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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報告旨在匯報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 "事
務委員會 ")在 2019-2020年度立法會會期內的工作，並會根據《議
事規則》第 77(14)條的規定，於 2020 年 7 月 8 日的立法會會議
席上提交議員省覽。  
 
 
事務委員會 

 
2. 立法會藉於 1998 年 7 月 8 日通過、並於 2000 年 12 月
20 日、2002 年 10 月 9 日、2007 年 7 月 11 日和 2008 年 7 月 2 日
修訂的決議，成立事務委員會，目的是監察及研究與食物安全、

環境衞生及漁農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事務委員

會的職權範圍載於附錄 I。  
 
3.  事務委員會由 24 名委員組成。張宇人議員及黃碧雲議
員分別獲選為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

於附錄 II。  
 
 

主要工作 

 
食物安全及供應  
 
政府當局應對非洲豬瘟工作的進展  
 
4.  在本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跟進其應對非

洲豬瘟的工作。由於自內地於 2019 年年中出現非洲豬瘟疫情
後，內地活豬的每天平均供應量顯著減少，以致新鮮豬肉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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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大幅上升，委員深切關注到，內地活豬供應減少對市民大眾

和食物業界造成的影響。有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推出更積極的措

施 (例如協助發展及 /或擴展本地養豬業，以期促進本地生產 )，
保障市場供應，從而穩定新鮮豬肉的價格。  
 
5.  據政府當局表示，內地本身的整體活豬生產和供應因多

次爆發非洲豬瘟而大受影響。雖然內地部門已推出一連串措施

增加生產，以期確保輸港活豬供應穩定，但由於活豬育成需時，

估計在未來一段時間活豬供應仍持續緊張。政府當局留意到，

因應活豬供應減少，市場和消費者的選擇已作出調節。作為新

鮮豬肉的替代品，從內地進口本港的冰鮮豬肉的供應量自

2019 年 5 月開始已有所增加。  
 
6.  部分委員認為，由於銷售活豬相關行業 (包括新鮮肉檔 )
的生意和營運已大受打擊，政府當局應推出針對性措施，減輕

非洲豬瘟對業界造成的影響。政府當局表示，於 2019 年 8 月公
布的一系列支援措施，有助紓緩因出現非洲豬瘟和活豬供應減少

而受影響的業界的經濟壓力。該等措施包括將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公眾街市檔位的租金減半 6 個月，以及豁免新鮮糧食
店、屠房和養豬場牌照費用一年。委員歡迎政府當局提出的支援

措施之餘，同時促請當局延長公眾街市肉檔的減租期或豁免肉檔

租金。  
 
食物安全中心提升資訊科技系統及食物監測計劃  
 
7.  雖然委員普遍歡迎政府當局提升食物安全中心 ("食安中
心 ")的 5 個資訊科技系統 (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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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便食安中心能夠提高效能，強化食物進口
管制及監察工作，更有效地處理食物安全事故和提升溯源能

力，但有委員認為，政府當局在提升食安中心現有資訊科技系

統的同時，亦應進一步致力改進食安中心網站和 "食物安全流動
應用程式 "的設計和功能，讓公眾更容易取得有關食物安全和衞
生的資訊。委員建議食安中心探討使用新科技，例如在預先包

裝食品上展示二維碼/智能標籤，讓消費者以流動程式掃描二維

碼 /標籤以取得更多有關資訊，藉此提高經測試 /認證食品的可

溯源性和可靠程度。據政府當局表示，食安中心已使用多種社

交媒體 (例如臉書及 Instagram)發出食物警報，以及發放有關食物
安全事故的食物安全訊息。儘管如此，食安中心會考慮委員的

建議，研究可否在這方面再作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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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委員欣悉，食安中心已因應他們在過去數年提出的意見，

加強在食物監測計劃下監測網購食物的安全。委員得悉，與

2015 年相比，在 2016 年抽查的網購食物樣本數目，已由約
1 500 個大幅增加超過一倍至約 4 000 個。樣本數目其後再逐
步增加至 2019 年的約 4 900 個，而抽查這些樣本作微生物測試
的比例亦有所增加。然而，部分委員仍關注到，當局如何規管

