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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企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朱凱過鐵員就文件編號EC(2016-17)25的查詢

且盛

食物攪雜合屬雜質

《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章 ）訂明，所有在本港

出售的食物必須適宜供人食用。《食物攪雜（金屬雜質含量）

規例 》 （第 132V章）規管食物中的金屬雜質含量。

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環署）食物安全中心（食安 中 心）

透過食物監察計劃，保障在本港出售的食物符合法例規定和適宜

供人食用 。食安中心分別從進口、批發和零售層面（包括網上零

售商）抽取食物樣本，並按照風險為本的原則決定擬抽取食物樣

本的類別 、 檢測次數、樣本數目 ，以及擬進行的化驗分析。食安

中心又會考慮多項因素 ， 包括過往的食物監察結果 、 本港及不同

地方發生的食物事故及相關的食物風險分析 ，定期檢討抽樣工作

及進行的他驗。

食安 中心在 2014至 2016 年間，共測試了約 1 94 000個

食物樣本，當中重金屬雜質含量超出法定標準的樣本數 目為

35 個 。每當驗 出有食物樣本 的金屬雜質含量超出法定標準

時， 食安中心會追查樣本源頭並通知產地當局以便跟進 ，並

會要求遠規人士即時停止售賣及銷毀有問題的食品。

為了加強保障市民健康 、提高規管工作的成效和促使

本地標準與國際接軌，食物及衛生局（食衛局）與食安中心

正檢討和研究修訂第 132V章，並計劃於本年六月十三 日在食

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聽取委員就修訂建議

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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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殘餘1b學物及抗菌蒙耐善黨性

《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 1 32章）訂明，所有在本港

出售的食物必須適宜供人食用。《公眾衛生（動物及禽鳥）（他

學物殘餘）規例》（第 139N章）規管向食用動物餵飼藥物及

他學物﹔而《食物內有害物質規例》（第 132AF章）規管食物
內的獸藥水平，兩者共涉及約的種獸藥（包括抗生素和激

素）

食安中心的恆常監測機制包括在本地屠房監測符宰

動物體內殘留的獸藥情況，和透過食物監察計劃測試肉類、

家禽及水產樣本的抗生素殘餘含量。在 2014年至 2016年，食

安中心查獲 1 宗使用違絮抗生素和 l宗使用受管制抗生素超

出最高殘餘限量的個案。食安中心己就使用違禁抗生素的個

案提出檢控，有關遠例者已被定罪。此外，食安中心在 2014

至 2016年共抽取超過 950個肉類、家禽及其製品樣本作激素

1c驗，全部樣本的結果均屬滿意。

抗菌素耐藥性是全球公共衛生的重大挑戰。為了應對

抗菌素 耐藥性的問題，政府當局於 2016年 6月和 10月分別成

立抗菌素 耐藥性高層督導委員會 （高層督導委員會 ）和抗菌

素耐藥性專家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已討論香

港的抗菌素耐藥性情況與應對的方針． ．，會從科學角度向高層

督導委員會提出建議。高層督導委員會會根據建議 ， 經通盤

考慮後 ， 提出建議過制抗菌素耐藥性的策略。

食物內放射性核索

食 品法典委員會就輻射事故後受污染食物內的放射

性核素含量訂立指引限值，以檢測食品的輻射水平。指引限

值的有關標準為每公斤 100貝可碘 － 131 ，以及每公斤合共

1 000貝可鉛－ 134和 鉛 － 137 。 根據食品法典委員會，食物內

放射性核素含量若合乎有關標準’則可供人安全食用 。食環

署的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詔為，食安中心採納食品法典委員

會的指引限值 ，以釋除公眾對日本進口食物安全的疑慮，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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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當做法。自 201 l 年日本福島核電廠發生輻射泄漏事故後，

