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配方粉出口管制檢討結果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滙報食物及衞生局（食衞局）就配方粉

出口管制（俗稱「限奶令」）檢討結果。  

 
 
「限奶令」  

 
2. 2013 年初，大量水貨活動對本港配方粉供應造成極大

影響，個別品牌產品嚴重缺貨，政府為了穩定配方粉供應，

於 2013 年 3 月 1 日實施「限奶令」，規定除非獲工業貿易署

署長發出許可證，否則任何人禁止從香港輸出供 36 個月以

下嬰幼兒食用的配方粉。考慮到自用需要，每名 16 歲或以上

人士在每 24 小時計首次離開本港時，可攜帶淨重不超過

1.8 公斤（相等於約兩罐）的配方粉。  

 
3. 透過出口許可證制度，「限奶令」保障業界在有秩序

的進出口安排以及不影響本地供應下，如常進行配方粉轉口

商貿活動，以服務非本地市場。對於每名 16 歲或以上人士每

次離境可攜帶配方粉的數量設定上限，可以規範零售層面的

水貨活動，避免本地零售點存貨被外來需求大量吸納的情

況。實施「限奶令」既不影響配方粉的正常轉口貿易，也保

障本港父母能夠在合理時間內便捷地購得他們所選的配方

粉，毋須擔心價格不尋常波動或突然出現供應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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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限奶令」  

 
4. 自「限奶令」實施以來，食衞局一直透過多方面數據

（例如配方粉貿易、違反「限奶令」被定罪的個案數字）及

委託顧問公司進行市場調查，監察「限奶令」以及配方粉供

應鏈的運作。食衞局於 2018 年初對「限奶令」展開全面和深

入的檢討，包括進行更廣泛的市場調查，以收集更齊全的資

料，市場調查詳情見附件一。檢討過程中，我們聽取了立法

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配方粉供應鏈委員會  1、

對檢討表達關注的區議會以及社會上不同持份者的意見。  

 
 
檢討結果  

 
5. 食衞局經分析市場情況，並充分考慮持份者的意見，

已完成是次檢討，決定現階段維持「限奶令」現狀。  

 
 
維持「限奶令」現狀的原因  

 
6. 非本地人士對本港市場的配方粉潛在需求仍然龐大，

過去六年，「限奶令」有效遏止非本地需求消耗本地零售層

面大部份存貨的情況，令配方粉供應鏈可以正常運作。即使

業界努力提升配方粉供應鏈的效率，並為本港父母提供「安

全網」，現階段一旦撤銷或放寬「限奶令」，配方粉供應鏈

將難以應付龐大的非本地潛在需求，亦難以令本港父母安

心，不能排除重演 2013 年制訂「限奶令」前困擾全港家長的

奶粉短缺問題。基於上述原因，我們決定現階段維持「限奶

令」現狀，不作任何改變。  

 
 
 

                                                       
1 食衞局在 2013 年 7 月成立了配方粉供應鏈委員會，向食衞局建議配方粉供應

鏈改善措施，委員會成員來自主要配方粉供應商及零售商、家長，以及物流界、

學術界和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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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地需求仍然強勁  

 
7. 自「限奶令」實施以來，在 2014 至 2018 年間，配方

粉進口本港的總貨量每年平均為 5 600 萬公斤。同一時期，

香港人口中約有 22 萬名 36 個月以下的嬰幼兒，以每名嬰幼

兒平均每月消耗不多於 6 罐配方粉計算，本港嬰幼兒每年配

方粉總消耗量 多約 1 600 萬公斤，餘下約 4 000 萬公斤的

配方粉（即總入口量的 70%），主要是經一般商貿活動轉口

往香港境外，或在本港出售但經水貨活動出口，以及出售予

訪港旅客。事實上，「限奶令」實施後，經一般商貿活動從

香港轉口的配方粉貨量較「限奶令」實施前明顯增加，有關

情況見附件二。  

 
8. 與此同時，因違反「限奶令」被定罪的個案自 2016 年

起維持在每年約 3 800 宗，未見下跌趨勢，顯示配方粉水貨

活動持續，有關統計數據詳見附件三。  

 
9. 內地一直是本港的配方粉 大出口市場及水貨活動

的主要目的地，近年內地訪港旅客數目持續上升，我們預計

內地對本港市場上的配方粉潛在需求仍然強勁。  

 
「限奶令」有助配方粉供應鏈有效運作  

 
10. 除了實施「限奶令」外，政府與配方粉業界以及零售

業界共同商討並實施了多項改善配方粉供應鏈措施（詳見附

件四），有助配方粉供應鏈有效運作。  

 
配方粉市場調查  

 
11. 我們就是次「限奶令」檢討，於 2018 年全年進行了六

輪市場調查，遍及全港 18 區有售賣配方粉的藥房和連鎖店，

以了解過去一年本港父母能否在合理時間內便捷地購得比

較暢銷的配方粉。調查結果顯示，全港各區（包括 2013 年「限

奶令」實施前零售點出現嚴重缺貨的地區），調查員有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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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能夠在隨機抽選的指定零售點即時購買到指定的配方

