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11 月 28 日

討論文件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商品說明條例》的實施情況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商品說明條例》（第 362章）

（《條例》）的實施情況。

背景

2. 香港現時有不同的法例保障消費者的權益。其中，

《條例》涵蓋貨品及服務，禁止的不良營商手法包括虛假商

品說明、誤導性遺漏、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餌誘式廣告宣

傳、先誘後轉銷售行為以及不當地接受付款，對實體及網上

商戶的營業行為同樣適用。違反相關「公平營商條文」1的商

戶最高可判處監禁五年及罰款 50 萬元。

3. 《條例》設立了民事的遵從為本機制。執法機關如相信

某商戶作出被禁止的不良營商手法，可在取得律政司司長的

書面同意後，接受涉案商戶書面承諾停止和不重覆有關不良

營商手法，而不予以檢控，以鼓勵商戶遵從法例和及時制止

已知的不良營商手法。

1 包括《條例》的第 4、 5、 7、 7A、 13E、 13F、 13G、 13H 及 13I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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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海關（海關）是負責執行《條例》的主要機關，而

通訊事務管理局獲賦予共同管轄權 2，就《廣播條例 》

（第 562章）及《電訊條例》（第 106章）下的持牌人作出與根

據相關條例提供廣播服務或電訊服務有直接關連的營業行

為，執行「公平營商條文」。  
 
5. 除了《條例》，本港其他法例（例如《貨品售賣條例》

（第 26章）、《管制免責條款條例》（第 71章）、《服務提供（隱含

條款）條例》（第457章）及《不合情理合約條例》（第 458章））

亦有就與消費者交易的合約制訂規範，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消費者可根據其個案的情況（包括合約條款），按合約法及／

或其他相關法律提出申索。  
 
 
執法策略  
 
6. 執法機關一直採取三管齊下的方式執行《條例》的「公

平營商條文」，致力保障消費者權益  -  
 

(a) 執法行動：執法機關採取必要和及時的執法行動，打擊

不遵從法例的行為，透過檢控及判刑，對不良商戶產生

阻嚇作用，從而建立公眾信心；  
 

(b) 合規推廣：執法機關透過主動探訪不同業界及舉行簡

介會，就《條例》下的法律要求及為遵從《條例》而應

採取的措施，向商戶提供建議和指引；以及  
 
(c) 宣傳教育：執法機關聯同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 3，

推行廣泛的宣傳及教育項目，以增加消費者對不良營

商手法的認識並推廣「精明消費」的概念，亦同時向商

                                                       
 
2 為便利遵從法例並提高透明度，海關及通訊事務管理局於 2013 年 7 月 15 日

發出《執法指引》，以就實施《條例》的「公平營商條文」提供指引，並明示

執法機關以何種方式行使《條例》中的權力。  

3 根據《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 216 章），消委會的法定職能包括接受及審查貨

品及服務的消費者的投訴，並向他們提供意見。  



3 

戶推廣良好做法 4。  
 
7. 由於《條例》涵蓋的貨品及服務範圍廣泛，為促進商戶

遵從法例，並有效運用執法資源，執法機關採用風險為本的

原則，優先處理涉及重大公眾利益或受到廣泛關注的營商行

為，以及缺乏悔意或故意屢犯的個別行業或商戶等。  
 
 
整體實施情況  
 
8.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 5，海關、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

室（通訊辦）及消委會接獲涉及可能違反《條例》的投訴，

分別有 69 699、4 094 及 37 061 宗。有關涉嫌違反《條例》

的投訴數字如下  - 
 

類別  海關  通訊辦  消委會  

虛假商品說明  50 979 2 408 11 060 

誤導性遺漏  3 833 1 701 4 235 

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  2 177 78 3 202 

餌誘式廣告宣傳  269 23 431 

先誘後轉銷售行為  106 28 799 

不當地接受付款  12 098 473 2 405 

其他 6 237 421 14 929 
 

                                                       
 
4 例如，海關於 2022 年 8 月舉行主題為「打擊不良營商 ‧排解民生憂難」的宣傳

活動，於官方社交媒體平台發布宣傳短片及漫畫，揭露健身、裝修、僱傭和美

容服務行業的不良營商手法，提醒大眾避免落入消費陷阱。此外，海關於屯門

區新落成的公共屋邨進行宣傳教育，派發單張提醒市民注意裝修行業中常見

的不良營商行為，並提醒商戶須遵守《條例》的規定。  

5 由經修訂的《條例》自 2013 年 7 月 13 日生效起計算。  

6 其中部分投訴被評估為不屬《條例》範疇，例如僅涉及商戶的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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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由於接獲的部分投訴涉及多於一項涉嫌違反《條例》的指控，因此按以上類