透過海外網站進行的網上食物銷售活動。  
 
9.  政府當局表示，食環署自 2016 年 2 月起要求沒有實體
店鋪的經營者，如擬在網上銷售限制出售的食物，必須根據《食

物業規例》 (第 132X章 )申請許可證。發證條件包括經營者必須
在相關網頁及宣傳印刷品提供許可證號碼、獲批准售賣的限制

出售食物類別及營業地址等資料，供消費者參考和在食環署網

頁核實。此外，所銷售的限制出售食物必須來自合法來源，而

在運送予顧客前須由供應商預先包裝。為監察網上銷售食物的

安全，食安中心近年在食物監測計劃下會從網上訂餐平台購買

食物樣本化驗，並查核食物供應商在運輸/送遞過程中有否將食

物保存於安全合適的溫度，以防止交叉污染。食環署如對所售

食物的來源和安全存疑，或懷疑任何網上食物銷售活動屬無牌

經營，將會展開調查 (包括以放蛇方式蒐集資料 )和採取適當行
動。  
 
使用煎炸油的食物安全風險  
 
10.  在 2017 年 9 月，食安中心委託香港理工大學科技及顧
問有限公司 ("研究顧問 ")展開使用煎炸油的研究。根據該項研究
的結果，食安中心編製並於 2019 年 10 月發布 "使用煎炸油業界
指引 "("指引 ")。在聽取政府當局簡介指引時，部分委員關注到，
食物經過煎炸後是否安全，以及使用煎炸油所引起的食物安全

風險。委員詢問，有否任何方法/指標量度煎炸油的品質。  
 
11.  據政府當局表示，研究顧問曾進行實驗，模擬本地食物
業處所煎炸食物的過程，並對煎炸油中的苯並 [a]芘、芥酸、
酸價、總極性化合物等含量作化學分析。實驗結果發現，煎炸
油中的苯並 [a]芘和芥酸含量不會因食油重複使用而增加，但
酸價和總極性化合物含量則會隨著煎炸油翻用次數增加而平穩
上升。指引提出了使用煎炸油的具體建議和評估煎炸油品質的
指標 (例如顏色、氣味、發煙點和泡沫等 )，以及在哪種情況下應
更換煎炸油。  
 
12.  部分委員認為，為鼓勵和方便業界採用指引提出的建
議，政府當局應提供直接和容易應用的建議，例如食油在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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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置前可以翻用多少次，以及煎炸食物的合適烹調溫度。政府
當局表示，煎炸過程涉及複雜的化學反應。由於多種因素 (例如
煎炸經過調味的食物、煎炸食物時溫度過高，以及煎炸油有食
物殘渣積聚 )都可導致食油變質，實在難以單憑食油翻用過的次
數便建議業界應更換煎炸油。在完成編製指引前，研究顧問曾
廣泛諮詢業界，並邀請食物業處所試行當中的建議。指引已適
當地採納在諮詢過程中接獲的意見，以確保指引的可操作性及
業界的接受程度。  
 
推動全城減鹽減糖的措施  
 
13.  在本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曾聽取政府當局簡介其為減
少食物中的鹽和糖而推行的主要措施的進展。雖然部分委員支
持政府當局繼續向市民推廣，鼓勵更多人跟隨少鹽少糖的飲食
文化，但部分其他委員認為，若一般宣傳教育未能達致理想效
果，當局應考慮： (a)立法規管食物的鹽和糖含量，進一步保障
公眾健康；及 (b)向製造或進口含糖食品/飲品的食物製造商 /進
口商按量徵收 "糖稅 "。  
 
14.  委員得悉，經過政府當局持續推動各項相關措施，公眾
對健康飲食的了解有所加深。舉例而言，市面上有越來越多減
鹽、減糖，甚或是無鹽、無糖的食品/菜式推出；不少市民外出
購買飲品時亦會揀選減糖甚至是無糖的飲品；而參與 "少鹽少糖
食店計劃 "的食肆中有 94%表示，不少食客歡迎食肆提供的特設
少鹽少糖菜式。未來一年，政府當局會透過與食物業界合作，
繼續努力進行推廣，以進一步減少市民的鹽和糖每日攝取量，
以循序漸進方式改變他們的飲食習慣。  
 
