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年 10 月 22 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8 至 19 年《施政報告》  
食物及衞生局的政策措施  

 
理念  
 

食物及衞生局（食衞局）食物科方面致力制定、

統籌及實施有關漁農、食物安全、禽畜公共衞生及環境

衞生的政策，促進公眾健康和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為

香港建設健康的社羣。  
 
 
新措施  
 
環境衞生  

 
2. 政府決心提升香港的市容，將多管齊下加強環境衞生

和清潔。除了增撥資源，我們會探討利用更多創新科技以進

行機械化及自動化清潔，並加強公眾教育和執法。 
 
3. 保持環境衞生亦是應對蟲鼠問題的治本之道，有關工

作要持之以恆，而且有賴每一位市民的支持和合作。至於政

府內部，跨部門合作對防治蟲鼠工作亦十分重要，食衛局轄

下防蚊患督導委員會已於今年7月重組升格為防治蟲鼠督

導委員會。除防治蚊患外，督導委員會亦會處理其他防治害

蟲工作，加強跨部門的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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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會積極研究改善現時的蚊

患及鼠患監察機制，引入適用科技。為了提升白紋伊蚊誘蚊

產卵器指數的預警功能，食環署已改善指數的公布安排，加

快更新密度，並由今年9月起公布各區的分區白紋伊蚊誘蚊

產卵器的階段性指數，讓市民及早掌握蚊患的最新情況。食

環署亦會繼續公布每個月全港各分區的誘蚊產卵器指數，

令市民更全面了解整個月的蚊患情況，並適時採取相應的

防蚊滅蚊措施。在滅鼠工作方面，政府會繼續致力加強全港

滅鼠防鼠工作，並進一步加強跨部門協作，在出現鼠患地點

採取針對性的滅鼠行動。鑑於食環署的目標小區滅鼠行動

取得成效，該署會持續在各區推行有關行動，並提供技術支

援予其他部門。 
 
5. 在引入技術提供市政服務方面，食環署亦會繼續在不

同地點試行機械化及自動化清潔技術及設備，包括引入高

速清洗盤、小型機動掃街車、吹葉機及太陽能廢物壓縮箱。

食環署亦會積極研究引進合適設備和管理模式，進一步改

善公廁的衞生情況，提升服務效率和質素，包括為23間位於

旅遊景點附近公廁進行翻新工程，增強通風、除臭及保持整

潔。此外，網絡攝錄機試驗計劃亦會於今年推展至全港18
區。 
 
公眾街巿 
 
6. 政府已完成新公眾街市的選址研究，並建議在天水圍

港鐵站對出的天福路路段騰出地方興建全新設計的街市；

東涌市中心的公眾街市則會設於東涌港鐵站毗鄰的第6區
商業大廈低層，我們即將就上述選址及街市設計諮詢地區

意見，並進一步探討新街市的營辦模式。我們也正在將軍澳

及古洞北新發展區物色興建公眾街巿的地點，讓巿民購買

新鮮糧食時有更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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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至於現有的公眾街市，大部份在數十年前興建，當中

不少座落於優越的地理位置，政府會全面審視這些街市所

在地點的使用情況和發展潛力，以制定合適的發展計劃，達

到地盡其用、惠及市民、推動地區發展的政策目標。具體來

說，一些使用率欠佳的公眾街市，我們會研究改變用途或拆

卸重建，以騰出空間提供社會急需的社區設施。  
 
8. 此外，今年財政預算案已預留20億元推行街市現代化

計劃，有關工作已經開展，首個項目為全面翻新香港仔街

市，以期為日後在其他街市推行計劃立下楷模。公眾街市現

代化不僅局限於安裝冷氣，我們會按情況進行全面翻新、原

址重建或重置，為市民提供更完善的市政設施和服務。 
 
促進動物福利 
 
9. 政府十分重視推廣和保障動物福利。我們正就修訂與

動物福利相關法例擬備主要方向和初步建議，並計劃在明

年初諮詢公眾，當中包括研究提高針對殘酷對待動物的罰

則和引入對照顧動物人士施加謹慎照顧動物的責任。 
 
10. 此外，政府就修訂《道路交通條例》（第374章）有關

司機在遇有涉及傷害動物的交通意外時須停車的責任，於

今年9月底完成了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大部分的意見均

支持政府的建議，而對所涵蓋的動物有不同意見。我們正考

慮所接獲的意見，計劃在明年第一季向立法會提交有關的

修訂建議。 
 
可持續漁業發展 
 
11. 政府致力推動漁業可持續發展。為魚類養殖業提供發

展空間及協助漁民轉型，我們計劃設立新的海魚養殖區及

同時恢復簽發新的海魚養殖牌照。我們會在充分諮詢持份

者的意見及完成法定的環境影響評估後，才會落實新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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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選址。我們亦會加強管理，確保充分利用現有養殖區的

