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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2)1136/20-21(01)號文件) 

 
 委員察悉，自上次會議後，秘書處曾發出

鄭泳舜議員於 2021 年 5 月 31 日有關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轄下公廁衞生情況的函件。 
 
II. 下次會議的日期及討論事項 
 (立法會 CB(2)1137/20-21(01)及(02)號文件) 
 
2. 委員商定，事務委員會在 2021 年 7 月 13 日
(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舉行的下次例會上討論以下兩個
項目：   
 

(a) 第二次全港性食物消費量調查結果；及 
 
(b) 福島核電廠排放廢水入海洋對食物安全的

影響及日本食品的進口管制。   
 
3. 張宇人議員建議邀請日本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

代表或廢水處理方面的專家參與上文第 2(b)段所述項目
的討論。主席表示，他會尊重政府當局與日本國駐香港

總領事館進行的跟進工作，從而確認能否向事務委員會

提供任何專家報告/相關資料，以利便委員的討論。 
 

(會後補註︰秘書處於 2021 年 6 月 11 日發出
立法會 CB(2)1175/20-21 號文件告知委員，
事務委員會已要求政府當局聯絡日本國駐香港

總領事館，以了解有否任何專家報告或相關/

有用資料，可利便委員加深了解排放計劃及其

後就議程項目進行的討論。如有的話，政府當

局應索取該等專家報告/相關資料的複本，交予
事務委員會參閱。) 

 
在 2021年 7月至 10月期間的例會時間表 
 
4. 委員察悉立法會 CB(3)618/20-21 號文件所
載，立法會主席就 2021年 7月 21日至 10月 20日期間
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作出的指示。在編定於 2021 年
7 月 21 日及 8 月 18 日舉行的兩個立法會會議之間會有
夏季休假。主席建議及委員同意，事務委員會將於

2021年 7月 13日、9月 14日和 10月 12日舉行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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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委員同意將鄭泳舜議員的函件 (上文第 1 段所
述的立法會 CB(2)1136/20-21(01)號文件)所提出的事宜
納入事務委員會待議事項一覽表；而事務委員會會在

2020-2021年度會期內討論該議題。 
 
 
III. 食物安全中心提升資訊科技系統的進展 
 (立法會 CB(2)1137/20-21(03)及(04)號文件) 
 
6. 應主席之請，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 ("食衞局副
局長 ")向委員簡介食環署食物安全中心 ("食安中心 ")
提升資訊科技系統的最新進展，詳情載述於政府當局的

文件 (立法會 CB(2)1137/20-21(03)號文件 )。委員察悉
立法會秘書處就此議題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
CB(2)1137/20-21(04)號文件)。 
 
資訊科技系統的提升 
 
7. 主席、副主席、張宇人議員、柯創盛議員、

容海恩議員及謝偉銓議員歡迎食安中心提升 5 個主要資
訊科技系統。容議員察悉，食物貿易商入門網站("入門
網站 ")讓食物貿易商在網上申請進口許可證及進口准
許，而為配合入門網站推出，食安中心的進口簽證辦事

處自 2020 年 3 月底開始由每星期 5 日增加至 7 日運
作，並延長周一至周五辦公時間至晚上 9 時。由於入門
網站推出後，應可簡化工作流程和進口許可證及進口准

許的申請程序，她質疑有否需要延長食安中心職員的

辦公時間。 
 
8. 食安中心專員及食安中心助理署長 (機構及系
統管理 )回應時表示，食物進口商除可使用入門網站其
他與進口相關的服務外，亦可透過網站在網上申請肉類

和家禽進口許可證及肉類、家禽、野味、奶類、冰凍甜

點和蛋類的進口准許，以及報告有關食物批次抵港的資

料。相對於以紙本模式提出的申請，處理空運進口肉類

和家禽及陸路進口冰鮮肉類和家禽的進口許可證的網上

申請，所需時間普遍已由數天縮短至數小時。入門網站

的網上服務讓食物貿易商可在周末和公眾假期提交申

請。為加快處理接獲的網上申請，食安中心已透過靈活

調配內部人力資源，調整進口簽證辦事處的辦公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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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謝偉銓議員關注到，在 5 個主要資訊科技系統
中，只有入門網站在 2021 年 5 月底全面推出，而其餘
4 個資訊科技系統(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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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測系統")和食物分類及
編碼系統("編碼系統"))的提升工作尚未完成。他關注到
提升進度是否落後於原定時間表，如是，延誤的原因為

