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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進口食物的食物安全監察機制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

心（「食安中心」）就進口食物的監察機制、本年 3 月巴西

冷藏及冰鮮肉類和禽肉品質問題事件（巴西肉類品質問題

事件）的跟進工作，以及近期發現懷疑偽造巴西衞生證明

書事件的跟進工作。  
 
 
進口食物的監察機制  
 
2.  食安中心採用世界衞生組織倡導的「從農場到餐桌」

策略，保障香港的食物安全。源頭管理工作包括規定某些

供港食用動物和食品只可以由經審核檢查的認可農場╱加

工廠種植或生產，以及須附有衞生證明書等。在食物供應

鏈的下游層面，食物監察計劃是保障食物安全的其中重要

一環。  
 
3.  食安中心一直透過食物監察計劃，按風險為本的原

則，從進口、批發及零售層面抽取食物（包括肉類和禽肉）

樣本，確保食物符合本港法例規定和適宜供人食用。撇除

有關日本進口食品樣本的輻射檢測 1，食安中心於 2016 年

共檢測了約 65 500 個食品樣本，整體合格率達 99.8%。   

                                                      
1 食安中心在 2016 年檢測約 73 700 個日本進口食品樣本，全部檢測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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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肉 類 和 禽 肉 方 面 ， 在 過 去 3 年 ， 食 安 中 心 共 抽 取

17 060 個樣本作檢測，當中只有 36 個樣本不合格 2。食安

中心已就該些不合格樣本作出跟進，包括公布有關檢測結

果，追蹤問題食物來源、分銷情況和抽取跟進樣本進行化

驗等。  
 

5 .  《食物安全條例》（第 612 章）就食物進口商和分銷

商的登記制度，以及有關食物商須妥為備存交易紀錄的規

定 3，提供了食物追蹤機制，讓食安中心在遇上食物事故時，

可更有效追蹤食物來源及迅速採取行動。食安中心人員每

年都會巡查食物進口商、分銷商及零售商，以查核他們遵

守《條例》的登記制度和備存交易紀錄的規定的情況。在

2016 年，食安中心人員巡察了 576 間處所，向沒有按《條

例》規定登記的食物進口商／分銷商提出 14 宗檢控。其中

13 宗個案已被定罪，罰款額由 500 元至 20,000 元不等，餘

下 1 宗則已排期等候裁判。  
 
 
巴西進口肉類品質問題事件的跟進工作  
 
6 .  巴西是本港冷藏及冰鮮肉類及禽肉的一個主要來源

地。根據現行香港與巴西當局就巴西冷藏及冰鮮肉類及禽

肉的入口協議，任何獲巴西當局批准出口至本港的肉類製

造廠房如向本港出口冷藏及冰鮮肉類及禽肉時須附上巴西

當局簽發的衞生證明書。  
 
7 .  本年 3 月，巴西若干肉類製造廠房的產品有品質問

題，以及當地有食品安全監管人員因涉及貪污或行為不當

的問題受到巴西當局調查。食安中心非常關注有關事件，

                                                      
2 在有關樣本中，除 29 個鮮肉樣本被驗出含防腐劑、6 個肉類及家禽製品的致病菌含

量超出標準，以及 1 個肉類製品含未有標示的甜味劑外，其餘樣本全部合格。 
 
3 《食物安全條例》規定任何人如在業務運作中在香港從某地方進口食物、獲取食物或

以批發方式供應食物，須就獲取食物及供應食物備存有關商號的交易紀錄，違反有

關規定屬刑事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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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因應事件的發展採取一系列跟進工作，包括於本年 3 月

