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CRM 151/17-18(01)號文件 

參考便覽  

 

立法會議員與申訴專員舉行的會議  

2017 年 12 月 5 日  

 

I .  申訴專員公署的工作  
 

( i )  2016-2017 年度  
 

處理查詢及投訴  

 
 在 2016-2017 年度，公署接到共 11  564 宗查詢及 4  862
宗投訴，並完成處理 4  974 宗投訴。  
 
2 .  公署在過去三個年度及 2017-2018 年度首七月（即 4 月

至 10 月）內接到的查詢及投訴數字表列如下：  
 

 
  報告年度 1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4 至 10 月） 
(1) 查詢 12 940 12 159 11 564 7 241 

(2) 投訴     

 (a) 須處理的投訴個案 6 241 6 112 5 732 3 769 

 - 接到的投訴 5 339[428] 5 244[213] 4 862[74] 3 011[44] 
 - 由上年度轉入 902 868 870 758 

 (b) 已完成的投訴個案 5 373[472] 5 242[224] 4 974[74] 2 971[50] 

 已跟進並終結 3 025[203] 3 100[205] 2 907[40] 1 702[40] 

 - 經查訊後終結 2 2 573[78] 2 740[175] 2 556[16] 1 444[33] 
 - 經全面調查後終結 3 314[125] 226[30] 218[24] 110[14] 
 - 經調解後終結 4 138 134 133 148 
     經評審並終結 5 2 348[269] 2 142[19] 2 067[34] 1 269[3] 

 (c) 已完成的投訴個案百分比
=(b)/(a) 

86.1% 85.8% 86.8% 不適用 

 (d) 轉撥下年度 = (a) – (b) 868 870 758 不適用 

(3) 已完成及公布的主動調查數目 7 8 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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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自每年 4 月 1 日至翌年 3 月 31 日。  
註 2.  根據《申訴專員條例》第 11A 條跟進的一般性質的個案。  
註 3.  根據《申訴專員條例》第 12 條跟進的較複雜的個案，當中可能涉及嚴重

的行政失當、行政體制上的流弊等。  
註 4.  根據《申訴專員條例》第 11B 條跟進的個案，當中不涉及行政失當，或

只涉及輕微的行政失當。  
註 5.  受《申訴專員條例》所限不得調查或個案缺乏理據不予跟進並已終結。 
[  ]  表示屬於同類主題投訴個案的數目。  

 
 
3 .  根據投訴人所提出的指稱作統計，在 2016-2017年度引致

市民投訴的三大原因如下：  
 

  出錯、意見或決定錯誤（ 33 .8%）  
  監管不力（ 14 .3%）  
  延誤／沒有採取行動（ 12 .9%）  

 
這 三 個 最 常 見 的 原 因 與 2015-2016年 度 相 同 ， 排 行 次 序 也 一

樣。  
 
4 .  在已跟進並終結的 2  907宗投訴個案當中，查訊仍然是公

署最主要的處理投訴方式。經查訊後終結的個案佔 87 .9%，而

經全面調查及調解後終結的個案則分別佔 7.5%及 4 .6%。  
 
5 .  公 署 於 2014-2015年 度 以 調 解 方 式 處 理 的 投 訴 數 目 有 上

升趨勢，而調解個案數字在過去兩個年度亦大體上持續。在

2016-2017年度，每宗個案的平均處理時間由 2015-16年度的 19
天大幅減至 13 .4天，當中有 54 .9%的個案能在 10天內完成，而

88 .7%則在一個月內完成。根據收回的意見問卷統計，有 91 .7%
的投訴人及所有參與的機構都認為調解達到了他們預期的目

的；而 97 .2%的投訴人及所有參與的機構均對公署調解員的表

現感到滿意。  
 
6 .  以 全 面 調 查 方 式 終 結 的 218宗 投 訴 個 案 中 ， 有 85宗 （ 佔

39 .0%）的結論是「成立」、「部分成立」或「投訴不成立，但

機構另有缺失」。在以查訊方式終結的 2 556宗個案當中，有 452
宗（佔 17 .7%）是所涉機構有缺失或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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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調查  

 

