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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第VI項  
 
食物及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1 
張馮泳萍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顧問醫生  
(社會醫學 )(風險評估及傳達 ) 
何玉賢醫生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2)5 
  蘇美利小姐  

 
 

列席職員  ：  高級議會秘書 (2)1  
蘇淑筠小姐  
 
高級議會秘書 (2)6 
林偉怡女士  
 
文書事務助理 (2)1 
容佩儀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468/09-10號文件 ) 

 
  2010年4月 13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2)1309/09-10(01)號文件 ) 
 

2.  對於政府當局在 2010年 4月 14日就再度延長
凍結公眾街市租金發出的文件，委員並無提出任何問
題。  
 
 
III. 續議事項  
 
3.  主席詢問政府當局就委員在 2010年 5月 3日
的特別會議上提出的下述要求有何進展：在新公眾街

市租約內加入序言，確認公眾街市的歷史背景和社會

功能，並把更多街市公用地方豁免於檔位租戶需繳交

的冷氣費金額。



經辦人／部門  
 

 3

4.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已開始

檢討現時收取冷氣費的機制可否因應委員的建議而

微調。有關在新公眾街市租約內加入序言，食物及衞

生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當局已隨即在 2010年5月 4日就

新公眾街市租約內加入序言以確認公眾街市的歷史

背景和社會功能，徵詢律政司的法律意見。食物及衞

生局副局長表示，當局需要更多時間研究這做法在法

律上的可行性，因政府與其他締約者簽訂的合約從沒

作出類似安排。  
 

 
 
 
 
 
 
政府當局  

5.  主席促請政府當局加快在新公眾街市租約

內加入序言，以便將於 2010年 6月 30日租約期滿的檔

位租戶可簽訂新租約。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

示，政府當局會盡力而為。然而，必須指出的是，政

府當局剛在 2010年 5月 3日的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

得悉這項要求。應主席的要求，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

同意於事務委員會 2010年6月 8日的下次例會前，提供

文件說明政府當局對此事的回應。  
 
 
IV.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CB(2)1472/09-10(01)至 (02)及CB(2)1398/ 
09-10(01)號文件 ) 
 

6.  委員同意在 2010年 6月 8日下午 2時 30分舉行

的下次例會上討論下述議項  ⎯⎯  
 
(a) 家禽屠宰中心；及  
 
(b) 在《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下與食物安全和漁

業有關的事宜。  
 

7.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計劃於 2010年 7月 13日的

下次例會舉行前，向委員匯報有關靈灰安置所發展的

進展情況。  
 
 
V. 漁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報告  
 ( 立 法 會 CB(2)1472/09-10(03) 至 (04) 、 CB(2) 

1535/09-10(01)及CB(2)1536/09-10(01)號文件 ) 
 
8.  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 (漁業 )以電腦投影

片介紹漁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剛向政府提交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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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 "報告 ")(立法會CB(2)1472/09-10(03)號文件的附

件 )，詳情載於在會議席上提交的投影片資料 (立法會

CB(2)1536/09-10(01)號文件 )。  
 
9.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表示，政府現正詳細研

究報告的內容及各項建議。政府已積極推展某些既可

取又能即時推行的建議。舉例而言，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 "漁護署 ")將於今年休漁期內為漁民提供培訓課

程及推行魚苗孵化試驗計劃。政府會進一步研究其他

個別建議措施，以評估該等建議應否予以支持及是否

可行、對持份者的影響，以及所需的資源等。當局會

在有需要時諮詢漁業界和相關持份者。 
 
10.  委員察悉世界自然 (香港 )基金會在會議席上

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CB(2)1535/09-10(01)號文件 )。  
 
11.  對於在 2006年年底成立的漁業可持續發展

委員會 (下稱 "委員會 ")遲遲才提出促進香港漁業可持

續發展的建議，王國興議員表示不滿。王議員接着詢

問  ⎯⎯  
 

(a) 政府落實委員會的建議的時間表為何；  
 
(b) 政府會否提供資源以落實委員會的建議；若

會，將提供多少資源；及  
 
(c) 政府當局會採取甚麼措施，協助漁民維持生

計，並吸引青年人投身漁業。  
 
12.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回應如下 ⎯⎯  
 

(a) 委員會需要約三年半的時間完成報告並非

不合理。委員會為香港漁業的可持續發展擬

訂長遠目標和方向及制訂落實策略時，需要

時間仔細評估本地和國際在漁業、漁業資源

和貿易方面的趨勢；香港捕撈漁業與水產養

殖業在生態上的可持續性及在經濟上的可

行性；以及其他相關因素，包括對財政和社

會的影響；  
 
(b) 現階段未能就落實委員會的建議提供具體

時間表，原因是政府剛在 2010年 4月才接獲

報告。正如在會議較早時所述，政府已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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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某些既可取又能即時推行的建議。當局

