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立法會 CB(2) 2812/05-06(01)號文件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食物安全中心的工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轄下食物安全中心

(中心)的工作，重點介紹加強的工作和新措施。 

 

 

食物安全規管架構 

 

2. 為確保本港的食物安全，中心採用世界衞生組織頒布的風險分析架

構，即綜合風險管理、風險評估和風險傳達的風險分析架構。 

 

風險管理 

 

3. 風險管理的主要部分包括食物監察、進口食物及食用動物管制、食物

事故管理，以及執行食物安全法例。中心採用以風險為本的方法，以決定

抽取食物樣本的類別、測試次數和樣本數目作化驗分析。除法例訂明有特

定標準的食物外，中心還會密切注意曾涉及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食物安全

事故的食物，以及由曾被定罪的食物業處所生產或售賣的食物。此外，中

心又會根據市民的投訴或關注抽取食物樣本。整體而言，本港的食物安全

一直維持在高水平。根據現行的食物監察計劃，當局每年抽取約 61 000個

樣本，進行化學、微生物及輻射測試及檢驗，不滿意率極低(二零零五年的

不滿意率為 0.3%)。中心將於二零零六年抽取大約 63 000個樣本進行測試及

檢驗，並會根據可動用的資源及風險分析結果，每年檢討和調整抽取樣本

的數目。此外，中心計劃於二零零六年檢查 55 000個食物標籤；二零零五

年檢查的食物標籤共 48 000個。 

 

4. 近年，食物投訴個案日益增加(由二零零二年的 2 700多宗增至二零零

五年的 5 500宗)。為使處理食物投訴的工作更具效率和更有成效，中心會

密切監察和檢討個案增加的情況，調配更多人手處理二零零六年的個案，

估計可多達 6000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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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預防和處理食物中毒事故方面，中心會與衞生署緊密合作，調查及

控制食物中毒事故。我們會進行流行病調查，對事故發生的源頭和成因作

專家判斷，並就控制措施提供專業意見。我們也會在食物業處所舉辦更多

的衞生教育活動，以防再有食物中毒事故發生。為加強業界與公眾的食物

安全意識和保障市民的健康，中心將會舉辦 30多個工作坊和研討會，當中

包括專為安老院的員工而設以“食物安全重點控制＂為主題的工作坊。 

 

6. 中心不時檢討和修訂食物法例。在食物標籤法例方面，經過了 36 個

月的寬限期後，食物含致敏物的標籤規定將於二零零七年七月生效。我們

現正檢討預先包裝食品的營養資料標籤制度，及考慮全面修訂《食物內防

腐劑規例》，讓業界在使用防腐劑方面，有更多的選擇。 

 

7. 為了在源頭加強管理食物安全，中心會與內地加強聯繫，以確保進口

食物安全，同時亦會與香港海關採取聯合行動，打擊走私及其他非法活動。

中心將會展開更多有關改善活魚和魚類製品進口的規管架構工作。此外，

中心會與內地機構共同探討是否可以利用新的資訊科技，確保可有效地循

生產鏈追蹤食物來源，以便透過源頭管理更有效地進行食物安全管理工

作。中心亦會加強對內地食用動物飼養場和食物加工廠的審核巡視。在二

零零六年的定期巡查，中心將會巡視 35個供港食用動物飼養場。在這些巡

視中，我們會複核及檢討有關的規管準則，以確保內地機構已滿足既定的

要求及標準。 

 

8. 與食物出口國∕地區的規管機關保持聯絡，對確保進口食物的安全十

分重要。因此，中心除了維持與內地檢驗檢疫機關的現有溝通渠道外，亦

會與內地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理局、農業部、商務部、廣東省政府和深圳

市政府加強溝通，以便處理可能影響兩地食物安全的事宜。 

 

9. 中心將於二零零六年年底至二零零七年年初增聘額外人員，包括醫

生、獸醫師、衞生督察及化驗技術員。他們將會納入「食物安全和公共衞

生」綱領內，即是要透過測試和管制進口食用動物及其他高風險食品和加

強風險管理，以確保供人食用的食物是衞生及安全的。政府化驗所已獲額

外資源，用以進行所需的測試。 

 

風險評估 

 

10. 中心採取以風險為本的食物安全管制模式。在這個模式中，風險評估

為風險管理和風險傳達提供了科學基礎。為了進一步保障市民的健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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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將進行更多風險評估研究。例如，中心會遵照《斯德哥爾摩公約》對更

多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進行研究，又會就時令食品的安全問題做更多調查。

待中心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進行的香港市民食物消費量調查的結果公布後，

預計中心會進一步增加研究和調查工作。中大的調查預計於二零零七年年

底完成，屆時將會為風險評估研究提供完整的資料庫，並可大大提高中心

的風險評估能力。 

 

