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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把《生物多樣性公約》及 

《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延伸至香港的建議 

 

引言 

 

我們建議把《生物多樣性公約》(《公約》)及《卡塔赫納生物

安全議定書》(《議定書》)延伸至香港，藉此透過規管作於環境釋放

之用的改性活生物體
1
的越境轉移，以加強保護本港的生物多樣性。

本文件徵詢議員對這項建議的意見。 

 

背景 

 

《公約》 

 

2. 《公約》在一九九二年可持續發展地球高峰會議上獲通過，

並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生效。《公約》為保護生物多樣性，

訂下整體的目標及義務。《公約》締約方可用不同方式達致保護生物

多 樣 性 。 目 前 ， 《 公 約 》 締 約 方 共超 過 190 個 ， 其 中 包 括 中 國 ， 但

《公約》尚未延伸至香港。 

 

《議定書》 

 

3.  《 議 定 書 》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根 據 《 公 約 》 通 過 ， 確 保 安 全 轉

移、處理和使用可能對保護和可持續使用生物多樣性產生不良影響的

改性活生物體，並顧及對人類健康所構成的風險，且特別注重越境轉

                                                 
1  改性活生物體即任何具有憑藉現代生物技術獲得的遺傳材料新異組合的活生物體。

改性活生物體涵蓋多種農作物食品(如蕃茄、稻穀及黃豆)，種子、活魚等。但並不

包括通過傳統育種和選種技術改變遺傳材料的活生物體(如雜交水稻和黃金玉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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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問題。《議定書》的主要目標，是藉著規管改性活生物體的進出

口，保護個別締約方避免因為改性活生物體引入當地的自然環境而對

其生物多樣性帶來潛在不良影響。《議定書》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一

日生效，目前共有超過150 個締約方，包括中國在內。 

 

4. 《議定書》的主要目的，是為確保改性活生物體越境轉移作

環境中釋放時，不會對生物多樣性帶來潛在的不利影響。這些改性活

生物體主要涉及商業耕作或在科學研究中的實地測試。《議定書》規

定，《議定書》的締約方須遵從提前知情同意程序。根據有關程序， 

出口方須先得到進口方的主管當局明確表示同意，才可把改性活生物

體首次出口到該地作環境中釋放。出口方須根據《議定書》的要求進

行風險評估，以便進口方決定是否容許有關的改性活生物體的進口。 

 

5. 《議定書》的提前知情同意程序並不適用於過境的改性活生

物體、擬直接作食物或飼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體，或作封閉使

用的改性活生物體。但在出口擬直接作食物或飼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

活生物體時，仍需提交貨運單據，並闡明它們含有或可能含有改性活

生物體，並且不打算於環境中釋放。而過境的或作封閉使用的改性活

生物體的貨運單據，亦須列明有關安全處理、貯存、運輸及使用的規

定。 

 

延伸《公約》及《議定書》至香港 

 

6. 我們現行的自然保育政策和措施大致上與《公約》的目標和

規定相符。《公約》中唯一需要我們再作研究的主要範疇，是如何制

定適當的措施以達到管制、管理或控制改性活生物體在使用和釋放時

產生的風險的規定。除非我們引入合適的措施以達致《議定書》的要

求，否則《公約》及《議定書》均不能延伸至香港。 

 

7. 《公約》及《議定書》是關於保護生物多樣性和世界可持續

發展的重要國際協議。把《公約》及《議定書》延伸至香港，顯示香

港致力與國際社會合作，保護自然環境。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理應相

應履行保護及可持續使用生物多樣性的國際義務。在我們的貿易夥伴

已經簽訂《議定書》的情況下，我們也須遵守《議定書》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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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建議 

 

8. 為把《公約》及《議定書》延伸至香港，我們需要制定新的

法例。立法建議將大致採納《議定書》的要求。主要內容包括 -   

 

(a) 訂明除非有關的改性活生物體已獲批准並載列在紀錄冊上，否

則任何人不得將其在環境中釋放，亦不得進口用作在環境中釋

放之用。根據《議定書》的規定，此項限制不適用於過境的改

性活生物體、擬直接作食物或飼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

體，以及用作供人類使用的藥物的改性活生物體; 

(b) 建立一套監管機制讓任何欲將改性活生物體在環境中釋放的人

士，可向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署長提交許可申請; 

