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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為 2021 年 3 月 9 日的會議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食物安全中心的食物監察計劃  

 
 

目的  
 

 本文件提供背景資料，說明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食物
安全中心 ("食安中心 ")有關推行食物監察計劃的工作，並綜述食物
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委員曾就食物監察計劃
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背景  
 
食物監察計劃  
 
2. 政府當局表示，食安中心採用世界衞生組織倡導的 "從農場到
餐桌 "策略，確保香港食物安全。源頭管制工作包括只容許經審核檢
查的註冊農場/加工廠種植或生產的食物供港，以及規定某些食用動

物和食品須附有衞生證明書等。在食物供應鏈的下游層面，食物監

察計劃是食安中心找出潛在的食物風險和監察食物安全水平的重要

環節之一。  
 
3. 根據食物監察計劃，食安中心在進口、批發和零售 (包括網上
零售商 )層面，抽取食物樣本進行微生物、化學及輻射測試，以確保
出售的食物符合所有法例要求及適宜供人食用。因應世界各地現時

以項目為本監察的趨勢，食安中心自 2007 年開始推行三管齊下的食
品監察策略，包括 (a)恆常食品監測 (包括各類主要食品種類如蔬果、
肉類、家禽、水產、奶類及穀類 )；(b)專項食品調查；及 (c)時令食品
調查。另外，食安中心亦進行普及食品專題調查，評估本港市民經

常食用食品的安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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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的整體情況  
 
4. 政府當局表示，除抽取約 66 200 個樣本作恆常食品監測外，
食安中心於 2019 年完成了 8 項專項食品調查 (例如肉類中的二氧化
硫及食物含金屬雜質的情況 )；6 項時令食品調查 (例如賀年食品、大
閘蟹及臘味 )；及 1 項普及食品專題調查 (即火鍋食品及湯底 )。整體
合格率為 99.8%。  
 
 
委員的關注事項  

 
5. 委員曾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進口食物的安全  
 
監測進口蔬菜  
 
6. 有委員關注到 (a)因應申訴專員公署於 2017 年 11 月發表題為
"食物環境衞生署對進口蔬果安全的監控制度 "的主動調查報告，
食安中心在抽檢進口蔬菜方面有何跟進行動；以及 (b)就着審計署於
2018 年 10 月發表有關食安中心食物安全管理及進口管制工作的衡
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中指出車輛逃避前往文錦渡食品管制辦事處接

受食安中心檢查食物批次的問題，食環署曾經採取甚麼措施以作處

理。  
 
7. 政府當局表示，食安中心已尋求香港海關 ("海關 ")協助，攔截
目標車輛 (包括運菜車輛 )，以便交由食安中心職員於文錦渡食品管制
辦事處進行檢查。因應申訴專員調查報告的建議，食安中心前線人

員從運菜車輛抽取蔬菜作檢查和檢測時，會按隨機抽樣的原則，除

了從靠近貯貨車廂車門位置抽取蔬菜外，亦會按情況利用升降台抽

取放置於貯貨車廂較深處的蔬菜。食安中心亦已為口岸管制站前線

人員製備檢查清單，提醒他們各類進口食品所需的進口文件及須檢

查的項目。  
 
8. 有委員詢問倘若發現內地蔬菜樣本不合格，食安中心會採取

甚麼行動。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若由內地註冊菜場進口的蔬菜驗

出除害劑殘餘量或金屬污染物超出法例標準，食安中心會追溯有關

蔬菜的來源及知會內地當局。內地當局一般會暫停從相關菜場出口

蔬菜，直至涉事菜場採取措施糾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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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進口冷藏和冰鮮肉類  
 
9. 部分委員指出，據傳媒報道，由於自 2019 年年中內地爆發非
洲豬瘟疫情以來活豬價格持續高企，不法商戶以冰鮮或冷藏豬肉冒

充新鮮豬肉出售的情況頗為猖獗。不少鮮肉店以不符合發牌條件的

方式陳列和貯存冰鮮豬肉 (例如未有把冰鮮豬肉放在溫度保持在攝
氏零度至 4 度之間的冷凍櫃內，以及把已解凍的豬肉掛起來冒充新
鮮豬肉 )。有委員詢問，食環署及海關有否加強巡查鮮肉店有否違反
《食物業規例》 (第 132X 章 )或《商品說明條例》 (第 362 章 )，以及
食環署巡查鮮肉店時如何偵測非新鮮豬肉。    
 
