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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請委員參閱 ECI(2020-21)3 號資料文
件，該文件載列自 2002 年以來獲批准的首長級編
制變動的最新資料，以及議程上 4 個項目所載變動
對首長級編制的影響。他繼而提醒委員，根據《議

事規則》第 83A 條，委員在會議上就所討論的任何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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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發言之前，應披露與該等項目有關的直接或間

接金錢利益的性質。他亦請委員注意《議事規則》

第 84 條有關在有直接金錢利益的情況下不得表決
的規定。  
 
 
EC(2020-21)1 建議保留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科 )

的  1  個 高 級 首席 行 政 主 任 編 外
職 位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 由
2020 年 5月 24日或財務委員會批
准當日起生效 (以較後的日期為
準 )，爲期 5 年，以監察食物安全
的工作，並繼續應付既複雜且具

挑戰性的食物安全政策事務，推

行新增措施，為食物安全把關  
 
2. 主席表示，這項人事編制建議是保留食物

及衞生局 ("食衞局 ") (食物科 )的  1  個高級首席行
政主任編外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職銜為高
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 )，由 2020 年 5月 24日或財
務委員會 ("財委會 ")批准當日起生效 (以較後的
日期為準 )，爲期 5 年，以監察食物安全的工作，
並繼續應付既複雜且具挑戰性的食物安全政策

事務，推行新增措施，為食物安全把關。主席表

示，小組委員會曾於 2020年 5月 20日的會議討論這
個項目，現在繼續討論。  
 
食物安全的法例制訂及更新工作  

 
3. 胡志偉議員表示食衞局負責制訂及更新與

食物安全相關的法例，而法例則由執法部門執行。

他查詢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在食物安全法例修
訂的相關工作的詳情。  
 
4. 陳志全議員詢問自 2017年 11月開設高級首
席行政主任 (食物 )職位以來，該人員曾參與哪些法
例修訂工作，以及未來 5年將負責的法例修訂或更
新工作為何。  

 
5.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回應指食衞局負責的

法例修訂工作範圍廣泛，包括監督動植物源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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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及禽蛋的進口管制和食物事故的管理、更新食

物安全標準，制訂有關規管食用油脂安全標準和食

物中有害物質含量的政策及法例修訂建議等，故需

保留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一職以分擔有關工作
量。  

 
6.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食物 )2補充指，自
2017年 11月獲財委會批准開設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一職後，該人員一直致力推展《 2018年食物
攙雜 (金屬雜質含量 )(修訂 )規例》的修訂工作。規例
在 2018年10月制訂並自 2019年 11月起分階段實施。
未來 5年，食衞局將推展現正於草擬階段有關食物
內有害物質的規管、食用動物和食物中獸藥殘餘的

規管，以及其他的食物安全標準更新的法例或規  
例。上述法例修訂工作十分複雜，包括諮詢持份者，

密切留意並參考包括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的食物

安全標準及規管情況，並需考慮本地市民飲食習慣

及風險評估結果，以推動修訂法例的工作。  
 
降低食物中鹽和糖的工作成效  

 
7. 胡志偉議員表示當局已設立降低食物中鹽

和糖委員會 ("鹽和糖委員會 ")，以推行公眾教育及
宣傳活動，他查詢這方面的工作是否必需由高級首

席行政主任 (食物 )處理。  
 
8. 邵家臻議員指出食物安全中心 ("食安中心 ")
制訂的減鈉目標均屬自願參與性質，對參與機構並

無約束力，以致減鹽減糖計劃難以取得具體成效。

他詢問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有何計劃提升降低
食物中鹽和糖工作的效率。  
 
9. 楊岳橋議員表示，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
一職自 2017年開設以來已負責監督鹽和糖委員會
秘書處的工作，但降低食物中鹽和糖的措施成效不

彰，他詢問原因為何。  
 

10. 張超雄議員關注鹽和糖委員會的工作未達

成效。他引述衞生署在2017年進行的人口健康調查
結果，顯示約 86%受訪市民的膳食鹽攝入量超出世
界衞生組織 ("世衞 ")標準；而消費者委員會在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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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調查亦發現， 100個食肆食物樣本中逾 70個的
鈉含量高於世衞建議的成人平均每日鈉攝入限量。