個別地區（包括香港）因應各自的風險評估結果和本土情況實

施他們認為適合的進口管制措施。

就香港而言，除了日本當局禁止出口的食物名單外，

食環署署長根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章）發出命

令，由 201 1 年 3 月 24 日起，禁止從日本福島、攻城、權木、群

馬和干蔡五個受事故影響最嚴重的日本縣、份輸人所有蔬菜
及水果、奶、奶類飲品及奶粉。另外，所有來自該五個縣的

冷凍或冷藏野味、肉類和家禽、禽蛋，及活生、冷凍或冷藏

水產品須附有日本主管當局所簽發的證明書，證明有關食物

的輻射水平沒有超出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指引限值，方可輸人

香港。上述命令至今仍然有效。

監測工作方面，食安中心自核事故後以風險為本為原

則，加強在進口、批發和零售層面對日本進口食品進行輻射

檢測。每批從日本進口的食物必須檢測合格，方可於市場發

售。食安中心人員會先用手提測量計檢查食品 ，再抽樣進行

輻射污染監察系統檢查。超過限值的樣本會送交政府化驗所

詳細分析，並於食安中心網頁公布檢查結果。自限制日本食

物進口措施生效以來，食安中心已檢測逾 400 000個日本食物

樣本 ，檢測結果全部合格。

食安中心會繼續現時以風險為本的策略 ，監控日本進

口食品 ，以保障食物安全及市民的健康。我們亦會因應事態

的發展，持續檢視對日本進口食物的管制，當中考慮的因素

包括國際組織（例如國際原子能機構）的評估 、 其他司法管

轄區的管制措施 、 本地的食物監察結果、日本當局處理福島

核電站事故的情況，以及其他相關的考慮等。總的來說，食

物安全是我們的首要關注，與此同時亦需顧及上述因素的最

新發展以及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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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墓