7 .  申訴專員有權在沒有接到投訴的情況下展開主動調查。

這項權力使專員能夠從較宏觀的角度審研行政體制本身或普

遍性的流弊，而不只局限於處理個別投訴。在 2016-2017 年度，

公署完成並公布了下列 11 項主動調查：  
 

(1 )  政府的樹木管理制度及工作  
 
(2 )  政府對於般咸道四棵石牆樹的處理  

 
(3 )  海事處對海上事故調查報告所作建議的跟進機制  

 
(4 )  政府就公營骨灰龕供應不足的跟進  

 
(5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公眾泳池／泳灘因救生員不足而

須臨時關閉的問題  
 

(6 )  地政總署就非法佔用政府土地及違反地契條款的個

案之規範化制度  
 

(7 )  教育局對幼稚園收取報名費的監管  
 

(8 )  公共屋邨展示宣傳品的安排  
 

(9 )  政府對為行動困難人士提供「特別交通服務」的監

管  
 

(10)  教育局對提供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課程的機構之

監管  
 

(11)  房屋署對公屋租戶在單位內進行違規改動的跟進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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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8 .  在年度內，公署就改善公共行政的多個不同範疇提出共

254 項建議，其中有 177 項是因應個別投訴個案提出的，而

77 項則是於完成主動調查後提出。截至 2017 年 10 月，有 91 .7%
的建議，已獲所涉部門及機構接納並同意落實。  
 

服務承諾  

 
9 .  在服務承諾方面，不屬於公署職權範圍內或受條文所限

不得調查的投訴個案，當中有 97 .3%都能在 10 個工作天內終

結，超越了公署所承諾不少於 70%的目標，而在 15 個工作天

的目標時限內終結的個案為 99 .9%。在受理的個案中，有 87 .6%
能在三個月內終結，較服務承諾不少於 60%的目標為高。至

於未能在服務承諾訂明的六個月時限內完成的個案則 進一步

下降至 0 .2%，而超過時限的原因包括個案十分複雜、在調查

期間出現新的發展，又或者被投訴機構／部門延遲回覆公署

等。  

 

( i i )  2017-2018 年度首七個月（ 4 月至 10 月）  

 

處理查詢及投訴  

 

10 .  2017 年 4 月至 10 月期間，公署接到共 7  241 宗查詢及  
3  011 宗投訴。  
 

主動調查  

 

11 .  迄今公署已完成並公布了八項主動調查，另有 12 項仍在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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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並公布的主動調查  

 

(1 )  香港機場管理局簽發機場禁區通行證的機制  

 

(2 )  政府對工廠食堂的規管  

 

(3 )  食物環境衞生署發出「食物安全命令」後  公布商號

名單與否的決定準則  

 

(4 )  房屋署及水務署就公共屋邨公共地方和空置單位的

水費交收安排  

 

(5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採購和註銷圖書館資料的準則和

程序  

 

(6 )  地政總署對某違規村屋的管制行動  

 

(7 )  運輸署對長期被圍封及閒置道路的處理  

 

(8 )  食物環境衞生署對進口蔬果安全的監控制度  

 

 

12 .  公 署 預 計 可 於 2017-2018年 度 內 完 成 與 上 年 度 數 量 相 若

的主動調查。  

 

13 .  在程序上，公署在考慮是否需要展開主動調查時，許多

時先作初步查訊。為了提高我們在這方面工作的透明度，公

署會盡可能把合適的初步查訊提升為主動調查，以 便我們可

以行使法例賦予的法定權力，在完成主動調查後向公眾發表

調查結果。一如以往，公署會將所有主動調查報告上載公署

網頁，並挑選涉及廣泛公眾利益或 深受市民關注的主動調查

報告結果在新聞發布會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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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公開資料的投訴  

 

14 .  《申訴專員條例》賦權公署調查涉及《公開資料守則》

（「《守則》」）的事宜。鑑於《守則》只適用於政府部門

及部分已列明的公營機構，對於關乎其他公營機構拒絕向市

民提供資料的投訴，公署會參照《守則》所 秉持的原則，審

研有關機構在拒絕提供資料方面是否涉及行政失當。  

 

15 .  公署留意到近年接到涉及公開資料的投訴個案，不論是

投訴《守則》所涵蓋的政府部門或機構，還是《守則》涵蓋

範圍以外的公營機構，均有上升趨勢，而個案亦趨複雜。在

2017-2018年度首七個月公署已接到 57宗相關個案，預計全年

數字會超越 2016-2017年度的 85宗，正反映市民對索取資料權

利的認知日益提高。  

 

