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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香港供36個月以下嬰幼兒食用的嬰兒配方產品、 較大嬰兒及幼兒配方產品及預先

包裝食物的營養和健康聲稱 的建議規管架構」諮詢文件意見書 

 

  本人支持政府以立法方式規管 36 個月以下嬰幼兒所有食用的配方產品及嬰幼兒

預先包裝食物的營養聲稱和健康聲稱，並完全同意政府提出的五項原則，及規管架構

範圍。 

 

  就原則 1，本人同意禁止嬰兒配方產品作出營養聲稱（即營養素含量聲稱及營養

素比較聲稱）。根據政府所進行的研究，許多司法管轄區(例如歐盟、美國、澳洲和新

西蘭 等)均不准許嬰兒配方產品作出營養和健康聲稱的。在香港守則規管下，市面上

出售的奶粉應能满足嬰兒的營養需要，家長透過營養標籤已能作出有依據的消費選

擇。而本人亦建議在所有嬰兒配方產品上，列寫出告示語或聲明，例如”母乳為嬰兒最

佳食品＂。  
 

  本人同意原則４，那些獲准在聲稱所陳述的營養素或成分，應對嬰幼兒的健康十

分重要。例如某營養素必須制定適當的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入量或營養素參考值，才能

就該種營養素作出聲稱。而聲稱的營養素／成分的含量資料，亦應清楚在包裝上列明。 

   

  本人同意原則 5，營養和健康聲稱應符合有關含量的特定條件，而健康聲稱應具

科學佐證並已通過可信的評估程序，以確保家長在選購時能夠獲得準確的資料以作有

依據的選擇。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條款已列明對母乳育嬰的充分肯定，本人認為今次的

立法規管建議，應朝向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方向去制定。而由於立法需時，因

此本人認為已完成公衆咨詢的「香港配方奶及相關產品和嬰幼兒食品的銷售及品質守

則」，包括聲稱的條文，應立刻執行，不宜拖延。事實上不少發展國家已就配方產品

及嬰幼兒食物的營養和健康聲稱進行規管，業界應已累積相當經驗，因此，有關建議

應盡快施行，以保障本港兒童權益。 

 

  本人認為當局應該對 36 個月以下的所有嬰幼兒食品進行統一要求的嚴格規管，此

擧是完全符合公眾利益，特別是兒童健康及父母的利益，並有助長遠減少花在兒童醫療

的社會成本。而且，在全面規管下，能有效向社會發出清晰準確的訊息，就是本港兒童

的健康，特別是 36 個月以下的嬰幼兒，絕不能受個別的食品行業的商業利益考慮所犧

牲。 

 

  本人作為傳媒人和兒童教育工作者，建議政府全面規管 36 個月以下的所有嬰幼兒

食品向家長及兒童進行任何形式的宣傳活動，包括電子媒體廣告，平面廣告，冠名贊助

公開活動，及任何形式的推廣活動，以全面壓止嬰幼兒奶粉向社會進行大眾傳播教育。

大部份嬰幼兒食品宣傳廣告內容都含誤導成分，以植入式廣告洗腦方式，誇張地推廣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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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營養添加對嬰幼兒腦部和智力發展的好處，長期誤導家長以為奶粉比母乳更有營養，

卻隱藏這些營養素攝取過量對嬰幼兒發展的風險，罔顧本港嬰幼兒健康。幾十秒至一分

鐘的影音兼備廣告，具極高的教育成效，在年日累積下，能改變及建立社會群眾的意識

形態。本人認為全面禁止３６個月以下配方奶粉宣傳，並不會影響家長在欠缺資訊下去

購買配方奶粉，因為在香港守則下，每隻在市面出售的配方奶粉均已符合基本營養需

要，家長要比較的，應該只是奶源地，價錢和新鮮期而已。 

 

  作為母親，本人曾餵哺母乳，也明白到在特別情況下要以配方奶粉餵哺嬰兒的實際

需要，但我們要明白到，配方嬰幼兒奶粉只是母乳的替代品，對一歲以上的嬰幼兒來說，

建立均衡飲食習慣和飲用鮮奶，比依賴飲用配方助長奶粉更有益處，本人期望在條例立

法後，有助打破社會大眾對配方奶粉神話的種種迷思，令家長在充份並的資訊下，能為

其嬰幼兒子女的長遠健康需要作出最適切和具依據的決定。  

 

  最後，本人重申應盡快落實《香港配方奶及相關產品和嬰幼兒食品 的銷售及品質

守則》（《 香 港 守 則 》），規定３６個月或以下的配方產品不可透過廣告進行宣

傳，才可減低影響母親餵哺母乳的誘因，並讓家長將焦點放回幫助嬰幼兒建立均衡飲食

習慣上，進一步保障嬰幼兒的營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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