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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衞衞衞生生生生福福福福利利利利及及及及食食食食物物物物局局局局的的的的施施施施政政政政措措措措施施施施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在剛公布的㆓零零㆕年施政綱領㆗，政府列舉於未來㆔

年半內將推行的新措施和持續推行的措施。本文件旨在就今

年的施政綱領㆗提出有關本局的措施，在有關方面作更詳盡

的解釋，以及就㆓零零㆔年施政綱領㆗提及的食物安全及環

境衞生事務措施，匯報實施進度。

二零零四年施政綱領二零零四年施政綱領二零零四年施政綱領二零零四年施政綱領

建設公義仁愛的社會建設公義仁愛的社會建設公義仁愛的社會建設公義仁愛的社會

使命和理想

2 . 生福利及食物局致力和負責建設㆒個關懷互愛和健康

的社會。我們共建未來，在多元化的社會裏，務求令每個㆟

的㆝賦得以肯定。各㆟的健康成長，實有賴家庭的凝聚力及

連繫社會每㆒份子的互相關懷、信任、支持和友愛。現時我

們在醫護、社會服務、食物安全和環境 生，以及安全網各

方面的政策和系統，鼓勵市民自力更生，讓他們更能懷 自

尊自信，積極投入各種經濟和社會活動。

目標

3. 為達致我們的使 命和理想，我們訂 立了以㆘的具體 目

標︰

!  保障和促進市民的健康；

!  確保我們的食物安全和質素，並提供優質的環境

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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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整醫護制度，讓所有市民都可終身享有負擔得來

的全面醫護服務，同時確保醫護體系有足夠資源應

付長遠開支；

!  關顧長者，促進他們的身心健康；

!  扶助弱勢社 、貧困㆟士和失業㆟士，重點在鼓勵

他們自力更生，不用依賴他㆟；

!  促進殘疾㆟士的福祉和權益；

!  使婦女在生活各方面能充分獲得應有的㆞位、權利

和機會。

4 . 我們的使命是建立㆒個關懷互愛和健康的社會，讓每位

市民生活更美滿。本港不斷轉變的社會環境，加㆖從近期挑

戰㆗汲取的經驗，促使我們反思我們的策略，以確定我們的

路向。隨著㆟口老化、全球化急速發展、經濟轉型，加㆖我

們持續受到新出 現的傳染病威脅，在制訂 生及福利 政策

時，必須要以可持續的社會發展為主要目標。我們了解到必

須採取平衡發展的方式，兼顧個㆟、社會、自然環境和實際

情況等方面的需要，從而由更宏觀的角度去制訂政策，並以

建立更廣闊的夥伴關係為基礎。同時，促使每㆒位市民、家

庭、社區，以至專業界別和商界積極參與，履行社會責任，

致力鞏固我們的醫護制度和社會結構。我們必須以社會投資

的方式，建立個㆟和社會整體的能力，藉此共同建設㆒個兼

容並蓄的社會，讓每個㆟都可以參與其㆗，有所貢獻。

5 . 我們了解到，本港奉行低稅制，政府須在有限的資源㆘

進行工作。在實踐使命時，我們的政策必須對每㆒代巿民公

平，對兩代巿民之間也必須合理，更希望有關政策具有持續

性，可以跨越數代。我們的目標是提升能力、建立更廣闊的

夥伴關係，以及 尋求共識。因此，我們會進行㆟力資 本投

資，以及發展有關的基礎建設，務求增加個㆟生命財富，即

提升他們在保持健康和生活技巧方面的能力。

6 . 健康既是個㆟的資源，亦關乎社會的整體福祉。因此，

保障和保持自己的健康是個㆟應盡的責任。每個㆟都要為自

己的健康負㆖更多責任，並作出更多投資，亦應更多參與影

響自身健康的決定。這包括確保個㆟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從

消費者的角度認識食物安全和營養價值，培養保持環境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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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習慣，在有需要時採取預防措施和尋求適當照料，以及協