建議將食物及衞生局食物科的高級首席行政主任編外職位轉為
常額職位  
 
15.  雖然多名委員認同政府當局進一步強化保障食物安全
及其他相關政策和措施的工作的重要性，但他們對政府當局在
現階段將食物及衞生局 ("食衞局 ")食物科一個現有高級首席行
政主任編外職位轉為常額職位的建議表示關注或反對。依委員
之見，將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職位轉為常額職位的建議的理
據未能令人信服，而食衞局有關食物安全的工作沒有清楚區
分，官員之間的職責分工亦有欠明確。政府當局有責任審慎研
究擬議的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常額職位的職務，可否由食物
科其他同事分擔。部分委員甚至建議，政府當局可改為考慮把
相關編外職位延長數年。因應委員的意見，政府當局其後決定
修訂該建議，把相關編外職位的任期延長 5 年。經修訂的建議
在 2020 年 6 月 3 日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上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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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街市現代化計劃及興建新公眾街市  
 
16.  與公眾街市有關的事宜一直受到事務委員會高度關
注。為跟進研究公眾街市事宜小組委員會在其報告 (立法會
CB(2)1000/18-19 號文件 )內提出的建議，事務委員會在本年度會
期曾與政府當局討論興建新公眾街市及推行為期 10 年的街市現
代化計劃的進展。  
 
17.  關於興建新公眾街市一事，委員察悉，政府當局現正推
展 7 個處於不同規劃階段的項目。委員不滿政府當局興建新公
眾街市的進度緩慢，並強烈要求當局早日完成該等規劃中的項
目。部分委員更建議，為滿足當區居民購買日常新鮮食糧的需
要，當局應考慮分階段啟用新街市，或在各區的新街市落成前
設置臨時街市，以作為臨時措施。就此，事務委員會通過了一
項相關議案。  
 
18.  政府當局表示，興建新公眾街市需要佔用珍貴的土地資
源，並涉及公共財政承擔 (包括興建費用及恆常開支兩方面 )。在
考慮是否興建公眾街市 (無論是永久或臨時街市 )時，政府當局須
充分評估需求和成本效益，以確保公共資源用得其所。從過往
經驗亦可知，選定合適地方興建臨時街市會面對不少挑戰。除
了必須符合相關的衞生和安全規定外，亦要投入相當資源設置
基本設施，例如檔位分隔、電力裝置、消防系統、供水系統及
排水排污系統、通風設施、垃圾處理設施和上落貨區等。儘管
如此，考慮到在天水圍西鐵站附近興建新公眾街市需時，並為
了讓市民早日受惠，政府當局現正全力推展在天秀路公園旁邊
空地設立臨時街市的項目。  
 
19.  至於為期 10 年的街市現代化計劃 (在該計劃下已預留
20 億元，為食環署轄下的現有街市進行各類硬件改善工程 )，政
府當局表示，除了全面翻新香港仔街市作為該計劃的首個項目
外，當局亦計劃全面翻新另外 3 個位處九龍和新界的公眾街市
(即楊屋道街市、牛頭角街市及九龍城街市 )，以及為分布各區的
11 個公眾街市開展小型翻新工程。部分委員關注到，當局是按
甚麼準則選定進行全面翻新的公眾街市。有委員認為，政府當
局在敲定全面翻新工程的範圍和模式前，應諮詢持份者 (包括檔
戶和當區居民 )，並讓他們參與其中。委員得悉，在決定全港各
區的個別街市是否進行全面翻新工程時，當局會考慮街市的狀
況、其地理位置和分布情況、街市內設施的情況、經營能力、
社區需要、租戶是否準備就緒等因素。政府當局會就翻新工程
的方案與持份者保持溝通，以期盡量減低工程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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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鼠患及蚊患的防治措施  
 
20.  政府的防治蟲鼠工作是事務委員會經常討論的議題。政
府當局曾就相關部門就防治鼠患推行的現有和新措施的最新情
況，向事務委員會作出簡介。在聽取當局簡介時，委員深切關
注到，鼠患問題在多個地區正在惡化，特別是在較多人進行活
動的地方 (例如公眾街市 )，或舊樓、私家街及食肆較集中的地
點。委員提出的一項主要批評，是政府當局所採取的措施幾乎
全屬舊有措施，未能有效遏止日趨嚴重的鼠患問題。事務委員
會通過了 4 項議案，促請政府當局採取多項措施，包括引進新
型技術改善滅鼠成效；強制所有私人及政府建築物加入防鼠為
本的設計；訂立具體指標，以監察防治鼠患工作的效益；透過
增加進行鼠患調查選定範圍的數目，擴大全港鼠患監察計劃的
覆蓋網絡；加強對違法棄置垃圾的人士採取執法行動；視乎需
要加強鄉郊地區的垃圾收集服務，以維持環境衞生。政府當局
向委員保證，當局會保持警覺，持續進行滅鼠工作；倘若有需
要，當局會深化加強預防、加強協作和加強監察三方面的防治
鼠患工作。 
 
