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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  
 
 

英國有關保健食品的規管  
 
 

1. 背景  
 
 

1.1 歐洲聯盟 (下稱 "歐盟 ")於 2002年 7月 12日發出一項指令 1，用

以規管補助食品 (在歐洲又稱之為 "保健食品 ")。 2 英國作為歐盟成員
國，須依循歐盟施加的所有指令、規例及責任。因此，英國於      
2003年 7月 3日通過《 2003年補助食品 (英格蘭 )規例》 (Food Supplements 
(England) Regulations 2003)，藉以落實歐盟發出的補助食品指令內訂明的
各 項 條 文 。 3  有 關 規 例 將 於 2005年 8月 1日 生 效 ， 並 僅 適 用 於        
英格蘭。4 在英國，除了這些規例外，補助食品亦受其他法例所規管，
當中包括《 1990年食物安全法令》(Food Safety Act 1990)、《 1996年食物
標籤規例》(Food Labelling Regulations 1996)、《 1968年商品說明法令》(Trade 
Descriptions Act 1968)及《 1988年管制誤導廣告規例》(Control of Misleading 
Advertisements Regulations 1988)。  
 

1.2 本資料摘要旨在向《 2004年不良醫藥廣告 (修訂 )(第 2號 )條例
草案》委員會提供資料，說明英國就監管補助食品所採納的規管架

構，並研究歐盟於 2003年 7月就歐盟市面出售的食品 (包括補助食品 )
作出保健及營養聲稱所草擬的規例。倘若該草擬規例獲得通過，會對

英國有關補助食品的規管架構帶來影響。  
 
 
2. 補助食品的規管架構重點  
 
 
補助食品作出的聲稱  
 
2.1 補助食品只准在標籤上使用保健及營養聲稱，而此等聲稱必

須是沒有包含虛假或誤導成分或誇張失實。同時，補助食品不准在標

籤上使用有關醫療效用的聲稱。製造商、進口商、分銷商及地方有關

當局均有責任確保聲稱有充分根據。  
                                                 
1 該指令名為《歐洲議會及理事會就各成員國有關補助食品的法律的近似化而
頒佈的第 2002/46/EC號指令》 (Directive 2002/4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approximation of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relating to food supplements)。 

2 見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2004)。  
3 在發出該歐盟指令前，歐盟或英國並無就補助食品訂立任何具體法例。  
4 蘇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分別通過《 2003年補助食品 (蘇格蘭 )規例》 (Food 

Supplements (Scotland) Regulations 2003)、《 2003年補助食品 (威爾斯 )規例》 (Food 
Supplements (Wales) Regulations 2003)及《 2003年補助食品 (北愛爾蘭 )規例》 (Food 
Supplements (Northern Ireland) Regulations 2003)，藉以在蘇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
落實歐盟就補助食品所發出的指令的各項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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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補助食品標籤上作出保健聲稱亦受到一套屬於自律性質

的作業守則所規管，該作業守則是由消費者組織、執法機構及業界聯

會組成的 "保健聲稱聯合主管機構 "(Joint Health Claims Initiative) 所訂立
的。該作業守則闡述了制定可接受的保健及營養聲稱的一般原則，以

及對一般保健聲稱與特殊保健聲稱作出區分。一般保健聲稱不須進一

步證據支持，但特殊保健聲稱則必須有科學證據支持。  
 
 
產品安全  
 
2.3 補助食品亦受《 2003年補助食品 (英格蘭 )規例》所規管，英
國通過該規例，藉以落實歐盟就補助食品作出的指令所訂下的規則。

該規例訂定了一份 "正面清單 "以列出准許在補助食品上使用的維他
命及礦物質。該規例亦容許不在 "正面清單 "上的營養物／物質一段過
渡期，若其符合某些條件，便可以繼續使用。  
 