力令有關制度得以持續發展。

7 . 我們知道，單靠政府的力量從來不足以改變社會和市民

的健康狀況，令㆟㆟享有美滿的生活。我們的目的是致力創

造有利環境，讓所有市民均有平等機會各展所長，能多為自

己承擔責任，投入經濟活動和參與社會事務，並作出貢獻。

在這㆒方面，政府是㆒個推動、支持及協助者，致力創造環

境，讓市民／社 均可發揮潛能，盡展所長。

8 . 在醫護方面，政府會確保醫護制度能提供優質和公平的

服務，既高效率 又符合成本效益，而且讓每位市民均 可使

用；此外，政府須籌備所需的基本設施，使公營和私營醫護

制度互相銜接，提供協調得當的醫護服務 (例如在採用共同的
治療程序、資訊分享、提供不同類型服務和新醫護服務等方

面 )。我們必須令資助投放於適切的醫療服務，以針對確切的
需要，為因重病或長期患病而可能引致市民承受巨大財務風

險的方面提供保障，讓在困境的㆟士也可享有負擔得來的優

質醫護服務。正如世界 生組織所說，這就是指每個政府都

要盡可能設立最妥善和最公平的醫護制度。

9. 健康與食物安全 息息相關。在食物 安全和環境清潔方

面，必須首先考慮到如何保障公眾健康。我們會提供所需的

基本設施，藉此確立㆒套周全的綜合食物鏈管理制度 (即“由
飼養至餐桌”管理政策 )；制訂㆒套以科學證據和風險分析為
基礎，並且連貫㆒致、有效和靈活的食物安全政策 (例如制訂
準則，並通過執法確保各界遵循 )；同時在推行過程㆗加強公
營部門和私營機構的合作，並推動有關界別和㆟士的參與。

雖然我們可以借助法律和規管機制作為最後的手段，確保和

提高 生和食物安全的標準，並提供所需的保障，但我們必

須依賴各方面 策 力，不同界別的協作，以及社會各界的

共同承擔，才能有效保障公眾健康。

1 0 . 在 社 會 福 利 方 面 ， 我 們 會 以 協 助 巿 民 自 助 的 方 式 ，
使 每 個 ㆟ 的 潛 能 得 以 盡 量 發 揮 ； 我 們 也 會 與 第 ㆔ 部 門 及

私 營 企 業 界 別 擴 展 ㆔ 者 之 間 的 合 作 關 係 ， 進 ㆒ 步 推 動 各

方面履行社會責 任。

1 1 . 社 會 由 個 ㆟ 、 家 庭 、 社 區 和 社 會 機 構 組 成 。 隨 時

代 的 轉 變 ， 這 些 體 的 應 變 和 自 主 能 力 自 然 也 受 到 考

驗 。 就 能 否 應 付 環 境 的 不 斷 轉 變 及 ㆟ 生 不 同 階 段 的 要 求



4

來 說 ， 個 ㆟ 能 否 盡 展 所 能 、 自 立 自 主 、 提 升 生 活 技 能 和

建 立 個 ㆟ 能 力 ， 至 為 重 要 。 家 庭 扮 演 培 育 和 照 顧 成 員 的

角 色 ， 也 是 個 ㆟ 困 乏 無 依 時 的 憑 藉 ， 能 否 發 揮 其 功 能 也

同 樣 重 要 ， 因 此 必 須 予 以 支 援 。 ㆒ 個 活 力 充 沛 、 團 結 共

融的社會，必須 建基於非正式的 社區互助 和 合作網 絡。

12 . 政府的工作是在提升社會各階層的能力時，擔當協助者
的角色。為此， 我們必須從“提供服務”的方式，轉 移至

“社會投資”的概念和模式。根據“社會投資”的概念，我

們會提升個㆟、家庭和社區的能力和才能；促進自助互助、

網絡聯繫和互相 支持；鼓勵以捐贈和義務工作的方式 的付

出；推廣“積極健康樂頤年”，並且重新思考社會如何為長

者提供更適切的支援。我們的社會範疇須重新定位，由目前

鼓勵市民被動㆞接受資源和服務的模式，改為讓他們積極學

習和解決問題，培養自尊自重自信自主的精神。這種理念㆖

的轉向，可以推動市民自力更生、自強不息，使他們在㆒個

更見融和的社會㆗投入生產、積極參與和作出貢獻；在社會

層面，則有助建立㆟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加強跨代團結和社

會凝聚力。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13 . 為達成就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所訂的目標，我們計劃在
㆓零零㆕年及以後推行多項新措施。現於㆘文簡述有關的新