21.  政府控制蚊患問題的工作同樣受委員關注。委員察悉，
截至 2020 年 4 月 16 日，2020 年內共錄得 20 宗登革熱個案 (包
括 19 宗外地傳入個案及 1 宗本地個案 )。就此，委員對政府當局
有否評估本港爆發登革熱的風險表示關注。委員亦憂慮到，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爆發期間，本港公營醫療系統或許無法應付因
登革熱個案產生的額外醫療需要。據政府當局表示，控制蚊患
的最有效方法是及早預防。相關政府部門會開展及加強針對性
行動，防止蚊子在雨季來臨前滋生；當雨季開始後，便會進行
霧化噴灑工作，殺滅成蚊。除了提供新型捕蚊器 (經測試證明，
該款捕蚊器能有效阻止水體中的孑孓孵化成蚊 )給相關部門 /機
構試用外，食環署自 2020 年 4 月起已在全港放置約 5 000 個誘
蚊器，以取代現時的誘蚊產卵器，藉此監察登革熱的情況。政府
當局進而表示，登革熱個案所需的醫療和監察水平較 2019 冠狀
病毒病為低。就登革熱而言，最重要的是確保患者不再被病媒
蚊叮咬，以防把病毒傳染給其他人。與感染 2019 冠狀病毒病的
患者不同，登革熱患者無須在負氣壓病房進行隔離。因此，近
期呈報的登革熱個案不會對公營醫療系統構成重大壓力。  
 
骨灰安置所政策  
 
《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的實施情況  
 
22.  政府當局曾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實施《私營骨灰安置所條
例》(第 630 章 )("《條例》")的最新情況。在聽取當局的匯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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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重申，他們一直關注到，私營骨灰安置所事務辦事處處理私
營骨灰安置所指明文書 (即牌照、豁免書及暫免法律責任書 )申請
的進度緩慢。多名委員察悉，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 ("發牌
委員會 ")至今只批出 5 個牌照、原則上同意 2 個牌照申請和 1 個
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他們促請政府當局探討有何可行措施加快
處理申請，以期盡早恢復私營龕位的供應。  
 
23.  政府當局解釋，處理私營骨灰安置所提出的指明文書申
請的進度，很大程度取決於申請人在遞交申請時是否已符合《條
例》的所有規定和發牌委員會的指明要求，以及申請人是否已
提交所有必須的文件和資料。為加快處理申請，發牌委員會自
2019 年 8 月起已實施若干新措施，包括 (a)無須申請人先把骨灰
安放數量還原才發出豁免書；(b)訂明 2019 年 12 月 31 日為就暫
免法律責任書申請提交文件 /資料的限期；及 (c)推出給予 "原則
上同意暫免法律責任書申請 "的行政安排。經過種種努力，發牌
委員會審批指明文書申請的工作已取得重大的進展。  
 
24.  有委員詢問當局會否及如何協助申請人，政府當局回應
時表示，私營骨灰安置所事務辦事處已精簡工作程序，並提供
多份範本，以便利申請人提交申請。此外，私營骨灰安置所事
務辦事處已就每項申請委派個案經理專責跟進，回答申請人的
查詢及協助申請人與有關部門聯繫和溝通。私營骨灰安置所事
務辦事處亦會因應情況所需召開跨部門會議，討論如何解決處
理申請時遇到的問題。  
 
推廣綠色殯葬  
 
25.  據政府當局表示，公眾近年已逐漸接納綠色殯葬。在
2019 年，本港選擇綠色殯葬 (包括在紀念花園或海上撒灰 )的宗
數已達 7 909 宗，比 2016 年增加超過 2 500 宗 (即約 47%)。在討
論政府當局推廣綠色殯葬的工作進展時，委員就加強綠色殯葬
服務提出若干建議，以期進一步提高使用率。舉例而言，政府
當局可考慮聘用非政府機構或私人公司負責宣傳推廣工作；向
使用綠色殯葬的遺屬提供誘因 (例如寬免相關的火化服務的費用
及收費 )；引進更多元化的撒灰方式，供市民考慮/選擇；及/或
向提供海上撒灰服務的私營船隻/渡輪營辦商提供津貼。部分委
員支持政府當局持續推廣綠色殯葬之餘，同時認為政府當局應
就市民選擇綠色殯葬訂定目標。  
 