張議員詢問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會否檢討鹽和
糖委員會的工作成效。  
 
11.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和食物及衞生局副秘

書長 (食物 )2綜合回應表示，食衞局認為長遠而言，
透過教育宣傳以協助市民認識食物中鹽和糖含量

及其影響較立法規管更重要及有效。食衞局過去數

年聯同鹽和糖委員會、食安中心和衞生署推出超過

40項減鹽減糖的措施。例如在校園推動減鹽減糖的
健康教育工作，至今已有超過 400間幼稚園及幼兒
中心參與，承諾為兒童提供健康飲品，不提供添加

糖或含糖量較高的飲品；推出預先包裝食品 "鹽 /糖 "
標籤計劃，提高資訊透明度，令消費者易於辨識食

品中鹽及糖的份量；鼓勵食肆減鹽減糖，至今已超

過 900間食肆參與；改良預先包裝食品配方，以降
低食品中的鹽和糖含量；以及積極推廣公眾教育及

宣傳等措施。  
 

12.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食物 )2補充，鹽和
糖委員會從衞生署每年進行的人口健康調查結果，

知悉市民膳食鹽攝入量，從而更新降低食物中鈉含

量的指標。當局亦已要求小學飯盒供應商按標準降

低小學生飯盒的鈉含量，而 2017-2018學年小學飯盒
的鈉含量已達到2018年定下的指標。  

 
供港食品的安全及穩定  

 
13. 胡志偉議員察悉，政府當局因應日本福島

核電廠事故已持續多年監測日本供港食品的安全，

並自 2018年起放寬部分日本食品進口。他質疑有否
需要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跟進相關工作。  
 
14.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答稱，食衞局一直密

切監察國際食物安全標準的發展，適時更新香港的

食物安全標準，使之與國際標準接軌，保障食品安

全及便利貿易。在提出更新及修訂建議前，高級首

席行政主任 (食物 )需負責一系列籌備工作，包括與
持份者作充份溝通和協調、了解業界的關注及聽取

公眾的意見和推動立法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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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於規管進口食物工作方面，食物及衞生

局副局長和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食物 )2綜合回
應指，自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廠事故後，政府一直
與日本有關當局就日本食品的進口管制進行討論

及交流。在 2018年政府放寬進口管制，准許茨城、
栃木、千葉及群馬縣的蔬菜、水果、奶和奶類飲品

及奶粉在附有日本當局發出的輻射證明書及出口

商證明書的情況下進口香港。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
物 )所屬的食物科會繼續與日本當局就食品進口安
排保持溝通，商討如何完善檢測工作，包括每年與

日本當局舉行兩次會議。除日本外，食物科亦與內

地 (如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 "))及其他的經濟體系
在食物安全措施方面保持聯繫和合作，就食物安全

標準和進口管制措施等議題交流和討論。因應大灣

區近年提倡生產高質、綠色副食品，食衞局和食安

中心與區內其他城市合作，商討如何配合這類食品

供港。上述工作均需要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廣
泛參與。  

 
16. 邵家臻議員認為在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  
下，政府當局應加強監察內地輸港副食品的安全。

鍳於近期有市民懷疑因處理外地供港食品而感染

2019冠狀病毒病，邵議員建議當局推行措施檢測由
其他受疫情影響地方進口香港的食物是否符合安

全標準。  
 

17. 邵家輝議員關注 2019冠狀病毒病可能透過
進口食品 (如包裝物料 )傳入香港，他詢問當局會否
考慮隨機抽驗由疫情嚴重地區供港的食物。  

 
18.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回應表示，自 2019冠
狀病毒病爆發以來，食衞局一直密切留意疫情發展