21 日傍晚起暫時禁止所有巴西生產的冷藏及冰鮮肉類和禽

肉進口本港。其後，因應巴西當局提供的資料 4，以及考慮

到持續進行的巴西進口肉類和禽肉抽驗檢測結果全部合格，

食安中心由本年 3 月 28 日起調整禁止巴西冷藏及冰鮮肉類

和禽肉進口本港的措施，將範圍收窄至只限 21 間正受調查

的廠房。詳情見我們於今年 4 月 8 日向委員會提交的資料

文件 (立法會 CB(2)1135/16-17(01)  號文件 )。  
 

8 .  因應上述巴西肉類品質問題事件，食安中心加強抽

驗由巴西進口的肉類和禽肉作肉類腐壞及其他食物安全指

標檢測（如金屬雜質、獸藥殘餘、除害劑殘餘、山梨酸、

硝酸鹽和亞硝酸鹽）。自本年 3 月 21 日至 9 月 27 日為止，

食安中心在進口和零售層面共抽取 584 個樣本（包括雞腳、

豬腳及牲畜內臓產品），結果全部合格。  
 
9 .  此外，在上述事件後，食安中心已開展和巴西當局

商討完善巴西冷藏及冰鮮肉類和禽肉的進口安排，包括考

慮限制可出口產品到本港的巴西廠房的名單及數目，以加

強對巴西產品的進口管制。  
 
 
懷疑偽造巴西衞生證明書事件  
 
10 .  食安中心在本年 5 月接獲一名食物進口商投訴，指

今年較早前有一批從巴西進口的冷藏雞腳，懷疑其附有的

衞生證明書有可疑之處，遂通知巴西駐港領事館及食安中

心跟進。食安中心即時展開調查，並要求巴西當局確定該

衞生證明書的真偽。巴西當局於本年 8 月 30 日證實有關衞

                                                      
4 巴西當局於本年 3 月 28 日向食安中心進一步提供資料，表示巴西當局對其簽發國際

衞生證書的程序作出嚴格把關，以保障該制度的可信性，以及會繼續就該制度進行

恆常審核，確保其運作良好。巴西當局亦表示，當時除 21 間廠房受調查外，並無證

據顯示其他獲准出口到國際市場的廠房涉及任何違規事項，而該些廠房仍繼續獲其

他國家或地區，包括內地、歐盟、新加坡等，准許從巴西出口相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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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證明書屬偽造，而該批冷藏雞腳供寵物食用。食安中心

進一步調查時發現，由去年 10 月至本年 9 月 21 日，共有

10 批產品（包括上述投訴個案涉及的一批產品）5應供寵物

食用及由涉事衞生證明書所列的巴西出口商從巴西出口到

本港。食安中心亦已轉介餘下 9 批產品的衞生證明書予巴

西當局並要求確定衞生證明書的真偽，現正等待回覆。  
 
11 .  該 10 批產品的衞生證明書均於本年 3 月 21 日（即

食安中心宣布禁止巴西冷藏及冰鮮肉類和禽肉進口本港當

日）或之前簽發。根據有關進口商的資料，所有渉事產品

均沒有流出本港市面 6。  
 

12 .  另外，為審慎起見，食安中心在本年 9 月 21 日起暫

停懷疑涉事的巴西出口商及兩間巴西生產廠房 SIF2421 和

SIF2498 進口冷藏及冰鮮肉類和禽肉到本港。  
 

13 .  食安中心因應事件已即時加強查核所有巴西進口冷

藏肉類和禽肉的衞生證明書，並未再發現與產品有不符之

處的衞生證明書。與此同時，食安中心已就上述涉及多份

懷疑偽造進口冷藏肉類衞生證明書事件通報本港警方，並

與本港警方及巴西當局保持聯繫，繼續跟進事件及採取適

當的行動。  
 
14 .  正如上文第 9 段所述，在本年 3 月巴西肉類品質問

題事件後，食安中心已就加強對巴西產品的進口管制與巴

西當局進行商討。因應今次懷疑偽造巴西衞生證明書事件，

食安中心正進一步審視擬議的進口管制安排。中心除與巴

                                                      
5  當中 8 批屬冷藏雞腳、1 批屬牛內臓產品及 1 批屬豬內臓和豬腳產品。 
 
6 根據有關進口商的資料，有關產品已全部轉運往香港以外的地方。食安中心在本年 9

月 21 日公布有關事件時，已確定及公布 9 批產品沒有流出市面。至於餘下一批約 27
噸的冷藏雞腳，有關進口商當時只向食安中心表示該批產品已售予一買家，但未能

向中心提供該買家的資料。食安中心與本港主要零售商聯絡，當時亦未有發現該批

產品曾在本港市面出售。不過，為釋除公眾疑慮，食安中心建議市民處理冷藏肉類

和內臓，宜妥善清洗及徹底煮熟，以減低食物安全風險。該進口商其後向食安中心

提供的資料顯示，該批產品已轉運往香港以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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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當局商討，亦會適時就有關名單及數目與本地相關業界

溝通及聽取意見。  
 

15 .  總括而言，食安中心就懷疑偽造巴西衞生證明書事

件已採取多項有效的跟進行動，包括：  
(a)  就事件報警；  
(b )  成 功 追 查 到 所 有 10 批 產 品 沒 有 流 入 本 港 市

面；  
(c)  為審慎起見，暫停涉事的兩間巴西生產廠房以

及一個巴西出口商進口產品到本港；  
(d )  就事件要求巴西當局作出調查，包括確定有關

產品的衞生證明書的真偽；  
(e)  加 強 查 核 所 有 巴 西 進 口 相 關 冷 藏 肉 類 和 禽 肉

衞生證明書；  
( f )  繼續加強抽驗巴西進口的相關產品；以及  
(g )  與巴西當局商討進一步加強進口管制安排。  

 
 

總結  

 
16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  
2017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