何。柯創盛議員詢問提升該等資訊科技系統可望帶來的

預期效益；以及當局會否制訂任何表現指標，以量度

5個新/更新後的資訊科技系統的成效。 
 
10. 食安中心專員回應時表示，食安中心旨在透過

推出入門網站達到以下目標： (a)加強食物進口管制；
(b)利便食物貿易商在網上以電子方式登記成為食物進
口商及/或分銷商、處理相關的續期申請或更新貿易商

資料；及 (c)縮短處理進口許可證 /進口准許申請的

時間。 
 
 
 
 
 
 
 
 
政府當局 

11. 主席詢問，鑒於透過網上平台購買食物日益受

歡迎，網上銷售食物業務經營者及為網上平台提供食物

運輸服務的物流服務供應商在網上銷售某類食品或送遞

於網上銷售的食品前，是否需要透過入門網站登記成為

食物進口商及/或分銷商，並透過入門網站提交衞生證

明書 /出口申報，以就受規管食物申請進口許可證。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作出書面回應。 
 

12. 容海恩議員察悉，食安中心現正開發一套標準

化的編碼系統，為不同食品訂定編碼，讓食物分類更細

緻、詳盡和清晰。她詢問編碼系統日後會否開放供市民

使用，讓消費者查閱與食品有關的資料 (例如食品的
成分和營養含量)。 
 
13. 食安中心專員回應時表示，當前討論的 5 個資
訊科技系統，主要擬協助食安中心加強以下工作的成

效： (a)食物進口管制， (b)記錄和追查各有關單位就
食物安全事故所採取的行動，及 (c)選取食物樣本作監
測。現時，消費者可透過產品包裝上的食物標籤，查閱

預先包裝食物的成份與營養價值。食安中心會留意最新

的科技發展 (例如二維碼/智能標籤 )及與食物業界研究
有否需要以新科技向消費者提供更多食品資料，及/或

這方面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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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副主席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更新後的監測

系統會如何協助食安中心加強食物監測。食安中心專員

回應時表示，監測系統將設有零售店鋪數據庫，優化現

時食安中心選取和收集食物樣本作監測的方式。相對於

現時的人手操作模式，透過資訊科技運算，預先編排抽

檢食物樣本的地點和比例，可增加食物監測的靈活性和

數據的代表性。 
 
15. 柯創盛議員察悉，食安中心已使用多種社交媒

體平台 (例如政府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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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食安中心臉書專頁只有約 20 000 個 "讚好 "，
在 Instagram 則只有 1 577 名"粉絲"(fans)。他認為有關
數字遠較其他政府電子平台遜色。他促請食安中心透過

社交媒體，加強與公眾的互動溝通。 
 
16. 食安中心專員回應時表示，食安中心近年已更

頻密地使用社交媒體平台，向公眾發布食物安全資料及

食物安全事故的最新資訊。食安中心每周在其不同的電

子平台發布至少兩至三項有關食物安全的新聞。食安中

心希望，透過加強宣傳及迅速發布簡單易明的食物安全

風險資訊和建議，食安中心臉書及 Instagram 的訂閱/

瀏覽人數會有所上升。 
 
與申請進口許可證相關的事宜 
 
17. 就申請進口許可證而言，謝偉銓議員察悉，

過往曾有一些情況，即使進口商未有以紙本模式遞交全

部所須的證明文件 (例如衞生證明書 /出口申報 )，
食安中心仍會酌情向相關進口商發出進口許可證，作為

方便營商的措施。他關注到，食安中心會否繼續酌情

處理貿易商在網上提交的進口許可證申請。謝議員

憶述，在 2018 年 10 月發表的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一號
報告書指出，在 2013年至 2017年間，已簽發但進口商
未有使用的進口許可證的百分比偏高。他詢問食安中心

會否訂定一個日期，屆時未經使用的進口許可證將被

視為失效，以防進口商不當使用進口許可證。 
 
18. 食安中心專員回應時表示，對於從海運進口及

被抽選接受食安中心進口文件查核和實物檢查的食物批

次，進口商一般會獲事先通知，其批次須接受食安中心

檢查。食安中心察悉，過往曾有進口商在其食物批次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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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選接受食安中心檢查時，註銷涵蓋該批次食物的進口