現正積極考慮委員會提出的個別建議。在有

需要時，當局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申請撥款資助；及  
 
(c) 為協助漁民維持生計及吸引年青人投身漁

業，政府當局會繼續採取積極措施，存護、

保育和恢復海洋生態及漁業資源，並協助漁

民發展或轉型至現代化及可持續的作業方

式，包括水產養殖業和休閒漁業。  
 
13.  黃容根議員促請政府當局不要拖延落實委

員會的建議，並在有需要時向財委會申請撥款資助。

政府當局尤其應加大力度，減低海上發展工程 (例如

填海、挖沙及卸泥 )對海洋環境的負面影響，並向受

影響的漁民提供財務援助、培訓及技術支援。當局應

物色合適地點，協助養魚戶或其互助企業發展本地水

產養殖業及育苗場。  
 
14.  譚耀宗議員對報告表示歡迎，但他促請政府

當局在推展委員會的建議時，須在保護海洋生態和漁

業資源與保障漁民生計兩者之間取得適切的平衡。其

中一個例子是委員會建議透過修訂現行法例，全面禁

止拖網漁船 (包括雙拖、單拖、蝦拖及摻繒 )在本港水

域作業，以加強保護產卵及育苗場內的漁業資源，並

減低在香港水域的捕撈力量。  
 
15.  主席表示，民主黨支持委員會的下述建議：

全面禁止拖網漁船在本港水域作業，並在海岸公園禁

止商業捕魚，以控制過度捕撈的情況，促進漁業的可

持續發展，原因是現時本港的捕撈產量及力量已經遠

遠超過專家評估的最大持續產量及最適合捕撈力

量。倘禁止在香港水域進行拖網捕魚活動，政府當局

應同時向受這項措施影響的近岸拖網漁民提供援

助，協助他們轉型至其他作業方式 (例如休閒漁業 )，
或透過推出漁船回購計劃，協助他們退出業界。據他

瞭解，在香港約 1 200艘拖網漁船中，約有 550艘部分

或全部時間在本港水域作業。  
 
16.  黃容根議員認為，為促進本地漁業的可持續

發展，當局的重點應是協助漁民發展或轉型至現代化

及可持續的作業方式，而不是推出漁船回購計劃，吸

引他們退出業界。黃議員進而表示，政府當局應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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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當局的做法，為於南中國海捕魚的香港漁民提供

燃油資助。  
 
17.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重申，政府現正積極研

究委員會的建議，以評估該等建議應否予以支持及是

否可行、對持份者的影響，以及所需的資源等。政府

當局擬於推展委員會任何牽涉撥款及／或影響持份

者的建議前，諮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18.  主席表示，政府至少應加快落實委員會就立

法禁止非本地船隻在本港水域捕魚提出的建議。  
 
19.  張宇人議員贊同黃容根議員的意見，認為向

漁民回購漁船並非促進漁業可持續發展的最佳辦

法。張議員接着詢問，若禁止非本地船隻在本港水域

捕魚的法例生效，內地漁船會否被禁止在本港水域捕

魚。  
 
20.  漁護署副署長對此給予正面的答覆。在現行

法例下，倘非本地船隻並沒有取得所需的准許，香港

可拒絕該等船隻進入本港水域。同樣，香港漁船須持

有必需的許可證／證明書，才可在內地水域捕魚。  
 
21.  主席總結時表示，事務委員會將把委員會的

建議的實施進度納入事務委員會的待議事項一覽表。 
 
 
VI. 總膳食研究  
 (立法會CB(2)1472/09-10(05)號文件 ) 
 
22.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向委員簡介食環署食

物安全中心進行香港首個總膳食研究的工作進度，詳

情載於政府當局的文件。食環署顧問醫生 (社會醫

學 )(風險評估及傳達 )接着以電腦投影片介紹總膳食

研究。 

 
23.  王國興議員詢問  ⎯⎯  
 

(a) 食物安全中心會如何利用總膳食研究的結

果，保障公眾健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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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食物安全中心有否任何計劃進行研究，評估

