵物食品的資料，以便進行登記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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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結語  
 
 
7.1 是次研究所涵蓋的所有海外地方各自在其規管制度下採用

多管齊下的措施，以保障在當地生產及進口自其他地方的寵物食品

的安全。這些海外地方普遍採取的規管措施包括： (a)實行註冊／
發牌制度，以規管從事寵物食品生產、加工、進口及／或銷售業務

的經營者； (b)訂定指明有害物質的安全容許量標準，或禁止寵物
食品含有某些有害物質； (c)強制實行產品標籤規定；及 (d)監管
進口寵物食品，特別是含有動物源性配料或肉類製品的產品。  
 
7.2 由於歐盟、美國及日本的寵物食品市場規模較新加坡大，

上述三地已進一步設立一套適用於生產寵物食品的衞生及危害管制

標準。此外，歐盟及美國亦在其規管制度下實施事先核准機制，

以規管在寵物食品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添加劑。  
 
 
 
 
 
 
 
 
 
 
 
 
 
 
 
 
  
立法會秘書處  
資訊服務部  
資料研究組  
鄭慧明  
2016 年 4 月 20 日  
電話： 2871 214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 料 摘 要 為 立 法 會 議 員 及 其 轄 下 委 員 會 而 編 製 ， 它 們 並 非 法 律 或 其 他 專 業 意 見 ， 亦 不 應 以 該
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 "行政管理委員會 " )
所 擁 有 。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准 許 任 何 人 士 複 製 資 料 摘 要 作 非 商 業 用 途 ， 惟 有 關 複 製 必 須 準 確 及
不 會 對 立 法 會 構 成 負 面 影 響 ， 並 須 註 明 出 處 為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資 料 研 究 組 ， 而 且 須 將 一 份 複 製
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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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選定海外地方的寵物食品規管制度  
 

 歐洲聯盟  美國  日本  新加坡  

背景  

飼養貓狗寵物

的數目  
 1億 3 500萬隻  

(2014年 )。  
 1億 4 500萬隻  

(2013年 )。  
 1 980萬隻  

(2015年 )。  
 156 000隻  

(2010年 )。  

寵物食品的年

銷售量  
 2014年的銷售量為

900萬公噸。  
 2013年的銷售量為

830萬公噸  
(只包括貓狗寵物食品 )。  

 2014年的銷售量
為597 000公噸。

 2012年的銷售量為
8 730公噸  
(只包括貓狗寵物食品 )。  

規管制度概覽  

主要規管機構   歐洲聯盟 (下稱 "歐盟 ")
個別成員國的負責當局。

 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美國農業部；及相關

州立機關。  

 農林水產省及
環境省。  

 新加坡農糧獸醫局。  

相關法例   相關歐盟規例，包括有
關監管飼料衞生、飼料

產品的銷售和使用，以

及在動物營養素中使用

添加劑的規例。  

 《聯邦食品、藥品及化
妝品法》；及相關的州立

法律及規則。  

 《寵物食品安全
法》。  

 《飼料原料法》及相關
附屬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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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選定海外地方的寵物食品規管制度  
 

 歐洲聯盟  美國  日本  新加坡  

規管措施  

寵物食品業

經營者的

註冊／發牌

事宜  

 寵物食品業經營者須向
主管當局註冊，而他們

亦必須申請批准，才可

生產含添加劑的合成

飼料。  

 所有在當地及外地從事寵物
食品生產、加工、包裝或

貯存業務的經營者，如供

產品在美國使用，均須向

食品藥品管理局註冊。  

 寵物食品生產商及進口
商必須在開業前將其代

表的姓名及其廠房倉庫

的名稱及地址，通報

農林水產省及環境省。

 寵物食品業經營者
必須向新加坡農糧

獸醫局申領牌照。  

衞生及危害

管制標準的

規定  

 寵物食品業經營者須遵
從一套有關衞生和品質

控制方面的規定。  

 寵物食品業經營者須實施
一套食物安全制度，以及

一套適用於動物食品的特

定生產標準。  

 寵物食品業經營者必須
符合就寵物食品生產所

訂明的標準。  

 沒有訂明相關標準，
但持牌人必須保持

營業處所整潔。  

在寵物食品

生產過程中

所使用的

添加劑須事

先獲得批准  

 只可使用經核准的添加
劑。  

 只可使用"普遍認為安全"、
經食品藥品管理局事先批

准，或經美國飼料管理協

會界定為可用於擬作用途

的添加劑。  

 並無相關規定，但業務
經營者必須確保，產品

中某些添加劑的含量不

超過當局容許的上限。

 並無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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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選定海外地方的寵物食品規管制度  
 