16 .   在公署於 2016-2017年度完成處理的公開資料個案當中，

超過四成（ 42 .4%）的調查發現被投訴的部門／機構有失當之

處。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在處理市民查閱資料要求上，委實

有改善的空間。  

 

17 .  提高透明度是實行良好管治的重要基礎。儘管公署獲法

例賦權，就涉嫌違反《守則》的投訴個案展開調查，以及指

出政府無理拒絕市民索取資料要求的情況，畢竟《守則》並

無法律約束力，公署不能強制違反《守則》的部門／機構改

正或施加懲罰。公署早於 2014年 3月完成有關香港的公開資料

制度的主動調查後，已建議政府考慮立法以訂明市民有索取

資料的權利。公署認為，政府應就資訊自由加快立法的步伐。  
 

提升公共行政質素  

 

18 .  公署的調查工作及建議，有助推動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

在多方面改善行政措施，提升公共行政質素，以及為市民提

供更優良的服務。以下列舉的兩個例子正反映公署工作的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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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在 2013年年報中，公署已鼓勵公職人員向遭受不公平對

待的投訴人道歉，並且促請政府就制定相關範疇的法例展開

研究及討論，以立法為道歉者提供保障。公署欣悉，立法會

已於 2017年 7月通過《道歉條例草案》，而《道歉條例》將於

2017年 12月 1日生效。  
 
20 .  另一個例子是政府對網絡媒體採訪的政策。政府新聞處

接納公署的建議，檢討了其「一律拒絕網媒進場採訪」的政

策，並於 2017年 9月推出新安排，容許合資格的純網上運作媒

體，進場採訪政府新聞發布會和傳媒活動，有關媒體亦 可申

請成為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登記用戶，收取政府發出的

新聞稿和採訪通知。  
 

公眾教育及宣傳  

 
21 .   公署十分重視宣揚公署的信念及職能，希望透過多種多

樣的宣傳策略及渠道，讓各界了解公署的工作。繼在 2016年
與香港電台聯合製作一輯共五集的電視短片《申訴五分鐘》

之後，公署再接再厲，在 2017年 4月推出《申訴 I I》，新一輯

共八集的電視劇，在本地電視台、社交網絡平台及公共交通

工具等不同媒體上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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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  答覆議員的提問  
 
1 .  有關環境衞生的事宜  

(將由周浩鼎議員提出 ) 
 

[ 現 時 政 府 的 外 判 清 潔 服 務 是 以 " 價 低 者 得 " 的 方 式 招

標，服務質素屢受批評。例如清潔服務承辦商長期人手

和設備不足，以致衞生黑點的環境衞生情況堪虞。此外，

食物環境衞生署沒有就衞生黑點訂定服務承諾，即使該

署 接 獲 投 訴 轉 介 ， 有 關 黑 點 的 衞 生 情 況 亦 一 直 沒 有 改

善。有鑒於此，申訴專員會否考慮就上述情況進行主動

調查？ ]  
 

(1 )  過去兩年，公署接獲有關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

的潔淨服務之投訴數目不多，投訴內容主要關於食環

署 或 其 潔 淨 服 務 承 辦 商 就 清 掃 街 道 及 收 集 垃 圾 方 面

的服務欠妥，影響環境衞生。  
 
(2 )  公署就相關投訴個案進行查訊或調查後發現，食環署

有既定機制監管潔淨服務承辦商的表現。就大部分個

案而言，食環署在接獲市民投訴後，均有採取適切的

跟進行動，包括：派員巡查及執法、要求承辦商即時

清掃街道及增加服務頻次。  
 
(3 )  然而，的確有個別個案顯示承辦商的表現未如理想，

反映食環署對承辦商的監管有不足之處，惟沒有證據

顯示問題跟食環署外判清潔服務的招標制度有關。在

公署介入調查後，食環署已向承辦商發出失責通知書，

責成承辦商改善。公署亦已敦促該署更嚴謹地監管承

辦 商 的 工 作 ； 如 其 表 現 繼 續 不 妥 ， 便 應 作 出 實 質 處

分。  
 
(4 )  公署備悉周議員的意見，並會一如既往，從社會時事、

投 訴 個 案 等 多 方 面 密 切 留 意 對 食 環 署 所 提 供 的 潔 淨

服務之情況，以及公眾的意見。如有需要，公署會考

慮就有關議題進行主動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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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有關樓宇滲水的事宜  
(將由柯創盛議員提出 ) 
 