粉，即使未能即時在這些零售點購買到指定的配方粉，同日

只需步行約五分鐘到附近一至兩間零售點，一般都能購得相

同配方粉。  

 
12. 另外，我們進行的本地父母消費模式調查結果顯示，

過去一年他們普遍習慣剩餘少於一罐配方粉才補購一至兩

罐配方粉，顯示現時本港父母有信心在合理時間內可以便捷

地在零售點購買到他們所選的配方粉。  

 
現階段沒有其他有效的替代措施  

 
13. 雖然市場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本港配方粉供應鏈運作

大致暢順，各主要配方粉產品的零售價相對穩定，全港18區

零售點在配方粉供應商配合下補貨效率理想，本港父母能夠

在合理時間內便捷地買到他們所選的配方粉，不過，「限奶

令」成功遏止本港配方粉零售市場被龐大的非本地潛在需求

支配，仍是關鍵因素之一。放寬或撤銷「限奶令」，水貨需

求量可能會倍增，對供應鏈構成衝擊，即使進一步強化供應

鏈及安全網，本港父母恐怕難以安心。由此可見，「限奶令」

在保障本港零售點有穩定配方粉供應發揮重要作用，並非其

他措施可以輕易代替。  

 
14. 配方粉供應鏈委員會討論「限奶令」檢討時，雖然部

份業界代表認為現時的配方粉供應鏈改善措施足夠保障本

地父母對配方粉的需求，但委員會整體認為現階段難以有其

他措施，可以與「限奶令」同樣有效。  

 
 
社會上的意見  

 
15. 社會人士普遍關注若果撤銷或放寬「限奶令」，供求

會否再次嚴重失衡，以及水貨活動活躍的地區所受影響等。

北區區議會於 2017 年 12 月及 2018 年 6 月通過議員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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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撤銷「限奶令」。此外，社會上大部分意見認同應維持

「限奶令」，有少數意見則認為目前配方粉嚴重缺貨情況不

再，政府應考慮撤銷或放寬「限奶令」。  

 
 
下一步  

 
16. 我們會繼續實施「限奶令」，並持續監察配方粉供應

鏈的情況，以及配方粉在本港零售市場的非本地潛在需求變

化，確保本地配方粉的供應穩定。  

 
 
 
 
食物及衞生局  

2019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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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市場調查  

 
2014至 2017年  

 
 2014至 2017年，我們委託顧問公司進行多輪市場調

查，每一輪由調查員在五個被抽選的地區（通常是以往調查

顯示零售點未有現貨的情況比較明顯的區份），到訪個別隨

機抽樣的零售點（包括藥房及連鎖店）一次，查核能否即時

購得兩個主要品牌 普及的指定配方粉型號。  

 
2. 整體而言，在 2014 年上半年，即「限奶令」實施初

期，兩個主要品牌在個別地區的零售點未有現貨的比率平均

介乎 30% 至 50% ，但其後情況持續改善。2016 年初，配方

粉成份及營養標籤法定要求生效初期，個別品牌由於需更換

產品包裝，配方粉出現短暫性的短缺現象，這種情況與「限

奶令」無關。情況隨後迅速改善，零售點未有現貨的比率自

此維持在 10% 左右。  

 
2018 年  

 
市場調查  

 
3. 我們於 2018 年更新了市場調查的方法，以收集更全

面的資料，如下：  

 
(a) 按客觀市場數據，涵蓋本港市場的七個主要品牌

（即雅培、牛欄牌、美素佳兒、美贊臣、雀巢、

雪印及惠氏）；  

 
(b) 就上述每個品牌的第 1 階段（泛指適合 0－6 個月

大嬰幼兒食用）、第 2 階段（泛指適合 6－12 個

月大嬰幼兒食用）及第 3 階段（泛指適合 1－3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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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食用）配方粉系列，選定其中較受歡迎合