許可證，然後以另一未經使用的進口許可證取代原有

許可證，並將同一批次的食物進口，藉以逃避實物

檢查。入門網站有助杜絕進口商利用註銷進口許可證的

手法逃避實物檢查。新系統已設定規則，假如有進口許

可證在相關肉類或家禽食物批次被抽選作實物檢查後註

銷，而該進口商日後若為同一批次食物再次申請進口

許可證，系統會自動鎖定該批次食物作實物檢查。雖然

某些食物進口商或會繼續以紙本模式提交申請，現時已

有超過 92%的進口許可證及進口准許是透過入門網站
提交申請和發出。食安中心助理署長(機構及系統管理 )
補充，食安中心已跟進審計署署長有關食物進口管制的

建議。所有申請人須透過入門網站提交衞生證明書 /

出口申報，以申請肉類或家禽進口許可證。 
 
19. 主席關注到，如進口商知道其為貨物再次申請

進口許可證時，入門網站會自動鎖定該批貨物作實物

檢查，他們或會以另一批次可符合相關食物安全標準的

肉類或家禽，取代原本有問題的批次。食安中心專員

回應時表示，進口商每次為肉類或家禽申請進口許可證

時，須出示海外有關當局發出的衞生證明書 /出口申

報。每張衞生證明書只會涵蓋指定批次的食物。如進口

商使用同一張衞生證明書申請新的進口許可證，該衞生

證明書只能適用於同一指定批次的肉類或家禽。   
 
20. 主席問到，由於現已不再以紙本模式處理大部

分的進口許可證及進口准許申請，食安中心會否檢討以

紙本模式處理申請所需的人力資源。依他之見，食安中

心應訂定時間表，逐步淘汰以紙本模式提交申請的做

法。食安中心專員回應時表示，某些食物進口商對應用

新科技的取態較保守，仍選擇以紙本模式提交申請。

如入門網站獲得申請人普遍接受，食安中心將考慮是否

停止接受以紙本模式提交的申請。 
 

 
IV. 食物進口管制 
 (立法會 CB(2)1137/20-21(05)及(06)號文件) 
 
21. 應主席之請，食衞局副局長向委員簡介食安中

心規管食物進口的工作，詳情載述於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2)1137/20-21(05)號文件 )。委員察悉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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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秘書處就此議題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
CB(2)1137/20-21(06)號文件)。 
 
對陸路進口食物的管制   
 
內地食物供應 
 
22. 張宇人議員關注到，近年內地活豬供應減少及

本港暫停進口內地活家禽，令新鮮豬肉和活雞零售價格

大幅上漲。他認為，政府當局應繼續就增加活豬供應和

恢復供應活家禽與內地當局聯繫，以協助穩定這些食品

的零售價格。主席和副主席提出類似的意見。 
 
23. 張宇人議員察悉並關注到，香港近年沒有從內

地進口大閘蟹。他表示，就零售商銷售的大閘蟹被驗出

二噁英含量超標，政府在與零售商 (包括一間由他擁有
的公司 )進行的訴訟中敗訴。依他之見，現時對大閘蟹
二噁英和二噁英樣多氯聯苯含量所訂的上限過於嚴格。

由於適度食用大閘蟹不會有任何健康風險，食安中心應

檢討現時對大閘蟹二噁英及二噁英樣多氯聯苯訂定的行

動水平。張議員亦認為，食安中心應盡早推展在港珠澳

大橋香港口岸設置恆常鮮活食品檢驗設施的建議，以利

便從中山和珠海等鄰近地方進口鮮活食品。 
 
對進口蔬菜的監察 
 
24. 副主席認為，食安中心應加強監察直接經零售

點出售，而非經批發市場 (包括漁農自然護理署營運的
批發市場或蔬菜統營處的長沙灣蔬菜批發市場 )分銷的
進口和本地蔬菜。他詢問，近年在食物監測計劃下，於

零售層面(包括超級市場、街市攤檔及新鮮糧食店)抽檢
的蔬菜樣本數目，以及檢測結果。 
 
25. 食安中心專員回應時表示，香港大部分可供銷

售的蔬菜均從內地進口。除了在文錦渡食品管制辦事處

抽取蔬菜樣本作檢測外，食安中心亦在批發及零售層面

抽取蔬菜樣本進行檢查。食安中心助理署長(風險管理)
表示，在 2020 年，食安中心在食物監測計劃下，曾檢
測約 26 100 個蔬菜，水果及相關食品的樣本。在這些
樣本中，約 60%是在進口層面抽取，15%在批發市場抽
取，以及 25%在零售點抽取，共有 25 個蔬菜，水果及
相關食品樣本的檢測結果不合格，其中 23 個為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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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大部分被驗出除害劑殘餘量及金屬污染物稍高於