11. 為協助制訂並檢討食物安全標準和風險傳達策略，中心將在未來數月

設立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負責向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提供意見。中心還

會加強與食品法典委員會等國際食物主管機構的聯繫，以瞭解國際食物安

全標準和規例的新發展。 

 

12. 中心將於二零零六至零七年度增聘額外人員，包括食物學家、統計

師、食物化驗師和化驗技術員，以應付增多的風險評估工作。 

 

風險傳達 

 

13. 中心將會按照主動和保持透明度的原則，向業界和市民傳達關於食物

安全的事宜，並通過各種渠道更適時和更頻密地發放資訊。除了《食物安

全通訊》季刋外，中心會於八月開始在網上推出《食物安全焦點》月刋，

讓業界和市民更快獲得近期食物事故和食物安全的最新資訊。中心網頁已

於二零零六年五月建立，方便業界和市民檢索資料。網頁的設計將會改良，

方便瀏覽者使用。「食物警報」和「食物安全貼士」亦會適時上載於網頁。 

 

14. 中心將分別在電視和電台，播放一系列與食物安全有關的宣傳短片和

宣傳聲帶；以“防止食物中毒＂和“減低蔬菜中的除害劑＂為題的宣傳短

片和宣傳聲帶，將於七月∕八月播放。中心將於八月二十六日主辦食物安

全日，輔以電台廣播和在全港各區舉行的巡迴展覽，目的是提高公眾及業

界對預防生熟食物交叉污染的意識。此外，中心將於二零零七年一月，舉

辦食物安全國際研討會議。這是首個在香港舉辦的同類會議。 

 

15. 為促進政府與業界和消費者的溝通，中心會由七月起定期舉行業界諮

詢會。諮詢會可為政府提供一個互動平台，向業界講解有關食物安全措施

的最新發展及徵詢他們的意見和回應。業界亦可透過這諮詢會就他們關注

的議題表達意見。中心將在八月成立消費者聯繫小組，旨在加強與市民的

聯繫。透過聯繫小組，中心可以徵詢市民對食物安全事宜的意見；招募市

民加入聯繫小組的工作現已展開。此外，中心會進行調查，以蒐集市民對

食物安全的意見。透過業界諮詢會和消費者聯繫小組蒐集到的意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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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調查的結果，不但有助中心制定更具效益的風險傳達策略，還可加強

三方的伙伴合作關係，協力提高食物安全。 

 

16. 中心將於二零零六年增聘額外人員，包括衞生督察、醫生和食物科學

家，以應付加強的風險傳達工作。 

 
 
食物安全中心增聘額外人手 
 
17. 由於食環署已推行節約措施，該署在二零零三／零四年度至二零零五

／零六年度期間的整體編制已明顯縮減(見附件)。該署計劃於二零零六／零
七年度招聘的 70多名員工，將會派往食物安全中心，負責進行“食物安全
及公共衞生＂綱領下的工作，包括風險管理、風險評估和風險傳達等。至

於“環境衞生及有關服務＂、“街市及小販管理＂及“公眾教育及市民參

與＂等工作範疇，則不會增加人手。 
 

 

未來路向 

 

18. 中心會不時檢討工作的優先次序，好讓香港市民可以享用更安全和更

健康的食物。在決策過程中，中心會根據最新的科研結果和證據，在工作

方面亦會參考國際認可的最佳方法。 

 

 

徵詢意見 

 

19. 請委員就中心的工作發表意見。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食物安全中心 

二零零六年七月 



 

食物環境衞生署  

按工作綱領分析人手編制  
 

簡介  人手編制  

 截至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二零零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二零零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預計 )  

綱領 (1 )：食物安全及公共衞生  1 294 1 362 1 435 

[宗 旨 ： 確 保 可 供 市 民 食 用 的 食 物 對 人 體 無 害 、 衞
生及安全，並透過檢驗和管制活食用動物，以及有

效的防治蟲鼠工作，保障市民健康。 ]  

   

綱領 (2 )：環境衞生及有關服務  6 702 5 814 5 786 

[宗 旨 ： 提 供 良 好 的 環 境 衞 生 服 務 及 設 施 ， 以 及 透
過發牌制度和規管領有牌照的食物業處所，保障市

民的健康。 ]  

   

綱領 (3 )：街市及小販管理  4 451 3 805 3 805 

[宗 旨 ： 保 持 公 眾 街 市 清 潔 生 ， 以 及 管 制 街 頭 擺 賣
活動。 ]  

   

綱領 (4 )：公眾教育及市民參與  42 27 27 

[宗 旨 ： 透 過 公 眾 參 與 和 舉 辦 多 媒 體 宣 傳 活 動 ， 推
廣食物安全和保持環境衞生的信息。 ]  

   

總計  12 489 11 008 11 053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