2.4 據保健食品業表示，現時在英國市場上出售的許多維他命及

礦物質，會因 "正面清單 "而被禁止出售。歐盟就補助食品作出的指令
亦可能延伸至涵蓋其他保健食品。由消費者及補助食品業從業員和代

表所組成的兩大聯盟，就歐盟指令在英國法院提出訴訟，指控歐盟就

補助食品作出的指令並不合法，並且與其所帶來的影響不成比例。英

國高等法院批准此兩大聯盟提出由歐洲法院作出裁決的申請。  
 
 
對標籤的管制  
 
2.5 英國訂有法例列明一般標籤要求，包括成分清單、儲存或使

用條件，以及原產地。補助食品的標籤亦須帶有警告及告誡性的聲明。 
 
 
對廣告的規管  

 
2.6 在廣播及非廣播式廣告中作出的所有保健聲稱均受屬自律

性質的作業守則所規管。一般而言，有關守則要求所有廣告須合法、

得體、真實和可靠。  



立法會秘書處    IN19/04-05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第  3  頁  

有關使用保健／營養聲稱的草擬規例  
 
2.7 2003年，歐盟提出有關使用保健及營養聲稱的草擬規例。該
草擬規例訂明有關在其成員國出售的食品 (包括補助食品 )的標籤、陳
述及廣告的一般要求。該草擬規例仍然禁止提述預防、治療或治理人

類疾病的聲稱。但是，該草擬規例准許使用一個稱為 "可減低患病風
險的聲稱 "的新設保健聲稱類別。在作出該類聲稱時，在有關標籤上
須包括警告聲明。  
 
 
3. 定義  
 
 
保健食品  
 

3.1 英國並沒有 "保健食品 "的法定定義。可供食用的產品均被當
作藥用產品或食品來規管。生部 (Department of Health)的執行機構  
⎯⎯  藥物及保健產品規管局 (Medicines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Regulatory 
Agency)負責決定某產品應否被列為藥用產品類別。如產品被釐定為非
藥用產品，便會受食品法例所規管。  
 
藥用產品  
 
3.2 在《 2004年供人服用的藥物 (臨試驗 )規例》 (Medicines for 
Human Use (Clinical Trials) Regulations 2004) 中 ， 英 國 依 循 歐 盟 第
2001/83/EEC號指令，將 "藥用產品 "界定為：  
 

(a) 用以治療或預防人類或動物疾病的任何物質或混合使
用的有關物質；及／或  

 
(b) 可供人類或動物服用，藉以作出診斷或恢復、矯正或改

變人類或動物的生理機能的任何物質或混合使用的有

關物質。  
 
 
食品  
 
3.3 根據《 1990年食物安全法令》第 1(1)條，"食品 "的定義包括： 
 

(a) 飲品；  
 
(b) 供人食用但不包含營養價值的物品及物質；  
 
(c) 香口膠及其他性質及用法類似的產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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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製備食物時作為材料使用的物品及物質，或屬此項範
圍內的任何東西。  

 
 

補助食品  
 
3.4 《 2003年補助食品 (英格蘭 )規例》第 2條將補助食品界定為作
為補充日常飲食用的任何食品，而該食品是：  
 

(a) 具有濃縮營養成份的維他命或礦物質，或單一或多種混
合服用會產生滋補或生理功效的其他物質；及  

 
(b) 以 "劑量形式 "出售。  

 
3.5 有關規例將 "劑量形式 "界定為下列形式：膠囊、錠劑、片劑、
丸劑及其他類似形式、粉囊、液瓶、滴瓶，或其他相似並以小量服用

的液體或粉末。  
 
 
4. 補助食品作出的聲稱  
 
 
4.1 《 1990年食物安全法令》及《 1996年食物標籤規例》的一般
條文規管食物標籤 (包括補助食品標籤 )上作出的聲稱。《 1990年食物
安全法令》訂明，倘若對補助食品作出虛假的說明或廣告，又或在其