26.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會採取多項措施加強推廣綠色殯
葬，包括在食環署轄下新落成的紀念花園引入電子悼念設施、
增加在清明節前和重陽節前安排的海上追思活動次數 (由每年
4 次增至 8 次 )，以及推出中央登記名冊，透過登記選擇綠色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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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及把心願告知家人，以鼓勵市民預早規劃身後安排。政府當
局會進行兩項問卷調查，收集市民對綠色殯葬現有設施及服務
的意見、了解他們對綠色殯葬的認知，以及他們選擇身後安排
時所考慮的因素等。政府當局會參考調查結果，制訂綠色殯葬
設施及服務的長遠發展計劃，以及推廣綠色殯葬的策略。  
 
動物福利相關事宜  
 
提升動物福利的建議  
 
27.  政府當局提升動物福利的工作繼續是事務委員會的關
注重點。在 2019 年 4 月 26 日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期間，政府
當局就透過修訂《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第 169 章 )("該條例 ")
提升動物福利的建議展開公眾諮詢。在聽取政府當局報告諮詢
結果時，委員欣悉大多數回應者均支持政府當局的建議，即修
訂該條例，藉此 (a)向對動物負有責任的人施加積極的 "謹慎
責任 "；(b)加強防止殘酷對待動物的條文；及 (c)加強執法權力以
防止和保障動物免受痛苦。  
 
28.  關於引入盡責寵物主人的觀念，向對動物負有責任的人
施加積極的 "謹慎責任 "的建議，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有必要清楚
訂明 "謹慎責任 "和 "對動物負有責任的人 "的定義，以便明確界定
"對動物負有責任的人 "("謹慎責任 "對這些人適用 )所涵蓋或排除
的人士。部分委員關注到，引進 "謹慎責任 "的規定會對食物業界
及飼養行業 (特別是在街市對鮮魚和活家禽進行宰殺、脫毛及 /
或宰切的人士 )的日常運作構成影響。有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
澄清行業從業員現時採用的宰殺 /脫毛 /宰切方法會否違反擬議
的 "謹慎責任 "規定；並就如何照顧動物的福利需要，向行業從業
員提供指引。  
 
29.  據政府當局表示，為配合 "謹慎責任 "的規定，漁農自然
護理署 ("漁護署 ")計劃公布實務守則 ("守則 ")，就如何實踐良好
動物福利提供實際而可行的指引。當局會優先公布適用於本港
常被飼養動物的守則，並先從寵物守則著手。漁護署會參考海
外的做法，並在確定守則的內容前先諮詢相關持份者，包括食
物業界及飼養行業。政府當局又表示，當局會開始草擬相關法例
的工作，並計劃在下一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相關的修訂條例
草案。  
 
有關本港寵物食品的研究結果  
 
30.  為評估香港的寵物食品安全是否需要關注及應受關注
的程度，漁護署於 2017 年 10 月委託承辦機構進行研究，過程
中收集和測試總共 360 個在本地市場常見的寵物食品樣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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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取政府當局匯報研究結果時，部分委員關注到，該研究只安
排就 360 個寵物食品樣本對 8 種常見的有害微生物和物質 (即
(a)沙門氏菌； (b)大腸桿菌，包括 O157 型大腸桿菌； (c)李斯特
菌；(d)黃曲霉毒素 B1；(e)三聚氰胺；(f)馬拉硫磷；(g)鉛；及 (h)砷 )
進行檢測。依委員之見，某些海外司法管轄區和國際組織過往
進行的一些研究會檢測多種有害微生物和物質。與該等研究相
比，現時所檢測的有害物質種類實在遠遠不足，亦不夠全面。
有委員要求政府當局繼續進行寵物食品研究，而最重要的是在
日後的研究中增加檢測有害物質的種類 (例如鎘及汞 )，以全面評
估本港寵物食品的安全情況，並考慮是否有需要從生產、進口
或分銷層面規管在香港出售的寵物食品。  
 