措施。

為規範活魚批發活動而對批發魚檔推行許可證制度

14 . 自從㆓零零㆔年八月在零售店鋪的魚缸水發現霍亂弧菌
後，我們認為引入新的立法措施，把活海魚批發活動納入魚

類統營處 (魚統 處 )管理和 控 制 的範疇 是 合適的 。 在過 渡期
間，必須提高對整條食物供應鏈㆗飼養活海魚用水的水質的

監控能力。因此，我們建議向所有在魚統處市場和其他㆞方

經營的魚類批發商簽發許可證，讓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
可就魚缸水的水質和經營環境施加條件。作為活海魚批發活

動規範化的第㆒步，當局已於㆓零零㆔年十㆓月㆒日把香港

仔海濱的活海魚批發活動納入魚統處的管理範疇。該處的其

㆗㆒個魚檔曾於較早前被發現有霍亂弧菌。目前，批發商已

停止從香港仔避風塘抽取不潔海水飼養活海魚的陋習。

為保育本地漁業資源而推行休漁期和闢設漁業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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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我們建議在香港水域推行休漁期和闢設漁業保護區，配
合擬議的捕魚牌照制度，以保育本㆞漁業資源，促進漁業持

續發展。我們已 諮詢立法會食物安全 及 環 境衞生事務 委員

會，現正擬訂有關立法建議的細節。

為提高衞生和食物安全水平而檢討有關動物、禽鳥和魚的
規管架構

16 . 《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條例》 (香港法例第 139 章 )及
相關規例自從在六十多年前制定後，其條文㆒直沒有修改，

故未必足以應付現在的情況，防範禽畜疾病和傳染病。舉例

來說，魚和兩棲動物如青蛙等都可能傳染疾病，但卻不在這

條例的規管範圍之內。儘管動物的產品和動物及禽鳥的飼料

等都可能傳染疾病，但現時卻沒有法例條文讓政府當局可實

施入口管制。此外，經過㆓零零㆔年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

綜合症後，實有必要提高我們預防和控制傳染病的能力，以

及改善禽畜的公共衞生，這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們有意全

面檢討有關動物、禽鳥和魚的規管架構，範圍包括買賣、進

口管制、監察，以及牌照制度等。

評估為確保食物安全而推行 “由飼養至餐桌 ”概念的成效

17 . 傳統㆖，食物安全制度是針對食物鏈㆗間環節而設定，
即是為食物加工以供食用的過程。近年來，我們已採用現今

世界“由飼養至餐桌”的概念，通盤考慮食物鏈各環節所牽

涉的不同風險因素，包括食物的種植或產㆞、經批發和零售

市場分銷，以及食用㆞點等各個環節。有效落實這個概念，

將有助我們充分考慮在規管制度㆘有關農場衞生條件和管理

質素、食用動物的飼料、善用除害劑和獸醫用化學物、以及

防範和控制食用 動物疾病的規定，從而防範食物引起 的危

險，並防止食用動物的疾病危害公眾健康。㆒直以來，我們

不斷改進整體策略，以確保食物安全。為此，我們將評估推

行“由飼養至餐桌”概念的成效，務求找出可改進㆞方，特

別是針對食物鏈㆗各環節的管制措施。

推行二零零三年施政推行二零零三年施政推行二零零三年施政推行二零零三年施政措施措施措施措施的進度報告的進度報告的進度報告的進度報告

建設建設建設建設公義公義公義公義仁愛仁愛仁愛仁愛的社會的社會的社會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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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㆓零零㆔年㆒月，委員從㆒份題為“關懷互愛   健康成
長”的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文件㆗，得悉

衞生福利及食物 局就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事宜制訂的 新措

施。有關新措施涵蓋以㆘範疇：

( a ) 制 定 多 管 齊 ㆘ 的 策 略 ， 盡 量 減 低 發 生 禽 流 感 的

風險。

( b ) 改 善 整 體 食 物 安 全 ， 並 加 強 管 制 對 公 眾 衞 生 或

環境造成影響的 漁農業 作業措施 。

工作進度工作進度工作進度工作進度 /目前情況目前情況目前情況目前情況

19 . 關於㆖文第 18(a)段所述的新措施，自㆓零零㆔年六月
起，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便為全港所有雞場實施 H5 禽
流感防疫注射和監察計劃。我們亦已跟內㆞主管當局達成協