性質、所含物質及品質方面有任何誤導成分，即屬違法。《 1996年食
物標籤規例》載有條文，禁止就補助食品作出具有預防、治療或治理

人類疾病特性的聲稱，或對此類特性作出任何提述。此外，《 1968
年商品說明法令》訂明，就貨品作出虛假或有誤導成分的商品說明，

包括與健康情況有關的失實聲稱，即屬違法。製造商、入口商、分銷

商及當地有關當局均有責任確保聲稱屬實。  
 
4.2 一般而言，可在補助食品標籤上作出的聲稱分為兩大類，分

別為營養聲稱及保健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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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聲稱  
 
4.3 根據《 1996年食物標籤規例》，"營養聲稱 "指 "某食品的標籤、
說明或廣告的任何陳述、建議或含意指該食品具有特別的營養物含量
特性 "。在就食品 (包括補助食品 )作出營養聲稱前，例如 "低能量 "或    
"含有豐富維他命 "，必須確保有關食品符合《 1996年食物標籤規例》
所訂下的某些具體標準。 5 
 
4.4 食物標準局 (Food Standards Agency)6 根據《 1996年食物標籤規
例》就如何作出可接受的營養聲稱發出指引。倘若在接納營養聲稱的

問題上出現糾紛，便會交由法院裁決該聲稱是否根據有關規例而作

出。  
 
 
保健聲稱  
 
4.5 現時，在歐盟及其成員國層面上，並無就規管保健聲稱而訂

立任何具體法例。此外，英國法例並無條文規限保健聲稱的字眼，亦

無規定保健聲稱須先經批核才可作出。 7 
 
4.6 儘管如此，由消費者組織、執法機構及業界聯會聯合組成的    
"保健聲稱聯合主管機構"制訂了一套作業守則 (下稱"守則")，藉以對補助
食品標籤上所作出的保健聲稱提供指引。  
 
4.7 "保健聲稱聯合主管機構 "於 1997年成立，旨在處理有關保健
聲稱的關注事項，以及就食品作出保健聲稱制訂一套作業守則。 8    
"保健聲稱聯合主管機構 "於 2000年 12月發表該守則。該守則的遵守屬
於自願性質，並適用於所有在市面上出售予公眾的食品 (包括補助食
品 )的標籤、廣告及推廣。據 "保健聲稱聯合主管機構 "表示，依循該
守則有助公司作出辯護，一旦在保健聲稱的法律或科學理據方面遭到

檢控，可辯稱已作出應盡的努力。  
                                                 
5 見《 1996年食物標籤規例》附表 6。  
6 食物標準局於 2000年根據《 1999年食物標準法令》(Food Standards Act 1999)成立，
屬於獨立的食品安全監察機構，負責保障與食品有關的公眾健康及消費者權

益事宜。  
7 見 Food Standards Agency (2004)。  
8 1996年，漁農業及糧食部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od and Fisheries)轄下的食品諮詢
委員會 (Food Advisory Committee)發出一份有關就食品 (包括補助食品 )作出保健
聲稱的指引擬稿。不過，適逢 1997年進行選舉，有關指引被擱置，最終未有
落實執行。 1997年，食品及飲品聯會 (Food and Drink Federation)(代表食品和飲品
業 )、國家食品聯盟 (National Food Alliance)(代表消費者及保健組織 )及有關食品及
交易標準的地方機構統籌組織 (Local Authorities Co-ordinating Body on Food and 
Trading Standards)(代表執法機構 )成立了 "保健聲稱聯合主管機構 "，並且手制
訂有關在法律範疇下可作出的自願性保健聲稱的守則。見Centre for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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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聲稱的定義  
 
4.8 該守則將保健聲稱界定為 "在食物標籤、廣告及推廣方面的
任何直接、間接或隱含聲稱，指服用某一食品會帶來某類健康效益或
避免某類健康損害 "。  
 
4.9 直接保健聲稱就食品本身而非其所含成分所作出，舉例而

言，食物 "x"被證實能保持皮膚健康。間接保健聲稱就食品所含成分
而非食品本身所作出，舉例而言， "y"對心臟有益，此食品含有豐富
的 "y"。隱含保健聲稱來自予人的整體印象，例如在包裝上印有心臟
圖案，在某些情況下，可能使人覺得此類食品對心臟有益。  
 
