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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市民對政府的食物安全工作寄望甚殷。食物事故比從前更受

公眾關注及經常成為新聞頭條，而食物安全事宜亦在政府的議事日程中，

佔有更顯著的位置。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的食物安全中心(中心)於二零零

六年五月二日成立，以加強規管食物安全的職能，以及回應市民對提高食

物安全水平的期望。 

 

 香港九成以上的食物是進口的，而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同食物種類

多不勝數，因此，促進香港的食物安全是一項既獨特又複雜的工作。政府

在構思本地的食物安全監控制度時，注意到要在規管食物和維持食物供應

的多樣化和穩定性之間取得平衡。成立食物安全中心是政府為完成這項使

命所邁出的重要一步，而並非光為以往人員和架構換個名字。中心的設立

標誌著為有效監控食物鏈各個環節，在運作方式、文化和思維方面的根本

轉變。中心採用國際食物安全機關所倡導，以科學為本的風險分析機制，

加強對食物鏈各個環節的食物安全管制措施，涵蓋範圍由養殖場查核開

始，至進口管制，以及在進口、批發和零售層面進行食品監察。 
 
 
 
 
 
 
 

  在推行食物安全方面，中心重視政府、業界和消費者三方面的積

極合作。致力促進溝通無間，中心深信三方合作和努力是成功的關鍵，因

為只有三方面都盡好責任，食物安全的工作才能取得最佳成績。由於香港

高度倚賴進口食品，我們益發重視溝通和聯繫網絡，並有不少人員負責與

香港、內地和海外的伙伴保持緊密聯繫。 

 

  食品貿易的全球化、食品科技的長足發展、資訊的急速流通、生

活水平的日益改善、以至消費者對食物安全的期望日高，這些發展都使食

物安全管理工作日富挑戰性。為應付這些轉變，中心有由多個界別的專業

人員組成的隊伍，負責確保食物安全和保障公眾衞生：既有公共衞生醫生

和護士從公共衞生的角度在決策上提供意見；獸醫負責確保由養殖場開始

的食物安全；食物化驗師提供專業意見和化驗室支援；食物科學主任、營

養師、食物生物科技學主任、食物毒理學主任等提供強大的科學研究支

援，亦有衞生督察負責執行法例。 

第一章 引言 

“ 處 理 食 物 安 全 ， 必 須 在 國 家 和 國 際 層 面 ， 通 過 建 基 於

正 確 的 科 學 資 訊 的 方 法，在 食 物 鏈 的 各 個 環 節 進 行。”

–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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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一年，中心一直在進步中，有些工作得到成績，有些則仍有

改善的空間。傳媒和市民對不同食物事故的反應，使加快發放資訊和廣泛

宣傳食物安全監控概念的工作更形迫切。我們在提高消費者食物安全意識

的同時，也必須小心，避免令市民對食物事故反應過敏。我們需要在有效

分享資訊和溝通方面加倍努力，及確保與食物鏈有關的各個界別均全面參

與。中心十分重視有關人士的的意見，亦經常認真檢討工作表現。中心在

運作的第一年已採取多項主要措施，為改善現行規管架構奠定基礎，以建

立更有效的食物安全監控制度，及設計進取的公眾教育和宣傳計劃。 

 

  本報告回顧了中心過去一年在不同工作範疇上的進展和成績，並

解釋未來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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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透視 
 

 全球變化 
 食物安全架構的全球趨勢 
 香港﹕七百萬人的美食大都會 

 
全球變化 
 
  我們現正目睹世界經歷着前所未有的變化，而食物業是變化最快

速的行業之一。本港的食物安全監控工作與世界各地息息相關，國際形勢

實不容忽視。 

 

  過去十年，食物安全事故和由食物傳播的疾病時有發生，世界各

地無一幸免，公眾健康和社會都因而受到影響。近年，由食物傳播的疾病

和動物疫症(例如禽流感)而引起的重大事故，令人關注到現行食物安全監

控制度是否能夠保障消費者；食物安全和食物行業的規管架構也因而逐漸

成為關注焦點。 

 

  此外，公眾日漸關注微生物危害、化學品污染、不適當使用食物

添加劑、除害劑和獸藥，以及消費者對與飲食有關的健康問題日益重視，

皆使食物安全監控制度進一步備受注視。近期引起關注的食物安全事例

有﹕ 

 
 瘋牛症或牛海綿體病 

 菠菜沙律受 O157 大腸杆菌污染 

 動物飼料受二噁污染 

 多種食品含蘇丹紅 

 
食物生產和監控的以下幾個特點，令食物安全問題更趨複雜： 

 
 食物供應全球化：現時一個國家生產的食物可運往地球的另一端供人食

用。結果是有更多種類的高質素食物可以可承受的價格出售，甚至有助提

升市民的營養和健康水平，但食物供應全球化亦對食物的安全生產和銷售

方式帶來前所未見的挑戰。新的食品(即並非傳統上地方膳食的食物)現在

亦經常在市面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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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地方越來越城市化，令食物在運輸、貯存和配製方面的需求增加。

越來越多人遷離農業區，食物鏈由是加長，而受到食物引致的危害的風險

也不受歡迎的增加。 

 

 生活水平和生活習慣的改變：城市人的飲食習慣改變，意味“快餐文化”

漸趨流行，以及市民經常出外用膳或進食由食店製備的食物。涉及食店的

食物事故自然增加，對市民的影響亦較過往廣泛。 

 

 密集式飼養禽畜：畜牧者力求以更具效率和成本效益的方式飼養更多禽

畜，導致過分使用低成本的密集式飼養方法，這不只不利禽畜健康，還會

造成環境污染，最終引致食物安全問題。差劣的禽畜飼養方法所引起的問

題包括導致由食物傳播的疾病(例如沙門氏菌和胚胎彎曲桿菌感染)、禽畜

含過量殘餘獸藥和引致人類對藥物有抗藥性。另一方面，當禽流感成為全

球健康和食物安全的重要議題時，提高生物安全水平，例如分隔飼養家禽

和水禽，已被認定是有助防止禽流感爆發的方法。 

 

 科技與大量生產加工食品：科技在各方面改變世界，在食品工業方面也不

例外。新科技例如基因工程和輻照技術或可提高農業生產，但還需持續研

究其所帶來的影響。科技進步令越來越多加工食品能夠以更低的成本製

造，及有更長的保質期，即食食物因此可保持新鮮，而大受消費者歡迎。

不過，衡量這些發展時，我們必須顧及過度使用添加劑和化學品的問題。 

 
食物安全架構的全球趨勢 
 
 因應上文所述的多項重大挑戰，國際間近年在更新食物安全架構

方面有長足發展。 

 
 設立食物安全機關：過去十年，各國相繼設立新的食物安全機關，包括加

拿大食物檢驗局(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一九九七年)、愛爾蘭食品

安全局(Food Safety Authority of Ireland)(一九九九年)、英國的食物標準局

(Food Standards Agency)( 二 零 零 零 年 ) 、 新 加 坡 的 農 業 食 品 與 獸 醫 局

(Agri-Food and Veterinary Authority)(二零零零年)、日本食品安全委員會(Food 

Safety Commission of Japan)(二零零一年)、法國食品安全局(French Food 

Safety Agency)(二零零二年)、新西蘭食物安全局(New Zealand Food Safety 

Authority)(二零零二年)，以及歐洲食物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二零零四年) 。這反映各國食物安全監管機構已提高警覺，應付新的食物

安全問題。上述機關都以提高透明度，獲得公眾接納和信任，成為具有公

信力和為人所熟悉的機構作為目標。這些機關大多是在發生重大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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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後為回應公眾的關注而成立，各國政府的食物安全政策亦因此而有重

大改變。 

 

 食物安全的整體策略：食物安全政策適用於整個食物業(“由農場到餐桌”)
的各個範疇。“食物鏈全方位管理”政策涵蓋飼料生產、農作物生產、食品

加工、貯存、運輸和零售。這個政策不但可讓食物安全當局在源頭控制食

物的安全水平或盡早預防食物事故發生，亦可確保一旦發生事故，可以作

出迅速和有效的回應。 

 

 持分者的角色：我們必須清楚劃定各持分者的責任。農業生產商和食物業

營運者的基本責任是確保食物安全，而有關當局則應透過監察和監控制度

審查他們有沒有履行責任。加強政府與食物業界的合作，對雙方都有利。

政府可更妥善地監察業界，而業界也從消費信心增強中得益，以及避免經

常受到嚴重食物事故和規管改革的影響。此外，消費者也有責任妥為貯

存、處理和烹調食物。 

 

 追查食物來源：要成功執行食物安全法例，必須可以追查食物的來源，以

及當食物可能危害消費者時，業界要負責從市場回收有關食物。營運者必

須妥為保存記錄，方便追查。 
 

 風險分析：風險分析一直是監控食物安全的基礎。很多國家的食物安全當

局均採用風險分析來制定國內的食物安全措施，並用以確保進口食物符合

相同的標準，以保障公眾健康。所有食物安全監控制度的整體目的，都是

以正確的科學原則和合適的風險分析為本的管理計劃，為所有監控和檢查

工作提供有系統的方式，好能謹慎地確定檢查目標和管制資源。 

 

 統一食物標準：食品法典委員會是一個跨政府組織，統籌國際間的食物標

準，其建議為世界貿易組織信納作貿易用途，而多國政府亦越來越多採納

食品法典委員會的建議，用以訂定和修訂國家的食物監控制度政策和計

劃。但是本港有很多食品可能未有食品法典委員會制訂的標準，因而同時

需要評估其他（例如內地）的食物標準。 

 