產能。 
 
12. 政府在2014年成立了為數五億元的「漁業持續發展基

金」，協助漁民採用可持續而高增值的運作模式。基金至今

已批出十個項目，涉及超過5 000萬元，資助優化養殖以及

漁業相關的生態旅遊項目。我們會繼續鼓勵業界利用基金，

以提高整個行業的競爭力。 
 
活家禽業 
 
13. 政府一直支持本地禽畜業提升農場內防控禽畜感染

疾病的措施，以保障公眾衞生。在考慮禽畜業界的意見後，

政府正跟進修訂《公眾衞生（動物及禽鳥）（禽畜飼養的發

牌）規例》（第139L章）的工作，以便利養雞場的搬遷，改

善其生物保安措施，從而加強防控禽流感。 
 
 
持續推行的措施 
 
殯葬政策 
 
14. 政府決心實行三管齊下的殯葬政策，以應對市民對處

理骨灰的設施和服務的長遠需要，即增加公眾龕位供應、規

管私營骨灰安置所，以及推廣綠色殯葬。 
 
15. 為增加公眾骨灰安置所的供應，政府繼續推動以

地區為本的骨灰安置所發展計劃 1，其中14個項目正在不

同的發展和設計階段，合共可提供約59萬個新龕位（約

為規劃的新龕位總數的三分之二）。從今年年底至明年，

灣仔黃泥涌道、屯門曾咀和北區和合石的骨灰安置所項

                                           
1  在該計劃下，政府共物色了 23 幅選址（已扣除了改為作重置富山公眾殮房的沙田富山選   
 址），可發展公眾骨灰安置所。如所有選址能全面落實，可提供約 90 萬公眾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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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將相繼落成（共約20萬5 000個龕位），其中約2萬1 000
個新公眾龕位預計可於今年年底或明年年初進行編配，

舒緩龕位需求。政府會繼續物色適合興建公眾骨灰安置

所的土地，並會就其他骨灰安置所發展計劃諮詢區議會

和尋求立法會撥款。長遠而言，為更持續地運用土地資

源，我們會就新編配的公眾龕位訂立可續期安排，其收

費建議的修訂附屬法例將於短期内提交立法會審議。  
 
16. 在規管私營骨灰安置所方面，私營骨灰安置所發

牌委員會正從速處理 140多間私營骨灰安置所遞交的超

過300份指明文書申請 2。同時，私營骨灰安置所事務辦

事處也採取嚴厲執法行動，打擊違例經營的骨灰安置所。

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第630章）

的實施情況，以期探討如何完善有關規管制度。  
 

17. 綠色殯葬是一種環保、可持續和簡約的骨灰處理

方法，我們會繼續積極鼓勵市民採用綠色殯葬（例如在

紀念花園或海上撒灰）。去年，綠色殯葬宗數 3超過6 500
宗，佔全港死亡總人數約14.3%。今年1月至7月期間，亦

有近 4 200 宗 綠色殯葬宗 數 3 ，佔全港死 亡總人數約

14.5%，可見綠色殯葬日漸普及。來年，我們會加強推廣

綠色殯葬，包括增加紀念花園和設立綠色殯葬中央登記

冊，並與社會各界合作推動綠色殯葬。  
 
新農業政策 
 
18. 我們會貫徹落實「新農業政策」下的主要措施，包

括在新界古洞南設立農業園，農業園的工程顧問正就相

關基建配套進行詳細設計及實地勘測工作。此外，政府

已審視農業園工程所收到的意見，並回覆所有單位 /團
體。立法會於今年10月5日舉行了特別會議，聽取公眾就

                                           
2  指明文書為牌照、豁免書及暫免法律責任書。 
3  包括食環署和私營墳場處理綠色殯葬的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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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園第一期的意見。我們預計於明年向立法會提交第