31.  政府當局解釋，現時並沒有一套在國際間公認的寵物食
品安全標準。在決定該研究應檢測哪些有害微生物及物質，以
及釐定測試結果的滿意準則時，政府當局參考了已廣泛制訂寵
物食品安全規管標準的其他地方/地區的相關法例，包括歐洲聯
盟、日本、內地和台灣。儘管不同地方/地區之間的標準略有不
同，該研究已採納這些地方/地區常用的標準。政府當局向委員
保證，雖然研究結果顯示在本港出售的寵物食品整體而言屬安
全，當局會繼續密切監察本地情況，並留意國際間有關寵物食
品安全的最新發展。  
 
啟德發展區的動物管理及動物福利綜合大樓  
 
32.  政府當局曾就下列建議徵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在啟德
發展區興建動物管理及動物福利綜合大樓 ("動物綜合大樓 ")，以
重置九龍動物管理中心，藉此騰出土瓜灣現址的土地作公營房
屋發展，並提供額外空間及設施，滿足漁護署的運作需要。  
 
33.  委員察悉並關注到，與九龍動物管理中心相比，動物綜
合大樓擬提供的動物收容設施數目只會由大約 120個增至約 270
個。由於預計在政府當局引入 "謹慎責任 "的規定 (見上文第 27 至
29 段 )後，將有更多動物被寵物主人送交漁護署，部分委員認
為，政府當局在規劃動物綜合大樓的動物收容設施時，應計及
動物棄養個案可能有所增加。有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檢討動物綜
合大樓的設計，以期騰出空間，提供更多動物收容設施，以及
其他與動物福利和動物管理相關的設施。  
 
34.  政府當局表示，新建綜合大樓將提供較九龍動物管理中
心多超過一倍的動物收容設施，供收留貓狗和其他小型動物。
因此，漁護署能夠接收更多流浪動物或由主人交來的動物，並
在有需要時延長收容動物的時間，以期提高牠們被領養的機
會。此外，動物綜合大樓會提供多項新增及經提升的設施 (包括
扣留室、傳染性或患病動物專用的隔離設施、手術室、供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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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在接受手術治療後使用的康復室、2 間狗隻防疫注射室，以
及 8 個獨立的多用途室 )。這些設施有助整體上改善入住新建綜
合大樓的動物的健康狀況。為進一步回應委員的關注，政府當
局其後已就該工務工程計劃向事務委員會提供更詳盡資料。該
工務工程計劃已列入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議程內，以尋求小組
委員會通過。如獲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批准撥款，政府當局計
劃在 2020 年第三季開始興建動物綜合大樓，以期在 2024 年第二
季完成建造工程 (包括拆卸現時的九龍動物管理中心 )。  
 
休漁期貸款計劃注資建議  
 
35.  內地當局於 1999 年開始每年在南中國海實施休漁期，
以保育漁業資源，促進漁業可持續發展。過去 20 年間，休漁期
在實施時間和所涵蓋的捕魚作業方式均有所收緊。在 2017 年作
出的最近一次修訂，已將休漁期延長至三個半月 (即從 5 月 1 日
至 8 月 16 日 )，並禁止除釣具以外的一切捕魚作業方式。自
1999 年起，政府當局一直透過魚類統營處貸款基金 ("魚統處貸
款基金 ")，向受休漁期影響的本地漁民/船東提供低息貸款，協
助他們渡過休漁期。經考慮政府當局提出的理據，委員普遍支
持當局提出的建議： (a)將每艘船的休漁期貸款最高貸款額由
30 萬元增加至 50 萬元；及 (b)透過向魚統處貸款基金再注資
2.1 億元，增加休漁期貸款計劃的承擔額。據政府當局表示，當
局下一步會先諮詢魚類統營顧問委員會，然後將增加最高貸款
額和魚統處貸款基金承擔額的建議提交財委會審批。  
 
曾舉行的會議  
 
36.  在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間，事務委員會共舉
行了 8 次會議。由於在 2020 年年初爆發 2019 冠狀病毒病，事
務委員會原編訂的 2020 年 2 月份和 3 月份會議沒有舉行。事務
委員會已編訂於 2020 年 7 月舉行另一次會議，討論政府當局應
對食用動物抗菌素耐藥性威脅的工作，以及提供處理流產胎設

施的進展。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0 年 6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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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17 日不再是立法會議員。  

 

#  依據《立法會條例》(第 542章 )第 15(1)(a)條，何啟明於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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