 法例：近期的法例與傳統上對食物安全事宜的處理和執法的看法有所不

同。近期的發展是對食物安全採取橫向的處理方法，重點在於說明食物業

應符合的一般原則和目標。這個食物安全理念的改變，使法例能着重於預

防發生食物安全問題，而有別於過往被動地回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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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七百萬人的美食大都會 
 
   本港超過九成的食物都是進口而來，是一個不折不扣擁有國際產

品匯聚的地方。舉例來說，在二零零六年，香港進口超過 32 萬公噸白米、

17 萬 8 千公噸豬肉和超過 1  300 萬隻活家禽。以每日計算，香港市民食用

超過 1  400 公噸蔬菜、1  620 公噸水果和 400 萬隻禽蛋。香港是自由港，

世界各地的食品都可運往香港。我們在有機會接觸各種食品之餘，在食物

安全監控制度方面亦面對極大的挑戰。 

 
在二零零六年，我們每日食用： 

  

1  620 公噸水果           

 

1 440 公噸蔬菜        

50 000 隻活家禽           400 萬隻禽蛋      
 
 
100 公噸淡水魚 

 
 

280 公噸海魚                      
 

 

130 頭活牛    

 

5 400 頭活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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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蘋果從那裡來？ 

 

紐西蘭 7 065 新加坡 639 

南非 1 458 

阿根廷 138  

智利 13 324 

日本 237  

中國內地 24 555 

美國 32 363 

法國 818 

澳洲 230 

泰國 525 

其他 134 

 
  沒 有 一 個 制 度 可 以 永 遠 不 變 ， 上 文 所 述 的 國 際 趨 勢 ， 反

映 不 斷 有 新 的 挑 戰 出 現 ， 我 們 因 此 需 要 一 個 能 應 付 變 遷 的 制

度 。 中 心 不 斷 評 估 本 港 的 食 物 安 全 制 度 是 否 有 效 ， 並 緊 隨 國 際

趨 勢 ， 推 行 多 項 新 措 施 以 改 善 情 況 。 以 下 各 章 闡 述 的 進 展 ， 與

國 際 發 展 的 方 向 大 致 相 同 ， 將 載 述 中 心 為 確 保 本 港 食 物 安 全 而

採 取 的 方 法 和 計 劃 。  
 

 

 

身處自由港內，香港市民經常有機會享用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食品 
(2006 年數字， 以公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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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情況獨特，其食物供應的安全有部分是取決於其他地區

的食物安全規管工作。鑑於香港十分依賴進口食物，食物安全中

心必須與香港的主要食物供應地當局，尤其是中國內地當局，加

強聯繫與合作。” 
 

─ 歐洲食物安全局主席 Patrick Wall 醫生

 
 香港獨特的食物供應情況 
 與內地當局合作 
 加強追查進口食物來源 
 加強邊境檢驗工作 
 全面的法定監控制度 

 

香港獨特的食物供應情況 

 

  在 香 港 出 售 的 食 物 九 成 以 上 是 進 口 食 物（ 內 地 是 主 要 來

源 ）， 本 港 因 而 在 食 物 安 全 管 制 上 面 對 很 多 獨 特 的 挑 戰 。 我 們

必 須 進 行 源 頭 監 控 和 在 邊 境 管 制 站 監 察，以 確 保 本 港 食 物 可 以

安 全 食 用 。 中 心 與 出 口 伙 伴 （ 特 別 是 內 地 ） 緊 密 合 作 ， 可 及 早

監 察 到 食 物 鏈 出 現 的 問 題，這 是 確 保 進 口 香 港 的 食 物 可 供 安 全

食 用 的 關 鍵 。  

 

與內地當局合作 

 

與 內 地 當 局 緊 密 聯 繫  

   

  我 們 大 部 分 的 食 物 都 在 境 外 生 產，及 不 由 香 港 有 關 部 門

直 接 監 察 ， 鑑 於 內 地 食 物 在 本 地 市 場 的 比 重 ， 與 內 地 當 局 緊 密

合 作 日 漸 重 要 。 香 港 與 內 地 機 關 ， 包 括 國 家 質 量 監 督 檢 驗 檢 疫

總 局（ 國 家 質 檢 總 局 ）和 廣 東 省 政 府，分 別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更 新 )和 二 零 零 六 年，建 立 通 報 機 制。雙 方 現 時 日 常 都

緊 密 溝 通 和 合 作，以 更 妥 善 地 處 理 與 內 地 食 品 有 關 的 食 物 安 全

事 故 。  

 

第三章 確保進口食物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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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與國家質量監督檢
驗檢疫總局(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先生於 

二零零五年簽署合作安排 

 
 
 
 
 
 
 
 
 
 
 
 
 
 
 
 
就 蔬 菜 、 禽 蛋 和 魚 類 與 內 地 當 局 訂 立 行 政 安 排  

   
 

 

為加強對內地進口香港的蔬

菜、禽蛋和淡水魚的質素監控，香港已

與內地當局訂立行政安排。按照有關安

排，所有內地進口的蔬菜、禽蛋和淡水

魚必須來自註冊養殖場，並附有由內地

有關機構簽發的衞生證明書和相關文

件。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尤曾家麗女士參觀廣東 

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食物化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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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察  

 

政府已與內地當局就多種食品，例如牲口、肉類的進口規定達成

協議。由中心的獸醫和衞生督察組成的小組定期到有食物輸港的內地養殖

場和加工廠視察和審查，確保符合香港的規定。 
 
 
 
 
 
 
 
 
 
 
 
 
 
 
 

加強追查進口食物來源 

 
  食物鏈是一個複雜的網絡，當中包括進口商、代理商、運輸商、批

發商和零售商。一旦發生食物事故，中心會竭力蒐集有關食物進口香港，

在香港分銷和銷售情況的資料，以便採取最適當的行動，盡量減低對公眾

健康造成的危害。加強追查進口食物來源

是實施監控制度的重要一環，使中心能更

有效確保食物安全。 

 
  在若干禽蛋被驗出含蘇丹紅後，

政府在二零零六年年底引入禽蛋進口商自

願登記制度。中心計劃在二零零七年逐步

引入涵蓋其他食物的同類自願登記計劃，

方便鑑定和追查食物的來源，協助確定有

關食物在本港的分銷情況，並擬立法實施

強制登記計劃。設立追查機制後，中心可

盡快回收有問題的食品並適時向消費者發

放信息。 

 
 
 

 
中心的獸醫師在廣東漁場視察 

 

禽蛋進口商自願登記計劃的登記表格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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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正探討應用現代科技加強追查進口食物來源，並與內地當局

研究是否可將射頻識別技術應用於追查供港的食物和食用動物的來源。在

活豬身上應用射頻識別標籤試驗計劃已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展開。在建立一

個有關全港食物進口商和分銷商的資料庫後，中心將能加強追查食物來源

及更有效處理食物事故和有問題的食品的強制回收。 

 
 
 
 
 
 
 
 

加強邊境檢驗工作 

 
內地供港的活生食用動

物（包括豬、牛、羊和家禽）以及

蔬菜均經過文錦渡邊境管制站進

口。每日約有 20 000 隻家禽進口，

須抽樣進行檢查和實驗室測試，以

確定是否染病或含有殘餘化學

物；每日又會抽取蔬菜樣本檢驗是

否含除害劑。其他食物製品例如肉

類和食用水產，可經多個管制站進

口。 

  
 

 
 
 
 
 
 
 
 
 
 
 

 
衞生督察在文錦渡邊境管制站抽取蔬菜樣本， 

檢驗農藥含量 

 
為進口家禽進行Ｈ5 禽流感及滴度水平測試 

 
農林督察檢查運載內地活家禽的車輛 

 

屠房中耳上配有射頻識別標籤的豬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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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 加 強 檢 驗 工

作，中心的人員將在位於

長沙灣副食品批發市場和

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的海

旁辦事處 24 小時工作。為

了特別打擊走私肉類，中

心將會引入緝私犬計劃，

查 找 未 經 申 報 的 進 口 肉

類。此外，中心亦會因應

規管工作的轉變和基礎建

設的新發展，經常更新有

關硬件和軟件，務使邊境

管制工作的成效更為顯著。 

 
  為了更有效採取執法行動，中心在文錦渡與香港海關合作，打擊

並非來自內地註冊養殖場的蔬菜和淡水魚進口活動。為了進一步鞏固合作

關係，中心現正探討可否借助其他執法機關（例如海關）的資訊科技和電

腦系統，以提高監察食物進口情況的效率。 

 

全面的法定監控制度 

 
法 例 覆 蓋 範 圍 不 足  

 
  除了某些高風險的食物(如家禽、肉類和奶類)在輸港前須先取得入

口批准和衞生證明書外，其他主要食物例如禽蛋、魚類、貝介類和蔬菜等，

現時並沒有類似的法定進口規定。除了更新法例外，我們需投放更多資源

加強邊境管制站的監控工作，以把有關的進口規定擴大至其他食物。實行

有關制度後，中心將可更快速和有效地追查有問題食物的來源。 

 

 

 

 

 

 
 
 
 

周一嶽局長於落馬洲邊境管制站向員工了解工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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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衞生督察在香港國際機場管制站 
測試進口冰鮮肉類的溫度 

 
 

