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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主席 

黃碧雲議員 

 

黃主席鈞鑒︰ 

 

強烈關注「哮喘豬」事件  促請盡快改革現行機制 

 

今年 8 月初，發生有 40 頭含哮喘藥的豬隻流出市面的事件，事件反映現行

於 2007 年制定，以人為控制為主，仍未等待化驗結果便容許進行拍賣的臨時制

度，出現嚴重漏洞及失效，對市民的食用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在現行制度下，豬隻在未有報告證實其食用安全的前題下便賣給買手，並進

入常規生產程序。雖然政府當局於今年 8 月 19 日就現行機制推出的改善措施，

但本會認為有關措施並不能夠解決問題。首先，在改善措施推出前，當豬隻被發

現問題時，必須集政府、屠房及買手的協調配合才能阻止問題豬肉流入市面(甚

至只有一方不能聯繫亦不能阻止問題豬肉流出市面)，造成安全隱患，置買手權

益及市民安全於不顧；雖然改善措施推出後，當查實發生問題時便會即時停止所

有程序，故現行機制下的豬肉必然安全，不過無疑這種牽一髮動全身式的措施卻

要整個業界付上沉重代價。 

 

其次，當發現有豬隻驗出違禁化學物及獸藥時，由於豬隻已經拍賣予買手並

進入待宰欄與其他批次的豬隻混放，在豬隻會交叉感染的前題下，亦難以追查問

題源頭，讓買手蒙受不必要的損失。事實上，2007 年的臨時制度推出之前，當

時的制度流程亦為必須得出檢驗結果後再拍賣豬隻，便是要防止豬隻交叉感染後

可能導致的問題。 

 

現時每天供港的豬隻約於早上 10 時前便到達屠房，由於按現行豬隻驗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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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及技術而言，約 4 小時便可取得相關報告，再加上自 2009 年以後，上水屠房

已有上萬個存欄可供三間供港活豬代理使用(現時每天供港活豬量為 3000-4000

頭)，故本會綜合業界意見後，建議豬隻到達上水屠房後先作存欄，待得出檢驗

結果並證實安全後方於下午 2 時開始拍賣，並再進入待宰欄及其他常規生產程

序。 

 

 就此，本會懇請 主席及各位委員能夠清楚了解現行機制的漏洞及問題，協

助要求政府儘快改革制度，讓機制變得更加合理，亦讓食安風險進一步降低。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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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祺！ 

 

香港農業聯合會主席 

陳建業 謹啟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