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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消費品的標籤規定消費品的標籤規定消費品的標籤規定消費品的標籤規定

(立法會CB(1)1604/99-00(01)號文件 — 工商局提供的資 料

文件；

立法會CB(1)1604/99-00(02)號文件 — 經濟局提供的資 料

文件；

立法會CB(1)1604/99-00(03)號文件 — 環境食物局提供 的

資料文件；及

立法會CB(1)1604/99-00(04)號文件 — 生福利局提供 的

資料文件 )

主席歡迎各個政策局及部門的代表出席會議。他表示，

因應《商標條例草案》委員會就平行進行商標貨品及進口貨

品的標籤規定進行的討論，事務委員會舉行是次特別會議，

讓議員就本港消費品標籤規定的有關事宜與政府當局交換意

見。

一般消費品的標籤規定

2. 應主席之請，工商局副局長按工商局所提交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1)1604/99-00(01)號文件 )，向委員介紹現時在該局
政策範圍內法例所規管的消費品標籤規定。

3. 何秀蘭議員特別關注玩具及兒童產品的安全問題，因為

法例並無明確的標籤要求，只是賦權海關關長要求按其指定

的格式發出警告通知書。工商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時解釋，

《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 (第 424章 )已就玩具及兒童產品
訂有一般安全規定。在決定某玩具或兒童產品是否符合該規

定時，須考慮該玩具或兒童產品推出時所採用的形式，包括

該產品附加的標記，以及就存放或使用所給予的指示或警

告。

4. 何議員質疑一般安全規定是否有不足之處。以玩具為

例，一般的安全警告只提及玩具含有小配件，不適合特定年

齡的兒童玩耍。除此之外，並無列出其他安全標準。她認為

法例應確保該等產品必須加上清晰的標籤，列明有關的安全

規格、可能引致的危險和正確使用方法，才可在香港出售，

讓消費者得以作出知情的選擇。如此一來，亦可避免因海關

或消費者委員會 (下稱 “消委會 ”)進行抽查測試，然後才發現問
題和回收產品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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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商局首席助理局長答稱，根據一般安全規定的實施機

制，海關可透過本身或消委會的抽查測試結果或外國的研究

報告，決定應採取的相應行動，包括要求就某產品發出警告

通知書，以及在發現有問題的產品時要求回收。他強調，法

例清楚訂明製造商及銷售商須在確保產品安全方面負上刑事

責任。對此，何秀蘭議員認為當局亦應加強執法，以履行立

法精神，保障公眾安全。

6. 吳亮星議員關注到，當局在文件的第 5段提及，在有效執
行標籤規定方面存在若干困難。他贊成當局應先解決執行上

的問題，以保證法例清晰明確並切實可行，同時兼顧市民和

進口商的利益。工商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時表示，在《商標

條例草案》委員會的討論過程中曾提出很多關於執行的問

題，包括如何確保標籤要求同時適用於大小各有不同的貨

品，以及標籤丟掉的情況。

7. 關於文件的第 6段提到，附加標籤規定的建議 “對消費者亦
不利，因為他們須付出較高昂的價錢，而可供選擇的貨品卻

減少 ”，吳議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引證附加標籤所增加的成
本及減少貨品供應的情況。工商局副局長澄清，該說法主要

是針對平行進口貨品須加上標籤，以列明進口商名稱及地址

的建議。他繼而表示，雖然當局未有進行具體分析，但由於

貨品類別各有不同，實難以評定增加的成本多少。總括而言，

相對於貨品本身的價值，在高價貨品 (例如汽車 )加上標籤的成
本會較低，而在低價和小包裝貨品 (例如餅乾 )加上標籤的成本
則較高。在大部分情況下，由於平行進口商並非直接向製造

商取貨，故此未必可以要求製造商附加標籤。此外，鑒於平

行進口商的利潤可能因附加標籤的規定而減少，它們便不會

進口該等貨物，以致市民的選擇亦相應減少。

8. 就此，吳議員建議當局考慮設立 “豁免類別 ”，以解決就某
些消費品附加標籤的困難。工商局副局長表示，當局會以正

面態度研究任何附加額外標籤規定的建議，包括吳議員所提

的意見。當局亦會就執行方面的問題，與業界進行磋商。但

他強調，任何標籤要求均會增加貨品的成本，故此在作出考

慮時必須權衡消費者的利益與營商者的成本和負擔。吳議員

則認為，在自由市場中，營商者自會考慮其經營的生意是否

有利可圖。他要求當局參考外國實行標籤規定的經驗，並將

有關資料提供予議員研究。

9. 鑒於經濟局、環境食物局及 生福利局在其提交的文件

中均以健康或安全為理由，表示無需在標籤上加入進口商的

資料，與工商局的立場不謀而合，田北俊議員要求 3個政策局
澄清局方在此事上是否確實單從健康或安全的角度考慮，並

沒有顧及工商局所提增加成本及選擇減少等理由。對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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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局副局長重申，局方只是反對平行進口貨品的標籤須附加