 
全 面 的 法 定 制 度  

 
為 達 到 有 效 監 控 食 物 鏈 的 目 標，政 府 正 就 全 面 修 訂 現 行

的 食 物 法 例 展 開 工 作 ， 重 點 是 加 強 源 頭 管 理 和 追 查 食 物 。 政 府

的 目 標 是 把 業 界 的 自 願 登 記 計 劃 改 為 強 制 性，要 求 有 較 高 風 險

食 物 的 入 口 商 提 供 衞 生 證 明 書 和 入 口 許 可 證 （ 如 適 用 ）， 並 保

存 食 物 供 應 和 銷 售 的 交 易 記 錄。政 府 已 着 手 循 此 方 向 為 進 口 禽

蛋 草 擬 法 例 ， 而 類 似 的 規 管 制 度 將 擴 大 至 其 他 食 物 ， 包 括 水 產

養 殖 產 品 、 蔬 菜 、 水 果 等 。 政 府 亦 正 就 飭 令 業 界 停 售 和 回 收 食

物 考 慮 立 法 。  

 
 
 
 
 
 
 

 
    

農林督察在文錦渡管制站檢查進口活豬， 
查看是否受傷和有患病的臨床徵狀 

衞生督察於午夜時分在長沙灣副食品批發
市場檢驗入口活魚 

付運的食品在等候檢驗結果期間被扣留在
香港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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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食物標準：食品法典委員會、國家機構和本港情況 
 擴大食物標準的涵蓋範圍 
 加強風險評估的能力 
 廣納意見 

 
  香港用以監管食物的法律條文，主要載於《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 章)及其附屬法例。這條例亦是我們實施食物標準的根據。相關的

附屬法例所訂明的食物標準，規管食物所含的化學物和准許水平。不斷檢

討和更新這些食物標準，對保持香港的食物安全至為重要。 
 
 
 

 
 
 
 
 
 
 
 
 

第四章 與國際的食物標準接軌 

《食物攙雜(金屬

雜質含量)規例》 

《食物內有害物質規例》

(現正檢討) 

正參考食品法典委員

會的食物標準以制訂

本港的規管制度 

《食物內甜味劑

規例》 

《食物內染色料

規例》 
《食物內防腐劑規例》 

(現正檢討) 

香港的 
食物安全 

防腐劑 

重金屬 

獸藥 

除害劑 

甜味劑

其他 
 

染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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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食物標準：食品法典委員會的食物標準 
 
  中心在制定本港的食物規管制度時，盡量採納食品法典委員會訂

定的食物標準。食品法典委員會是由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及世界衞生組

織共同成立，釐定食物安全標準的國際組織，其制定的食物標準經過嚴謹

的科學研究，並大致代表國際間有關食物安全標準的共識。因此，採納食

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是保障公眾健康和促進食物貿易的最佳辦法之一。世

界貿易組織的協議要求在國際貿易上採用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而香港

是有關協議的成員。 
 

制定食物標準：參考國家機構的標準 

 
  我們主要是採納食品法典委員會的食物標準來制定香港的食物標

準，不過，這些食物標準並未包括香港某些食物所含的化學物，例如芥蘭

中氟氯氰菊酯(一種除害劑)的准許水平。因此，為這些食物制定標準時，

我們須參考其他地方的標準，特別是出口食品到香港的主要地區，例如內

地。由於內地是香港單一最大食品供應地區，加上香港人和內地人的飲食

習慣相近，在有需要時，我們會盡早參考內地的有關做法和標準，並在過

程中與內地緊密聯繫。 
 

制定食物標準：根據本地情況評估有關標準是否適用 

  雖然我們經常強調須與國際的食物標準一致，但在確立

本港的標準時，本地的情況亦是重要的考慮因素。中心的科學主

任隊伍與食物研究化驗所進行風險評估研究，以科學方法評估不

同危害對本港市民健康可能帶來的不良影響，從而為訂定食物標

準提供科學根據。除了進行科學研究外，中心還向專家和本港持

分者徵詢意見，以便深入考慮應採用什麼標準。  
 

擴大食物標準的涵蓋範圍 

 
  中心經常檢討現有的食物安全標準，以配合國際發展情

況及確保公眾健康得到充分保障︰  
 

 研究訂立一套規管制度，以監控食物中的除害劑殘餘。我們會參

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和我們的主要食品供應地區(特別是內

地)所採用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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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管制防腐劑的標準，以盡量配合食品法典委員會

的標準。有關的修訂規例計劃於二零零七年提交立法

會審議  
 

 檢 討 管 制 獸 藥 殘 餘 的 標 準 ， 以 配 合 國 際 間 的 最 新 發

展，以及擴大監管制度的涵蓋範圍  
 

加強風險評估的能力 

 
  風險評估研究為監控食物安全和釐定食物標準提供科學

根據。中心已展開兩項主要工作，以加強其評估食物風險的能力。 
 
  食物風險除了視乎食物中危害的性質和含量外，還要計

及進食的分量。因此，我們必須掌握本地最新和具代表性的食物

消費量資料，才能更準確地評估食物對本港市民構成的風險。中

心現正進行首次全港市民食物消費量調查，蒐集本港市民食物消

費模式的資料。食物消費量調查的結果會用於總膳食研究，目的

是評估市民從總膳食中攝取的化學物和營養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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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二個月，你隔多久吃豬什臟？  
每次吃多少？  
你昨天吃過什麼食物？  
昨天午餐吃了多少飯？  

隨機抽出 5000 名年齡介乎 20 至 84 歲

的受訪者進行面對面訪問 

食物消費模式資料庫 
 110 種預先選定的高風險或時令食物∕飲品 

(例如刺身、荔枝)的慣常食用量數據 
 全面飲食量數據 

資料供總膳食研究使用 
 

例如確定總膳食研究所

包括的食物  

風險評估的攝入量研究 
 

例如回應食物事件 

 

  

食物安全中心委聘香港中文大學進行首次全港市民食物消費量調查，蒐集本港
市民食物消費量模式的資料。這項研究有助大幅提高中心積極找出食物風險

和處理食物事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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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膳食研究集中研究膳食中的化學物和分析食物在一般食用狀態

下的情況，有助中心積極評估某些化學物會否危害市民健康。由於總膳食

研究測定不同年齡和性別的市民攝入的化學物的平均量，因此中心能根據

有關資料，確定哪些人口組別最易受到危害及發出相應的健康建議。這些

全面的研究所提供的資料，亦有助中心找出對市民健康有潛在風險的食物

作抽樣化驗，從而可以更準確評估某些食物安全標準是否足以保障市民健

康，以及找出食物安全規管制度中不足的地方。  
 
 
 
 
 
 
 
 
 

 

 

總膳食研究包括林林總總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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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般食用狀態配製食物樣本， 
例如白飯 

 

根據食物消費量調查中有關經常食用食物的

調查結果，選購食物樣本，例如米 通過食物消費量調查確定

本港的食物消費量模式 

食物研究化驗所分析經配製的 
食物樣本 

評估從膳食的攝入量 
 

 

經配製食物樣本中的

化學物和營養素含量 

本地食物消費量模式的

數據，例如誰人吃什麼和

吃了多少 

 
 

按性別∕年齡劃分從膳食的 
攝入量(即從膳食攝取的化 

學物和營養素含量) 

與國際安全參考值 
或從膳食攝取營養素參考值比較 

找出對市民健康有潛在風

險的食物，抽取樣本化驗

以進行食品監察 

評估現行食物安全標準是

否足夠 
找出現行食物安全規管

架構不足的地方 

 

總膳食研究使用食物消費量調查數據，以及從膳食中攝取的化學物含量分析資料。這
項研究有助中心 
 積極找出有潛在風險的食物 
 提供相關健康建議 
 提高規管制度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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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醫生在公眾諮詢會上講解有關  

防腐劑規例的建議修訂  
 

廣納意見 

 
  除了進行科學研究，中心加強了其諮詢架構，就制定食

物安全標準廣納持分者的專業知識和意見。由學者、專業人士、

消費者組織成員和食物業人士組成的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於二

零零六年九月成立。  
 

 
 
 
 
 
 
 
 
 
 
 
 
專家委員會的委員來自本港、內地、新加坡和澳洲，可從

本地和國際的角度提供意見。  
 

為多了解市民和業界

的看法，中心經常舉辦諮詢

論 壇 ， 直 接 聽 取 公 眾 的 意

見。為修訂防腐劑標準而舉

辦的公眾諮詢會，便是其中

的例子。  
 
 
 
 

食物安全專員麥倩屏醫生與食物
安全專家委員會商議  
本港的食物安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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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督察在文錦渡邊境管制站進行快速測試
檢驗蔬菜樣本是否含除害劑；蔬菜的樣本亦

會送交化驗師詳細分析除害劑的水平 

 
 在食物鏈各個環節進行食品監察 
 專項食品抽樣和監察策略 
 增加傳達監察結果的透明度 

 
在食物鏈各個環節進行食品監察 
 
  食品監察是中心用以確保供應香港的食物可供安全食用的主要方

法，並可作為預警系統。中心在食物鏈的不同環節，包括進口、批發以至

零售層面，抽取多種食物樣本進行微生物含量測試和化學測試。二零零六

年，中心抽取了超過 64 000 個食物樣本進行微生物含量測試和化學測試，

測試結果滿意的比率超過 99%。 
  

  
 中心會視乎對公共衞生的風險程

度來決定抽取食物樣本的類別、測試次數

和樣本數目，亦會參考海外和本地的最新

風險分析，經常檢討抽樣工作的優先次

序。 

 

 

 

 

 

 

 

 
 
 
 
 

第五章 積極的食品監察和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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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 

食用水產 肉類和家禽 

於 2006 年 
抽取超過 

64 000 個樣本

文錦渡食物 
化驗室 

(食物安全中心) 