[隨著樓宇老化，近年涉及樓宇滲水的投訴個案數目大幅

增加。現時涉及滲水的投訴是由食物環境衞生署和屋宇

署組成的聯合辦事處 ("聯辦處 " )負責處理，然而，聯辦處

處理個案的手法一直為市民所詬病。據聯辦處指出，倘

有關業主／佔用人合作，該處通常可於 90個工作天內完

成調查，並把結果通知投訴人，然而，不少個案的調查

時間普遍超過 3個月；倘投訴個案涉及需進入懷疑滲水的

單位蒐證，調查時間更會大幅延長。此外，聯辦處沿用

多年的色粉測試滲水源頭方法，一直被批評為擾民及低

成效。雖然聯辦處所委聘的顧問公司以試用形式，使用

新儀器和技術，以助追查複雜個案的滲水源頭，但有關

的新技術卻未獲廣泛應用。有鑒於此，申訴專員會否考

慮就聯辦處的工作成效進行主動調查？ ] 
 

(1 )  市民對於滲水投訴調查聯辦處在處理滲水投訴方面

的不滿，公署充分知悉。公署同意，聯辦處處理某

些滲水個案時間過長，有改善空間；而公署每次在

終結投訴個案時，均會向聯辦處指出須改善之處。

不過，公署亦須指出，由於聯辦處只能使用非破壞

性和逐一排除滲水源頭的方法去尋找和確定源頭，

有些個案難免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完成調查。  

 

(2 )  聯辦處曾向公署解釋，色水測試的結果，對涉嫌造

成滲水的人士來說，較難提出法律挑戰，故色水測

試在執法檢控角度而言是相對有效的工具。雖則如

此，公署早已留意到，在一些滲水個案中，聯辦處

經多次色水測試後仍無法找到滲水源頭，顯示重複

相同測試並無作用。遇到該些情況，公署會敦促聯

辦處，如環境許可，便改用紅外線和微波測試技術

嘗試尋找滲水源頭，冀能盡快解除受影響者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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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公署知悉，聯辦處所委聘的顧問快將完成使用新技

術的研究，稍後會向該處提交報告。公署期望該處

會更多使用新技術。  

 

(4 )  就市民對聯辦處工作的各種不滿，公署已透過處理

他們的投訴，有了清楚的掌握，並不時會作出適切

的建議。因此，公署暫無計劃另行展開主動調查。  

 
 
3 .  有關租用議員辦事處的事宜  

(將由何俊賢議員提出 )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房 委 會 ")在 公 共 屋 邨 提 供 議 員 辦 事

處，旨在方便立法會議員和區議會議員與居民溝通，以

及提供所需的服務。然而，根據房委會現時處理租用議

員辦事處的申請程序，所屬選區的民選區議會議員為第

一優先組別獲優先編配議員辦事處，而經功能界別選舉

產生的立法會議員的輪候次序則屬最後組別，以致經功

能界別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議員往往難以在公共屋邨獲分

配議員辦事處，而需透過聯名共同承租形式方可獲得分

配。經功能界別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議員和民選區議會議

員雖然同樣需要在地區與居民溝通，然而，房委會的上

述分配方法沒有公平對待所有申請者，有 "厚此薄彼，處

事不公 "之嫌。為此，申訴專員會否考慮就有關事宜進行

主動調查？ ]  
 
(1 )  公署知悉，現時房屋署接受區議員及立法會議員以

個人或聯名方式，申請租用房屋署轄下屋邨非住宅

單位作議員辦事處，並按以下優先次序分配：  

  第一組別：所屬區議會選區的民選區議員；  

  第二組別：所屬區議會的其他區議員；  

  第 三 組 別 ： 所 屬 立 法 會 地 方 選 區 的 立 法 會 議

員；及  

  第四組別：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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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公署認同，無論經功能界別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議員

或是民選區議會議員同樣重視與市民溝通。然而，

由於資源所限，房屋署訂定優先次序編配公共屋邨

內合適的單位作為議員辦事處，做法無可厚非。  

 