進口商資料的建議，並會以正面態度考慮日後需否就某些類

別貨品加上額外標籤規定。經濟局首席助理局長和機電工程

署副署長／規管服務、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及 生福利

局首席助理局長 ( 生 )1分別代表 3個政策局作出回應，表明各
政策局提出的意見純粹以確保貨品安全和保障市民大眾健康

為出發點。

10. 梁劉柔芬議員認為，各政策局在附加額外標籤規定一事

上似乎只顧眼前狀況，而沒有以前瞻角度探討有關問題。即

使現行制度可以應付目前香港進口的產品，但將來或許會增

加更多不同種類的產品，當局單從保障安全和健康的角度作

出考慮未必足夠，還要顧及消費者的知情權，以配合整體社

會開放資訊的發展。主席亦贊同其見解，並認為政府必須深

入研究未來的規管路向，在考慮制訂政策時不可只著眼於成

本因素，而是切實研究有否需要加強管制。

11. 鑒於市面上很多外國進口貨品的標籤並無中文或英文說

明，何秀蘭議員詢問，當局應否規定進口貨品的外文標籤須

翻譯為其中一種法定語文。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答稱，

法例已訂明食物標籤須為中文或英文或兩者兼用。至於電器

及氣體用具和藥劑製品及煙草產品，經濟局首席助理局長及

生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 生 )1分別表示有關標籤須為中文
或英文或國際認可的符號。就此，主席建議有關部門應加強

執法工作，杜絕此種情況。

電器及氣體用具的標籤規定

12. 應主席之請，經濟局首席助理局長向委員介紹屬經濟局

工作範疇的電器及氣體用具法定標貼規格，詳情載於該局所

提交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1)1604/99-00(02)號文件 )。

13. 鑑於近期發生數宗涉及電氣產品所引致的意外事故，呂

明華議員詢問，香港是否有需要設立本身一套測試電氣產品

的規格。機電工程署副署長／規管服務回應時向委員解釋，

根據立法會在 4月通過、並將在年底開始實施的規例，所有電
氣產品必須經合資格的測試中心測試合格，並獲發安全證明

書，才可在本港出售。法例並賦權監管當局要求零售商，以

至批發商、進口商，甚至製造商提交安全證明書。此外，鑑

於香港市場較小，而且貨品來自世界各地，當局認為較恰當

的做法是建立一套制度，承認由其他國家的測試中心發出的

安全證明書。至今已有 50多個測試中心取得有關資格。

14. 丁午壽議員建議應規定在安全證明書上加入進口商的資

料，以便在發生事故時追究責任。機電工程署副署長／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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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回應時表示，按政府當局的構思，製造商一般會負責將

電氣產品送交獲認可的測試中心測試，以取得安全證明書。

但若按丁議員的建議，進口商便可能要負責取得該證明書。

雖然當局未曾研究過安全證明書應屬進口商抑或製造商，但

機電工程署副署長／規管服務表示樂意就丁議員的意見再作

檢討。

食物的標籤規定

15. 應主席之請，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向委員簡介本港

食物標籤制度的目的及標籤規定，詳情載於該局所提交的資

料文件 (立法會CB(1)1604/99-00(03)號文件 )。他表示，根據《食
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規例》 (第 132章，附屬法例 )的規
定，所有預先包裝的食物均須加附標籤，列明食物名稱、配

料、保質期、貯存指示、數量及製造商或包裝商的名稱和地

址等資料。規定列出該等資料，旨在保障消費者的權益和確

保食物安全，並讓監管當局可在發生與食品有關的事故時迅

速追查來源，以及採取適當管制措施。

16. 李華明議員指出，現時有兩類關於保質期的標籤，即 “此
日期前食用 ”及 “此日期前最佳 ”；前者適用於容易變壞的食物
如奶類製品，過期售賣即屬違法，而後者則適用於並非容易

變壞的食物，即使銷售商在保質期過後售賣該類食品亦不屬

違法。他關注到，鑑於所規管的是食物，會直接影響市民健

康，加上消費者未必能夠清楚作出區分，政府當局應將該兩

類標籤統一，並對過期售賣 “此日期前最佳 ”的食品的銷售商進
行檢控。

17. 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時表示，當局是因應食物

的特質而訂出兩類標籤的不同規定，其他國家如歐盟和澳洲

亦採取相同做法。“此日期前最佳 ”的標籤主要是針對不易變壞
的食物，雖然從消費者的角度而言，已過 “最佳 ”保質期的食物
或許在品質方面的保障較低，但食用該類食品亦不致對健康