香港是一個自由市場。一直以來，進口香港的蔬菜既

可經批發市場（包括由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營運的批發

市場、由蔬菜統營處管理的長沙灣蔬菜批發市場，或私營批

發商）分銷，亦可直接經零售點出售（“直銷”）。根據政府統

計處的資料， 2016 年進口蔬菜總重量大約為 850 000公噸。根

據漁護署的資料， 2016 年經漁護署營運的批發市場及長沙灣

蔬菜統營處交易的蔬菜大約有 340 000公噸 。

蔬菜在香港是否經批發銷售，與食物安全保障無關。

批發市場主要為進口商及零售商提供交易平台，便利營商。

任何在本港出售供人食用的蔬菜，不論是否經漁護署營運的

批發市場或蔬菜統營處分銷，都受本港食物安全監管機制規

管，詳情如下。

內地是本港蔬菜主要供應地。源頭管理方面，政府與

內地監管當局建立了行政安排 ，供港蔬菜必須來自各地出人

境檢驗檢疫局監管備案的菜場及生產加工企業，並隨貨附有

相關證明文件確保食用安全，以及在運輸包裝上掛上列出蔬

菜來源資料的標籤 。從陸路進人香港的內地新鮮蔬菜必須經

指定的文錦渡關口進港。內地出境口岸檢驗檢疫部門會隨機

核查供港蔬菜的鉛封和貨證，也會抽樣作檢測，只有符合抽

檢要求及鉛封完整的方可放行往香港。食安中心每年都會派

員到內地註冊供港蔬菜種植基地巡查，加強從源頭保障供港

農業產品的安全。

當人境運菜車抵達文錦渡食品管制辦事處後 ， 食安 中

心職員會檢查運菜車鉛封是否完整、核對隨貨文件與付運蔬

菜是否相同、檢查蔬菜及按照風險為本的模式抽取蔬菜樣本

進行快速農藥殘留測試和詳細他學分析。同時，食安中心亦

會與內地當局保持緊密溝通及合作 ， 互相交換情報。

除了做好源頭管理和進口安排的工作外，食安中心一

直透過恆常食物監察計畫。 ’按風險為本的原則，從進口、批

發及零售層面抽取食物樣本進行相關測試，保障食物符合本

港法例規定和適宜供人食用 。 恆常食物監察計劃涵蓋各類蔬

菜 ，不論有關蔬菜是經批發銷售或直銷。



對不合格樣本，食安中心會作出跟逛，包括銷毀蔬菜、

追查來源、記錄菜場的資料和通知內地所屬出人境檢驗檢疫

局進行跟進。日後如發現有關的菜場再有蔬菜進口，食安中

心職員會進行扣檢，待檢測結果滿意才放行 。

另外，政府一直有留意有過境人士假借自用為名而透

過羅湖口岸攜帶蔬菜入境，並作售賣之用。食安中心與香港
海關一直就經文錦渡食物管制站以外的關口進口蔬菜的活

動保持緊密聯繫’並交換情報 。 為堵截有關活動，香港海關
與食安中心常有進行聯合行動。香港海關如發現有旅客攜帶

大量懷疑非自用的蔬菜人境，會將個案轉介食安中心人員跟

逛。自 2015年 1 月至 2016年 12月期間，香港海關共轉介了 26 宗

在羅湖口岸攜帶大量蔬菜人境的個案，當中 3 宗個案經情報

收集及調查後，證實涉事的食物是帶到香港作出售用途，食

安中心己檢控相關人士沒有遵從 《 食物安全條例 》 的規定登

記為進口商﹔其餘 23 宗個案雖未有足夠證據證明該等食物是

用作售賣用途 ，惟涉事旅客都 自 願繳交有關蔬菜給食安中心

作銷毀 。食安 中心合共銷毀約 0 . 7噸涉事蔬菜。

過去五年 （即 2012年至 2016年）， 食安 中心在食物監

察計劃下 ，就蔬菜及其製品樣本作除害劑殘餘檢測的數字及

不合格樣本的數 目 ， 表列如下：

年份 蔬菜及其製品樣本 不合格樣本

作除害劑殘餘檢測數字 數 目

2012 18 25 5 2 

2013 18 85 8 2 

2014 18 344 35 

2015 19 028 78 

2016 19 529 42 

總計 94 01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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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樣本因超出 ﹛ 食物內除害劑殘餘規例 ﹜ （第 132CM章）中

訂立的最高殘餘限量／最高再殘餘限量，或經風險評估後認為

檢測結果不合格。

蔬菜自給率方面，現時本地出產的蔬菜約佔本港蔬菜

總消耗量的 1.7% 。在新農業政策下，政府會積極推動提昇本

地農業的生產力。

基因改造食物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目前國際問出售的基因改造食物

均已通過有關食物安全規管當局的安全評估，應不會危害人

體健康。

食安中心處理基因改造食物的方式，與處理任何其他

食物無異，亦同樣把基因改造食物納人其恆常食物監察計畫。

之內。

食安中心已發出《基因改造食物自願標籤引》，當中

閻明了建議的基因改造食物標籤方法的基本原則，作為業界

向消費者提供其確易明的食物標籤的參考。食安中心會繼續

向業界推廣自願標籤制度，向市民提供基因改造食物相關資

訊，以及處理基因改造食物所涉的食物安全問題。

政府正考慮推行強制性銷售前安全評估計劃’從而就

本港銷售的基因改造食物為消費者提供更多保障。就此，食

衛局及食安中心一直注視國際問有關基因改造食物規管的

發展，並密切留意本地情況，以期制訂建議進行公眾諮詢。

有機食物

有機食物和一般食物的分別，主要在於其生產、加工及處
理方法，而這些分別不能從檢測食品（包括蔬菜）而確定。從食

物安全而言，兩者並無顯著分別。食安中心透過以風險為本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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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監察計劃，在進口、批發及零售層面抽取食物樣本（包括有機