及相關醫學資訊，現時已知病毒可經飛沫在人與人

之間傳播，但沒有證據顯示病毒可經食物或在食品

包裝上繁殖，故在現實生活中透過食品包裝傳播感

染病毒的風險似乎甚低。局方會沿用一向採納的標

準監測輸港食物的安全。就議員引述的個案，衞生

防護中心已從流行病學方向進行分析和調查。此  
外，衞生署人員亦曾到相關的貨倉採集環境樣本 (包
括倉內職員經常接觸的地方及物品、已包裝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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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面等 )化驗，而所有化驗結果均呈陰性。衞生署
亦不時向公眾發放注重個人衞生的資訊，以減低感

染病毒的風險。  
 

19. 主席表示他所屬的民主建港協進聯盟一直

關注境外 (包括內地 )供港食品的穩定性，較早前亦
有跟進內地輸港豬肉供應緊張的情況。他建議食衞

局就供港食物情況加強和境外食物供應商的溝通，

以及提升向公眾通報食物供應情況的透明度，並在

有需要時尋求相關政策局協助與內地食品供應商

就穩定輸港食品溝通，盡量減低食品供應的波動，

避免影響市民日常生活。  
 
20.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食物 )2回應指，在
2019年冠狀病毒病爆發時，食衞局曾就內地供港食
品與供應商和內地相關部門緊密聯繫，以確保輸港

食品穩定。過往食衞局亦獲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協  
助，協調從廣東省供港的食品，以確保供應穩定。

當出現供港食品資訊誤傳或有搶購食物的情況時，

食衞局亦透過不同渠道向市民澄清供港食品的資

訊。關於內地活豬供應問題，食物科有關的負責人

員一直就此與內地供應商保持緊密聯繫。  
 

21. 邵家輝議員認為食衞局應平衡保障供港食

品的安全和經濟發展。他表示受較早前的非洲豬瘟

和 2019冠狀病毒病影響，供港活豬及豬肉大減，嚴
重影響業界，亦令豬肉價格暴升。邵議員建議當局

採取措施放寬內地豬肉進口。此外，當局亦應參考

澳門政府與珠海當局在 5月實施的病毒核酸和健康
碼互認計劃，引進香港以便利居民往來和營商。  
 
22.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表示，自 2019冠狀病
毒病爆發以來，食衞局一直致力平衡公共衞生及經

濟活動的需要。隨著疫情自3、4月緩和，當局已逐
步放寬對經營餐飲業務及表列處所的限制，並與內

地當局研究增加香港可貯存活豬的數量，以紓緩豬

肉供應的緊張。當局正籌備有限度放寬與鄰近地區

(如廣東省和澳門 )的檢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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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政府化驗所和食物安全中心的運作  
 

23. 胡志偉議員質疑為何安排高級首席行政主

任 (食物 )負責監督政府化驗所的內務管理和監察食
安中心推行改善資訊科技系統的工作，以及查詢該

等職責的詳情。胡議員關注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
介入政府化驗所及食安中心的管理架構及運作，可

能會不必要地使兩個機構的日常運作變得複雜。  
 

24.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食物 )2回應指，在
開設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一職前，她轄下的首
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1已負責督導政府化驗所的內
務管理，包括其日常運作。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
主要負責政府化驗所及食安中心的內務管理和行

政工作，例如資源運用和人員交接等事宜。食安中

心會主導推行改善其資訊科技系統的工作，但由於

該項目規模龐大且分 5個階段推行，高級首席行政
主任 (食物 )將就系統的檢討和改善提供政策上的支
援。食安中心下星期亦會就推行改善資訊科技系統

項目諮詢相關事務委員會。  
 

對有機食物的政策  
 

25. 陳志全議員查詢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
就制訂與有機食物政策的職責詳情，以及當局有否

就上述工作定立目標。  
 
26.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食物 )2回應指，香
港有機資源中心現時為本地的漁農和加工業界進

行有機認證的工作，政府會繼續投入資源與該中心

合作，推展有機食物認證的工作。  
 

開設政務職系職位或行政主任職位的理據  
 

27. 胡志偉議員察悉擬議保留的高級首席行政

主任 (食物 )一職的職責廣泛，且較多涉及屬首長級
丙級政務官範圍的工作，如政策制訂及法例檢討。

他詢問當局建議開設涉及制訂政策的職位時根據

甚麼理據決定開設一個高級首席行政主任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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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楊岳橋議員察悉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
的職務大部分涉及制訂政策，有關工作與政務職系