構成重大影響。至於執法方面，當局若在抽查行動中發現銷

售商售賣已過 “最佳 ”保質期的食物，便會發出口頭警告。一般
而言，銷售商會合作收回貨品。但若當局發現有關食品對

生健康構成影響，即會進行檢控。政府當局認為，既然食用

已過 “最佳 ”保質期的食物不會對健康構成威脅，法例中不應將
售賣該類食品訂為違法行為。在宣傳方面，當局已印製宣傳

單張、海報和小冊子，以教育市民。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

長向委員保證，當局會加強有關工作，使公眾明白兩類標籤

的含意和分別。

18. 李議員認為，當局對售賣已過 “最佳 ”保質期的食物的銷售
商只提出口頭警告，並且要在發生事故時才採取執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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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沒有阻嚇作用，實際上間接容許銷售商此等行為。環境

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強調，標籤主要發揮識別的作用，以協

助消費者作出最佳選擇。就某些食品而言，過期食用未必會

影響健康，故此無需立法禁止售賣。再者，若食物已貼上 “此
日期前最佳 ”的標籤，消費者應可按有關日期作出適當選擇，
問題未致太過嚴重。但他答應當局會再研究尚有哪些方面可

以改進。

19. 主席提出一個相關問題，就是食物環境 生署對過期食

品的執法行動。鑒於民主建港聯盟每年進行的抽樣調查均在

商店或超級市場發現很多過期食品，他認為當局實在必要加

強這方面的工作。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謂，食物環

境 生署每年均會派人員到零售商抽查食品標籤，在 2001年
的目標為抽查 30 000個標籤。在過去 3年，署方共抽查過 80 000
個食品標籤，並發出 1 000封警告信及提出 60宗檢控。當局會
考慮議員的意見，研究可否增加抽查標籤的數目。

20. 李華明議員關注到，市面上愈來愈多散裝出售的食品，

例如個別獨立包裝的餅乾和糖果，但在包裝上並無附加法例

所規定的資料，亦沒有以中文或英文作出說明。他質疑法例

在標籤的文字及銷售商將食物拆散售賣方面的規管是否不

足，並建議當局應考慮規定在拆開售賣並且個別獨立包裝的

餅乾和糖果上附加保質期標籤。主席對此問題亦表示關注，

並指出銷售商將食品拆開售賣，以致消費者無從得知原本貼

在包裝盒上的最佳保質期。他詢問，當局在此情況下如何執

行有關的標籤規定。

21. 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時表示，根據法例規定，

獨立花巧包裝並且單份售賣的甜點可獲豁免附加標籤，因為

包裝面積較小，沒有足夠地方印上法例所規定的資料，而且

該類食品一般不易變壞。至於拆開售賣並且個別獨立包裝的

餅乾和糖果，由於在包裝盒上已附加有關資料，故此亦難以

要求製造商或銷售商在個別包裝上再貼上標籤，因為此舉會

增加它們的成本。至於監管方面，當局會進行抽查，以確保

該等獲豁免的食品不會對市民的安全構成威脅。但環境食物

局首席助理局長亦承認，有關規定是在多年前訂立。當局正

檢討有關食物標籤的規定，並會參考外國的做法和聯合國食

品法典委員會訂定的準則，研究現行制度是否有不足之處，

以及如何加強標籤的要求。當局預計將在年底或明年初向

生事務委員會提交初步建議。對此，主席促請政府當局在進

行檢討時作出全盤考慮。

22. 許長青議員指出，根據現行規定，標籤上只須印有製造

商或包裝商的資料，而無需附加進口商的資料。他關注到一

旦發生平行進口食品引起的安全事故，當局只知道外地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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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在追究責任方面會有困難。他又詢問，在欠缺平行

進口商資料的情況下，當局如何進行回收工作。環境食物局

首席助理局長回應時表示，規定加入接近食物供應鏈源頭的

人士的資料，旨在針對在製造過程中出現問題的食品，從製

造商或包裝商取得批號等資料作為識認，以便要求代理商或

在零售層面回收。他又承認，若發生食物事故，當局實在難

以追究外國製造商的責任。事實上，有關食物標籤和安全的

法例均規定由銷售商承擔責任。食物環境 生署總監 (進／出
口 )補充，根據現行的自願回收機制，當局在發現有問題的食
品時，除了聯絡進口商外，亦會要求在代理商、批發商和零

