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年 10 月 29 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9 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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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眾街市

2. 我們正全力推展在天水圍和東涌市中心興建新街市的

計劃，也正規劃在古洞北新發展區興建新街市。此外，我們短

期內會完成將軍澳新街市的選址研究，明年新一屆區議會成立

後，會盡快諮詢區議會。

3. 興建更多新街市之餘，我們會試行全新的街市營運模

式，主要改革公眾街市攤檔的租賃和管理制度，務求令街市既

生意興旺，亦能滿足街坊的需要。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

轄下的公眾街市，日後會發揮更大的社會功能，不但可以讓市

民購買食品和日用品，也可成爲居民聚腳的地方 (place-
making)。 

4. 去年的《施政報告》宣布在天水圍西鐵站興建公眾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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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興建新街市需時。為讓市民早日受惠，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已公布，會在天秀路公園旁的空地，採取「組裝合成」的方式

建造臨時街市，預計最快在明年年底前完工啟用。

環境衞生

5. 經過加強各部門的協作，今年防治蚊患工作取得成效，

白紋伊蚊誘蚊產卵器指數由6月份開始一直大幅下降，指數亦

比去年改善，今年亦是自2015年以來首次在8月份雨季期間沒

有地區的指數超越警戒水平。雖然今年香港鄰近的亞洲地區部

分錄得的登革熱個案數目遠超往年，而且香港錄得的外地傳入

登革熱個案亦較去年同期明顯上升，但是香港今年內沒有出現

確診本地登革熱個案。

6. 在應用科技加強防治蟲鼠工作方面，食環署已在今年6
月開始在黃大仙、長洲及油塘試用經改良設計的誘蚊產卵器，

直接計算成蚊密度，並會在明年全面使用該新設計為市民大眾

提供成蚊密度的數據。食環署近月引入了一款新型捕蚊器，透

過雌蚊作為媒介，把控制蚊子生長的調節劑傳送到不同水體

中，使水體中的孑孓不能孵化為成蚊，其防治蚊患效果顯著。

食環署亦己向相關部門提供此新型捕蚊器在馬鞍山及上水合

適的地點應用。在鼠患監察方面，食環署已在4月開始測試夜

視和熱能探測鏡頭攝取錄像，配以人工智能技術，監察老鼠活

動的活躍程度。這些技術有助了解鼠患成因、鼠隻的活躍程度

及數量，以便策劃更有針對性的滅鼠工作。

7. 政府已在5月20日起推展全城清潔，並延長三個月至十

一月中，特別針對後巷、屋苑、食肆、小販區、街市等鼠患重

點地方，進行清潔及加強執法工作，並加強公眾教育和宣傳。

在全城清潔期間，政府加強部門協作，群策群力在各自的管轄

範圍內做好滅鼠工作，包括路政署已維修99條路面或去水明渠

有損毀的後巷、房屋委員會自六月起在各公共屋邨展開夏日清

潔行動以及食環署針對食肆在後巷處理食物等情況採取的特



3 

別行動等。

8. 為了達至更長遠的防治效果，各部門在簽訂新的服務合

約時，會陸續加入防治蟲鼠的範本條款，使各部門更有效監管

承辦商的防治蟲鼠工作表現及成效。屋宇署及建築署已制定指

引供建築專業人士參考，在新建成樓宇加入防鼠的設計。食環

署將會在11月為建築專業人士舉辦有關建築物防鼠設計的講

座。

9. 食環署會在多方面應用科技以改善公廁衞生情況、提升

管理及加快設施維修。食環署正推行試驗計劃，在公廁提供空

氣處理及其他設備，例如運用臭氧技術、微藻技術、納米氣泡

技術、納米空氣淨化技術、氧聚解空氣處理技術及抗菌塗層技

術改善空氣質素。食環署在翻新公廁時亦會盡量為廁所事務員

提供值勤室及改善設施。

安放和火化流產胎

10. 政府首個名為「永愛園」的安放流產胎設施位於粉嶺和

合石，已經在今年4月投入服務。未來，我們打算在多個地區1

提供同類設施，將合共增至約1,300個流產胎安放位置。另外，

食環署將設置供流產胎專用的火化設施，選址在葵涌永孝街

（即葵涌火葬場附近）。

促進動物福利

11. 政府十分重視推廣和保障動物福利，並採取多管齊下的

方法推展有關工作，包括加強公眾教育、處理及防止殘酷對待

動物行為，以及與動物福利團體緊密合作等。我們就改善動物

福利的建議在今年年中進行了公眾諮詢，現正整理意見，以確

立修訂法例的建議。

1 分別是東區哥連臣角、沙田石門和北區沙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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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漁農業發展

12. 政府致力推動漁農業朝向高增值的可持續發展。我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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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園第一期工程會在立法會批准撥款後盡快展開，並

