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就「香港活家禽的未來路向研究」意見書  

 

前言  

香港「民以食為天」，雞隻是不少市民的主要糧食之一，而食用新鮮

宰割的活家禽亦是香港人的飲食習慣。然而， 20 年前本港出現首宗

人類感染 H1N1 的病毒個案後，本港發現有家禽甚至人類感染禽流

感的個案時有發生。  

 

公民黨認為，討論香港活家禽的未來路向時，市民健康是首要考慮

的因素。是否能夠有效防疫是制定活家禽政策時的首要條件。我們

明白，社會對不同的方案有不同的意見，包括長遠以中央屠宰的方

式處理活家禽。當然，我們亦都要考慮到家禽從業者的營運空間以

及市民的生活習慣的不會受到嚴重的影響。  

 

公民黨同意，沒有任何一個機制是可以做「禽流感零風險零感染」。

在平衡上述 3 個考慮因素，而達到最具防疫效果的活家禽政策，公

民黨有以下建議：  

 

停止活家禽進口   重發飼養禽畜牌照  

根據局方的研究報告指出，近半數受訪市民對於活雞的來源地沒有

偏好。但偏好食用本地雞隻的受訪者，是基於食物安全而偏好本地

活雞。  

 

市民對於本地雞場的防疫意識、雞隻質素較有信心。而政府對於本

地農場的防疫衞生工作亦可以作出監督。相比之下，內地供港雞場

的防疫工作、疫苗質素、衞生情況等其他程序是否乎合要求，其實當

局都無從保證。  

 

加上過去本港發生的禽流感個案，當局都無法排除受本地家禽的感

染個案，是與進口家禽無關。停止內地進入活家禽，可以杜絕內地家

禽與本地家禽交叉感染的風險。  

 

政府於 2005 年及 2008 年，為了降低禽流感風險而分別推出「活家

禽業自願退還牌照計劃」及「家禽農場結業特惠補助金計劃」，向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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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提供現金補償以收回牌照。令本港現時的活雞農場只剩下不足 30

間，而令本地活雞供應數量大幅下跌，零售價亦因此上升。   

 

其實自 2016 年 2 月，本港已沒有活雞由內地進口；而 2014 年 2015

年，本地活雞的供應分別佔 81.6%及 98.5%。現時由內地供應的，只

有雞隻以外的活家禽。因此，停止進口內地活家禽並對現時的零售

市場影響不大。而增加本地活雞供應，則可以令零售價下調，同時增

加本地養殖其他種類的家禽。  

 

當然，當局亦要對本地雞場的衞生、防疫等程序作監督，以防止出現

本地感染個案。  

 

其他建議  

公民黨同意保留活家禽零售的做法，但政府有責任確保在合理及可

行的環境之下，改善零售點的分隔設施及通空系統。同時，公民黨亦

不反對搬遷長沙灣臨時家禽市場的安排。  

 

總結  

誠如局方的研究意見書所言，沒有任何一個機制，是可以保證做到

「感染零風險」。要有效減低禽流感感染的風險，政府有責任做好防

疫把關的工作。包括做好邊境防疫的程序，加強抽查進口的活家禽

以及由進入香港的人士，是否有違例攜帶未經煮熟的家禽入境。另

一方面，政府亦須做好教育宣傳，提醒處理活家禽從業者、市民以至

入境香港的人士需要注意衞生，加強他們的防疫意識。  

 

而業界人士亦有責任做好本份，遵守局方制定的指引，做好衞生防

疫工作。  

 

公民黨一直以來支持香港發展本地農業，做到農業自給。發展本地

農業不但較容易監控食物安全，保障市民健康。「港人港雞」不但能

給予消費者信心，同時亦可以為本地農業從業員提供機會。  

 

發展本地家禽業，除了有利於疾病防控、衞生監督的工作；由於運輸

本地雞的距離較短，碳排放減少更環保。同時，重發飼養禽畜牌照更

可以鼓勵發展可持續農產業活動。發展本地農產業，能讓香港人認



 

 

識了解食材的來源，以促進人和土地的關係；同時為香港過度傾斜

於貿易、地產等商業經濟活動以外提供另一條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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