的一般職責相近，他擔心會模糊政務職系和行政主

任職系的工作性質。楊議員詢問政府是否計劃未來

透過晉升行政主任職系人員以擔任政務職系的工

作，以及現時有否政策局 /部門安排高級首席行政主
任出任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的職位。  

 
29. 張超雄議員亦查詢當局安排高級首席行政

主任 (食物 )負責制訂多項與食物安全有關的政策的
理據。鑒於部分政策範圍廣濶而且涉及專業知識，

張議員詢問當局會否為該人員安排相關的培訓。  
 

30. 公務員事務局副秘書長1表示，一般而言，
政務職系人員主要負責政策研究以及支援政策制

訂的工作，而行政主任職系人員則負責行政管理及

執行政策的工作。鍳於政府制訂及執行政策過程日

趨複雜，兩個職系的工作有一定的關連。相關的政

策局 /部門可按其工作需要及工作性質，決定開設同
屬首長級薪級第 2點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或高級首
席行政主任職位，而現時亦有作出類似安排。  

 
31.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指出，現時食物科由

常任秘書長 (食物 )、副秘書長 (食物 )1及副秘書長 (食
物 )2主導推行政策，而他們轄下的同事，包括高級
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則提供行政及政策支援，如就
政策進行資料搜集等工作。  

 
32.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食物 )2補充，食衞
局考慮到食物科近年整體工作量大幅上升，認為

只由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1提供支援並不足夠。
局方與公務員事務局商討後認為有關工作及職責

的性質由行政主任職系人員擔當是合宜的安排，

因此建議保留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職位 5年。
行政主任職系的工作範疇主要屬行政及政策支  
援，因此當工作涉及專業知識應用時，會由相關

的專業職系人員協助，例如食安中心專業人員會

就規管食物安全工作向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
提供專業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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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一職為編外職位的理
據  

 
33. 蔣麗芸議員認為食物安全把關的工作十分

重要，她查詢當局為何不將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
一職轉為常額職位。她亦建議當局加強食物標籤的

執法工作，並詢問自 2017年開設此職位後，已完成
哪些與保障食物安全的相關工作，以及該人員在未

來5年的工作目標。  
 
34.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回應稱，食衞局在諮

詢事務委員會時建議將此職位轉為常額職位，考慮

到部分委員認為現階段有關建議並不適合，食衞局

遂修改建議保留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一職 5
年。  

 
35. 就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過去的工作，食
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食物 )2表示，該人員曾協助
《 2018年食物攙雜 (金屬雜質含量 )(修訂 )規例》的修
訂工作，並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與主要食
物供應商及政府機構保持緊密聯繫，以穩定輸港食

物的供應，並適時向公眾發放食物供應情況的資  
訊。若職位得以保留，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將
繼續協助處理食物供應及食物安全法例修訂等工

作。  
 

36. 陳志全議員查詢當局建議保留高級首席行

政主任 (食物 )編外職位5年的理據。此外，他察悉政
府當局經考慮香港現時整體的經濟狀況和政府財

政等因素後，決定在 2020-2021年度凍結公務員薪  
酬，他詢問政府當局有否計劃推出其他措施以減低

公務員的開支，例如暫停招聘公務員，暫停開設常

額公務員職位或暫停保留任期屆滿的編外職位。  
 
37.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重申，食衞局原本建

議將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編外職位轉為常額職
位，以處理長遠的工作，但考慮到在諮詢事務委員

會時，有委員認為現時並非將該職位轉為常額職位

的合適時間，故食衞局接納委員意見，現時建議保

留該職位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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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公務員事務局副秘書長1表示，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按照既定的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