相關准許上限。 
 
26. 食安中心助理署長(風險管理 )回應主席的查詢
時表示，根據香港海關 ("海關")提供的資料，每日平均
約有 300 架次的車輛經文錦渡從內地運載蔬菜到港，
食安中心人員會檢查當中約 20 至 30 輛。當運菜車輛抵
達文錦渡食品管制辦事處後，食安中心人員會(a)檢查運
菜車的鉛封是否完整； (b)核對隨貨文件；及 (c)按照風
險為本的原則，並附以隨機方式編訂的抽檢方案，直接

或利用升降台從貨車不同位置(包括較高及較深處)抽檢
蔬菜作快速農藥殘留測試和詳細化學分析。整個檢查及

抽樣過程需時約 20至 30分鐘。 
 
27. 主席表示，本地菜農不滿當局對本地蔬菜的監

測較進口蔬菜嚴格。據他了解，一輛運菜車可能會運載

由數個內地註冊菜場供應的不同批次的蔬菜。由於車輛

清關時間緊迫，食安中心不一定能從每批蔬菜抽取樣本

作檢測。依他之見，政府當局應考慮設立一個新的新鮮

食品批發市場，以及強制規定所有本地及進口蔬菜必須

運往該批發市場集中批銷，以便食安中心按標準化抽樣

方法抽取樣本進行檢測。食安中心專員回應時表示，除

了每日檢查運菜車輛外，食安中心會聯同海關在文錦渡

食品管制辦事處對目標車輛 (包括該等運送過往曾被發
現有蔬菜樣本不合格的菜場所供應的蔬菜的車輛 )進行
突擊檢查。 
 
對進口冰鮮或冷凍食品的監察 
 
28. 柯創盛議員關注到，近月有商販在未獲食環署

書面許可的情況下，於某些鮮貨街市銷售冰鮮肉類及水

產(例如生蠔)。他認為，食安中心應加強執法打擊這類
非法銷售活動，以及在食物監測計劃下，於鮮貨街市及

零售店鋪抽檢更多冰鮮肉類和水產樣本。 
 
29. 食安中心專員回應時表示，由於冰鮮肉類和

家禽屬高風險食物類別，食安中心已對獲批運載冰鮮肉

類和家禽的車輛及貨櫃實施加強監察機制。獲批作上述

用途的車輛及貨櫃須每兩年重新檢查一次，確保食物貯

存溫度及衞生情況良好，以及持續適合運載冰鮮食物。

當獲批貨車經文錦渡口岸運載冰鮮肉類及家禽到港時，

食安中心人員會進行多項檢查，包括檢查密封式載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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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的衞生情況，以及監察車輛冷凍裝置的運作狀況。

食安中心亦會定期檢查進口商的凍房。如發生食物安全

事故，食安中心會採取適當行動，包括追溯有關食物批

次的來源及視乎需要，要求進口商/分銷商回收及銷毀

有問題的食物。 
 
30. 食安中心專員進一步表示，內地有關當局早前

曾調整各個陸路口岸的功能。就文錦渡口岸的貨檢功能

而言，只有鮮活食品貨車獲准繼續使用文錦渡口岸清

關。為此，食安中心與相關部門合作推行新策略，在文

錦渡口岸跨境來港車道以不定點不定時的方式，加強抽

檢運載食物的貨車。在新策略下，食安中心既能揀選及

指定其目標車輛到文錦渡食品管制辦事處接受檢查，亦

能更靈活執行對跨境車輛的檢查，令文錦渡整體食品管

制工作更具成效和更有系統。 
 
31. 葛珮帆議員詢問對目標車輛進行突擊檢查的結

果。謝偉銓議員詢問，食安中心在發現違規事項時 (例
如食物批次及隨貨文件不符，或車輛鉛封受損 )，會有
何跟進行動。 
 
32. 食安中心專員及食安中心助理署長 (風險管理 )
回應時表示，食安中心與海關一直就檢查運載進口食物

的車輛保持緊密聯繫及互相交換情報，並不時聯手進行

突擊執法行動，打擊非法食物進口及進口和銷售來源不

明食物的活動。在 2020 年，食安中心檢查的車輛數目
共約 6 100 架次，沒有發現違規事項。在食安中心和
海關於 2020 年聯合進行的突擊執法行動中，於 10 月至
12月期間在文錦渡口岸和深圳灣口岸先後破獲多宗懷疑
走私大閘蟹案件。於 2021 年 4 月至 5 月期間，食安中
心根據上述新策略，於文錦渡口岸共截查約 380 架次的
運載食物車輛，沒有發現違規事項。 
 