(c) 設立專家小組，委任來自學術界、業界和非政府組織的成員，

就法例的施行，包括收到的申請，向漁護署署長提供意見; 

(d) 就出口至香港以外地方用作在環境中釋放之用的改性活生物

體，訂明出口管制; 

(e) 設立公共紀錄冊，以記錄接獲的申請、作出的決定，以及其他

任何與執行該法例有關的資料; 

(f) 授予獲授權人員有效執行法規的適當權力; 

(g) 授權環境局局長（局長）就監管細節訂定規例，如訂定越境轉

移改性活生物體時的貨運單據的規定。有關規例適用於過境的

改性活生物體、擬直接作食物或飼料或加工之用的改性活生物

體，以及作封閉使用的改性活生物體; 及 

(h) 訂定在法例開始實施之後一段時期內的過渡安排。 

 

公眾諮詢 

 

9. 在二零零四年，政府曾把《議定書》及《公約》延伸至香港

的建議，及實施議定書的建議法例框架，諮詢了持份者及公眾。有見

立法建議大致符合國際間的要求，並同樣適用於海外國家的貿易夥

伴，本地貿易商並不反對有關立法建議。環保團體亦大致歡迎有關立

法建議。在二零零三及二零零五年，政府亦諮詢了立法會環境事務委

員會，委員大致不反對我們的立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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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鑑 於 國 際 間 最 新 的 發 展 ， 我 們 最 近 進 行 了 新 一 輪 的 公 眾 諮

詢，有關諮詢文件載於漁護署的網頁，及政府一站通網頁內的商界諮

詢電子平台，以告知公眾有關諮詢，並邀請他們就立法建議提供意

見。我們亦發信予有關的持份者(包括環保團體、學者、生物科技公

司、商會、食物及飲品業界、本地連鎖店、種子及蔬菜貿易商、鮮花

及觀賞魚貿易商，及有機農場等)，邀請他們出席焦點小組的諮詢會

議。我們亦透過世界貿易組織的通報機制，知會了相關的海外管理當

局。我們亦應有關要求，把諮詢文件郵寄給部分持份者。我們也諮詢

了食物及環境衞生諮詢委員會、環境諮詢委員會及其轄下的自然保育

小組，及漁農業諮詢委員會。 

 

11. 我們諮詢的團體均大致支持把《公約》及《議定書》延伸至

香港，並且不反對立法建議。就技術細節，有些回應者表示關注立法

建議對本港生物科技研究和發展的影響。我們解釋，《議定書》及立

法建議旨在管制於環境中釋放的改性活生物體，而非管制作封閉使用

的改性活生物體。由於在實驗室中使用改性活生物體作研究用途被視

作封閉使用，因此並不需要就改性活生物體的封閉使用或進口作封閉

使用向漁護署署長申請。一些業界代表關注《議定書》就進出口改性

活生物體的單據要求。我們解釋，我們將採納《議定書》的要求，而

有 關 要 求 同 時 適 用 於 150 個 締 約 方 ， 包 括 香 港 大 部 分 的 海 外 貿 易 夥

伴。此外，只要文件清楚列明所需資料，則商業收據，或現有單據制

度所用的文件均可作為有關單據，而不需另外提交獨立單據。有機農

場的代表則關注，當改性活生物體在他們的農田附近栽種時，可能會

污染他們的有機農作物。就此，我們解釋，在立法建議下，漁護署可

規管於環境中釋放改性活生物體(包括於農田生長並為改性活生物體

的農作物)，及於農田清除未經批准的改性活生物體。事實上，立法

建議有助防止及減低有機農作物被改性活生物體污染的機會。大部分

人均建議政府舉辦更多的教育宣傳活動以推廣公眾對活改性生物體的

認識。我們同意有關建議，並會在法例生效時，多舉辦公眾教育活

動。 

 

12. 政府正草擬有關法例，而在提出立法建議的最後定案時，我

們會仔細考慮在公眾諮詢期間所收到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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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3. 如委員同意，我們計劃於二零零八至零九的立法年度的下半

旬，向立法會提交立法建議。請委員就政府為延伸《公約》及《議定

書》至香港而訂立新的法例的建議，提供意見。 

 

 

環境保護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 

二零零九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