(3 )  根據公署向房屋署了解，房屋署把相關屋邨所屬的

區議會的區議員界定為第一和第二優先組別，是考

慮到這兩個組別的區議員（特別是所屬選區的民選

區議員），他們的首要服務對象是當區的居民。立法

會地方選區的民選議員，由於是由所屬選區的選民

選出，他們的首要服務對象也是所屬選區的居民；

然而，由於立法會的選區一般比區議會選區大，故

立法會民選議員能選擇作為議員辦事處的地區範圍

亦會較大。至於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員，他們是由全

港相關功能界別的選民選出，服務對象可說遍蓋全

港 ， 故 他 們 可 從 更 多 的 區 份 和 地 方 選 擇 議 員 辦 事

處，因此在申請租用房屋署議員辦事處的優先次序

不如其他組別高。不過目前房屋署容許議員聯名共

同承租辦事處，亦可滿足到部份議員在屋邨尋找合

適地方開設辦事處的殷切需求。  

 

(4 )  另外，根據房屋署提供的資料，目前有 6 名屬第四

組別的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員在該署轄下屋邨租用合

共 13 個議員辦事處；當中 2 名議員獨立租用議員辦

事處，另外 4 名則與其他議員聯名共同承租。該署

表示，截至 2017 年 10 月，該署轄下屋邨尚有 18
個可作議員辦事處的空置單位可供申請租用，遍佈

港九新界地區。如議員欲了解有關空置單位的位置

或申請租用該署的議員辦事處，可向房屋署查詢。  

 

(5 )  基於上述，公署現階段不擬就有關議題進行主動調

查。然而，若任何議員發覺房屋署在租出議員辦事

處方面有行政失當，請隨時與公署聯絡，公署定會

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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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有關中藥材安全檢測標準及品質監管制度的事宜  
(將由黃碧雲議員提出 ) 
 
[鑒於本港的中藥材安全檢測標準似乎過於寬鬆，中藥材

的品質監管制度或存在漏洞，以致早前有出售的中藥材

被驗出含有殘留農藥、重金屬及二氧化硫，會嚴重影響

市民的健康。有鑒於此，申訴專員會否考慮就上述情況

進行主動調查？ ]  
 
(1 )  公署留意到，有團體抽樣化驗發現市面常見的中藥材

當中所含農藥、重金屬及二氧化硫超標。據本署了解，

該些藥材部分屬《中醫藥條例》附表 1  及 2  內的受

規管藥材，亦有部分化驗的食材，例如枸杞子、菊花、

金銀花，並不在《中醫藥條例》附表 1  及 2 的中藥材

名單中，故不受該條例規管。就這些食材，當局會按

《公眾衞生及巿政條例》的規定，作一般食品規管。 

 

(2 )  就中藥材的規管是否足夠，公署已初步向食物及衞生

局了解，得悉政府有既定機制，按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所訂標準，抽驗中藥材中的農藥及重金屬的含量有否

超標。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現時有就中藥材中所含農藥

和重金屬的含量限度訂下標準，至於二氧化硫的含量

限度標準，則尚在審研中。公署會向政府當局索取進

一步資料，包括政府如何規管不在《中醫藥條例》附

表 1  及 2 的中藥材名單中的食材，以決定是否就此課

題展開主動調查。  

 

 

5 .  有關發展局擬採用 "組裝合成 "建築法的事宜  
(將由黃碧雲議員提出 ) 

 

[發 展 局 表 示 正 考 慮 在 公 營 建 築 項 目 試 行 "組 裝 合 成 "建
築法，即 "透過採用 '先裝後嵌 '的概念，以製造業生產的

模式，在預制場先行完成人手密集的傳統工序，然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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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完 成 預 製 預 裝 的 樓 房 單 位 運 送 至 工 地 裝 嵌 " 的 建 築

法。鑒於大部分的預制組件或在內地或其他國家生產並

輸入本港，而政府當局目前欠缺完善的監察機制，以確

保該等組件內的水喉及其他供水部件能符合水務署訂明

的要求，可能會危害市民的健康，申訴專員會否考慮就

上述情況進行主動調查，以免該等預製組件內的部件 (如
潔具和水喉等 )影響食水安全？ ]  
 