 
作出保健聲稱的一般原則  
 
4.10 該守則就作出保健聲稱訂立下列原則：  
 
 (a) 對消費者的保障  
 
4.11 保健聲稱必須真確無訛，並且不得直接或隱含任何誤導、誇

大或欺詐成分。有關聲稱的表達方式必須有助消費者就食品作出明智

及正確的選擇。  
 
 (b) 保健聲稱的舉證  
 
4.12 有關就成分或組成部分所作出的保健聲稱必須有充分證據

支持，證明應可為服用者帶來益處，或指出減少或增加服用某一特定

物質可帶來的顯著益處。  
 
 (c) 作出保健聲稱的情況  
 
4.13 保健聲稱不得鼓勵或默許過度食用某類食品，或貶抑良好的

飲食習慣。  
 
 (d) 維持健康及減低患病風險的提述  
 
4.14 保健聲稱若指可維持整體、身體特定部分或器官的健康，此

類聲稱可予接受，惟有關聲稱不得被理解為暗示可預防、治療或治理

疾病。舉例而言，某聲稱指 "食物 'x '有助維持心臟健康 "或 "食物 'x '有
助維持身體健康 "，均可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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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如已證實某產品可減低患上某一類疾病的風險，作出聲稱提

述身體某部分可藉此產品而減低患病的風險，而非提述該病本身，亦

可予接受。 9 不過，此類提述必須清楚說明，身體獲益須要整體上配
合健康的飲食及生活習慣，以期減低患上該病的風險因素，而非在該

病的病情發展方面有任何預防作用。  
 
 (e) 避免在保健聲稱中使用某些字眼／用語及提述  
 
4.16 消費者對聲稱的理解被界定為判斷該聲稱可否予以接受的

重要原則。該守則舉出若干例子，列明在作出保健聲稱時，應避免使

用一些含有能夠預防、治療或治理疾病的暗示的字眼／用語及提述，

當中包括有關紓緩 "症狀 "的提述，或使用醫學術語及／或圖像以加強
該產品與醫學用途的聯想。附錄 I舉出若干例子，列明 "保健聲稱聯合
主管機構 "認為在作出保健聲稱時應避免使用的字眼／用語及提述。  
 
 (f) 在保健聲稱中可予接受的字眼及用語  
 
4.17 該守則又舉出若干例子，列明 "保健聲稱聯合主管機構 "認為
在作出保健聲稱時可予接受的字眼及用語 (見附錄 II)。  
 
 
一般及特殊的保健聲稱  
 
4.18 該守則又把可予容許的保健聲稱分為兩大類  ⎯⎯  一般及
特殊的保健聲稱，兩者的舉證要求各有不同。  
 
 (a) 一般的保健聲稱  
 
4.19 一般的保健聲稱是那些根據科學文獻所載的證據中已獲確

認並廣受接納的知識而作出的保健聲稱，及／或根據例如美國食物及

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等國家或國際
公共生組織的建議而作出的保健聲稱。  

                                                 
9 舉例而言，某聲稱指 "眾所周知，健康的膽固醇水平是維持心臟健康的重要一
環 "，可予接納，但聲稱指 "健康的膽固醇水平會減低患心臟病的風險 "，則不
能接納。見Maso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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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製造商可作出一般的保健聲稱而無須提交進一步證據。 "保
健聲稱聯合主管機構 "轄下的守則管理組織 (Code Administration Body)10 
不斷更新一份名單，列出已符合標準的一般保健聲稱，以供食品製造