食物）進行檢測。

我們在 201 1年委託顧問進行關於有機食物的研究，以

評估應否規管本港有機食物的生產和銷售。研究結果已在

2013年向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匯報。鑑於

本地有機食物業的市場規模甚小，以及政府的主要目標是保

障食物安全和食物供應穩定，顧問認為沒有迫切需要規管本

地有機食物的生產和銷售。

顧問建議應加強提高市民對有機食物的意識，以及強

化現行的行政措施，例如進一步推廣認證計畫。、簡化認證程

序和公布食物欺詐舉報機制等。我們同意顧問的建議。漁農

自然護理署一直在香港有機資源中心的支援下落實上述建

議，而該中心除提供有機認證服務外，亦有舉辦活動提升公

眾意識。

食衛局及食安中心會繼續注視國際間有關有機食物

規管的發展，並密切留意本地情況 ， 探討有關議題。

塾巨立

我們會繼續研究規管熟肉 ，包括審視國際間的有關做

法。我們亦會繼續監管肉類製品的安全、就熟肉的安全進行

風險評估，以及抽樣進行檢測。

食安中心於20 16年共抽驗 85 1個肉類製品（包括肉乾 、
肉腸、臘腸、紅腸、肉丸、肉鬆、火腿、煙肉、叉燒、午餐

肉等）的樣本 ，除 2個預先包裝凍食肉類樣本和 1個燒肉樣本

外，其餘樣本全部檢測合格。

網上銷售食物

針對近年流行的網上銷售食物活動，食環署於 2016 年

2 月推出新規定，網店如要出售法例訂明的「限制出售的食

物」’必須 向 食環署申領許可證。該許可證的牌照條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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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規管食物必須來自合法來源，食物在運送過程中不受到干

擾以減少交叉污染 ， 並時刻保存於安全合適的溫度，以及經

營者須於網站及宣傳品提供許可證上的資料，供消費者在網

上選購時參考及在食環署網頁核實 。除規管網上銷售限制出

售食物的非實體店外， 現時已領有食物業牌照或許可證的食

物業處戶后，如同時透過網上銷售食物，食環署亦已施加相關

牌照條件。

食環署亦會監察網上銷售食物的情況 ， 如懷疑網上銷

售供人食用 的食物涉及無牌經營食物業或對食物來源有懷

疑，會作出調查及採取適當跟進行動。

因應網上銷售食物日趨普遍，食安中心已加強抽取網上

出售的食物作化學及微生物檢測。 2015年至2017年4月期間，食

安中心共抽取超過6 900個網購食物樣本。在已完成檢測的樣本

中，只有一個龍蝦尾樣本的防腐劑含量超出法例標準’以及一個

燒牛肉樣本被檢出合致病菌 ，其餘結果均屬滿意。中心己公布有

關不合格樣本及跟進有關個案。

此外，為加強市民及業界對在網上購買或售賣食物的知

識，食環署已透過不同途徑加強這方面的公眾教育及宣傳 ，包括

透過食環署網頁、制作電視宣傳短片、電台宣傳聲帶、派發宣傳

單張及張貼海報等，以提醒市民網購食物時，要留意在網上所購

買食物的性質、潛在風險及供應商在運送過程中提供的溫度控

制，尤其是容易變壞或高風險的食物。同時，亦提醒業界經營食

物業，不論規模及形式 ， 都必須依法申請相關牌照及准詐，以確

保消費者的權益及健康。食環署亦會於聖誕節及農曆新年網購食

品高峰期間加強這方面的宣傳 ，提醒市民在網上選購食物時應注

意的事工頁 。

三文魚和三文魚刺身

食安中心於 2014至 2016年間抽取了約 I 3 50個 三文魚

和 三文魚刺身的樣本作化學及微生物他驗 。 3年間，除了於

2015年的一個樣本驗出致病菌含量超過《食品微生物含量指

引〉的指標外，其餘樣本全部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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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曹食用油