(1 )  公署留意到，在今年十月公布的《施政報告》中，政

府提出推動和領導建造業界推行「組裝合成」建築法。

據本署了解，發展局會就「組裝合成」建築法的技術

和所涉問題作出跟進和研究，並會在有需要時聯絡相

關政策局／部門作商討。另一方面，屋宇署正就「組

裝合成」建築法草擬作業備考，當中包括結構及消防

安全、品質監管等範疇。  

 

(2 )  由於「組裝合成」建築法現時仍在籌劃和研究階段，

當 中 涉 及 的 樓 宇 安 全 以 及 食 水 安 全 問 題 仍 有 待 探 討

和處理，故公署認為現階段應給予時間讓政府制定這

項新措施的具體運作方案。議員如關注這事宜的最新

發展和食水安全監察機制，可向發展局查詢和反映意

見。倘若日後議員發現政府在處理此事上可能涉及行

政失當，可向公署提供相關資料，以便公署考慮是否

就此課題展開主動調查。  

 

 

6 .  有關在囚人士受到性騷擾的事宜  
(將由黃碧雲議員提出 ) 
 

[鑒 於 懲 教 署 遲 遲 仍 未 制 訂 預 防 及 處 理 在 囚 人 士 避 免 受

到性騷擾的政策，亦沒有訂定處理有關投訴的機制，以

致在囚人士的權益未獲全面保障，申訴專員會否考慮就

懲教署有否盡力營造在性方面不具敵意環境的有關事宜

進行主動調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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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公署近年並沒有接獲在囚人士投訴在懲教署的院所

服刑時遭受性騷擾。公署會聯絡懲教署，以探討議

員關注的問題。若議員有資料顯示在囚人士於服刑

時遭受性騷擾，公署亦歡迎議員提供證據。在審研

所有資料後，若認為有需要，公署會考慮進行主動

調查。  

 

 

7 .  有關監管進口食品的事宜  
(將由黃碧雲議員提出 ) 
 

[供港大閘蟹曾出現二噁英超標事件，顯示政府當局沒有

就食物內二噁英含量立法規定上限，亦沒有與內地保持

良好溝通，建立共識，以致兩地採取不同的監管標準，

兼且巴西進口的食品出現虛假衞生證書問題，亦顯示本

港的食品安全監管機制或有欠妥善，未能保障市民的健

康。有鑒於此，申訴專員會否考慮就有關事宜進行主動

調查？ ]  
 
(1 )  就食品安全的議題，公署剛於 2017 年 11 月 13 日公

布一項題為「食物環境衞生署對進口蔬果安全的監

控制度」的主動調查報告，就該署對蔬果的抽檢及

有關法例標準方面提出了八項改善建議。  

 

(2 )  有關巴西進口食物出現虛假衞生證明書的事件，本

署留意到，食物環境衞生署的食物安全中心（「食安

中心」）自 2017 年 9 月接獲某食物進口商投訴來自

巴西的雞腳附有虛假衞生證明書後，已立即暫停該

批衞生證明書所涉及的出口商及兩間巴西生產廠房

進口產品到香港。公署亦從食安中心得知，無論進

口食物附有衞生證明書與否，食安中心都會按既定

機制作出抽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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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因應上述問題及今年 3 月發生的巴西食品公司售賣

腐壞及懷疑致癌肉類事件，食安中心已開展和巴西

當局商討，完善巴西冷藏肉類和禽肉的進口安排，

包括考慮限制出口產品到本港的巴西廠房名單及數

目，並進一步審視擬議的進口管制安排。資料顯示，

食 安 中 心 建 議 限 制 巴 西 進 口 香 港 廠 商 數 目 減 至 80
間。應食安中心的邀請，業界已在 11 月中旬或之前

就建議提出意見。食安中心會分析相關意見，以便

在加強保障食物安全及便利業界營商中取得平衡。  

 
(4 )  至於大閘蟹二噁英超標的事件，食安中心近月已開

始抽檢本季度進口的大閘蟹，如發現樣本不合格，

會與進口商跟進。 11 月中，食安中心指，已獲悉內

地有關部門準備把二噁英列為其中一種須要在出口

前檢測的化學物質，兩地專家將就二噁英檢測標準

和方法作詳細技術研究。此外，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表示，食安中心未來一年會全面檢視大閘蟹檢測標

準，考慮是否立法規管。  

 

(5 )  食安中心已着手檢視上述兩項問題，公署會繼續密

切留意事態發展，暫時無需展開主動調查。  

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