商在擬備保健聲稱時提供便捷的參考。當局又鼓勵經營商向守則管理

組織提交就該名單的制訂及增補的意見書。  
 
 (b) 特殊的保健聲稱  
 
4.21 該守則把一般的保健聲稱以外的聲稱一律界定為特殊或與

產品有關的保健聲稱。提交證據或科學評核對作出特殊的保健聲稱相

當重要。公司必須向 "保健聲稱聯合主管機構 "示明，特殊的保健聲稱
可靠性甚高，並且經過有系統地覆檢所有可用的科學證據後所提出。

支持特殊的保健聲稱的科學證據必須能夠足以推翻相反的證據或意

見。此外，科學覆檢的結論應根據所有可用證據 (而非僅為支持有關
聲稱的數據 )，並應包括人類研究所得的證據 (而非僅從生化、細胞或
動物研究所得的證據 )。  
 
 
在推出市場前徵詢意見  
 
4.22 當局鼓勵補助食品製造商在把附有保健聲稱的產品推出市

場前，先徵詢 "保健聲稱聯合主管機構 "的意見。這可有助製造商避免
作出可能會違反食品法例或誤導消費者的聲稱。有一點值得注意，向

"保健聲稱聯合主管機構 "徵詢意見屬自願性質。補助食品製造商只要
有證據確立其所作的聲稱，仍可無須經由 "保健聲稱聯合主管機構 "作
出保健聲稱。  

 
 
可能違反作業守則的情況  
 
4.23 守則管理組織如發現市場上出現可能違反該守則的保建聲

稱，便會向相關執法機關、規管機關或屬自律性質的規管組織投訴，

同時亦會就作出此項行動知會有關公司。  

                                                 
10 成立守則管理組織旨在監察守則的運作，並向有關方面提供意見。該組織的
工作由一個專家委員會支援，成員來自食品及生等相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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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產品安全  
 
 
5.1 《 2003年補助食品 (英格蘭 )規例》 訂立了一份 "正面清單 "，
載列了那些可用作製造補助食品的維他命及礦物質。11 自 2005年 8月 1
日起，即該規例生效後，便不可以使用不在 "正面清單 "上列載的營養
物／物質。不過，該規例容許一段過渡期，以便不在 "正面清單 "上的
營養物／物質仍可以繼續使用至 2010年為止，但須符合以下的條件： 
 

(a) 有關營養物／物質用於製造補助食品，而該補助食品在
2002 年 7 月 12 日或該日前已在歐洲共同體出售；  

 
(b) 收集支持有關營養物／物質的安全性的全面科學證

據，並於 2005 年 7 月前把有關資料提交歐洲食品安全
局， 12 以供參考；  

 
(c) 歐洲食品安全局並無裁定有關營養物／物質並不安全。 

 
5.2 據保健食品業表示，預期 "正面清單 "會令英國消費者目前服
用的許多維他命及礦物質從市場上消失。歐盟就補助食品作出的指令

日後亦可能延伸至涵蓋其他保健食品。13 因此，由消費者及補助食品
業從業員和代表組成的兩大聯盟於 2003年就歐盟指令在英國法院提
出訴訟，14 指歐盟就補助食品作出的指令並不合法，且與其所帶來的
影響不成比例。 2004年 1月 30日，高等法院批准此兩大聯盟提出由歐
洲法院作出裁決的申請，歐洲法院定於 2005年 1月 25日審訊有關案件。 

                                                 
11 "正面清單 "以一份現有並經歐盟批准的物質清單為基礎，該等物質是用於製
造具有特定營養用途的食品，例如嬰兒食品。請參閱NutraIngredient.com (2004)。 

12 歐洲食品安全局於 2002年由歐盟成立，以就有關食品及飼料安全的所有事項
提供獨立的科學意見。  

13 請參閱 Consumers for Health Choice (2004)。  
14 第一項法律訴訟由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ealth Stores, the Health Food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Consumers for Health Choice及the Institute for Optimum Nutrition的營養專家組
成的聯盟提出。第二項法律訴訟由 the Alliance for Natural Health提出，該組織是補
助品製造商、零售商、獨立醫療人員及消費者組成的泛歐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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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標籤的管制  
 