公共衞生檢測 
中心 

(衞生署) 

大龍獸醫化驗所 
(漁農自然護理署) 

政府化驗所 

測試蔬菜的 
除害劑含量 

微生物含量 
測試

食用動物測試

化學 
分析 

其他 
奶類和冰凍甜點 

穀類 

 
 
 
 
 
 

 

 

 

 

 

 

 

 

 

 

 

 

 

 

 

 

 

 

 

 

中心的食品監察計劃涵蓋多種食品，中心把抽取 
的樣本送往政府多個化驗所進行化學物含量和微生物含量測試 

衞生署的公共衞生檢測中心正測試 
扇貝樣本中的痳痺貝類毒素 

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代表團參觀政府化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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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項食品抽樣和監察策略 
 
  雖然監察時令食品和個別危害一向亦是中心的食品監

察計劃的一部分工作，但過去的重點是進行日常監察，以查核

食品是否符合訂明的標準或有關準則。就主動查找食物安全問

題的能力和效率而言，這個方法有不足的地方。參考國際間的

做法，世界各地逐漸把日常食品監察工作轉為以專項食品為

本，即是因應本地和海外食物事故和風險評估研究結果，集中

監察專項食品∕危害。  
 
  為配合國際趨勢和提高食品監察計劃的成效，中心檢討

和修訂了食物監察策略，包括抽樣工作的優先次序。我們更注

重專項食品監察，主動對專項食品∕危害進行更多監察工作。

修訂後的食品監察計劃更以消費者為本，計劃從三個層面進行

監察，即日常食品監察、專項食品調查和時令食品調查。中心

根據所得的資料，可以積極採取預防性干預行動。專項食品調

查的例子包括測試白飯魚中的甲醛、肉類及肉類製品中的硝酸

鹽及亞硝酸鹽；時令食品調查的例子則包括於端午節前測試糉

子、於中秋節前測試月餅。  
 
  為進一步監察本港和海外的食物事故，中心已加強這方

面的每天監察工作。  
 
 
 
 
 
 
 
 
 
 
 
 
 
 
 
 

測試受大眾歡迎的時令食品，
方便消費者作出知情選擇 

 

“食物安全中心的職責並非代市民選擇，而是幫
助市民作出知情的選擇。” 

 
–食物及環境衞生諮詢委員會主席袁國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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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食品監察 

專項食品調查 
例如白飯魚所含的甲醛， 

肉類所含的亞硝酸鹽和硝酸鹽 

時令食品調查 
例如農曆新年食品、大閘蟹、月餅 

 
 

食物事故 
 

 

本地∕國際

關注 

每兩個月公布

結果一次 

公布結果 

中心修訂後的三層食品監察策略：日常食品監察、專項食品調查和時令食品調查 

公布結果 

每兩個月公布

結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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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傳達監察結果的透明度 
 
  食品監察計劃的成功，有賴及時和有效地傳達監察結

果，因為市民和業界必須知道有關情況，才能採取必要的保護

措施減低風險。中心從多方面檢討了過去向持分者發送監察結

果的方式，並已採取下列改善措施：  
 

(a) 時間性和次數 
 

 自二零零七年年初開始，每兩個月發表一期《食品安全

報告》，取代每年公布一次的日常食品監察結果 
 

 在每兩期《食品安全報告》之間，發表《專項食品調查

報告》，公布專項食品調查結果 
 

 在適當情況下分批發表時令食品調查報告，並在取得初

步樣本化驗結果後馬上公布，務求盡早發放化驗結果 
 

 
 
 
 
 
 
 
 
 
 
 
 
 
 
 
 
 
 
 
 

《食物安全報告》採用以消費者為本的原則發放數據 
 

(節錄自二零零七年第二期《食物安全報告 - 三月及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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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資料內容 
 

 定期出版的《食品安全報告》所公布的結果不再是撮要

的數據(例如各化學及微生物測試的不合格率)，而是以簡

明及有用的方式，按食物類別(例如蔬果、肉類)、危害類

別(例如重金屬、除害劑)，以及市民特別關注的食品或危

害(例如蘇丹紅)列出 
 

 《專項食品調查報告》提供有用的資料，包括調查的背

景及原因、結果詮釋、關於本地情況的主要報道，以及

給消費者和業界的建議 
 

(c) 溝通渠道 
 

 透過多種渠道，包括新聞稿、記者招待會、電子資料傳

送系統、電話熱線、網站，以及時和迅速傳達信息 
 

 定期舉辦業界諮詢論壇，加強與業界溝通 
 

 
 
 

中心的醫生及高級總監於二零零七年六月於記者會 
向傳媒簡介《食物安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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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處理食物事故 
 

 盡量減低食物事故對市民健康的影響 

 追查食物來源 

 擴大法定權力 

 與市民和業界的溝通 

 
盡量減低食物事故對市民健康的影響 
 
  由於本港十分依賴進口食物，而市面上的食物種類繁多，中心因

此密切留意在本港和海外發生的食物事故。就透過食物事故監察機制發現

的食物事故，中心人員每天評估其對本港的影響，並採取適當措施，盡量

減低對公眾健康的影響。市民對中心處理食物事故的工作寄望甚殷，中心

亦優先處理這方面的工作，因為我們深信，只有迅速和有效地處理食物事

故，消費者的信心才能得以建立。 

 

    過去一年，中心處理了各類大大小小和對公眾健康有不同影響的食

物事故。中心致力以主動積極的方式，設法減低食物事故對公眾健康可能

帶來的影響： 

 
 化驗可能有問題的食品，並於當監察結果顯示食物的安全程度令人關

注時，公布事件和採取適當行動，例如在二零零七年四月發現扇貝含

大量痲痺性貝類毒素 

 

 公布事件並要求供應商停止分銷懷疑與食物中毒個案有關的食品，例

如二零零六年七月與生海膽有關的食物中毒個案 

 

 公布經由食物投訴個案發現公眾關注的食物安全事件，並與業界協

作，例如二零零七年一月因進食“油魚”引致排油腹瀉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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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1： 扇貝驗出含痳痺性貝類毒素 
 
背景 
 
中心在日常食品監察計劃抽取化驗的一個扇貝樣本，驗出含有

高水平的痳痺性貝類毒素，中心呼籲市民暫時避免進食這類扇

貝。 
 
中心採取的行動 
 
中心追查扇貝的來源，並在市面抽取更多樣本化驗。中心密切

監察情況。 
 
對消費者的風險 
 
痳痺性貝類毒素在自然情況下可能存於雙貝類體內。症狀主要

與神經系统有關，可在進食貝類後數分鐘至數小時內出現。初

期症狀包括刺痛、口部和四肢痳痺、腸胃不適(例如嘔吐和肚

瀉)。症狀一般會在數小時至數日內完全消退。嚴重者會出現吞

嚥和發音困難，癱瘓和呼吸系統停頓的情況，甚至引致死亡。

痳痺性貝類毒素耐熱，烹煮不能把毒素消除。 
 
給市民的建議 
 
為預防痳痺性貝類中毒，中心建議市民： 
 

1. 向可靠的持牌海鮮店鋪購買貝類；  
2. 烹煮貝類前先除去內臟、生殖器官和卵子；每次宜進食

較少分量；  
3. 兒童、病人和老人較易因進食含有毒素的貝類而中毒，

應加倍小心；以及  
4. 進食貝類後如出現中毒症狀，應立即求醫。  

中心在食品監察計劃驗出一個扇貝樣本含大量毒素後， 
建議市民不要進食該類扇貝，追查食物來源和加強抽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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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外食物安全當局發出警報後公布事件，並要求業界停售有關食

品，例如二零零七年二月，美國當局發出警告，指某嬰兒食品可能受

肉毒梭狀芽孢桿菌污染；二零零七年五月，美國當局發出警告，指某

芝麻醬懷疑受沙門氏菌污染 

 
 
 
 

 
 
 
 
 
 
 
 
 
 
 
 
 
 
 
 
 
 
 
 
 
 
 
 
 
 
 
 
 
 
 
 
 
 
 
 
 
 
 
 
 
 
 
 
 

個案 2: 澳洲自願回收可能含塑膠碎片的 Kit Kat 朱古力條 
 
背景 
 
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日，澳洲及新西蘭食物標準局宣布，食

物製造商澳洲雀巢有限公司自願回收可能含塑膠碎片的兩

款 Kit Kat 朱古力條產品。  
 
最佳食用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二月十四日或之前的所有下列

朱古力條均受影響：  
 

• Kit Kat Caramel (65 克)和 Kit Kat Cookie Dough (65
克)。  

 
中心採取的行動 
 
即時聯絡本地分銷商索取更多資料，又呼籲零售商停售和市

民停止食用有問題的產品，並密切監察情況。 
 
給業界的建議：停售問題產品。  
 
給消費者的建議：消費者如購買了問題產品，應停止食用。 

中心透過每日監測食物事故的機制，得悉在澳洲發生的食物事故後， 
建議消費者停止食用有關朱古力產品，向業界索取資料，並呼籲零售商停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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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食物事故時，中心不但致力減低事故的即時影響，還採取

重要的跟進措施，以防日後出現同類事件： 

 
重 大 食 物 事 故  主 要 跟 進 措 施  

禽 蛋 含 蘇 丹 紅   與 內 地 當 局 採 取 行 政 措 施 ， 包 括 註

冊 養 殖 場 ∕ 加 工 廠 ， 衞 生 證 明 書  
 
 推 行 進 口 商 ∕ 分 銷 商 自 願 登 記 計 劃

 
進 食 “ 油 魚 ” 引 致 排 油

腹 瀉  
 正 與 業 界 、 學 者 和 消 費 者 組 織 磋 商

有 關 “ 油 魚 ” 的 定 名 和 識 別 指 引  
 
 檢 控 有 關 商 戶  

 
   
