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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  引言  
 
 
1.1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下稱"事務委員會")
訪問團應日本外務省的邀請，於 2011 年 9 月 25 日至 30 日訪問日

本，以便對日本在 2011 年 3 月地震後的最新情況有更佳瞭解，以

及與負責食物安全措施的日本有關當局交換意見。本報告闡述訪

問團的主要研究結果及觀察所得。 
 
 
日本進口食物的安全 

 
1.2 事務委員會負責監察及研究與食物安全、環境生及漁農

事宜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1.3 .  日本在 2011 年 3 月 11 日發生的強烈地震及其後引發的

海嘯破壞了位於福島縣的第一核電廠，導致釋出放射性物質。日

本當局公布，釋出的放射性物質已污染位於第一核電廠附近各縣

(包括福島、茨城、栃木及群馬縣)的若干食物。 
 
1.4 香港食物安全中心於 2011 年 3 月 23 日進行的測試顯示，

從日本千葉縣進口的 3 個蔬菜樣本已受放射性物質污染，其水平

對人體健康構成危害。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根據《公眾衞生及市

政條例》(第 132 章)第 78B 條作出命令，自 2011 年 3 月 24 日正

午 12 時起，禁止輸入及在香港供應來自日本 5 個縣(即福島、茨

城、栃木、群馬及千葉)(下稱"該 5 個縣")的下列食品 ⎯⎯  
 
 (a) 所有水果及蔬菜； 
 
 (b) 所有奶、奶類飲品及奶粉；及  
 
 (c) 所有冷凍或冷藏野味、肉類及家禽，所有禽蛋，及

所有活生、冷凍或冷藏水產品，除非附有由日本主

管當局所發證明書，證明有關食物的輻射水平並沒

有超出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所訂立的突發性核或放

射性事故後受污染食物中放射性核素的指引限值 (下
稱"指引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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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因應公眾對日本進口食品的安全的廣泛關注，事務委員會

採取了各項行動。在 2011 年 4 月 8 日，事務委員會前往香港國際

機場食物檢驗辦事處進行視察，參觀以手提測量計量度食品的放

射強度及污染監測系統運作的示範。於該項視察活動後，事務委

員會在 2011 年 5 月 17 日舉行會議，以跟進當局就日本進口食品

所受輻射污染進行的監察工作。委員獲告知的其中一項措施，是

食物安全中心會透過與日本駐港總領事館保持緊密聯繫，從而密

切監察日本的情況。  
 
邀請訪問日本 
 
1.6 事務委員會主席張宇人議員透過日本駐港總領事館，接獲

日本外務省2011年7月18日的來函，邀請事務委員會3名委員(包括

主席)在外務省贊助的一個計劃下前往日本進行訪問。是次訪問的

目的是讓事務委員會委員對日本在2011年3月地震後的最新情況有

更佳瞭解，以及與日本有關當局交換意見。訪問活動預計為期一

星期。事務委員會亦可提出除東京以外擬造訪的另一地方。日本

政府會為該3名事務委員會委員繳付機票、住宿、膳食、當地交通

及保險費用。 
 
1.7 在 2011 年 8 月 1 日的特別會議上，事務委員會決定接受邀

請，於 2011 年 9 月底前往日本進行職務訪問，以獲取有關日本在

2011 年 3 月地震後的最新情況的第一手資料。是次職務訪問旨在

研究下列範疇 ⎯⎯  
 
 (a) 日本相關當局因應第一核電廠事故所採取的食物安全

措施；  
 
 (b) 食物的監察及檢測，特別是日本出口食物的輻射水

平，以及為此而調配的資源；  
 
 (c) 日本當局就簽發證明書，證明從日本的 5 個縣出口香

港的食品的輻射水平低於指引限值而採用的機制；及 
 
 (d) 第一核電廠事故對食物出口商的影響及日本政府提供

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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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除東京外，事務委員會決定於日本造訪熊本及宮崎。熊本

及宮崎分別是向香港出口最多番茄及牛肉的兩個日本城市。 
 
1.9 內務委員會於 2011 年 9 月 19 日以傳閱文件的方式，通過

事務委員會應邀前往日本進行職務訪問。 
 
 
訪問團 

 
1.10 訪問團由 3 名事務委員會委員組成，分別為事務委員會主

席張宇人議員、李華明議員及黃毓民議員。 
 
1.11 事務委員會秘書湯李燕屏女士陪同訪問團出訪。  
 
 
訪問行程 

 
1.12 訪問團於 2011 年 9 月 25 日至 30 日到訪東京、熊本及宮

崎。期間，訪問團與中央及縣政府的官員和相關機構的代表會

晤。訪問團亦參觀了該 3 個城市的食物安全檢查所，以及一間位

於宮崎的牛肉處理廠。 
 
1.13 有關訪問行程載於附錄 I。訪問團會晤的政府官員及相關

機構代表名單載於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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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  日本當局因應第一核電廠事故所採取的食物安全措施