議，為出口至本港的雞隻注射疫苗，以確保從內㆞進口和本

㆞生產的雞隻同樣受到防疫保護。在今年㆒月㆗，所有在本

㆞市場出售的雞隻均會接種了疫苗。當局會密切監察是否有

需要持續為雞隻注射疫苗。

20 . 我們在年內已提高本㆞農場的生物安全水平，以預防病
毒進入農場；進 ㆒步改善街市的衞生情況，以防止病 毒積

聚；並在家禽零售店舖實施每月兩㆝休市清潔日，以減少病

菌數量 (如有的話 )。

21 . 除了持續推行 H5 禽流感監察計劃，監察本㆞雞場、進
口雞隻、批發市場和零售店舖的情況外，我們更把這計劃擴

展至野生禽鳥、休憩公園的水禽和市面㆖出售的寵物雀鳥，

藉以加強我們的監測能力，更有效偵測環境㆗是否有 H5 病
毒的存在，以及 病毒基因有否重組，以便及早採取應 變措

施，防範疫潮再現。

22 . 為改善現行防範市民受禽流感傳染的措施，我們探討了
多個減少市民與活家禽接觸的方案，並計劃於㆓零零㆕年開

展有關方案的公眾諮詢工作。

23 . 至於第 18(b )段所述的新措施，政府當局已取得以㆘進
展－

營養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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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㆓ 零 零 ㆔ 年 十 ㆒ 月 ， 我 們 發 表 了 ㆒ 份 公 眾 諮 詢

文 件 ， 載 述 政 府 擬 分 階 段 推 行 強 制 性 營 養 標 籤

計 劃 的 建 議 。 諮 詢 期 將 於 本 年 ㆒ 月 ㆔ 十 ㆒ 日 結

束 。 我 們 會 審 慎 考 慮 市 民 和 業 界 在 諮 詢 期 提 出

的意見，然後就 未來路向作出最 終決定 。

基因改造食物

( b ) 當 局 會 對 基 因 改 造 食 物 實 施 強 制 性 銷 售 前 安 全

評 估 ， 同 時 會 推 行 自 願 性 標 籤 制 度 作 為 配 套 措

施 ， 以 回 應 社 會 對 基 因 改 造 食 物 安 全 性 的 關

注 。 我 們 現 正 擬 定 銷 售 前 安 全 評 估 計 劃 的 細

節，並會於稍後 時間諮詢公眾。

食物標籤

( c ) ㆓ 零 零 ㆔ 年 十 ㆓ 月 ， 我 們 實 施 了 《 2 0 0 3 年 食 物
攙 雜 (㆟ 造 糖 ) (修 訂 )》 規 例 )和 《 2 0 0 3 年 食 物 及
藥 物 (成 分 組 合 及 標 籤 ) (修 訂 )規 例 》 ， 以 便 根 據
國 際 標 準 規 管 食 物 糖 劑 含 量 。 目 前 ， 我 們 正 進

行 法 例 的 修 訂 工 作 ， 以 便 更 新 現 行 法 例 內 關 於

食物添加劑和致 敏食物配料標籤 的規定。

保育漁業資源和施用除害劑

( d ) 經 諮 詢 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後 ， 我 們 現 正 就 在 香 港 水 域 內 捕 魚 和 施 用 除 害

劑的規管事宜擬 定 有關立法建議 的細節 。

有機耕作

( e ) 為 促 進 農 業 持 續 發 展 ， 漁 護 署 和 蔬 菜 統 營 處 已

與 多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結 為 伙 伴 ， 藉 着 資 助 成 立 香

港 有 機 資 源 ㆗ 心 ， 製 訂 本 ㆞ 有 機 蔬 菜 標 準 、 認

證 制 度 和 檢 察 規 約 ， 使 有 機 耕 作 生 產 的 食 物 可

以被妥善㆞辨認 。

其他成果其他成果其他成果其他成果

24 . 去年，我們亦推行了㆘列未有在㆓零零㆔年施政綱領㆗
提述的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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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清潔策劃小組的措施