 
  根據過去一年的經驗，中心知道必須在多方面作出改善，才能更

及時和更有效地處理食物事故。為此，中心在不同範圍不斷推出多項改善

措施。 

 
 
 
 
 
 

      
 

醫生、護士及衞生督察於一所涉及食物中毒個案的食肆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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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食物來源 
 
  食物鏈是一個複雜的網絡，當中包括進口商、批發商、分銷商、

運輸商和零售商。一旦發生食物事故，中心需要獲得有關食物在本港的進

口、分銷和銷售情況的資料，才能採取最適當的措施盡量減低對公眾健康

造成的影響。不過，中心在追查問題食品源頭方面一直遇到困難，有時因

而未能迅速行動。因此，當局必須於食物業建立追查食物來源的制度，讓

中心評估本港的情況和迅速回應食物事故。為此，中心經已或 將會採取下

列措施以作準備： 

 

 在禽蛋被驗出含蘇丹紅後，中心在二零零六年年底引入禽蛋進口商自

願登記制度，現正把同類自願登記計劃推廣至其他高風險食品 

 

 着手建立全面的進口商、批發商及分銷商資料庫，先由高風險食品開

始，根據“購入和銷出”的概念，強制業界保存銷售與分銷記錄，以

便更有效追查食物 

 

 與內地當局一同研究是否可以利用射頻識別技術追查食物和食用動

物來源 

 
 
擴大法定權力 
 
  要迅速和有效地處理公眾十分關注的食物事故，某些規管措施是

很重要的。受現行法例所限，這些做法並不可行。為改善這個情況，中心

在著手透過立法增加處理食物事故的方法： 

 

 制定法例，授權政府可飭令業界回收食物或禁止出售可能嚴重影響公

眾健康的食物 

 

 引入強制呈報機制，要求所有食物進口商向中心登記，並保存和提供

分銷與銷售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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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市民和業界的溝通  
 
  在處理食物事故方面，及時和有效地向各持分者傳達信息十分重

要，因為市民和業界必須知道有關情況，才能採取必要的保護措施減低風

險。在需要業界的配合時(例如自願回收食物)，與他們溝通和聯繫尤其重

要。在溝通工作方面，中心強調坦誠透明，並不斷改善與各持分者有關的

溝通策略： 

 

 改善回應計劃，確保更有條理和更一致地回應大大小小的食物事故，

力求盡量公開和提高透明度 
 

 採納防預原則，在初步評估顯示食物可能會影響公眾健康時，即公布

事件，日後再發表進一步調查的詳細資料 
 
 
 
 
 
 
 
 
 
 
 
 
 
 
 
 

 除 了 新 聞 公 報 和 記 者 會 外 ， 還 透 過 電 子 方 式 (食 物 安 全 電 子

資 料 傳 送 系 統 )發 出 食 物 警 報 ， 以 便 即 時 發 放 消 息  

 
 
 
 
 
 

中心的醫生向市民提供 
有關食物事故的最新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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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 請 業 界 和 消 費 者 組 織 代 表 參 與 制 定 食 物 安 全 指 引 ， 例 如

因 應 “ 油 魚 ” 事 件 而 需 擬 定 的 指 引  
 
 
 
 
 
 
 
 
 
 
 
 
 

 確 保 發 給 市 民 和 業 界 的 資 訊 簡 便 易 明  
 

 發 布 以 保 障 消 費 者 為 本 的 訊 息  
 
 
 

   與業界合作，以期有效回應食物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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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有權知道產品的安全程度。工作透明度是
一項重要的資產，有助本食品及消費品安全局建立

威信，以及在社會的地位。” 
 

– 比利時食品與消費品安全局監察長 
Andre Kleinmenulman 先生 

第七章 與各持分者溝通 

 
 溝通以建立伙伴關係 

 從各持分者的角度出發 

 接觸各持分者 

 定期和適時溝通 

 

溝通以建立伙伴關係 
 
  在食物安全的範疇，與各持分者有效溝通至為重要。中心必須在

適當時間坦誠向各持分者發放容易理解的信息，以協助他們保護自己，免

受食物風險影響，或減低食物風險。溝通是雙向的，透過彼此互動交流，

中心可了解各持分者的看法，而各持分者亦可獲得所需的資訊和表達他們

的關注。政府、市民和業界要建立互信和積極的關係，必須先有效地溝通。

只有三方合作，食物安全才可達到最高水平。 

 
 
 
 
 
 
 
 
 
 
 
 
 
 
 
 
 
 
 
 
 
 
 
 



35 

消費者聯繫小組

業界諮詢論壇 
公眾諮詢會 

意見調查 

 
中心 

制定食物安全監

控措施 
 

消費者委員會 

專業機構 

非政府機構 

區議會 
食物安全專家 

委員會 

立法會 

食物及環境衞生 
諮詢委員會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當局已設有諮詢機制，在制定食物安全政策時徵詢各持分者的意見 

 
 
 
 
   
 
 
 
 
 
 
 
 
 
   
 
 
 
 
 
 
 
 
 

中心致力主動、坦誠和及時與市民和業界溝通。中心重視市民的

看法；經常透過適當渠道與各持分者溝通，就市民所關注的事項傳遞清晰

的信息。發生食物事故時，及時溝通尤其重要，因可避免出現混亂情況和

不必要的恐慌。為繼續加強與各持分者的溝通，中心日益重視檢討其溝通

工作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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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各持分者的角度出發 
 
    中心必須明白各持分者 (尤其是市民和業界)的利益和期望，才可

在溝通的過程中妥為回應他們的關注。因此，中心推行了多項工作，積極

讓不同的持分者參與討論，各抒己見： 

 
 透過消費者聯繫小組專題討論會議，讓消費者就中心的工作重點和優

先次序發表意見，以及讓中心就為提高食物安全的立法或其他建議徵

詢消費者 

 
 
 
 
 
 
 
 
 
 
 
 
 
 
 
 
 
 
 
 
 
 
 
 
 
 

 進行意見調查，以蒐集市民對中心的工作和各項食物安全事宜的意見 

 

 

 

 

 

 

 

食物安全專員麥倩屏醫生，聯同中心的醫
生、食物科學主任及衞生督察與消費者 

聯繫小組成員在專題討論會議上 
討論食物安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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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業界諮詢論壇，讓中心與業界定期交換意見和討論 

 
 
 
 
 
 
 
 
 
 
 
 
 
 

 
 成立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讓專業人士、學者、業界和消費者組織人

士一同商議重要的食物安全監控措施 

 

 與消費者委員會聯手就消費者關注的專題進行食物安全研究，例如有

關致敏原標籤的研究、反式脂肪的研究 

 
 
 
 
 
 
 
 
 
 
 
 
 
 
 
 
 
 
 
 
 
 
 
 

業界代表積極參與定期舉行的 
業界諮詢論壇 

中心與消費者委員會一同召開記者會， 
公布聯合進行就食物中致敏原標籤研究的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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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各持分者 
 
  雖然傳統的溝通渠道可能已廣為社會接受，但中心仍不斷發展多

種溝通途徑來接觸各持分者，好能更快傳遞信息和增加交流： 

     

 利用食物安全電子資料傳送系統的用戶網絡。這個系統以電郵方式向

登記用戶傳送簡便易明的最新重要食物安全資訊，例如食物警報 

 

 

 透過電視節目及收音機廣播生動地傳達食物安全資訊 

 

 

 於本地報章專欄解釋與食物安全有關的概念 

 

 

 推出電子通訊《食物安全焦點》，以讓業

界和市民更快獲得近期食物事故和食物

安全的最新資訊 

 
 
 
 
 
 
 
 
 
 

 為市民和業界舉行諮詢論壇和公眾會議，提供與中心人員直接對話的

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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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業界代表舉行討論會議，就擬議的立法修訂細節交換意見 
 
 
定期和適時溝通 
 
  發生食物事故時，中心主要透過記者會及食物警報，力求盡快向

市民和業界提供準確而又易於明白的風險資訊和建議，以免出現資訊真空

的情況和引起不必要的恐慌。除此以外，中心亦明白定期和有計劃的溝通

對與各持分者建立互信的關係十分重要。因此，中心已制定全面的溝通策

略，訂明中心的溝通工作和目標: 

 

 定期公布食品監察結果，例如每兩個月公布日常食品監察結果一次，

其間亦會公布專項食品調查結果和時令食品調查結果 

 

 定期公布風險評估研究結果，並預告未來的研究議題。已於二零零七

年上半年發布的風險評估研究包括，食物植物含天然毒素研究、預先

包裝食物隱藏致敏成分–花生及木本堅果、水果和蔬菜的營養素含量

等；而中心亦正積極進行一系列研究，包括本地食品中的反式脂肪（與

消費者委員會合作）、不同魚類中汞和甲基汞含量、油條、烘焙和零食

食品的鋁含量等 

 

 

 

中心重視與市民和業界面對面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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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繼續提高溝通工作的成效，中心一直投放資源監察和制定有系

統的溝通工作檢討機制。中心已為個別溝通活動設有以活動為本的檢討機

制，例如問卷調查、活動結束後訪問合作機構。此外，中心正籌劃特別設

計的意見調查，以了解市民對中心工作的整體意見。中心會分析和應用所

得資料，以期不斷提升服務水平。 

 