 
6.1 在英國，《 1996年食品標籤規例》訂明一般標籤要求，包括
有關食品名稱、成分清單、正確的日期標記、製造商，包裝商或經銷

商的名稱及地址，以及在某些情況下，亦包括儲存或使用條件，以及

原產地等資料。  
 
6.2 《 2003年補助食品 (英格蘭 )規例》為補助食品訂定額外的標
籤規定。該規例訂明，除非補助食品已標記或標籤下列資料，任何人

士均不得出售該補助食品：  
 

(a) 表明該產品特徵的營養物或物質種類的名稱，或有關此
等營養物或物質的性質的顯示；  

 
(b) 該產品每日服量的建議；  

 
(c) 不得超出建議的每日劑量的警告；  

 
(d) 有關補助食品不得用作代替均衡飲食的聲明；  

 
(e) 有關產品應儲存於幼童接觸不到的地方的聲明；及  

 
(f) 產品含有的維他命、礦物質、或具有營養或生理效果的

其他物質的份量。  
 
6.3 標籤的資料必須在下列其中一處出現：包裝、貼於包裝上的

標籤或透過包裝清楚可見的標籤。此等資料亦需易於理解、清楚易讀

和不可刪除，以及不得以任何方式隱藏、變得模糊不清或被任何其他

文字或圖像材料遮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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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對廣告的規管  
 
 
7.1 非廣播式廣告 15 作出的所有保健聲稱均受《英國廣告及促銷
守則》 (British Codes of Advertising and Sales Promotion)(下稱 "廣告守則 ")所
規限。廣告守則由廣告業自行制定，並同意共同遵守。該守則基本上

是要求所有廣告須合法、得體、真實和可信，以及在製作廣告時須顧

及對消費者及整體社會的責任。  
 
7.2 廣告守則由廣告標準局 (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執行，該
局是由廣告業自行成立的獨立組織，負責就違反廣告守則的投訴進行

調查。若任何廣告商拒絕遵守該局作出的裁定，該局可將有關投訴轉

介公平交易辦事處 (Office of Fair Trading)，以根據  《 1988年管制誤導廣
告規例》進行調查。若有關投訴理由充分，公平交易辦事處可向法院

申請禁制令，禁止發表有關廣告。  
 
7.3 在廣播媒介 (例如電視及電台 )作廣告須受《廣播廣告守則》
(Broadcast Advertising Code) 所規限。《廣播廣告守則》的規定包括廣告
須合法、得體、真實和可信，以及不會誤導或導致損害或罪行。英國

已成立一個業界組織  ⎯⎯  廣告守則廣播委員會 (Broadcast Committee 
of Advertising Code)， 16 負責訂定、覆檢及修訂《廣播廣告守則》。有
關廣播廣告的所有投訴均由廣告標準局廣播有限公司 (Advertising 
Standards Authority Broadcast Ltd.) ("廣播有限公司 ")處理，廣播有限公司
是廣告標準局為解決有關廣播廣告的投訴而設立的法定單位。廣播有

限公司獲得授權，可以要求廣告商更改廣告內容，才可繼續廣播，或

要求完全停止廣播此廣告。  
 
7.4 拒絶與廣播有限公司合作或違反《廣播廣告守則》的任何廣

播商的個案，可由廣播有限公司轉介通訊局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以便採取進一步行動。通訊局是英國通訊業的規管機構，可以施加制

裁，包括正式譴責、罰款、作出可能撤銷牌照的警告，或最後終止有

關牌照。  
 

                                                 
15 非廣播式廣告包括報章及雜誌廣告，以及戶外和互聯網廣告。  
16 廣告守則廣播委員會由廣播及廣告業內代表組成。  



立法會秘書處    IN19/04-05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第  12 頁  

8. 歐盟在規管保健聲稱方面的最新發展  
 
 
8.1 歐盟並沒有作出任何指令，在歐盟或成員國層面上規管保健

聲稱。現行的歐盟指令僅表明食品的標籤、陳述及廣告不得有誤導成

分，以及不得作出醫療效用的聲稱 (包括預防／治理／治療疾病的聲
稱 )。 17 

 