10. 政府當局表示，經營的食物業如涉及出售新鮮、冰鮮或冷藏

豬肉，必須申領新鮮糧食店牌照。若有商戶涉嫌以冰鮮或冷藏豬肉

冒充新鮮豬肉出售，食環署及海關會分別就其違反相關發牌條件及

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採取執法行動。在進口層面，食環署會檢查

每個批次的進口冰鮮或冷藏豬肉，以及監察該等產品的分銷。當局

亦已成立專責隊伍，監察涉嫌以冰鮮或冷藏豬肉冒充新鮮豬肉出售

的新鮮糧食店和街市肉檔的經營情況。食環署在定期巡查持牌新鮮

糧食店/街市肉檔時及收到投訴後，會檢查相關豬殼的單據及追踪來

源。如對有關豬殼的單據及來源有懷疑，食環署會作出調查及採取

適當跟進行動，包括以 "放蛇 "方式搜集證據和資料。  
 
11. 有委員詢問，在 2017 年發生巴西肉類品質問題事件後，有關
方面根據甚麼準則，決定有 447 間巴西廠房符合資格出口肉類、禽
肉和蛋類到香港。政府當局表示，食安中心與巴西當局多番磋商後，

於 2019 年年底訂定巴西肉類進口香港的特定入口要求。有關要求建
基於食物安全原則，符合世界動物衞生組織及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

準、食物安全重點控制系統及優良製造規範。當局並已加強風險為

本的獸醫審計和藥物監測計劃。巴西當局其後已按特定入口要求制

訂合資格廠房名單，並同時修訂就出口到香港的牛肉、豬肉、禽肉

和蛋類所發出的官方衞生證明書內容，以加強食物溯源能力。   
 
監測水產及相關產品  
 
12. 部分委員關注到，與其他食物組別相比，水產及相關產品的

不合格率頗高。這些委員詢問，食安中心會否加強檢測水產及相關

產品 (例如魚生及壽司 )的樣本，以及監察食肆或網上訂餐平台所售賣
相關食物的安全。有委員建議，食安中心應加強宣傳，提醒消費者

進食水產的潛在健康風險。    
 
13. 政府當局表示，水產在養殖場或處理過程中較容易受到細菌

或化學污染，屬於相對高危食品。近年，食安中心已在進口、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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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零售層面增加抽查作金屬污染物及獸藥殘餘檢測的水產樣本數

目。食安中心亦會從網上訂餐平台購買食物作微生物檢測，以監察

網上銷售的食物是否安全。在教育方面，食安中心一直有提醒較容

易受影響的人口組別避免食用某些金屬污染物含量可能較高的魚類

(主要涉及金槍魚及劍魚等捕獵魚類 )，以及規定進口商必須取得由出
口地有關當局發出的衞生證明書，證明相關水產適合人類食用。   
 
與 2019 冠狀病毒病相關事宜   
 
14. 部分委員關注到，傳媒報道指有些在一個物流貨倉負責為英

國進口的預先包裝水果和蔬菜貼上標籤的工人確診 2019 冠狀病毒
病，並有推測指 2019 冠狀病毒病或會在食品包裝過程中傳播。有委
員詢問，食安中心或相關部門有否調查這些個案，以及食安中心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爆發期間有否就食品包裝的安全事宜進行監察。  
 
15. 政府當局表示，2019 冠狀病毒病是一種呼吸系統疾病，主要
的傳播途徑是人與人的接觸，以及通過直接接觸受感染者咳嗽或打

噴嚏時產生的呼吸道飛沫。根據世界衞生組織在 2020 年 4 月發出的
"COVID-19 與食品安全：對食品企業的指導 "，2019 冠狀病毒病的
病毒不能在食物中繁殖。市民從食物或食品包裝感染 2019 冠狀病毒
病的可能性極低。此外，尚無證據顯示有病毒可通過食物或食品包

