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7 月 9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食物安全中心提升資訊科技系統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會滙報有關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食物

安全中心 (食安中心 )  提升資訊科技系統的工作。  

背景

2. 食安中心現有的 16 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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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組織和結構各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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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障礙。食安中心於 2017 年底開始著手籌備全面提升其資訊科

技系統，並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 2017 年 11 月批准開設一個為

期七年的高級首席行政主任編外職位，掌管該中心新成立的機構

及系統管理科，全面檢視該中心的作業流程，重整資訊科技系統

以提高效能，以及透過資訊科技改善運作模式，支援前線同事的

工作，並強化食安中心在食物進口管制及監察、處理食物安全事

故以及溯源的能力。

整體方向

3. 食安中心正開發及設立五個主要的資訊科技系統，分别

是食物貿易商入門網站、食物進出口管制系統、食物安全事故管

理系統、食物監測系統，以及食物分類及編碼系統。食安中心預

計由 2019 年底開始按優次陸續推出上述資訊科技系統，並於

2024 年或之前相繼完成各項系統，具體內容及推展時間表見 附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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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開發上述資訊科技系統時，食安中心會特別留意各系

統數據組織和結構的設計，尤其在存取、運用和整合方面，以配

合食物安全管制工作，並會審視各個資訊科技系統的相互銜接，

確保數據可相互轉移，有系統地整合成一個便利管理、檢索及分

析的中央數據庫，以支援風險評估及風險為本的巡查和監測工

作。  
 
預期效益  
 
5. 改善後的資訊科技系統有助食安中心收集和備存進口

商、分銷商以及進口食品等資料，簡化業界註册登記和申報進口

食物的程序和手續，亦加強食安中心與進口商及分銷商的訊息交

流。訊息電子化有助食安中心減省處理文書和數據的工作，讓資

源可投放於更具效益的工作上，亦可有效加強進口食物資料的準

確性。各個資訊科技系統收集的數據，令食安中心有更强的科學

基礎以及更有效地按風險為本原則選取食物樣本。在食物安全事

故發生時，完備準確的進出口食物資料有助加强食安中心迅速追

溯問題食品源頭的能力，盡早向進口商及分銷商提供清晰指引，

更有效率地追踪、堵截及回收有關食物和部署跟進工作等。  
 
徵詢意見  
 
6.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  
201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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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中心資訊科技系統改善工作的具體內容及時間表  
 

資訊科技系統  推行時間表  
1. 食物貿易商入門網站（入門網站） 
 

這新設立的入門網站，設有桌面

版及手機應用程式，將會是食安

中心與食物商的一站式電子溝通

平台。食物商透過入門網站以電

子方式登記成為食物進口商或食

物分銷商、申請食物進口許可證

和進口書面准許，以及在食物批

次抵港時作出申報。食安中心透

過入門網站在食物批次進口的不

同階段，以電子方式向進口商收

集和發放資料。  
 

 

食 安 中 心 預 計 入 門 網 站 在

2019 年年底分階段啟用，與現

有的食物進口管制系統銜接，

初期會以電子方式先行處理

野味、肉類及家禽的進口書面

准許和進口許可證申請，業界

屆時仍可選擇是否以電子方

式提交上述申請。  
 
食安中心會及早向有關進口

商介紹入門網站、為他們提供

培訓課程和試用機會，讓他們

了解和熟習該入門網站的運

作。  
  
食安中心的最終目標是以電

子方式處理食物商的各項申

請及向進口商收集和發放所

有資料。  
 

2. 食物進出口管制系統  
 

這資訊科技系統將取代現有的食

物進口管制系統，以支援食物進

口管制和簽發進出口相關的證明

文件。  
 
新系統會支援食物進口管制各項

工作流程（包括批出進口書面准

許和進口許可證、記錄文件檢查、

實物檢查及食物批次抵港詳情、

發出放行信或其他通知等），以及

具備自動化和電腦化的覆核和驗

證功能（例如覆核進口許可證申

請所申報的屠宰工廠或加工廠狀

食安中心將分階段建立該系

統，預計在 2019 年第三季完

成可行性研究，在 2021 年第

一季完成第一期系統，隨後再

推展下一階段系統開發工程。 
 
 
 

附件  



2 

資訊科技系統  推行時間表  
況；將隨進口許可證申請遞交的

資料，與電子衞生證明書、進口禁

令 、 食 物 警 報 等 資 料 作 比 照 核

對）。  
 
食安中心亦會積極探索政府與政

府之間（G2G）直接收發電子衞生

證書認證的安排，以減省業界提

交進口申請時所需填寫的資料，

確保食物批次進口時申報的資料

與衞生證明書上的資料相符。  
 

3. 食物安全事故管理系統  
 
這新系統將協助食安中心更有效

地記錄和追查各有關組別就食物

安全事故所採取的行動，加強監

察跟進行動包括食物回收等的進

展。系統亦設有風險評估資料和

相關參考資料的知識庫，可有效

和準確地檢索過往的記錄，方便

食安中心日後在遇到同類食物安

全事故時作為參考。  
 

食安中心將分階段建立食物

安全事故管理系統，預計在

2020 年底完成第一期的開發

工作，隨後再推展下一階段開

發工程。  
 
    

4. 食物監測系統  
 
透過更新現有的食物監測系統，

為 食 物 監 測 工 作 提 供 更 有 效 支

援。  
 
新系統將設立零售店舖數據庫，

協助食安中心以科學方式選取和

收集食物樣本，並與食物進出口

管制系統銜接，支援進口層面的

食物監測工作。  
 
 

食安中心將分階段優化及更

新現有的食物監測系統，預計

在 2020 年底逐步推岀優化功

能，並在 2022 年中完成更新

現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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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系統  推行時間表  
5. 食物分類及編碼系統  

 
這是一套統一的食物分類及編碼

系統，旨在為不同食物訂定編碼，

方便記錄、檢索及分析食物數據。

系統將設有搜尋工具，方便業界

及食安中心人員搜尋正確的食物

編碼。  
 

食安中心預計在 2020 年底完

成該套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