( a ) 我 們 已 把 公 眾 潔 淨 罪 行 的 定 額 罰 款 由 6 0 0 元 提
高至 1 , 5 0 0 元， 使市民更注重 保 持個㆟衞生和整
潔 。 提 高 罰 款 和 採 取 “ 絶 不 容 忍 ” 的 執 法 態

度，應可進㆒步 改善香港的潔淨 和衞生情況。

( b ) 我 們 已 就 對 屢 犯 公 眾 潔 淨 罪 行 ㆟ 士 判 罰 社 會 服

務 令 徵 詢 公 眾 意 見 。 諮 詢 期 已 於 ㆓ 零 零 ㆔ 年 十

㆓月 ㆓十 ㆔ 日結 束，期 間我 們共 接獲超過 1 , 3 0 0
份 市 民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 待 分 析 公 眾 就 建 議 提 出

的 意 見 和 回 應 後 ， 我 們 會 於 本 年 年 初 決 定 未 來

路向。

香港仔海濱

( c ) 香 港 仔 海 濱 的 魚 類 批 發 商 從 香 港 仔 避 風 塘 抽 取

不 潔 和 不 衞 生 的 海 水 飼 養 活 海 魚 ， 以 致 嚴 重 危

害 公 眾 健 康 的 問 題 ， 現 已 圓 滿 解 決 。 我 們 已 採

取 緊 急 而 迅 速 的 行 動 ， 安 排 魚 統 處 接 管 香 港 仔

海 濱 ， 藉 此 把 該 處 的 活 海 魚 批 發 活 動 納 入 現 行

規 管 架 構 內 。 在 香 港 仔 經 營 的 魚 類 批 發 商 現 已

停 止 從 避 風 塘 取 用 不 衞 生 海 水 的 陋 習 。 在 食 環

署 簽 發 許 可 證 後 ， 現 時 所 有 在 該 個 由 魚 統 處 管

轄 的 香 港 仔 批 發 市 場 經 營 的 活 海 魚 批 發 商 ， 已

為魚缸安裝適當 的過濾及消毒系 統。

登革熱

( d ) 自 從 在 ㆓ 零 零 ㆔ 年 ㆒ 月 推 行 傳 病 媒 介 加 強 監 察

計 劃 後 ， 我 們 已 成 功 防 止 登 革 熱 在 香 港 爆 發 。

專 責 處 理 登 革 熱 問 題 的 防 蚊 患 督 導 委 員 會 在 ㆓

零 零 ㆓ 年 十 月 成 立 後 ， 已 訂 立 誘 蚊 產 卵 器 指

數 ， 以 評 估 香 港 各 區 的 蚊 患 問 題 。 誘 蚊 產 卵 器

指 數 為 有 關 部 門 提 供 最 可 靠 的 指 標 ， 讓 各 部 門

可採取控制措施 ， 清除蚊子滋生 的 ㆞ 方。

與內地的合作安排

( e ) ㆓ 零 零 ㆔ 年 十 ㆒ 月 ， 我 們 與 國 家 質 量 監 督 檢 驗

檢 疫 總 局 簽 訂 《 合 作 安 排 》 ， 就 港 口 衞 生 管 制

措 施 ， 以 及 食 物 、 活 食 用 動 物 、 植 物 和 動 物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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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的 檢 驗 及 檢 疫 等 事 宜 ， 與 內 ㆞ 的 有 關 主 管 當

局 安 排 更 緊 密 的 合 作 、 協 作 、 聯 絡 和 資 訊 交

流 ， 以 確 保 食 物 安 全 和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 根 據

《 合 作 安 排 》 ， 每 年 會 舉 行 ㆒ 次 聯 絡 會 議 ， 讓

雙 方 高 層 官 員 探 討 彼 此 關 注 的 課 題 ， 並 會 定 期

舉 行 專 家 小 組 會 議 ， 探 討 專 科 課 題 及 檢 測 技

術。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25 . 待我們就擬推行的新施政措施擬定詳細建議後，便會徵
詢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衞衞衞衞生生生生福福福福利利利利及及及及食食食食物物物物局局局局

二零零四年一月二零零四年一月二零零四年一月二零零四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