作出公務員凍薪的決定。就人事編制建議方面，政

府現有嚴密的制度審核首長級編制建議。每個首長

級職位建議在提交予立法會審批前，均經過有關政

策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公務員事務局審視，以

確保公共資源運用得宜。  
 

就項目進行表決  
 

39. 由於沒有委員就此項目進一步提問，主席

把項目EC(2020-21)1付諸表決。應委員要求，主席
命令進行點名表決，點名表決鐘聲響起5分鐘。16名
委員表決贊成此項目， 7名委員表決反對。主席宣
布小組委員會同意向財委會建議批准此項目。個別

委員的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  
黃定光議員   李慧琼議員  
黃國健議員   葉劉淑儀議員  
何俊賢議員   郭偉强議員  
葛珮帆議員   廖長江議員  
潘兆平議員   蔣麗芸議員  
盧偉國議員   邵家輝議員  
容海恩議員   陳沛然議員  
陳振英議員   謝偉銓議員  

  (16 名委員 ) 
 

反對  
胡志偉議員   陳志全議員  
郭家麒議員   張超雄議員  
楊岳橋議員   邵家臻議員  
譚文豪議員  

  (7 名委員 ) 
 
40. 沒有委員要求在相關的財委會會議席上分

開表決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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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2020-21)3 建議在機電工程署開設 2個常額
職位，即  1  個總機電工程師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及 1 個總電
子 工 程 師 職 位 (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1  點 )，由財務委員會批准當
日起生效，以透過更嚴謹、更主

動和全面的監督制度，加強對鐵

路服務的安全規管  
 
41. 主席表示，這項人事編制建議是在機電工

程署 ("機電署 ")開設 2個常額職位，即 1個總機電工
程師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1點 )(職銜為總工程師 (鐵
路 )3)及 1個總電子工程師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1點 ) 
(職銜為總工程師 (鐵路 )4)，由財委會批准當日起生
效，以透過更嚴謹、更主動和全面的監督制度，加

強對鐵路服務的安全規管。  
 
42. 主席指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曾於 2019年 12
月 6日的會議上討論這項人事編制建議。有委員表
示對建議有保留，並詢問當局擬開設的兩個總工程

師職位可如何加強監管鐵路安全；亦有委員要求當

局提供補充資料，以闡述建議開設上述兩個首長級

職位的成本效益，以及提供其主要工作表現指標，

和有關的人員可如何加強鐵路安全的監察工作。政

府 當 局 回 應 文 件 的 中 文 本 [ 立 法 會

CB(4)324/19-20(01)號文件 ]，已於2020年2月11日送
交全體議員參閱。  
 
43. 楊岳橋議員指出較早前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港鐵 ")就東鐵線引入混合班次模式的新信號系統
進行測試時曾出現故障，為何當局未有即時及主動

向公眾交代事件。楊議員詢問政府當局及港鐵管理

層按哪些準則向公眾交代測試結果或故障事故；以

及擬議開設的兩個總工程師職位將如何加強規管

鐵路服務安全。  
 

44.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 (運輸 )2回應表示，
鍳於鐵路網絡不斷擴展，而早年興建的設施亦日漸

老化，港鐵近年需要進行多項大型資產更換和改動

工程，包括提升及引入新的信號系統。擬議開設的

總工程師 (鐵路 )3及總工程師 (鐵路 )4主要負責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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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港鐵整個鐵路系統的資產和安全管理系統，監

察港鐵的大型資產更換工程的安全規管等。政府一

直適時主動公布港鐵不同系統的測試工作，並將在

稍後舉行的鐵路宜小組委員會交待港鐵整體信號

系統的更新工程進度。  
 

45. 署理機電工程署署長補充，進行列車信號

系統測試旨在當系統正式投入服務前找出潛在的

問題，適時糾正，以確保系統安全和可靠。機電署

較早前與其聘用的僱問公司共同監察東鐵線測試

信號系統的情況，並提出需進行一系列的壓力測  
試，以確保新信號系統符合要求。於本年 5月 23日
及25日發生測試故障後，機電署已立即要求港鐵停
止信號系統測試，並全面檢查相關系統的軟件及硬

件，以及檢討測試流程是否恰當。  
 

46. 主席表示由於仍有委員輪候提問，小組委

員會將於2020年6月17日的會議繼續討論此項目。  
 

4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10時29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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