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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食物安全規管架構重組計劃及合併自然護理署和環境保護署的職務 

意見書 

主席先生： 

政府為了將漁農自然護理署及食物環境衛生署重組為漁農環境衛生

署和食物安全檢驗檢疫署，我們強烈反對政府將現有的漁護署分析成三

部份。本會反對殺署、反對成立“食檢署”原因是此署只是會著重"檢控"

業界，並非扶助業界，發展香港的養殖業。而政府成立的"食物安全中心"

和現時的漁農自然護理署合併在一起，達致國際性多個國家也認同"從漁

農到餐桌"的一條龍服務整體策略。而重組計劃會淨增加四個首長級的職

位，每年所需要的額外經常性開支總額約為一億五千萬元，面對這筆龐

大的開支是否會加重政府的財政負擔，濫用公帑之虞呢？ 

自香港回歸後，漁農自然護理署為業界提升業界的專業知識及提供各

種支援服務。以下幾個事實得以証明漁護署是不可殺的。 

例如：近期孔雀石綠事件，漁護署為了挽回本港市民食魚的信心及安

全以及提高本地魚的競爭力，漁護署推出「優質漁場計劃」並與業界共

同建立本地標籤品牌；漁護署同事一直做了大量的工作。 

在 1998 年本港養魚區發生了一次紅潮大災難，漁護署應業界要求即

時發放緊急救援基金及低息貸款以解漁民燃眉之急。倘若殺了漁護署漁

民還可貸款嗎？即使有，假如漁民因自然或經濟環境逆轉而到期未能還

款，相信新署會即時拉人封排，因為一個只著重檢控的架構，絕不會對

有困難的養魚戶施予寬容及體諒，也不會明白業界的苦況。 

 



多年來經過業界與漁護署商討下發展本港的養殖業，在 2002 年 6 月

開始通過＜海魚養殖條例＞，海魚養殖業牌照已可申請轉讓，讓有興趣

人士可加入本行業，近期應養漁戶的實際要求可以分割漁排轉讓；令現

有養魚戶可擴展經營規模，以持續發展本港的養殖業。 

漁護署一直為了更加令養殖業得以持續發展，一直與業界致力發展休

閒漁業，在 03年 1月開始，漁戶可向署方申請養魚區內進行魚排垂釣；

令本行業有發揮更大的潛力，為業界開拓一條新的出路。 

近年漁護署加派大量人手在研究本行業的發展，例如：在魚苗孵化、

研究魚病及舉辦一些海外的考察團，引進新科技等等，都是維護業界的

利益及發展。 

宏觀世界各地也重視水產養殖業，尤其是中國內地發展養殖業是多於

捕撈業的，因此從優質的管理及發展。我們需要漁護署的專業人才，並

非只是會管制及抹殺此行業，而且漁農自然護理署是非常了解及熟悉漁

民的作業方式及發展，所以本會認為必須維持漁護署的完整性，漁護署

是功不可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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