8.2 2003年 7月，歐盟提出有關在其成員國出售的食品 (包括補助
食品 )上使用保健及營養聲稱的草擬規例。該草擬規例須獲得歐洲議
會及部長理事會批准才正式生效。預期該草擬規例會在 2005年生  
效。 18 若該草擬規例獲得通過，便會對所有食品 (包括補助食品 )上使
用的保健／營養聲稱設立新的規管架構。  
 
8.3 歐盟在該草擬規例中訂定下列有關作出保健／營養聲稱的

要求：  
 
 
保健／營養聲稱的定義  
 
8.4 該草擬規例把保健聲稱定義為 "表述、建議或暗示某類食
品、某一食品或其中一種成分與健康之間有關係的任何聲稱 "。  

 
8.5 該草擬規例亦把營養聲稱定義為 "表述、建議或暗示食品因
以下原因而有特定營養特質的任何聲稱：(i)食品所提供或不提供的能
量 (熱量 )、提供較多或較少的能量 (熱量 )，及／或  (ii )食品含有或不含
有的營養物或其他物質、含有較多或較少的營養物或其他物質 "。  
 
 
使用保健／營養聲稱的一般原則  
 
8.6 該草擬規例建議，若保健／營養聲稱符合下列要求，則可在

食品 (包括補助食品 )的標籤、陳述及廣告上使用：  
 

(a) 並非虛假或有誤導成分；  
 
(b) 並不貶抑另一種食品的安全或營養充足程度；  
 
(c) 並不表述或暗示均衡多樣的飲食並不能提供適量營養

物；  

                                                 
17 請參閱 2000/13/EC及 2002/46/EC指令。  
18 請參閱 European Union (20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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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並非以 "不適當或令人不安的字眼 "提述身體機能的轉
變。  

 
 

作出保健／營養聲稱的一般條件  
 
8.7 該草擬規例建議要求保健／營養聲稱須符合下列一般條件

才可作出：  
 

(a) 特定物質的存在、不存在或含量減少所產生的益處必須
根據普遍接受的科學數據來確立；  

 
(b) 有關聲稱所述的物質必須充分地存在或不存在，以產生

所聲稱的效果；  
 
(c) 有關聲稱所述的物質必須有 "可供身體使用的形式 "；  

 
(d) 必須按照會產生所聲稱效果的數量提供該物質；及  

 

(e) 有關聲稱必須符合就使用該聲稱列明的任何其他條件。 

 
8.8  該草擬規例亦要求，有關聲稱必須以廣泛接受的科學數據為

根據，並以這些數據來舉證。同時只能在預期一般消費者能夠理解聲

稱所表達的有益效果的情況下，才可作出有關聲稱。  

 
 
使用保健／營養聲稱的限制  
 
8.9 根據該草擬規例，如有關補助食品及其營養價值的任何資料

不清楚、不準確和沒有意義，以及不能舉證，便不准在標籤、推廣及

廣告上使用此等資料。尤其是不准作出提述一般健康狀況 (例如， "幫
助身體抵抗壓力 "及 "留住青春 ")的含糊聲稱，或提述心理及行為功能
(例如， "加強記憶力 "或 "減少壓力和令人更感樂觀 ")的聲稱。  
 
8.10 該草擬規例亦禁止瘦身或體重控制的聲稱 (例如， "令所攝入
的卡路里減半／減少 ")，以及不准作出提述或包括醫生 /健康專業人

員推薦的聲稱。此外，不准含有多於 1.2%酒精的飲料帶有保健聲稱，
因為根據已知的事實，酒精會帶來其他健康及社會問題。因此，該草

擬規例只准作出提述減低酒精或能量成分的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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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減低患病風險的聲稱  

 

8.11 該草擬規例仍然禁止提述預防、治療或治理人類疾病的聲

稱。然而，該草擬規例准許一個稱為 "可減低患病風險的聲稱 "的新設
保健聲稱類別，這項聲稱就是 "表述、建議或暗示服用某類食品、某
一食品或其中一種成分，便可大幅減少導致發生人類疾病的某種風險
因素的保健聲稱 "。  
 