預期於2021年起分階段完成。至於漁業方面，我們正積極為魚

類養殖業提供發展空間及協助漁民轉型，包括籌備設立新的魚

類養殖區、在2020年年初開始恢復簽發新的海魚養殖牌照，以

及在2020年設立現代化的示範養殖場，引領業界向現代漁業升

級轉型。

13. 此外，政府亦會繼續善用分別為數五億元的「農業持續

發展基金」及「漁業持續發展基金」，為本地漁農業現代化和

可持續發展提供財政支援。兩個基金至今已批出約兩億元的資

助額，而基金下亦設立了專項計劃，讓漁農民申請上限為3萬
元的財政支援購置設備以提高生產力，至今超過1,600名漁農

民直接受惠。漁護署會繼續落實優化基金的措施，進一步為其

申請程序拆牆鬆綁，推廣和鼓勵業界善用基金以提高整個行業

的競爭力。

食物安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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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及其他經濟體的食物安全標

準，以及考慮本地飲食習慣及風險評估結果，以科學證據為基

礎，適時更新本地的食物安全標準和監管安排。繼去年完成《食

物攙雜（金屬雜質含量）規例》的法例修訂，我們正就食物內

有害物質，包括工業製反式脂肪及霉菌毒素，草擬更新規管安

排建議，並計劃於下年度就規管建議開展公眾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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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行的措施

應對非洲豬瘟

15. 自去年8月內地出現首宗非洲豬瘟個案後，政府在過去

一年一直致力在不同層面防控非洲豬瘟，減低病毒在本港傳播

的風險和對活豬供應的影響。因應今年5月在本港先後兩次發

現個案，政府經考慮本地和國際組織專家意見及得到業界配合

後，推行「日日清」措施，即所有運到屠房的活豬會在二十四

小時內屠宰。在新安排下，屠房內不同位置的豬欄每日均會清

空，以進行徹底清洗消毒。由於豬隻在屠房逗留時間短，而屠

房每日均進行徹底清潔消毒，加上運豬車輛的清潔消毒亦有所

加強，大大減低非洲豬瘟在本地傳播的風險。

16. 在剛於今年7月舉行的世界動物衞生組織及聯合國糧農

組織第二次非洲豬瘟專家小組會議上，出席的專家就非洲豬瘟

的防控措施作出深入討論，認為每個地區必須考慮到區內不同

的獨特情況，例如養殖密度、活豬的需求及供應等因素，以制

定務實和有效的措施及政策。鑒於香港的屠房已實施「日日清」

措施，專家認為已可大大減低病毒感染本地豬隻的風險。故此

若在本地屠房再次發現非洲豬瘟個案，有關屠房無需關閉，亦

無需對其他豬隻進行銷毀行動，其他在屠房待宰的活豬可如常

進行屠宰供應食用。

17. 非洲豬瘟對內地，以至全球活豬供應的深遠影響正逐漸

浮現。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疫情和完善防疫工作，並與各方面

保持聯繫，盡量減低傳播風險和保持活豬穩定供應。

殯葬政策

18. 政府決心實行三管齊下的殯葬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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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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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公眾龕位方面，政府繼續推動以地區為本的骨灰安置

所發展計劃2。今年，灣仔黃泥涌道、屯門曾咀和北區和合石的

骨灰安置所項目相繼落成（共約20萬8,000個龕位），其中約2萬
1,000個已經於今年年中接受申請。另外，北區沙嶺和沙田石門

的項目亦正待立法會財務委員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審批。政府

會繼續物色適合興建公眾骨灰安置所的土地，並會適時就其他

骨灰安置所項目諮詢區議會和尋求立法會撥款。 
 
20. 在規管私營骨灰安置所方面，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

會（發牌委員會）至今已經批出了四個牌照和原則上同意了一

個牌照申請，也拒絕了13間未能符合要求的骨灰安置所的申

請，當中不少位於多層大廈或高密度住宅地帶，減少其經營對

附近居民構成的影響。發牌委員會會繼續從速處理其餘的申

請。我們也會繼續密切留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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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去年，綠色殯葬3宗數超過7,000宗，佔全港死亡總人數

約14.8%；而截至今年9月，本年選用綠色殯葬佔死亡人數的比

率已逾16%，比去年同期稍稍提升，可見綠色殯葬日漸普及。

來年，我們會繼續加強推廣，包括宣傳綠色殯葬中央登記名冊

和與社會各界合作推廣。 
 
有關漁農業的抗菌素耐藥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22. 為加強監察本地食用動物農場的抗菌素用量以及抗菌

素耐藥性情況，漁護署於2017年10月委聘了顧問進行研究以制

訂適用於本地的監測計劃。研究所建議的監測計劃已於今年3
月經諮詢抗菌素耐藥性專家委員會後敲定，並已正式落實推

行。此外，為推行「只供獸醫處方藥物供應」措施，「農業持續

發展基金」和「漁業持續發展基金」已為開展獸醫服務的先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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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包括在紀念花園和海上撒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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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批出款項，資助香港城市大學賽馬會動物醫學及生命科學

院為本地食用動物農場發展提供獸醫服務。漁護署預計有關措

施會於2020年下半年度當有關獸醫服務成熟時推行。 

選舉獸醫業界人士出任獸醫管理局成員

23. 為了落實有關獸醫註冊的修訂條例，我們計劃於今年內

就有關選舉獸醫業界人士出任管理局成員安排的附屬法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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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詢意見

24.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並提供意見。

食物及衞生局

2019 年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