一期工程的撥款申請。  
 
19. 政府在2016年推出為數五億元的「農業持續發展

基金」，為本地農業現代化和可持續發展提供財政支援。

基金已批出7宗申請，涉及約8 000萬元，資助推廣有機

耕作及改善禽畜的健康及生產。此外，為協助農戶提升

生產力和營運效率，基金下的「農場改善計劃」資助合

資格農戶購置機械化的工具及物料，至今已批出約580萬
元的資助額。  
 
20. 此外，為配合農業園的發展以及回應有關更有效

保護及善用現有農地的訴求，食衞局與發展局已委託顧

問進行研究，物色面積相對較大的優質農地作為農業優

先區，並探討適當的政策和措施以提供誘因，鼓勵業權

人把休耕農地於中、長期內作農業用途。由於研究的範

圍達數千公頃，預計需時數年完成。  
 
競賽馬匹檢驗中心及運輸樞紐 
 
21. 香港賽馬會與內地有關當局在廣東省合作發展的

「從化馬場」已於今年8月底正式啟用，並將成為香港競

賽馬匹的重要訓練基地。我們會繼續加強漁農自然護理

署轄下獸醫化驗所對馬屬疾病的檢測服務，以及與內地

合作確保「從化馬屬動物無疫區」運作暢順，從而促進

香港發展成為國際賽事的馬匹檢驗中心及運輸樞紐。  
 
有關漁農業的抗菌素耐藥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22. 因應去年7月公布的《香港抗菌素耐藥性策略及行

動計劃》，政府已委聘顧問開展研究，以制訂適用於本地

禽畜農場及魚類養殖場的抗菌素耐藥性監測計劃。研究

預計會於明年第一季完成，所建議的監測計劃會經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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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素耐藥性專家委員會後敲定，並盡快落實推行。此

外，準備推行「只供獸醫處方藥物供應」政策，政府已

邀請本地大學和香港獸醫學會支援，為食用動物農場提

供獸醫服務。「農業持續發展基金」和「漁業持續發展基

金」亦會為開展獸醫服務的先導計劃提供資助。  
 
選舉獸醫業界人士出任獸醫管理局成員 
 
23. 爲了落實有關獸醫註冊的修訂條例，我們正就有

關選舉獸醫業界人士出任管理局成員的安排草擬附屬法

例。我們預計可於明年第一季提交立法會審議，讓管理

局可適時開展選舉獸醫出任成員的準備工作。  
 
提升對食物的風險分析及溯源能力 
 
24. 食環署食物安全中心正全面提升和整合其資訊科

技系統，以提升對進口食物的數據收集、分析、風險評

估及溯源能力，以及與「貿易單一窗口」銜接。  
 
適時更新本地的食物安全標準和監管安排 
 
25. 我們一直密切留意國際間就保障食物安全方面的

發展及措施，並適時更新本地的食物安全標準和監管安

排。我們正檢討《食物內有害物質規例》(第132AF章 )，
並計劃於2019年就有關加強規管的建議進行公眾諮詢。  
 
擴充政府化驗所的食物安全檢測 
 
26. 政府化驗所的實驗室空間已不敷應用，政府化驗

所已物色合適的用地，興建足夠容納包括食物安全檢測

所的政府化驗所綜合大樓，並正諮詢相關區議會。  
 

http://m.fehd.gov.hk/tc_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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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少鹽少糖飲食 
 
27. 我們會繼續與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緊密合

作，推廣低鹽低糖飲食文化。我們會繼續積極推廣預先

包裝食物鹽糖標籤計劃、進一步推動業界改良食品配方，

以及加強宣傳。我們會努力達至《邁向2025︰香港非傳

染病防控策略及行動計劃》中提出有關減鹽減糖的目標

–即在 2025年或之前，人均每天鹽／鈉攝入量相對減少

30%、制止糖尿病及肥胖問題上升，以及遏止市民高血

壓患病率上升。  
 
檢討配方粉出口管制措施 
 
28. 我們於今年年初對俗稱「限奶令」的配方粉出口管

制措施開展全面和深入的檢討，目前檢討仍在進行中，

我們會盡快完成有關工作並公布檢討結果。  
 
徵詢意見 
 
29.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並提供意見。 
 
 
食物及衞生局 
2018 年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