 

 

中心的社會醫學顧問及食物毒理學主任於記者
會上公布有關天然毒素的科學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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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 

第八章 協助持分者各盡本分 

 

 協助消費者與業界各盡本分 

 傳達所需知識 

 增加對食物的認識 

 
協助消費者與業界各盡本分 

 

要推廣食物安全，政府、消費者和業界的努力缺一不可。當中政

府必須保障消費者，免受與食物有關的欺詐及違法行為影響；業界則須做

好本分，竭力減少任何與食物有關的風險，確保所售食物安全；而消費者

亦應熟悉食物危害，自我保護，以避免受到與食物有關的風險所影響。 

 
然而，由於過往主要強調政府在監察和執法方面的角色，共同承擔

責任的概念可能尚未被廣為接納。因此，讓消費者與業界明白三方共同合

作的概念，至為重要。有見及此，中心認為必須協助消費者與業界做好本

分，幫助消費者作出知情的選擇，令業界倍加負責。 

 
 

 
 
 
 
 
 

 
 

 
 
 
 
 
 
 
 
 
 
 

“食 物 安 全 是 政 府 、 業 界 和 消 費 者 三 方 的 共 同 責 任 。” 

-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主席關海山教授 

 
要 推 廣 食 物 安 全 ， 政 府 、 業 界 和 消 費 者 必 須 攜 手 合 作  

TradeTrade

GovernmentGovernmentConsumerConsumer

TradeTrade

GovernmentGovernmentConsumerConsumer

業界 

政府 消費者 



42 

傳達所需知識 
 

中心相信，透過清晰易明的食物安全資訊，消費者更能作出知情

的選擇，業界也更有能力供應安全的食物。中心透過多種途徑向消費者和

業界提供所需的食物安全資訊，並經常改進有關內容和發放模式以加強效

益，例如： 

 
 二零零七年三月試辦互動式的風險認知工作坊，為市民提供有關如何評

估風險的資料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至九月期間為市民、業界和教師舉辦一系列食物衞生

研討會 

 
 
 
 
 
 
 
 
 
 
 
 
 
 
 
 

中 心 的 食 物 科 學 主 任 舉 行 互 動 式 風 險 認 知
工 作 坊 ， 讓 消 費 者 更 了 解 與 食 物 有 關  

的 風 險 ， 作 出 知 情 的 選 擇

巡 迴 展 覽 能 使 更 多 市 民 獲 得  
食 物 安 全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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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目標組別舉辦食物安全重點控制研討會，並就實施方法給予意見。

2007-08 年度的目標組別為幼兒中心的膳食服務供應商 

 
 
 
 
 
 
 
 
 
 
 
 
 

 因應近期的食物安全關注點(例如天然毒素、致敏成份等)印製一系列

新的宣傳資料和烹飪指引 

 
 
 
 
 
 
 
 
 
 
 
 

 年內定期發放主動進行的食物安全調查研究結果，如在 2007-2008 年度

將發表關於中學生從食物中攝入氯丙醇的情況、各種魚類的水銀含

量；及於發表前告知業界研究結果 

 

 

 

 

 

 

食物科學主任於二零零六年向老人院
舍的食物處理人員講解食物安全  

重點控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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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發簡便易明的刊物，例如食物安全通訊（公

眾篇）、食物安全廣播站（食物業界篇）、“基

因改造食物多面睇”簡訊 

 
 
 
 
 
 
 
 
 
 
 
 
 
 
 
 
  中心將於二零零七年舉辦大型運動推廣三方合作的概念，活動包

括於二零零七年八月舉行的食物安全日。 

 
 
 
 
 
 
 
 
 
 
 
 
 
 
 
 
 

中 心 位 於 旺 角 的 傳 達 資 源 小
組 為 市 民 提 供 各 種 簡 便 易 明

的 食 物 安 全 資 訊  

各 階 層 的 市 民 參
與 一 年 一 度 的 食

物 安 全 日 ， 寓  
學 習 於 娛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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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 生 督 察 檢 查 出 售 食 品 的  
有 效 日 期 和 標 籤  

增加對食物的認識 
 

協助消費者對所購買的

食物有更多認識，從而作出知情的

選擇以保障自己，食物標籤是一個

重要的方法。食物標籤的規定同時

也可使食物業界必須向買家負

責。中心每年檢驗超過 5 萬個在零

售點出售的預先包裝食物，確保它

們符合標籤法例的規定。 

 

    
 

中心明白巿民希望得到更多與食物有關的資料，亦認為有需要向消

費者提供更廣泛的資料。因此，當局增加了法例下須備有食物標籤的物質

的數目，當局亦不斷努力希望最終能訂立更全面的標籤制度︰ 

 

 規定詳細標示食物添加劑和致敏物質的法例於二零零七年七月生效 

 

 草擬法例為預先包裝食物引入營養資料標籤制度，向消費者提供有用

的營養資料，以及規管與營養素相關的聲稱 

 
 就公眾關注的食物擬備標籤指引，例如二零零六年七月發布有關標示

基因改造食物的指引；現正為會導致排油腹瀉魚類的標籤擬備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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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例 規 定 的 食 物 標 籤 可 協 助 消 費 者 作 出 知 情 的 選 擇
和 促 使 食 物 業 界 必 須 向 消 費 者 負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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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先 包 裝 食 物 的 標 籤 規 定  

 

食 物 標 籤 上 須 包 括 什 麼 ？  

  食 物 名 稱 或 稱 號  

  配 料 表  

  “此日期前最佳”或“此日期前食用”日期 的 說 明  

  特 別 貯 存 方 式 或 使 用 指 示 的 陳 述  

  製 造 商 或 包 裝 商 的 姓 名 或 名 稱 及 地 址  

  食 物 的 數 量 、 重 量 或 體 積  
 
 
 

致 敏 原  如 食 物 含 致 敏 原 ， 例 如 ︰ 含 有 麩 質 的 穀

類 ； 甲 殼 類 動 物 ； 蛋 類 ； 魚 類 ； 花 生 、

大 豆 ； 奶 類 和 木 本 堅 果 ， 必 須 說 明 這 些

物 質 的 名 稱 。  
添 加 劑  如 食 物 含 任 何 食 物 添 加 劑 ， 必 須 描 述 和

指 明 作 用 。  

基 因 改 造  
成 分  

告 知 消 費 者 食 物 含 基 因 改 造 成 分 ， 並 說

明 與 原 來 食 物 品 種 有 顯 著 分 別 的 成 分 ，

包 括 動 物 基 因 來 源 、 是 否 含 有 致 敏 原 、

營 養 價 值 和 是 否 含 有 毒 性 物 質 。  
食 物 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引 入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制 度 ，

有 助 消 費 者 選 擇 有 益 健 康 的 食 物 ； 鼓 勵

食 物 製 造 商 根 據 正 確 的 營 養 原 則 配 製 食

品 ， 有 利 公 眾 健 康 ， 以 及 規 管 有 誤 導 成

份 或 失 實 的 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和 聲 稱 。  

 
 
 
 
 
 
 
 
 
 
 

 
為使消費者對食物標籤和營養素有更深入的認識，中心已展開下

列工作︰ 

 
 舉 辦 工 作 坊 和 設 計 教 材  

 
 
 
 
 
 
 
 
 
 
 
 

法 例 規 定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七 月

實 施  

 
將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法 例 修 訂  
 

食 物 及 藥 物

( 成 分 組 合 及

標 籤 ) 規 例 的

法 定 要 求  

中心的食物生物科技學主任準備有關
基因改造食物的基本資料 

及標籤的教材 
 

 
勸 諭 性 的 指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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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五 月 出 版 《 食 物 添 加 劑 消 費 者 指 南 》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提 升 網 上 “ 食 物 營 養 計 算 器 ” 的 功 能 ， 讓 巿 民

大 致 計 算 營 養 素 攝 入 量  
 

 

 
 
 
 
 
 
 

 

 

 

消 費 者 指 南 提 供 快 捷 的 參 考 資 料 ，
讓 消 費 者 更 了 解 食 物 添 加 劑 的 標 籤  

中 心 的 食 物 科 學 主 任 聯 同 社 會 醫 學
顧 問 於 記 者 會 示 範 如 何 使 用  

網 上 的 “食 物 營 養 計 算 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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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與內地及海外伙伴建立聯繫網絡 
 

 全 球 化 世 界 下 的 食 物 安 全 當 局  
 與 國 家 和 國 際 伙 伴 建 立 更 緊 密 的 關 係  
 在 全 球 層 面 協 作  
 建 立 國 際 交 流 平 台  

 
全球化世界下的食物安全當局 
 
  正如我們生活的其他方面，食物安全問題也面對全球化的衝擊。

世界各地的食品監管機構、食物業界和市民大眾同樣面對着食物安全環境

中前所未有的轉變。許多食物安全問題必須通過各有關當局的跨境合作才

能解決。此外，食物依然是主要的國際貿易議題。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的

成員與其他成員在食品貿易方面須受世貿某些協定所規限。   

 

  中心知道，任何食物安全規管當局要有效鑑別和回應可能影響本

地公眾衞生的食物危害和事故，全球聯繫至為重要。中心一直與國際機構

緊密合作，如食品法典委員會、世界衞生組織(世衞)、世界動物衞生組織，

以及海外和國內的多個國家機構。這些聯繫對中心可即時取得世界各地最

新的資訊和科技的能力，以及互相合作和協調的機會，是不可缺少的。 

 
與國家和國際伙伴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由於香港的食物大多進口，因此大部分在本港發生的食物事故都