別分類的投訴總數可能較接獲的投訴總數為多。 )  

 
9. 海關在上述接獲的 69 699 宗投訴中，已完成處理

69 034 宗投訴 7 -  
 

(a) 經初步審視後， 32 836 宗投訴被評核為不涉及違反

《條例》，已予結案；  
 

(b) 另就 34 660 宗投訴，加上海關主動調查的個案，經整

合後共開立 2 266 宗詳細調查個案（部分個案涉及多於

一宗投訴），其中，2 219 宗完成調查，海關已  –  
 

(i) 向當中 314 宗個案的涉案商戶及有關銷售人員發

出警告信或勸喻信，敦促他們遵守有關法例要求； 
 

(ii) 完成了 676 宗檢控個案，其中定罪個案 625 宗，成

功檢控率高達九成，涉及不同行業。法庭判監個案

達 102 宗 8，最長監禁期為 21 個月 27 日，罰款個

案達 488 宗，金額由 500 元至 152,000 元不等；  
 

(iii) 另就 15 宗個案，在獲得律政司司長的書面同意後，

接受商戶停止有關營商行為共 17 份書面承諾；以

及  
 

(c) 其餘的投訴則轉介予其他相關執法部門（例如警方）或

機構跟進。  
 
10. 通訊辦共處理 4 094 宗投訴，提出刑事檢控的有一宗，

並成功檢控及罰款。另外，通訊辦已就 210 宗個案向有關持

牌人發出勸喻信敦促其注意有關事宜，並改善向消費者作出

相關的營業行為，以及就一宗個案向有關持牌人發出警告

信，警告立即停止及不得重複其相關的營業行為。  
                                                       
 
7 其餘投訴則正在初步審視中。  

8 被判入獄人數為 78 人（包括 41 人被判處即時入獄及 37 人被判處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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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消委會共處理 37 061 宗投訴，其中可跟進的投訴 9共

有 23 776 宗，包括 23 381 宗已予結案 10，其餘 395 宗仍在調

停中。  
 
 
關注事項  
 
12. 不良營商手法隨著社會經濟狀況、資訊科技發展、消費

文化等因素持續演變。因此，我們必須與時並進，留意社會

就消費者保障的關注議題，繼而靈活調配資源和採取不同應

對策略。  
 
消費者網上購物的權益  
 
13. 根據政府統計處在 2021 年 9 月公布的《香港住戶的網

上購物情況》 11，在 2019-20 年，在這項統計調查所涵蓋的

240萬個家庭住戶當中，約 140萬個家庭住戶（佔整體涵蓋的

家庭住戶 60%）有參與網上購物（網購）。由此可見，本港住

戶進行網購甚為普遍。  
 
14. 網購已成為經濟活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消費者亦關

注參與網購時，如何確保其權益。針對涉及網購的不良營商

手法，除了跟進舉報個案，海關會透過搜證和調查工具監察

網上各種非法活動，在適當時候作出跟進及檢控。如發現本

地或海外網站有違規活動，海關可要求網站移除有關內容或

連結，亦會視乎需要和情況，與海外執法機關採取聯合行動。 
 

                                                       
 
9 部分接獲的投訴基於投訴人未能提供所需資料或文件等原因而未能跟進。  

10 14 727 宗經消委會調停後得以解決，另有 1 194 宗已轉介海關、通訊辦或其他

有關機構跟進。  

11 根據政府統計處在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9 月期間進行的「 2019/20 年住戶

開支統計調查」的結果，介紹香港不同特徵的住戶進行網上購物的普及程度，

同 時 亦 闡述 相 關 住戶 在 不 同商 品 或 服務 種 類 上的 網 購 開支 模 式 。全 文 見 ︰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FA100284/att/B72109FA2021XXXXB010
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FA100284/att/B72109FA2021XXXXB010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FA100284/att/B72109FA2021XXXXB01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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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由 2017年至 2022年（截至 9 月 30 日），海關接獲涉及

網購不良營商手法的舉報及相關執法數字如下  -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截至  

9 月 30 日 )  

舉報宗數  1 227 1 561 999 3 995 1 622 1 239 

檢控個案宗數  8 4 2 5 4 3 

定罪個案宗數  9 4 2 5 4 3 

被定罪數目  
(公司／人 ) 

