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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香港絕對有能力防控 H5N1禽流感 
扼殺香港活雞行業只會增加流感大流行風險 

 
世上沒有專家知道流感大流行何時會發生，沒有專家知道會死多少人，亦沒有專

家知道將來的流感大流行是否由 H5N1 轉變出來。很多人的恐懼都是來自一些
“專家＂的推論，我們目前最需要對付的是 H5N1禽流感，一個偶然會傳給人的
禽鳥病。在這方面，香港已有一套世界公認為最安全的 H5N1監控系統。這套系
統包括了我們在農場的生物安全措施，疫苗接種計劃，亦包括了我們在市場上將

雞、鴨、鵝分流，每月兩次的清洗日等。過去三年，香港市場銷售約一億活雞，

未有一隻染有 H5N1。政策的推行必須有事實根據。推行中央屠宰主要為避免消
費者與活雞接觸，只要改良街市及活雞檔的設計，便可做到非常好的人雞分隔，

且可全面改良街市的環境。相比於補償業界數千人結業，所費無幾。 
 
數千的職位，數千家庭的生計，數萬人的生活，香港美食天堂的美譽，市民喜愛

的鮮宰雞及在街市購物的選擇權，豈容幾個由地產商支持的專家用毫無根據的推

論而摧毀。（附件一） 
 
著名而又非常熟識香港情況的專家 Dr. Robert G. Webster亦多次公開呼籲東南亞
各地以香港防控禽流感的方法為典範，有些國家如日本、泰國、越南等亦有派人

前來考察。流感大流行是全球的問題，任何一個地方爆發都會波及香港。中國有

140億家禽，全球養著數百億的家禽，香港零活雞，即減少 300多萬雞，又如何
能減低人類感染禽流感的風險呢？相反，扼殺香港的活雞業只會摧毀全球最好的

H5N1防控典範，令一些地區無從參考整套防控 H5N1系統，這樣只會令一些地
方的 H5N1難於控制，亦增加了流感大流行的風險。 
 
目前沒 H5N1 人傳人的個案，廣州有一人受感染而死亡亦沒有做成社會任何震
盪。因為事實就是死了一人，和交通意外或其他病死的一人沒有大分別。但香港

一些“專家＂不停將 H5N1及流感大流行混淆，令市民對 H5N1產生大恐懼及誤
解，若香港有一人死於 H5N1，而社會出現大震盪，股票市場大跌，是誰應付的
責任？又再把責任推在活雞行業或 H5N1病毒嗎？不停用恐佈主意嚇怕市民，製
造慌以爭取大學研究的職位、經費及捐款的“專家＂，是否更應負上全部責任

呢？ 
 
若流感大流行有一天在世上出現，香港的中央屠宰政策或零活雞政策對於預防大

流感襲港一些作用都沒有，因為大流行的病毒一定不是今天的 H5N1禽流感。還
是共同努力把禽畜養得更好，令市民更認識中國的農業社會，年青一代有更多出

路，而做生意的亦有更多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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