涉及境外的食物，而海外的食物事故也可能影響本港的公眾健康。為確保

盡早得知最新的消息和快速回應，中心一直制定各種機制，以加強本港與

內地和海外食品監管當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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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 立 通 報 安 排，例 如 與 內 地 的 食 品 安 全 當 局、美 國 食 品 及 藥

物 管 理 局 的 警 報 系 統 、 歐 洲 聯 盟 的 快 速 通 報 系 統  
 
 
 
 
 
 
 
 
 
 
 
 
 
 
 
 

 與 主 要 食 物 供 應 國 的 領 事 團 舉 行 簡 介 會 和 會 議  
 

 把 與 內 地 當 局 的 會 議 和 交 流 會 制 度 化，如 與 內 地 地 方 食 品 安

全 當 局 舉 行 周 年 會 議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食物及環境衞生)尤曾家麗女士 
率領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與廣東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於二零零六年簽訂合作協議 

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廣東、 澳 門 、 深圳、 珠 海 五 地  
負責食物安全的官員舉行周年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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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中心的食物研究化驗所的 
化驗師一直與世衞合作研究 

食物中的化學污染物 

在全球層面協作 
 
  食品法典委員會由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和世衞共同創立，是國

際食物安全方面最重要的食品標準制定機構，其目的是保障消費者的健康

和確保食品公平貿易。世貿在排解食品貿易糾紛時，會參照食品法典委員

會所訂定的食品安全標準，確保食品安全標準沒有被濫用作貿易壁壘。中

心十分重視與這些主要國際食品安全當局的聯繫，並一直積極參與全球的

協作計劃： 

   
 透過世衞所建立的國際食品安全當局網絡，促進全球各地食物安全資

訊的交流 

 

 向世衞的全球環境監測系統─食品污染監測和評估計劃網絡，提供亞

洲區獨有的研究資料，例如本地食物含丙烯酰胺的情況 
 

 
 
 
 
 
 
 
 
 
 
 

 積極參與食品法典委員會和屬下的委員會的會議，以及國際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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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國際交流平台 
 
  為了確立在國際食物安全方面積極的伙伴地位，中心一直積極安

排世界各地的專家來港會面和增進聯繫：  

 
 邀請內地、澳洲及新加坡的專家出任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的成員 

 

 邀請海外專家來港舉辦培訓課程和研討會，例如獸醫公共衞生周年工

作坊，讓本地和海外的食品規管當局代表交流意見 

 

 
 
 
 
 
 
 
 
 
 

 
 
 
 
 
 
 
 
 
 
 
 
 
 
 
 
 
 

新南威爾士州食品衞生監督管理局的專業
人員獲邀與食物安全中心的人員分享傳達

食物安全問題的經驗和專業知識

獸醫公共衞生的國際專家於 
中心的周年工作坊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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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世界傑出的專家和食品規管當局代表出席二零零七年年初在香港

舉行的食物安全國際研討會，促進國際交流 

 

 
 
 
 
 
 
 
 
 
 
 
 
 
 
 
 
 
 
 
 
 
 
 
 
 
 
 
 
 
 
 
 
 
 

 

國際食物安全專家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在香港舉行的食物安全國際研討會上， 
從國際觀點向本港出席者解說食物安全問題。討論環節由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

主席關海山教授主持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陳育德先生感謝食品法典委員
會主席 Claude Mosha 博士支持研討會 

食物安全專員麥倩屏醫生於研討會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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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章  實 現 理 想  

 

 
  人 手 和 架 構  
  新 的 食 物 安 全 條 例  
  食 物 業 協 進 辦 事 處  
  邊 境 管 制 站  
  食 物 安 全 檢 測 所  
  警 報 系 統  
  未 來 發 展  

 
 
  中 心 自 二 零 零 六 年 五 月 成 立 以 來 ， 透 過 政 府 、 食 物 業 界

和 消 費 者 三 方 通 力 合 作 ， 一 直 在 食 物 鏈 中 各 個 重 要 環 節 ， 推 行

有 效 的 機 制 ， 由 養 殖 場 審 核 以 至 與 業 界 和 消 費 者 的 溝 通 ， 藉 以

提 高 香 港 的 食 物 安 全 標 準 。  

 

源 頭 監 控 和 法 定 規 管 架 構  

 

  從 源 頭 開 始 ， 中 心 加 強 了 審 核 養 殖 場 ， 並 與 各 主 要 食 品

供 應 地 區 的 有 關 當 局 （ 特 別 是 內 地 當 局 ） 建 立 更 緊 密 的 伙 伴 關

係 。 除 了 現 有 的 進 口 法 例 外 ， 香 港 已 實 施 禽 蛋 進 口 商 自 願 登 記

計 劃 和 其 他 行 政 措 施 ， 包 括 登 記 養 殖 場 、 檢 查 衞 生 證 明 文 件 ，

以 監 控 內 地 供 港 蔬 菜 、 禽 蛋 和 淡 水 魚 。 為 了 採 用 嶄 新 的 方 法 處

理 食 物 安 全 問 題 ， 當 務 之 急 是 盡 快 改 革 法 例 ， 好 能 設 立 有 效 的

食 物 追 查 制 度 和 使 食 物 業 須 向 消 費 者 負 責 。 除 了 改 革 食 物 規 管

機 制 外 ， 政 府 亦 繼 續 檢 討 現 行 的 食 物 標 準 ， 確 保 這 些 標 準 在 急

劇 轉 變 的 環 境 中 仍 能 切 合 時 宜 。 在 首 個 全 港 市 民 食 物 消 費 量 調

查 和 總 膳 食 研 究 完 成 後 ， 中 心 以 科 學 方 法 評 估 食 物 風 險 以 制 訂

食 物 安 全 標 準 和 處 理 食 物 事 故 的 能 力 ， 將 可 大 大 提 升 。  

 

食 品 監 察 和 食 物 事 故  

 

  食 品 監 察 計 劃 經 修 訂 後，中 心 抽 取 食 物 樣 本 的 目 標 已 從

以 數 量 為 本 變 為 更 積 極 和 以 客 為 本 。 在 建 立 食 物 追 查 制 度 後 ，

經 修 訂 的 食 品 監 察 計 劃 將 更 加 有 效 ， 因 為 中 心 可 迅 速 採 取 適 當

行 動 對 付 有 問 題 的 食 物 ， 以 及 在 源 頭 處 理 。 食 物 安 全 事 故 廣 為

公 眾 關 注 ， 中 心 不 斷 改 善 回 應 策 略 ， 包 括 與 業 界 和 公 眾 溝 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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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 中 心 已 採 納 預 防 原 則 ， 當 初 步 評 估 顯 示 食 物 或 會 危 害 健

康 時 便 發 出 公 告 。 擬 議 的 立 法 追 查 制 度 和 下 令 回 收 食 物 的 權

力 ， 將 可 讓 中 心 有 更 多 方 法 有 效 處 理 食 物 安 全 事 故 。  

 

溝 通 和 協 作  

 

    全 球 的 食 物 安 全 機 構 和 專 家 都 認 同 食 物 安 全 是 政 府、食

物 業 界 和 消 費 者 共 同 承 擔 的 責 任 。 中 心 透 過 經 常 交 流 和 協 作 ，

與 所 有 持 分 者 建 立 有 建 設 性 和 互 惠 的 關 係 。 中 心 十 分 注 重 和 所

有 持 分 者 ， 包 括 市 民 、 業 界 和 傳 媒 的 溝 通 和 合 作 ， 並 採 取 相 關

措 施 ， 包 括 設 立 消 費 者 聯 繫 小 組 和 業 界 諮 詢 論 壇 ， 從 而 建 立 信

任 和 信 心 。 作 為 全 球 化 世 界 下 的 食 物 安 全 機 構 ， 中 心 一 直 致 力

拓 展 國 際 網 絡 ， 以 謀 求 合 作 機 會 及 盡 快 得 到 其 他 國 家 和 地 區 的

最 新 資 訊 。  

 
人 手 和 架 構  
 
  中 心 採 取 各 種 措 施 ， 以 致 力 達 成 推 廣 食 物 安 全 的 使 命 ，

人 力 資 源 亦 須 相 應 增 加 以 配 合 工 作 。 中 心 在 成 立 初 期 有 400 多

名 人 員 。 中 心 經 常 檢 討 人 手 和 架 構 ， 以 確 保 能 配 合 就 所 定 的 目

標 、 使 命 和 承 諾 而 進 行 的 主 要 工 作 。 中 心 亦 需 要 完 善 的 配 套 ，

以 達 到 目 標 和 體 現 其 價 值 標 準 。 此 外 ， 除 了 處 理 現 有 的 工 作

外 ， 中 心 還 須 面 對 日 後 發 展 上 的 挑 戰 ， 以 及 不 斷 轉 變 和 出 現 的

食 物 安 全 問 題 。  

 

  為 此 ， 中 心 增 聘 人 員 擔 任 多 方 面 的 工 作 ， 包 括 加 強 進 口

管 制 、 食 用 動 物 疾 病 監 察 ， 以 至 增 加 對 養 殖 場 和 加 工 場 的 視 察

次 數 。 中 心 有 由 多 個 界 別 的 專 業 人 員 組 成 的 隊 伍 ， 包 括 公 共 衞

生 醫 生 和 護 士 、 獸 醫 、 食 物 化 驗 師 、 食 物 科 學 主 任 和 其 他 食 物

專 家 ， 例 如 營 養 師 、 食 物 生 物 科 學 主 任 、 食 物 毒 理 學 主 任 ， 以

及 衞 生 督 察 職 系 人 員 。 他 們 不 同 的 專 業 知 識 十 分 重 要 ， 而 中 心

亦 會 參 考 其 他 食 物 安 全 當 局 的 做 法 ， 確 保 能 掌 握 所 需 的 專 家 意

見。我 們 計 劃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首 季 把 中 心 的 人 數 增 至 約 540名。此