33. 葛珮帆議員表示，據報，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應科院 ")已開發 "新一代冷凍食品進口安全管理平
台"，以將監察及管制內地進口冰鮮或冷藏肉類的工作
數碼化，並加強工作成效。她詢問，食安中心會否考慮

訂購應科院的服務，以使用上述平台加強對進口冰鮮或

冷凍食品的監察和溯源能力。她亦詢問，食安中心會否

研究採用區塊鏈技術，以監察冰鮮或冷凍食品的運輸過

程及 2019冠狀病毒透過進口冷凍食品傳入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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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食安中心專員回應時表示，食安中心及海關會

與應科院舉行會議，以了解上述新食物安全管理平台可

如何協助政府部門追溯食物來源及進行執法工作。

自 2020 年年中起，食安中心一直在進口層面(包括在進
口商的凍房 )抽取各類冷凍食品及其包裝樣本進行
2019 冠狀病毒病檢測。截至 2021 年 5 月底，食安中心
已檢測超過 1 萬個來自 50 多個食物進口地的相關樣本
(主要為肉類及水產 )，檢測結果均為陰性。食安中心
察悉，某些大型連鎖店已開始使用區塊鏈技術監察貨物

運輸過程。食安中心會與本地專上院校研究，探討區塊

鏈技術會否及如何在規管層面提升食物的可追溯性。 
 
粽葉 
 
35. 主席及葛珮帆議員從媒體報道察悉，有粽葉被

驗出含有金屬污染物和漂白劑，該特物質在翻熱時或會

被粽子吸入。他們詢問，在食物監測計劃下就粽子進行

的抽樣檢測工作，以及食安中心會否抽取粽葉樣本，以

檢測金屬污染物、防腐劑和有害物質等。 
 
36. 食安中心專員回應時表示，食安中心在端午節

前，會透過時令食品調查，抽取粽子樣本進行化學和微

生物與營養成分測試。2021 年的粽子樣本全部通過檢
測。食安中心提醒市民，在選購或製作粽子時，適宜

(a)向可靠的店鋪/供應商購買粽子或粽葉；及(b)在製作
粽子前，以流動清水徹底清洗粽葉。食安中心會檢討應

否加強抽檢粽子的工作。 
 
對空運或海運進口食物的管制 
 
日本食品 
 
37. 劉業強議員從媒體報道得悉，部分釀酒廠將廠

房/種植場遷往福島核電廠鄰近地區，令公眾關注到該

等釀酒廠釀製的酒類產品(例如清酒)會否被地底深處受
污染的地下水污染。劉議員察悉，從福島及日本其他受

影響的四縣(即茨城、栃木、千葉及群馬)進口的酒類產
品無須提供輻射檢測證明書。他詢問食安中心如何確保

從上述日本縣份進口的酒類產品的安全。 
 
 
 

38. 食安中心專員回應時表示，除了規管來自受影

響日本縣份的某些高風險食品進口香港，食安中心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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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風險為本的原則就日本進口食品(包括空運及海運)進行
輻射測試。食安中心助理署長(風險管理)補充，經日本
當局檢測後，檢測結果超出有關安全上限的食品會被

禁止於日本銷售及出口至海外市場。在 2020 年，
食安中心檢測了逾 38 000 個批次的日本進口食品，
當中約 11 000 個批次的貨物為飲品(包括酒類產品 )及
零食，有關樣本全部通過檢測。劉業強議員要求政府