共 21 款配方粉產品作調查；  

 
(c) 就上述每款指定產品，在全港 18 區，每區隨機抽

樣調查 10 個（包括藥房及連鎖店各一半）有售賣

該產品的零售點，即覆蓋合共 180 個分佈於全港

各區的藥房及連鎖店；及  

 
(d) 調查員會到訪被隨機抽選的指定零售點，視察能

否即時購得指定產品；若否，調查員會分別於同

日到該零售點附近的同類零售點，以及於三日後

重訪原先被抽選的零售點，視察能否購得該指定

產品。  

 
4. 2018 年 1 月至 12 月，我們委託顧問公司以上述方法

進行了六輪市場調查，涉及的查核量以所有指定配方粉產品

計算合共約 24 600 次（平均每個產品約 1 200 次），調查結

果載於下文。  

 
價格水平  

 
5. 2018 年本港的配方粉產品價格穩定，以個別品牌的同

一產品在每輪市場調查錄得的平均價格計算，全年變動的幅

度不超過 4%，反映本港整體的配方粉供求狀況大致平穩。  

 
未有現貨情況  

 
6. 約 24 600 次的查核中，有約 1 900 次（即 8% 左右）

錄得零售點並無指定產品的現貨供即時購買，比率與過去就

兩大品牌的市場調查結果大致吻合。  

 
7. 就上述約 1 900 次查核，調查員同日在附近一至兩個

同類零售點（平均值為 1.2 個）購得相同配方粉產品。視乎

個別地區的實際情況，所需步程一般平均約五分鐘（或距離

400 至 500 米）。  



8 

 
8. 零售點出現個別配方粉產品未有現貨的原因，可能是

各大品牌各型號配方粉產品種類繁多，店舖就個別產品的存

貨量受空間所限。此外，調查顯示市場佔有率較高的兩個品

牌相對於其他品牌，於零售點錄得未有現貨的情況較少，這

相信與個別品牌／供應商向零售店舖供貨的安排，以及零售

店舖因應其對於個別產品預期的銷售量而決定入貨量有關。  

 
 
本地父母消費模式調查  

 
9. 我們委託顧問公司在 2018 年 1 月至 12 月期間訪問了

共約 2 400 位使用配方粉的本地家長，進一步了解他們購買

配方粉的習慣，調查結果如下：  

 
(a) 購買途徑：絶大部分受訪者（99.2%）在零售點購

買，藥房及連鎖店的比例約各佔一半，其餘受訪

者（0.8%，即 19 個受訪者）透過零售點以外的各

類預訂方法購買；  

 
(b) 選擇某一零售點的原因：主要為地點方便（67%），

其次為價格相宜（42%）；  

 
(c) 何時購買：大多數在剩餘少於一罐配方粉時，才

會補購（83%）；  

 
(d) 每次購買量：兩罐（62%），其次一罐（25%）； 

 
(e) 零售點若未有現貨：如選擇在同一零售點購買，

多數可接受的補貨速度為兩日內（37%）；如選擇

到另一零售點購買，多數可接受的步程為 10 分鐘

內（53%）；及  

 
(f) 可接受零售點的價格差距：如到另一零售點購買，

大多數接受不多於$10 的差距（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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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問卷調查顯示本港父母普遍習慣剩餘少於一罐才補

購一至兩罐配方粉，反映現時本港父母有信心在合理時間內

便捷地在零售點購買到他們所選的配方粉品牌。問卷調查亦

顯示，當他們慣常光顧的零售點未有現貨時，他們期望可以

不多於 10 分鐘的步程到另一零售點購買配方粉，或兩日後

到相同的零售點購買。事實上，2018 年六輪市場調查所見，

即使某個別零售點未有配方粉現貨，調查員同日只需步行約

五分鐘到附近的同類零售點（即藥房對藥房／連鎖店對連鎖

店），一般都能購得相同配方粉，情況符合本港父母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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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配方粉進口量、估算本港嬰幼兒總消耗量、  

轉口量及估算經其他途徑出口量  

 
 

年份  進口量  

(公斤 ) 

估算本港嬰

幼兒 高總

消耗量  

(公斤 ) 

轉口量  

(公斤 ) 

 
[轉口往內地量 ] 

估算經水貨

活動出口，

以及出售予

訪港旅客量  

2014 5 600 萬  1 600 萬  900 萬  

[40 萬 ] 

3 100 萬  

2015 5 400 萬  1 200 萬  

[270 萬 ] 

2 600 萬  

2016 5 900 萬  1 700 萬  

[900 萬 ] 

2 600 萬  

2017 5 600 萬  2 700 萬  

[1 900 萬 ] 

1 300 萬  

2018 5 500 萬  2 500 萬  

[1 800 萬 ] 

1 4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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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違反「限奶令」而被定罪的個案  

 
 

年份  檢控個案宗數  被定罪個案宗數  

2014 5 160 5 114 
2015 4 490 4 445 
2016 3 830 3 802 
2017 3 848 3 833 
2018 3 863 3 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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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配方粉供應鏈改善措施  

 
 
除了引入「限奶令」以穩定本地配方粉供應，政府與配方粉

業界以及零售業界共同商討並自 2013 年起實施了多項改善

措施，如下︰  

 
(a) 應急儲備：配方粉供應商自發地在任何時間提

供共 165 萬罐 普及的配方粉產品作儲備，為

本港嬰幼兒預留充足配方粉供應。  

 
(b) 增設本地需求專用的供應渠道：由香港嬰幼兒

營養聯會 2及港九藥房總商會 3共同推出的「奶粉

券計劃」，作為本地嬰幼兒的「供應安全網」。

本港父母可以向配方粉供應商申請「奶粉券」，

憑獲發的「奶粉券」於全港約 90 間指定藥房訂

購配方粉。  

 
(c) 優化供應鏈：配方粉供應商增加向藥房送貨次

數，有需要時每天送貨；並實施及加強各項預訂

服務（包括訂購熱線、上門送貨及零售點取貨

等）。  

 
 
 

                                                       
2  香港嬰幼兒營養聯會由多家配方粉生產商在本港的公司所組成。  
3  估計本港在 2018 年底有大約 600 多家藥房。港九藥房總商會成員包括本港約

200 多家藥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