11 5 2 5 4 4 

 
16. 假如案情涉及海關權限以外的罪案（例如欺詐罪），海

關亦會將案件轉介予其他相關執法部門，以即時跟進。  
 
17. 消委會一直協助消費者維護權益，並通常在雙方可接

受的協議下，排解消費者與商戶之間的糾紛。此外，消委會

一直透過不同途徑，向消費者提出與網購相關的消費警示及

建議，例如在其出版的《選擇》月刊刊登有關網購的調查文

章，提醒消費者進行網購前應先了解退貨安排及退款保障等

條款細則，以及透過報章、電台及電視台等不同媒體的訪問，

提醒消費者遇上購物爭議時需注意的情況。  
 
打擊供應不符合規格防疫產品  
 
18.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近三年，在 2020 年初疫情爆

發初期，全球防疫物資供應嚴重短缺，市民對外科口罩等防

疫產品的需求大增。海關自 2020 年 1 月 27 日起開始進行代

號「守護者」的大規模特別行動，全面巡查、試購及檢視於

全港各區出售的外科口罩等防疫產品。截至今年 9 月，海關

已巡查零售點超過 44 700 間次，以確保市面上出售的防疫產

品均符合《條例》及《消費品安全條例》（第 456 章）。海關

亦關注網上銷售口罩涉嫌不良營商手法或不安全的個案，除

跟進投訴個案外，亦曾於 2020 年採取多次特別執法行動，拘

捕七名涉嫌在網上社交平台應用虛假商品說明銷售外科口

罩及半面式口罩連濾盒的賣家。因應調查結果及律政司建

議，海關已展開檢控或轉介警方跟進，其中部分賣家已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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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定罪，並判處罰款。  
 
19. 海關於今年 2 月至 5 月展開另一項特別行動，巡查並

檢視市面上出售的新型冠狀病毒快速抗原測試套裝（快速測

試套裝），要求相關供應商提供佐證，以核實應用在快速測試

套裝上的聲稱，確保市面出售的快速測試套裝符合《條例》

的規定。在整個行動中，海關人員共核實 75 款快速測試套裝

上的聲稱，並無發現有商戶違反《條例》的情況。  
 
20. 除加強執法外，消委會聯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商經

局）推出「快速抗原測試包認可名單搜尋器」，方便巿民搜尋

市面出售的快速測試套裝是否符合多個地方的認可名單。  
 
預繳式消費  
 
21. 涉及預繳式消費的不良營商手法亦是近年引起社會廣

泛關注的議題。有關的投訴大部分涉及健身中心和美容院的

營商手法，包括商戶以威嚇手法推銷大額預繳服務，令顧客

在不情願或受屈的情況下訂立合約購買服務。立法會經濟發

展事務委員會、消委會及社會人士均曾向政府建議就一些消

費合約設立法定冷靜期。  
 
22. 商經局在 2019 年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就透過

立法實施法定冷靜期規管美容和健身服務消費合約收集意

見。惟公眾諮詢結束不久後，自 2019 年下半年，社會環境、

經濟情況和消費氣氛都產生了急劇變化。因此，我們有必要

根據當前情況檢討立法建議細節及小心檢視，然後再決定未

來路向。  
 
23. 與此同時，海關會繼續加強執法，打擊違反《條例》的

不良營商手法，包括涉及美容和健身業的具威嚇性營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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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上法庭就檢控個案的判刑 12，對不良商戶產生阻嚇作

用。  
 
 
未來路向  
 
24. 執法機關會繼續不遺餘力執行《條例》，從源頭打擊常

見的不良營商手法。我們亦會繼續密切留意相關投訴及執法

數字，檢視不良營商手法的趨勢，從而制訂適切的應對策略，

保障消費者權益。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香港海關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2022 年 11 月  

                                                       
 
12 例如，海關於 2018 年 10 月至 2020 年年中展開專項執法行動，打擊健身中心

的不良營商手法，行動中共拘捕 36 人，涉及健身服務合約總值約 343 萬元，

而涉案的八間健身中心，其中七間現已結業。部分案件已完成審訊，當中有健

身中心職員在 2022 年 11 月被判處 27 個月監禁，為歷來最重監禁刑期。2021 年

9 月至 11 月，海關共拘捕九名涉嫌以具威嚇性營業行為銷售健身服務的健身

中心職員，案件涉及兩間小型健身中心，執法行動後均已結業，其中一間健身

中心的兩名職員被法庭判處 160 小時社會服務令。  
 
另外，涉及美容服務的不良營商手法方面，一間美容公司女董事兼銷售員涉嫌

在銷售美容服務時，未有告知顧客一項重要資料，於 2020 年 7 月被判處三個

月監禁，緩刑一年。一名美容公司女銷售員因銷售美容服務期間作出具威嚇性

的營業行為，於 2022 年 10 月被判處監禁兩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