當局提供補充資料，說明對從福島及附近四縣進口的

酒類產品(例如清酒)的現行監察工作及近年在食物監測
計劃下對該等酒類產品抽取樣本進行檢測的所有結果。 
 
39. 葛珮帆議員表示，日本政府計劃在約兩年後開

始從福島核電廠排放放射性廢水入海洋，事件引起市民

深切關注。她認為，食安中心應就現時對日本食品的進

口管制及食安中心因應日本排放廢水計劃將會額外推行

的措施，加強進行宣傳。葛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

慮跟隨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的做法，根據日本政府禁止

出口往其他地方的食品名單，而禁止輸入日本食品。 
 
40. 食安中心專員回應時表示，過去 10 年，
食安中心共檢測逾 75 萬個日本進口食品樣本，對比其
他海外經濟體，這個檢測比率相對較高。至於日本排放

廢水的計劃，香港政府已要求日本當局提供各方面的

數據，以及管制和監察方面的資料。食物及衞生局與

食安中心會密切監察最新發展，並檢討應否相應調整對

日本食品的監察工作。 
 
澳洲食品 
 
41. 謝偉銓議員表示，根據媒體報道，於內地當局

限制某些澳洲食品進口中國後，部分從澳洲空運或海運

進口香港的食品(例如洋酒、龍蝦和大麥)的數量顯著上
升。他關注到，食安中心會否追蹤這些食品的流向及與

海關採取聯合行動，打擊走私澳洲食品到內地。 
 

(會後補註︰謝偉銓議員其後致函主席，以
書面列出他在會議上提出的問題及關注事項

(請參閱第 9、17、31 及 41 段)。他於 2021 年
6 月 8 日的來信已於 2021 年 6 月 10 日隨立法
會 CB(2)1171/20-21 號文件送交委員，並抄送
政府當局，以待提供書面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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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食安中心專員回應時表示，食安中心會與海關

合作打擊非法進口及走私食物。在食安中心與海關近年

進行的突擊聯合執法行動中，先後破獲多宗懷疑走私冰

鮮 /冷藏肉類的案件。食安中心助理署長 (風險管理 )
補充，在 2020 年，食安中心針對從陸路、空運和海運
非法進口及走私家禽、野味、肉類、蛋類及其他食品的

案件提出共 194宗檢控。 
 
台灣的肉類食品 
 
43. 主席表示，台灣當局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准
許含萊克多巴胺(瘦肉精的一種)的美國豬肉進口。較早
前，本地一間傳媒機構報道其抽檢 8 款台灣或美國生產
而在香港銷售的豬肉製品的結果，當中 7 款製品的萊克
多巴胺含量均超出香港的訂明上限 (最多超標達
27.6 倍)，另有 3 款台灣及 1 款美國生產的製品被驗出
含有香港禁用的瘦肉精克崙特羅。主席察悉食安中心對

上述媒體報道的回應，即食安中心在 2021 年 1 月至
5 月間，已檢測約 70 個來自不同國家/地區(包括台灣)
的豬肉、牛肉及相關製品樣本的瘦肉精含量，全部通過

檢測。然而，他認為樣本數目太少，並詢問食安中心會

否考慮就台灣進口的豬肉、牛肉及相關製品進行更多檢

測。 
 
44. 食安中心專員回應時表示，在食物監測計劃

下，食安中心一直在市面抽取豬肉、牛肉及相關製品的

樣本進行檢測。食安中心會繼續按照風險為本的原則，

監察在市面銷售的相關製品。 
 
監察及規管網上銷售的食品 
 

 
 
 
政府當局 
 
 
 
 

45. 副主席表示，自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以
來，市民喜歡購買新鮮食材在家烹煮，多於外出用膳，

以致進口香港的食物數量和種類增加。他要求政府當局

提供資料，說明與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前數年所
錄得的數字比較，近兩年(a)於食物監測計劃下在進口層
面抽取化驗的食物樣本、 (b)驗出不合格的樣本，及
(c)市民對進口食品作出投訴的數目有否上升。 
 
46. 食安中心專員回應葛珮帆議員有關現時規管網

上銷售食物活動的提問時表示，食安中心一直按照風險

為本的原則決定於食物監測計劃下在進口層面抽檢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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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的類別和數目。鑒於網上銷售食物 (經互聯網、
流動應用程式或社交媒體平台進行 )越來越受歡迎，
食安中心近年已在食物監測計劃下增加抽檢網上食物樣

本的數目，當中用作微生物測試的比例亦有所增加。

食安中心會繼續監察網上食物銷售活動是否符合相關食

物安全及進口規定。 
 
 
V. 其他事項 
 
4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時 56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1年 7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