 歐洲聯盟  美國  日本  新加坡  

規管措施 (續 )  

關於寵物食品

中不良物質

含量標準的

規定  

 就指明不良物質設定
安全容許量標準。  

 就指明有害物質含量訂定
行動水平；若有害物質

含量達到或超出行動水平

所指的限量，食品藥品

管理局便會採取法律

行動，將受影響的產品

下架。  

 就指明有害物質設定
安全容許量標準。  

 持牌人必須確保其出售
的寵物食品不含指明的

禁用物質。  

寵物食品的

標籤規定  
 強制性標籤規定包括：

(a) 產品說明；  
(b) 該產品擬供哪些
動物品種食用；  

(c) 寵物食品業經營者
的名稱及地址；  

(d) 飼料材料清單；  
(e) 添加劑 (若曾使用
某類別的添加劑 )
清單；  

( f )  成分分析；  
(g) 最短貯存期；及  
(h) 正確使用方法。  

 食品藥品管理局施加的標
籤規定包括：  
(a) 辨識產品的資料；  
(b) 產品淨重量；  
(c) 生產商的名稱及
地址；及  

(d) 配料清單。  
 由州立機關施加的額外標
籤規定包括：  
(a) 保證成分分析；  
(b) 營養充足說明；  
(c) 卡路里含量說明；及  
(d) 餵飼方法。  

 貓狗寵物食品必須在標籤
上標明以下資料：  
(a) 產品名稱；  
(b) 最佳食用日期；  
(c) 生產商、進口商或
分銷商名稱及地

址；  
(d) 來源地；及  
(e) 成分。  

 寵物食品業界亦已推行
一套自願的產品標籤

守則。  

 所有寵物食品必須在標籤
上標明以下資料：  
(a) 生產及有效日期；  
(b) 進口商名稱及地址；  
(c) 成分；及  
(d) 產品擬供哪些動物
品種食用。  

 含有肉類或肉類製品的
產品必須提供更多資料，

例如：  
(a) 生產商名稱及地址；
及  

(b) 保證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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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選定海外地方的寵物食品規管制度  
 

 歐洲聯盟  美國  日本  新加坡  

規管措施 (續 )  

進口管制

機制  
 含動物源性配料的進口
寵物食品受進口管制

規定的規管，例如進口

商須作出托運通知，並

須在進口貨品上附有

獸醫證明書。  

 食品藥品管理局要求寵物
食品進口商須事先提交

其貨運通知。該局亦會在

入境口岸檢查較高風險的

貨品。  
 若寵物食品含指明的動物
源性配料，有關的進口商

或須向美國農業部申請進

口許可證。  

 進口商必須確保進口
產品符合訂明的寵物

食品標準。  
 若進口含有動物源性
配料的指明寵物食品，

必須附有衞生證明書。

 進口商必須：  
(a) 就每批次的進口產品
申領進口許可證；  

(b) 就所有含有肉類或
肉類製品的進口產品

附有衞生證明書；及  
(c)  事先就有關生產廠房
申請核准 (若擬從某些
地方進口含有肉類或

肉類製品的產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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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續 ) 
 

選定海外地方的寵物食品規管制度  
 

 歐洲聯盟  美國  日本  新加坡  

執法安排  

執行相關

法例  
 如何執法屬
個別成員國

的責任。  

 食品藥品管理局可對註冊寵物
食品業經營者的工場進行檢查，

一旦發現有經營者所生產或

處理的產品對健康構成嚴重

威脅，該局可暫時吊銷其註冊。  
 食品藥品管理局可扣留或要求
回收對健康構成風險的寵物食品。

 農林水產省、環境省及農林水產
消費安全技術中心獲授權實地

巡查寵物食品業經營者的工場。

農林水產省及環境省可要求寵物

食品業經營者就其營運情況提交

報告，而農林水產消費安全技術

中心則可進行寵物食品抽樣測試。

 農林水產省及環境省亦可命令
有關人士回收未達指明標準的

寵物食品，並禁止生產和銷售

有關產品。  
 任何人士如違反指明的法例
條文，可處罰款及／或監禁。  

 若寵物食品業經營
者未能遵守指明的

法例條文，可處

罰款及／或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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