售商各個不同層面即時進行回收。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

強調，業界一般採取合作態度，該機制亦一直運作良好。

23. 主席關注到，在自願回收機制下，零售商的責任未必清

晰明確，以致未能妥善保障消費者權益。環境食物局首席助

理局長表示，由於法例規定零售商必須確保所售賣的食品安

全和符合消費者期望，而有關罰則和檢控均是針對零售商，

故此它們有很大責任進行回收。

24. 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進一步表示，考慮到可能出現

銷售商不合作的情況，當局正研究需否立法設立強制性回收

機制。當局會參考外國的做法，例如賦權食物監管當局強制

回收有問題的食品。就此，何秀蘭議員表示贊成當局檢討回

收機制，特別是不能附加標籤的鮮活類食物的回收問題，因

為本港過往亦曾發生有問題食品遲遲沒有回收的事件。

25. 主席問及當局在基因改造食品標籤一事上有何政策，確

保市民得以作出知情的選擇。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

時告知委員，國際上在基因改造食品的標籤方面並無一致做

法，例如歐盟規定基因改造成分多於 1%的食品均須附加標
籤，但在北美洲，只有其特質與原來食物品種有實質差異 (例
如營養價值有所更改 )，或含有致敏物質的基因改造食品需要
附加標籤。至於日本及南韓等亞洲國家，現在尚未實行基因

改造食品的標籤制度。他表示，當局在今年曾就基因改造食

品的安全問題和標籤規定先後舉行兩次公眾研討會，聽取市

民的意見。另一方面，業界亦提出附加標籤可能存在若干困

難，因為除了成本增加外，基因改造食品的最大生產國—— 美
國並無特別就含基因改造成分的原材料或製成品作出區分。

當局現正整理收集所得的意見及進行研究，並會在 6月向 生

事務委員會交代有關進展。當局預計可在年底提出建議方

案，屆時會再廣泛諮詢立法會、公眾和業界。

26. 梁劉柔芬議員指出，所有國家的基因改造食品標籤制度

均帶有保護主義色彩，但香港是一個奉行自由貿易的港口，

從來沒有施加任何保護主義的措施限制產品進出。她又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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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在考慮有關問題時須顧及科技的最新發展，例如某

些基因改造食品可能有助改善一些因體內先天不足而產生的

問題。

27. 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時向委員保證，當局在此

事上會全面顧及正反雙方的意見和各項有關因素，包括消費

者在保障知情權方面的要求、製造商和零售商的利益及國際

貿易層面的考慮。雖然直至目前為止，並無任何科學證據證

明基因改造食品會對人體造成不良影響，但不少公眾人士提

出有必要在基因改造食品附加標籤。對此，何秀蘭議員表示

不贊成以基因改造食品的特質與原來食物品種有實質差異作

為附加標籤的準則。

藥劑製品和煙草產品的標籤規定

28. 應主席之請， 生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 生 )1及 生福

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 生 )3分別向委員簡介目前在香港出售的
藥劑製品和煙草產品的標籤規定，詳情載於該局所提交的資

料文件 (立法會CB(1)1604/99-00(04)號文件 )。

29. 為加強保障消費權益，丁午壽議員建議在藥劑製品的標

籤附加進口商的資料，以便追究責任，因為消費者不可能單

憑註冊編號便清楚知道某藥劑製品由哪個進口商入口。 生

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 生 )1回應時表示，根據現行的註冊制
度，當局可根據註冊編號取得相關資料，查出藥劑製品的進

口商。然而，她答應將丁議員的建議轉交藥劑業及毒藥管理

局考慮。

30. 馬逢國議員關注到，藥劑製品的註冊編號不能充分保障

消費者的知情權，因為一般市民未必能夠辨識註冊編號的真

偽。他詢問有何簡易方法協助消費者查明藥劑製品是否受到

管制。 生署署理總藥劑師回應時解釋，註冊編號規定由 “HK”
及 5個數目字組成；若市民有任何疑問，可致電 生署藥物註

冊及出入口管制組的熱線查詢，或查考 生署刊印的藥劑製

品手冊及該署的網頁。他表示，零售商有責任確保所出售的

藥品均已註冊，否則即屬違法。 生署的督察組會不時到零

售商和批發商巡查，檢查藥劑製品有否註冊及標籤是否符合

標準。 生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 生 )1補充，若市民發現有
人非法售賣沒有註冊編號的藥劑製品，可向當局舉報。馬逢

國議員建議當局考慮在藥劑製品加入進口商資料，以保障消

費者的知情權。

31. 主席詢問，當局現時如何規管聲稱具有醫療作用的健康

食品。 生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 生 )1答稱，不含藥物成分
的健康食品須符合管制一般食物的法例的規定，而含有西藥



經辦人／部門

10

成分的健康食品則須受《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 138章 )規管。
至於含中藥成分的健康食品，雖然暫時不受特定管制，但根

據去年 7月通過的《中醫藥條例》(第 549章 )，中成藥製品將會
受到有關附屬法例規管。主席提醒政府當局在草擬該等附屬

法例時應作出周詳考慮，並聽取業界就附加標籤及進口商資

料等事宜所提的意見。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3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1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2月 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