外 ， 為 應 付 日 益 增 加 的 食 物 安 全 工 作 ， 政 府 將 認 真 檢 討 人 手 調

配 的 可 能 性 ，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為 所 有 負 責 食 物 安 全 工 作 的 部 門 爭

取 額 外 的 人 手 和 資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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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 聘 人 員 只 是 為 實 現 目 標 邁 出 的 其 中 一 步。中 心 會 根 據

以 下 目 標 ， 以 期 進 一 步 發 展 中 心 的 架 構 和 善 用 資 源 ：  

 

 

 為 中 心 制 訂 可 預 見 和 長 遠 的 策 略 與 目 標 ；  

 

 推 行 改 善 效 益 和 效 率 的 措 施，即 “ 更 精 明 地 管 理 和 執 行 工

作 ” ， 務 求 利 用 最 新 科 技 以 最 少 資 源 收 到 最 大 成 效 ； 及  

 

 經 常 檢 討 中 心 的 架 構 ， 好 能 更 有 效 運 用 現 有 資 源 。  

 

  為 進 一 步 實 現 目 標 ， 政 府 近 月 已 展 開 多 項 重 要 的 計 劃 。 

 
制 訂 新 的 食 物 安 全 條 例  
 
  為 改 善 現 行 規 管 架 構 不 足 的 地 方，政 府 已 着 手 制 訂 名 為

食 物 安 全 條 例 的 新 法 例 。 該 法 例 的 目 的 是 保 障 在 本 港 供 應 的 食

物 可 安 全 食 用 、 授 權 中 心 禁 止 不 安 全 的 食 物 在 市 場 出 售 ， 並 確

保 在 監 察 、 查 找 、 評 估 和 處 理 食 物 安 全 問 題 方 面 ， 備 有 奏 效 和

有 效 率 的 制 度 ， 以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 制 訂 食 物 安 全 條 例 的 其 他 目

的 ， 是 加 強 追 查 食 物 的 能 力 ， 以 及 由 食 物 業 人 士 承 擔 供 應 安 全

食 物 的 責 任 。  
 
  我 們 亦 打 算 在 食 物 安 全 法 例 內 訂 立 新 規 定，強 制 所 有 食

物 進 口 商 和 分 銷 商 須 向 中 心 登 記 。 最 近 發 生 的 食 物 安 全 事 故 顯

示 ， 供 應 的 食 物 通 常 經 過 不 同 層 面 的 分 銷 商 ， 除 非 中 心 事 先 知

道 食 物 分 銷 鏈 上 所 牽 涉 的 有 關 各 方 ， 否 則 一 旦 發 生 食 物 安 全 事

故 ， 要 有 效 追 查 和 阻 止 有 問 題 的 食 物 流 入 市 面 有 一 定 困 難 。  
 
  與 食 物 進 口 商 和 分 銷 商 登 記 工 作 同 時 推 行 的，還 有 為 所

有 高 危 食 物 實 施 食 物 進 口 證 制 度 。 現 時 進 口 的 肉 類 、 家 禽 和 野

味 已 設 有 進 口 證 制 度 ， 當 局 很 快 亦 會 立 法 規 管 進 口 禽 蛋 。 我 們

計 劃 把 進 口 證 制 度 的 適 用 範 圍 ， 伸 延 至 包 括 其 他 風 險 較 高 的 食

物 ， 例 如 海 鮮 及 其 他 水 產 、 蔬 果 。 我 們 希 望 藉 着 全 面 的 登 記 和

進 口 證 制 度 ， 當 發 生 食 物 事 故 時 ， 例 如 發 現 食 物 含 有 違 禁 物 質

或 過 量 的 准 許 物 質 、 食 物 標 籤 不 正 確 、 或 當 中 心 從 國 際 新 聞 機

構 或 食 物 安 全 當 局 方 面 得 悉 食 物 不 安 全 時 ， 可 以 迅 速 、 有 效 率

和 主 動 回 應 ， 在 食 物 流 入 市 面 前 回 收 及 禁 止 其 進 一 步 入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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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物 業 協 進 辦 事 處  
 
  鑑 於 進 口 證 制 度 和 進 口 商 登 記 計 劃 的 成 立，中 心 現 正 研

究 設 立 食 物 業 協 進 辦 事 處 ， 以 協 助 業 界 明 白 和 遵 守 擬 議 的 新 登

記 規 定 。 中 心 也 正 探 討 可 否 在 同 一 地 點 為 業 界 提 供 其 他 服 務 ，

例 如 申 請 牌 照 。  
  

改 善 邊 境 管 制 站  
 
  在 規 管 、 監 測 和 監 察 進 口 食 物 方 面 ， 邊 境 管 制 站 扮 演

“ 守 門 人 ” 的 角 色 。 目 前 ， 從 內 地 運 送 食 物 的 車 輛 ， 可 經 文 錦

渡 、 落 馬 洲 或 沙 頭 角 到 達 香 港 。 活 生 食 用 動 物 和 其 他 新 鮮 食

物 ， 例 如 蔬 菜 、 活 魚 、 肉 、 家 禽 和 禽 蛋 ， 則 只 可 使 用 文 錦 渡 邊

境 管 制 站 。 文 錦 渡 過 境 通 道 現 稍 缺 乏 車 輛 停 候 區 ， 中 心 因 此 正

積 極 計 劃 改 善 文 錦 渡 的 設 施 。  

 

專 責 的 食 物 安 全 檢 測 所  
 
  投 資 於 化 驗 所 設 備 、 儀 器 、 科 技 ， 以 及 最 重 要 的 化 驗 所

人 員 ， 對 提 高 生 產 力 、 工 作 效 率 和 加 強 中 心 保 障 消 費 者 的 能 力

都 十 分 重 要 。 中 心 把 抽 取 的 食 物 樣 本 送 到 不 同 的 化 驗 所 化 驗 ，

包 括 中 心 轄 下 的 文 錦 渡 食 物 化 驗 室 ， 對 內 地 進 口 的 新 鮮 農 產 品

（ 主 要 是 蔬 菜 和 未 經 加 工 奶 類 ） 進 行 化 學 安 全 評 估 ； 政 府 化 驗

所 對 各 種 食 物 樣 本 進 行 化 學 測 試 ； 衞 生 署 公 共 衞 生 檢 測 中 心 負

責 進 行 微 生 物 測 試 ， 以 至 其 他 化 驗 所 （ 見 第 五 章 的 圖 表 ）。  
 
  為 使 政 府 化 驗 所 能 夠 測 試 更 多 食 物 樣 本，政 府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在 政 府 化 驗 所 轄 下 成 立 新 的 食 物 安 全 檢 測 所 ； 籌 備 工 作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展 開 ， 預 計 可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年 底 啟 用 。 新 的 檢

測 所 將 負 責 為 食 物 樣 本 進 行 各 種 化 學 測 試 ， 以 支 援 和 處 理 因 應

食 品 監 察 計 劃 和 食 物 投 訴 而 抽 取 的 樣 本 。 我 們 預 計 新 檢 測 所 化

驗 日 常 監 察 和 食 物 投 訴 樣 本 的 能 力 和 效 率 將 會 提 升 。 有 了 更 多

資 源 ， 政 府 化 驗 所 將 可 釐 定 化 驗 標 準 和 提 供 更 多 測 試 服 務 ， 以

擴 大 監 察 食 物 的 範 圍 ， 以 及 因 應 當 前 的 食 物 安 全 事 宜 和 事 故 緊

急 測 試 食 物 樣 本 ， 協 助 處 理 食 物 安 全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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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強 警 報 系 統  
 

中 心 一 向 致 力 完 善 轄 下 的 資 訊 發 放 系 統 ， 這 在 發 生 食

物 事 故 或 危 機 時 尤 為 重 要 。 中 心 正 計 劃 在 現 有 電 子 資 料 傳 送 系

統 的 基 礎 上 ， 增 設 一 個 加 強 警 報 系 統 ， 以 期 快 速 傳 送 資 料 。 中

心 會 邀 請 食 物 業 人 士 和 其 他 有 關 人 士 登 記 為 新 系 統 的 用 戶 ， 接

收 各 種 食 物 安 全 資 訊 ， 例 如 食 物 回 收 、 食 物 風 險 評 估 報 告 和 食

品 監 察 結 果 等 。  
 
未 來 發 展  
 
  為 應 付 日 趨 繁 重 的 工 作 ， 中 心 已 加 強 人 手 ， 並 且 確 切 檢

討 是 否 可 以 重 新 分 配 資 源 。 在 未 來 數 年 ， 中 心 必 須 不 斷 檢 討 人

手 和 架 構 ， 才 能 適 應 轉 變 和 推 行 新 發 展 。 所 有 新 發 展 將 會 順 暢

地 融 入 日 常 工 作 ， 而 我 們 在 日 常 工 作 所 得 的 知 識 也 會 用 於 構 思

創 新 的 服 務 。 根 據 在 首 年 所 建 立 的 基 礎 和 在 運 作 上 所 得 經 驗 ，

中 心 將 會 不 斷 發 展 和 改 進 ， 以 達 致 社 會 的 期 望 ， 為 香 港 市 民 提

供 更 好 的 服 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