8.12 然而， "可減低患病風險的聲稱 "須在歐盟層面經覆檢、批准
及認可才准作出。在作出有關聲稱時，亦需包括在標籤上包括以下或

類似的聲明： "疾病有多種風險因素，而改變其中一種風險因素不一
定會產生有益的效果 "。  
 

 

許可保健聲稱的清單  

 

8.13 歐盟亦在草擬規例中建議編製一份清單，列出已獲確立並無

須舉證而准許用作一般用途的聲稱。在該清單載列的聲稱以外的其他

聲稱，需由歐洲食品安全局進行個別科學評估，及給予相關產品在推

出市場前的許可。  
 
 
 
 
 
 
 
 
 
 
 
 
 
 
 
  
余肇中  
2005年 1月 13日  
電話： 2869 969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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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及圖書館服務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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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作出保健聲稱時應避免使用的字眼 /用語及提述的例子  

 
 
A.I.1 The Code of Practice developed by the Joint Health Claims Initiative lists 
the following words/phrases and references that should be avoided in making a health 
claim: 
 

(a) pictorial or other references to changes in the human body caused by 
disease; 

 
(b) references to a specific disease; 
 
(c) non-specific references to disease in general; 
 
(d) references to relief of "symptoms"; 
 
(e) descriptions of particular symptoms which are perceived as signs of a 

disease (e.g. stress, anxiety, aches and pains, tension, etc.); 
 
(f) targeting of products to sections of the population suffering from 

diseases or known to be at risk; 
 
(g) use of, or reference to, associated promotions or literature which 

includes mentions of disease, including logos and other health 
messages by any third party; 

 
(h) reference to a body function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sease (such as cholesterol synthesis, formation of 
fat or body metabolism, immunity from infection, etc.) unless the 
reference only relates to the continuation of its normal healthy 
function; 

 
(i) the use of medical terminology and/or images to increase the 

association of the product with medical usage; and 
 
(j) the use of certain words and phrases which may not, taken alone, 

signify that a product can treat, prevent or cure human disease but 
may, if presented in a medical context, imply that the product can 
provide a medicinal benefit.  Such words include "restore, repair, 
eliminate, control, counteract, combat, clear, stop, alleviate, remove, 
heal, remedy, avoid, protect, relieve, regenerate, normalize, 
strengthen, check, end, fight, calm, detoxify, reduce or 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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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作出保健聲稱時可予接受的字眼及用語的例子  

 
 
A.II.1 The Code of Practice developed by the Joint Health Claims Initiative lists 
the following words/phrases which are acceptable in making a health claim: 
 

(a) "Maintains bowel regularity which can help to ensure a healthy 
digestion and bowel"; 

 
(b) "Is beneficial to the health of the stomach and digestive system"; 
 
(c) "Contributes to healthy metabolism and blood circulation which keep 

the heart and blood vessels clear and healthy"; 
 
(d) "Helps maintain normal blood flow to the brain which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old age"; 
 
(e) "Provides nutrients that are needed to ensure a healthy immune 

system for convalescents"; 
 
(f) "Good for your blood pressure which helps to maintain the heart and 

normal blood flow to the body.  Thi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people who are overweight or smoke" (such a health claim should not 
infer that diet is a substitute for lack of exercise or can compensate for 
smoking); 

 
(g) "Important - Doctors recommend that women trying to become 

pregnant, and in the first 12 weeks of pregnancy, take an extra 400 
mcg supplement of folic acid a day for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the 
baby's spinal cord"; 

 
(h) "Folic acid contributes to the normal growth of the foetus/unborn 

baby/baby in the womb"; 
 
(i) "Folic acid is good for foetal development/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etus"; and 
 
(j) "Helps maintain normal cholesterol levels.  Healthy cholesterol 

levels are known to play a part in maintaining a healthy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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