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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

管制本地和進口食物和活生食用牲口管制本地和進口食物和活生食用牲口管制本地和進口食物和活生食用牲口管制本地和進口食物和活生食用牲口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當局為保障公眾健康，對本㆞和

進口的活生食用牲口及進口的冰鮮／冷藏肉類和家禽實施的

管制措施。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港㆟每年食用的牲口禽畜約有 4  290 萬隻活 、 730 萬隻
其他家禽、 230 萬頭豬、 60 000 頭牛和 4  500 頭羊；其㆗
3 620 萬隻 、 180 萬頭豬、幾乎所有其他家禽及所有牛和
羊，都由內㆞進口。不論從哪個㆞方或國家進口活生食用牲

口，都受到嚴格進口管制，以及須符合本港有關法例的規

定。本㆞農場只生產家禽 (以 為主 )和豬。

活家禽的管制活家禽的管制活家禽的管制活家禽的管制

3 . 活家禽的進口受《公眾 生 (動物及禽鳥 )條例》 (第 139
章 )之㆘的《公眾 生 (動物及禽鳥 )規例》規管。進口活家禽
須附有由認可的獸醫主管當局發出的官方 生證明書。該證

明書必須證明  ——

( i ) 該批家禽並無任何臨床患病徵狀；

( i i ) 該批家禽在過去 180 ㆝內不曾於在血清學或病毒學
方面證明受過 H5 禽流感病毒傳染的處所飼養；

( i i i )該批家禽在 生證明書發出當日之前的 5 ㆝內與其
他禽鳥分隔；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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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該批家禽的樣本已在出口前不超過五㆝內，經由出
口㆞的獸醫主管當局測試，證明不曾受到 H5 禽流感
病毒感染。

此外，㆖述規例也規定活家禽只可經由指定的檢查站進口，

以配合我們的進口管制和檢驗工作。㆖述規例亦有特別條款

規管存放和載運家禽，藉此減低對市民健康構成的潛在危

險，例如防止傳染病的傳播和蔓延。

4 . 所有活 均從陸路經文錦渡進口，而大部分活水禽則分

水陸兩路運抵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食物環境 生署 (簡稱
“食環署” )派駐在這些入口管制站的㆟員會檢驗每批家禽，
並核對隨附的 生證明書。該署㆟員會從每批家禽之㆗隨機

抽取血液樣本，送往化驗所測試是否有 H5 禽流感抗體。各
批家禽會留置在批發市場 1，直至得出化驗結果為止 (通常約
需半㆝ )。

5 . 至於本㆞家禽，當局會定期視察所有本㆞家禽農場，確

保這些農場保持高水平的農場 生標準。每批本㆞家禽都在

出售前七㆝之內接受檢驗，確保沒有受 H5 禽流感病毒感
染。去年，漁農自然護理署 (簡稱“漁護署” )到家禽農場進
行視察的次數超過 3 050 次。

活生豬活生豬活生豬活生豬、牛和羊的管制、牛和羊的管制、牛和羊的管制、牛和羊的管制

6 . 正如對活家禽㆒樣，我們規定每批進口的活生豬、牛和

羊必須附有官方的 生證明書，證實該批牲口沒有傳染病。

為改善適用於所有進口食用牲口的㆒般安全管制架構，我們

與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合作，實施牲畜辨識及追查制度。

在這個制度之㆘，內㆞農場須向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註

冊，方可向香港出口食用牲口。國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訂定

的註冊要求，各省市的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均須遵守。任何農

場須達到指定的 生標準，並須經駐農場獸醫的監督，採取

嚴密的疾病監察及防治程序，才可註冊和獲准向香港出口食

                                                

1  水 禽 會 留 置 在 西 區 副 食 品 批 發 市 場 ， 其 他 家 禽 則 留 置 在 長 沙 灣 副 食 品 批 發 市

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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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牲口。現時，所有進口食用牲口均有獨㆒無㆓的辨識編號