香港人口的飲食習慣 (例如不吃早餐和深夜

才吃晚餐 )的健康風險。  
 

24.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回應如下  ⎯⎯  
 

(a) 總膳食研究是國際公認最具成本效益的方

法，以估計不同人口組別從膳食攝入食物化

學物或營養素的分量，以及評估攝入這些物

質對健康帶來的風險。這項研究不但為評估

食物安全風險和規管食物供應提供科學基

礎，亦有助風險管理人員把資源集中用於對

公眾健康構成最大威脅的食物化學物或營

養素上。多個國家 (例如英國、美國、加拿大、

澳洲、新西蘭和中國內地 )已分別進行總膳食

研究，並定期更新研究結果；  
 
(b) 研究人員首先購買市民經常食用的食物，按

照市民慣常的飲食模式處理，即按本地文化

習慣把食物烹調成為可食用的狀態，然後分

析食物內的各種物質。把食物內物質含量的

分析結果結合食物消費量數據，便可得出市

民從膳食攝入有關物質的分量。其後，研究

人員會把有關食物化學物和營養素的估計

膳食攝入量分別與相關的安全參照基準值

和營養素參考值作比較； 

 

(c) 香港首個總膳食研究的目的，是評估整體香

港市民和不同人口組別從膳食攝入各種物

質 (包括污染物和營養素 )的分量。掌握到有

關整體人口從膳食攝入有毒化學物和營養

素的總攝入量的準確資料後，便能制訂適當

的風險管理行動，保障公眾健康；及  
 
(d) 在 2004年，食環署委託香港中文大學 (下稱

"中大 ")進行香港人口食物消費量調查，以取

得有關香港市民食物消費量的最新資料 (例
如食用的食物種類和分量 )；收集香港市民的

體重資料；找出香港市民食用的菜式；以及

就選定菜式擬定食譜。飲食習慣是食物消費

量調查所搜集的其中一項資料。食物消費量

調查是進行總膳食研究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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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黃容根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加強其推廣工

作，令市民更認識飲食對健康的影響，並建議香港的

漁農業可如何發展，以協助市民達致均衡飲食。  
 
26.  李國麟議員關注到，鑒於整項總膳食研究將

持續 10年 (由 2004年至 2014年 )，其研究結果將變得過

時。李議員繼而詢問，食物安全中心在進行總膳食研

究期間，若發現從某種食品攝入某些物質會對健康帶

來風險，會否告知市民。  
 
27.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及食環署顧問醫生 (社
會醫學 )(風險評估及傳達 )回應如下  ⎯⎯  
 

(a) 與許多海外地方相似，食物安全中心計劃每

5至 10年進行一次總膳食研究，以取得香港

人口最新的膳食攝入量評估；及  
 
(b) 食物安全中心在進行總膳食研究期間，若發

現從某種食品攝入某些物質會對健康帶來

風險而風險又屬重大，將會第一時間提醒市

民。  
 
28.  關於梁家騮議員就進行總膳食研究所涉及

的成本的查詢，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除

了委託中大在 2005年至 2007年期間進行食物消費量

調查，以及在 2010年 3月至2011年2月期間為總膳食研

究進行抽樣和處理食物樣本，因而分別繳付 400萬元

及 140萬元的費用外，食物安全中心無需為總膳食研

究承擔其他額外費用，原因是該 600個複合食物樣本

的化驗分析將由食物安全中心的食物研究化驗所或

政府化驗所運用現有的資源進行。  
 
 
VII. 建議前往日本進行海外職務訪問以研究當地的

靈灰安置所設施及漁業  
 (立法會CB(2)1472/09-10(06)號文件 ) 
 
29.  委員同意在 2010年 9月初前往日本進行海外

職務訪問，以研究當地的靈灰安置所設施及漁業。秘

書處會繼續進行籌備工作，並在適當時就進一步進展

諮詢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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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6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