裝傳播而導致呼吸道疾病。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已就確診病例進行

流行病學調查及接觸者追蹤。從相關物流貨倉採集的所有環境樣本

對 2019 冠狀病毒病病毒測試的結果均為陰性。   
 
食物中的金屬污染物  
 
16. 委員察悉並關注到，在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5 月期間，當
局曾就 1 790 個保質期較短的樣本進行金屬污染物含量檢測，並發
現其中 13 個樣本的金屬污染物含量超出《2018 年食物攙雜 (金屬雜
質含量 )(修訂 )規例》("《修訂規例》")所訂的相關上限。有委員詢問，
當局就該等不合格樣本曾採取甚麼跟進行動。部分委員又對自《修訂

規例》實施以來食米產品鎘含量水平的檢測結果表示關注。  
 
17. 政府當局表示，《修訂規例》於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首先適用
於新鮮食物，即新鮮水果、蔬菜和蔬果汁、新鮮動物和家禽的肉類

及可食用什臟、水生動物和家禽的蛋類；並於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
適用於所有食物 (包括米 )。在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5 月期間，當
局收集了超過 3 500 個食物樣本作金屬污染物檢測。整體合格率為
99.6%。在 3 500 個樣本之中，1 790 個樣本 (包括蔬菜及漁產品 )是根
據《修訂規例》所訂的金屬污染物含量上限進行檢測，整體合格率

為 99.3%。至於不合格的樣本，食安中心已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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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評估相關的公眾健康風險；追查食品批次的源頭；通知有關產

地當局；指令商戶把涉事批次的食品停售及下架；要求進口商/分銷

商回收及銷毁有問題的食品；以及公布事件和向公眾解釋有關的食

物安全風險等。  
 
監察及規管網上售賣食物  
 
18. 如上文第 12 和 13 段所述，有委員關注到，從網上訂餐平台/

流動應用程式訂購的食物 (即收到網上訂單後才製作並運送予顧客
的食物 /菜餚 )是否安全。部分委員認為，食安中心應派人從送餐電
單車上收集樣本進行測試，以查核食物供應商在運輸/送遞網上訂購

食物予顧客的過程中，有否將食物保存於安全合適的溫度，以防止

交叉污染。   
 
19.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針對沒有實體店舖的經營者於網上銷

售受限制出售的食物，食環署自 2016 年 2 月起根據《食物業規例》
要求有關人士須申請許可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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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批准售賣的受限制食物類別及營

業地址等資料，供消費者參考及在食環署網頁核實。此外，有關受

限制食物必須來自合法來源、在運送予顧客前須由供應商預先包裝、

運送過程中包裝不受干擾以減少交叉污染，以及時刻保存於安全合

適的溫度。  
 
20.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在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間，食環署曾
就提供網購食物的食肆及取得網上銷售受限制食物許可證的網上訂

餐平台的營業地點進行約 4 200 次巡查。食環署亦從網上訂餐平台
購買食物，檢查相關食物在送達至顧客時有否保存於安全合適的溫

度。在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間，當局曾進行約 200 次檢查，所有結
果均合格。    
 
21. 有委員詢問，當局如何規管透過海外網站進行的網上食物銷

售活動 (例如在韓國購物網站銷售醬油蟹之類的鹽醃海鮮 )。政府當局
回應時表示，在海外進行的食品交易的相關規管和給予消費者的保

障範圍可能跟香港的有所不同。食安中心一直有透過各種宣傳渠道，

提醒市民大眾應留意在海外網站購買食品的潛在風險。   
 
 
近期發展  
 
22. 政府當局將於 2021 年 3 月 9 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
食物監察計劃在 2020 年的實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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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23.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1 年 3 月 3 日  



 

 
 

附錄  
食物安全中心的食物監察計劃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

事務委員會  
2017 年 2 月 14 日  
(項目 V) 

議程  
會議紀要  
 

2018 年 2 月 13 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2019 年 6 月 11 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2020 年 6 月 9 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  2020 年 6 月 24 日  會 議 過 程 正 式 紀 錄 第
6396 至 6465 頁 (何俊賢
議員就 "以冰鮮或冷藏
豬肉冒充新鮮豬肉出售"
提出的書面質詢 ) 
 

2020年 11月 11日  會 議 過 程 正 式 紀 錄 第
955 至 957 頁 (李慧琼議
員就 "關於瘦肉精的食
物安全問題 "提出的書
面質詢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21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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