（豬隻有針編號碼，而牛、羊則穿㆖耳牌），以便追溯其來

源。進口食用牲口送抵香港時，食環署會核對動物 生證明

書和辨識編號，並會檢驗這些牲口，確保牲口沒有任何臨床

病徵。

7 . 本港並無牛羊養殖業。至於本㆞豬隻的管制措施方面，

漁護署定期視察所有本㆞豬場，並徹底調查㆒切有關爆發疾

病的報告。此外，該署根據香港進行的應用研究結果，向豬

農提供防疫注射計劃的最新資料。去年，該署到本港 330 個
仍有生產豬隻的豬場進行了逾 2 000 次視察，檢查豬場 生

狀況、化學物的使用、疾病發生的情況和禽畜廢物處理設

施。該署得到業界合作，推行㆒項自願計劃；在該項計劃之

㆘，本㆞豬場養飼的所有豬隻均須印有獨㆒無㆓的針編號

碼。每批本㆞豬隻在屠房屠宰之前，都要接受測試，證明不

含鹽酸克崙特羅。

8 . 鑑於近年曾發生㆒連串鹽酸克崙特羅導致食物㆗毒的事

故，我們實施了豬隻尿液監察制度，測試豬隻尿液的鹽酸克

崙特羅含量。我們從屠房內每批豬隻當㆗抽取尿液樣本；在

化驗結果證明尿液樣本符合標準之前 (通常需半㆝ )，整批豬
隻均不會屠宰 (因而不會流入市場 )。

9 . 我們打算在今年較後時間制定新規例，加強監管使用化

學物餵飼食用牲口的情況。新規例會禁止使用七種可能對㆟

體有害的化學物 (包括鹽酸克崙特羅 )餵飼食用牲口，並會就
牲口屠宰後，肉類和內臟可含有的其他 37 種農用化學物及
獸藥，釐定最高限量。此外，新規例會正式規定㆖文第 7 段
所述由業界自願推行的豬隻針編制度。

輻射監測輻射監測輻射監測輻射監測

10. 為確保食用牲口不受輻射物質污染，文錦渡牲口驗查
站、落馬洲禽畜監察站及㆖水屠房各設有㆒套禽畜輻射污染

監測系統，定期監測進口豬、牛、羊的普遍輻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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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鮮／冷藏肉類和家禽的進口管制冰鮮／冷藏肉類和家禽的進口管制冰鮮／冷藏肉類和家禽的進口管制冰鮮／冷藏肉類和家禽的進口管制

11. 冰鮮／冷藏肉類和家禽的進口受《公眾 生及市政條

例》 (第 132 章 )之㆘的《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規
管。㆖述規例規定，進口冰鮮／冷藏肉類和家禽必須附有由

食環署署長認可的禽畜 生主管當局發出的官方 生證明

書，證明有關的冰鮮／冷藏肉類和家禽適宜供㆟食用。任何

冰鮮／冷藏肉類和家禽若從陸路進口，應取道文錦渡；若空

運進口，則應使用香港國際機場。若從內㆞進口這類食品，

也可利用內河貨運把進口食品運往指定的檢查站接受檢驗。

食環署㆟員會在這些檢查站核對官方 生證明書，並會查驗

有關食品或抽取樣本。

打擊偷運勾當打擊偷運勾當打擊偷運勾當打擊偷運勾當

12. 為遏止非法進口活生食用牲口及冰鮮／冷藏肉類和家
禽，漁護署和食環署與香港海關保持緊密聯絡，互通情報，

並協助香港海關執行反偷運行動。以往當局曾檢獲多種飼養

和野生的食用牲口，包括 、食用龜類、鴨、水鴨、鵪鶉、

鷓鴣、歐石 和豬。此外，在打擊非法進口肉類的行動㆗，

當局也檢獲冰鮮／冷藏肉類和家禽。

環境食物局環境食物局環境食物局環境食物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農自然護理署

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 生署生署生署生署

㆓零零㆒年㆕月㆓零零㆒年㆕月㆓零零㆒年㆕月㆓零零㆒年㆕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