現時，食環署與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合作，以行政

措施規管持牌食物業處所和熟食中心產生的廢置食用油（廢

食油）的回收。其體而言，環保署在2016 年 2 月推出行政計

劃，為合資格的本地廢食油收集商／處理商／出口商登記，

而食環署則自 2016 年 7 月起分階段施加附加持牌條件，規定

持有食肆、工廠食堂、食物製造廠、烘製麵包餅食店牌照或

承租熟食中心檔位營業的食物業處所，均須把處所內煮食時

所產生的廢食油交由環保署登記的收集商、處理商或出口商

處置，並須保留相關交收記錄至少 12 個月。食環署會進行抽

查，確保持牌人道行上述持牌條件。

為讓業界有充足時間作所需準備，食環署會在發出書

面通知持牌人 15 個月後（即由 2017 年 11 月起），方才開始

執行新的持牌條件 ，並會向違反上述持牌條件的持牌人發出

警告，若持牌人屢犯不改， 食環署會考慮取消其牌照。

根據環保署登記商戶提供的數據，他們每年從本地食

肆約可收集 17 000公噸經使用煮食油和 180 000公噸隔油池

廢物。除部分廢食油會在本地用作生產生物柴油外，大部分

經初期處理後，會出口到海外的廢油回收商，用作生產生物

柴油的原材料。

立法建議方面，政府在 20 15 年 7 月就規管食用油脂安

全敢動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透過公眾諮詢會、食安中心

的業界諮詢論壇和不同的會議場合 ，向各相關持份者（包括

食物業界）介紹規管的目的和相關立法建議。其後，我們在

同年 12 月向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匯報諮

詢結果及政府的觀察所得。我們正制訂具體的規管方案。

此外， 食安 中心將在 2017 年委託顧問就使用中的煮食

油進行研究，以期為業界制訂有關使用煮食油的良好作業指

引。 食安 中心會在制訂指引的過程中 ， 邀請業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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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低食物中鹽和糖

政府十分重視降低食物中鹽和糖的工作。由於健康飲食

是市民減低從食物中攝人鹽和糖的其中一個關鍵，衛生署及食安

中心一直透過與食物業界、學校和其他持份者合作 ， 積極推廣健

康飲食習慣。例如，衛生署於2006年起推行「『健康飲食在校園』

運動 J ，在學校推廣健康飲食﹔又於2008年展開「有『營』食肆

運動 J ’鼓勵及協助食肆提供更多以水果蔬菜為主及含較少油、

鹽、糖的菜式。食安中心亦已推出「減輯、糖、泊，我做！」計

劃’呼籲已簽署「食物安全「誠 s 諾」的食肆按照食安中心滅臨

滅糖的建議製偏食物。

為釐定未來路向以進一步推展食物中減臨滅糖的工

作，食衛局、食安中心、衛生署、教育局與降低食物中鹽和

糖委員會（下稱「委員會 J ）及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國際諮詢

委員會一直緊密合作，以制定務實、簡明及可行的措施。對

於引進減少公眾從食物中攝人糖含量的稅務措施 ， 本地和海

外不同持份者意見不一 。

考慮到本港的實際情況，我們及委員會均認為目前應

採取按部就班 、先易後難的方式。實際而盲 ，我們會加強宣

傳教育，同時循三個方向進一步培養社會上低鹽低糖的飲食

文化 ， 包括「從小做起 J ，即透過於學前機構和小學提倡健
康飲食﹔「提高資訊透明度」，即對預先包裝食物推出「低

鹽低糖」正面標籤計畫。，使消費者可作出更明智的選擇﹔以

及在公立醫院的職員餐廳試行「卡路里」標示先導計畫。 。

就此 ， 衛生署已加強於學前機構和小學提倡健康飲

食。目 前亦已有超過八成公立醫院的職員餐廳試行「卡路里」

標示先導計畫。。在推出自願性質的預先包裝食物「低鹽低糖」

正面標籤計劃之前，我們正與委員會合辦「低鹽低糖」正面

標籤設計比賽以及標語暨海報設計比賽。有關比賽已於在

2017年 5月開始接受報名，鼓勵市民培養少鹽少糖的健康飲

食習慣，並將會於7月截止。

我們會繼續參考委員會及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 ， 以及

不同地方滅鹽滅糖的措施和經驗（包括有關措施的落實成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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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反應以及消費者的接受程度等），同時亦會充分考慮本地

的實際情況，研究並制訂切合香港的滅鹽減糖措施。

食安中心的資訊科技系統

食安中心現有的資訊科技系統於不同時間，按不同需

要由承包商開發。由於各個資訊科技系統及其數據庫基本上

獨立設計，當中數據組織和結稽的方法有所不同，令數據未

能有系統地整合成一個便利檢索及分析的中央數據庫 ， 缺乏

彈性的設計對理順工作流程也造成局限。在處理跨系統的工

作要求時，食安中心人員未能透過有關系統的常備功能直接

進行工作，而需要技術人員另外編寫程式或利用外置軟件 ，

才能將數據合併，並加以處理和分析。以上限制均影響了食

安中心在食安工作上的效率，包括食安風險評估的效能。透

過全面檢視並重整／提升食安中心的業務流程及現有系統的

設計，開發高效能系統去更有效及整全地支援食物安全管制

工作，及引進高科技及自動化設備以支援前線同事的工作，

將有助大大改善以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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