及該事故對食物出口的影響  
 
 
2.1 訪 問 團 拜 訪 了 外 務 大 臣 政 務 官 (Parliamentary Vic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中野讓先生，以瞭解日本當局因應

第一核電廠事故所採取的行動及食物安全措施的概況。訪問團聽

取了外務省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厚生勞動省(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 農 林 水 產 省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及內閣府食品安全委員會

(Food Safety Commission of the Cabinet Office)的官員簡述事故

後他們在推行食物安全措施上各自擔當的角色。訪問團亦與熊本

縣政府的官員、宮崎縣知事河野俊嗣先生及其人員交換意見。 
 
 
所採取的行動及食物安全措施概覽 

 
2.2 訪問團察悉，於 2011 年 3 月 11 日下午 2 時 46 分(日本時

間)，日本宮城縣對開海面發生 9 級強烈地震。地震觸發的海嘯對

日本東北部造成嚴重破壞及人命傷亡。這次災難導致東京電力公

司(Tokyo Electric Power Company)(下稱"東京電力")位於福島的

第一核電廠發生多次意外，而四周的輻射量被驗出高於正常水

平。日本政府立即根據《原子力災害對策特別措置法》 (Special 
Act of Emergency Preparedness for Nuclear Disaster)，在東京成

立 原 子 力 災 害 對 策 本 部 (Nuclear Emergency Response 
Headquarters)，以及在災區成立原子力災害現地對策本部 (Local 
Nuclear Emergency Response Headquarters)，以便對第一核電廠

的損壞採取相應行動。日本首相擔任原子力災害對策本部長。 
 
2.3 因應第一核電廠事故，日本政府採取了下列行動  ⎯⎯  
 
 (a) 在 2011 年 3 月 17 日，經參考原子力安全委員會

(Nuclear Safety Commission)所定的指標水平，當局在

《食品生法》下就食物中的放射性物質設定暫定

規制値； 
 
 (b) 在 2011 年 3 月 20 日，當局就食物內放射性物質對

健康的影響的科學評核，諮詢食品安全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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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在 2011 年 4 月 4 日，藥事‧食品衞生審議會

(Pharmaceutical Affairs and Food Sanitation 
Council) 轄下的食品衞生委員會 (Food Sanitation 
Commission)公布，表示在目前情況下，因應食品安

全委員會發出的"有關食物內放射性核素的緊急報告

"(Emergency Report on Radioactive Nuclides in 
Foods)，暫定規制値應維持不變； 

 
 (d) 因應原子力災害對策本部對有關食物的出貨限制的

設定及解除的想法，當局於 2011 年 4 月 4 日公布各

都道府縣政府就食物內放射性物質的暫定規制値推

行的巡查計劃； 
 
 (e) 鑒於在漁業產品內驗出的放射性碘含量甚高，當局

按原子力安全委員會的建議，於 2011 年 4 月 5 日就

漁業產品所含的放射性碘設定暫定規制値； 
 
 (f) 在 2011 年 4 月 6 日，當局責成食品安全委員會評估

有關漁業食品內放射性碘對健康的影響； 
 
 (g) 在 2011 年 4 月 8 日，當局就漁業產品內放射性碘的

暫定規制値成立 "放射性物料對策專責小組 "(Task 
Force on the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Radioactive 
Materials)；  

 
 (h) 在 2011 年 4 月 28 日，相關都道府縣政府獲通知有

關厚生勞動省就食物和自來水內放射性物質調查計

劃的制訂及推行情況所發表的報告； 
 
 (i) "檢查計劃、出貨限制等的品種和區域的設定及解除

的想法"("Concepts of Inspection Plann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Cancellation of Items and Areas 
to which Restriction of Distribution and/or 
Consumption of Foods Concerned Applies") 於

2011 年 6 月 27 日修訂(下稱"修訂想法")；  
 
 (j) 在 2011 年 7 月 5 日，經濟產業省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發表報告，題為"東京

電力的福島第一核電廠在國內及國際上的影響為日

本帶來的挑戰 "("Japan's challenges concern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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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 of Tokyo 
Electric Power Company's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Power Station")；及  

 
 (k) 日本政府於 2011 年 8 月 29 日發表報告，題為"政府

為恢復牛肉及其他食品的安全而對超出放射性銫的

暫定規制値的牛肉所採取的措施"("Measures against 
Beef which Exceeds the Provisional Regulation 
Values of Radioactive Cesium by the Government 
to Restore Safety of Beef and Other Food")。  

 
2.4 訪問團察悉，根據世界衞生組織的評估，日本政府因應第

一核電廠事故所採取的行動，與現時輻射防護的公共衞生建議一

致。日本政府的架構載於附錄 III。  
 
 
食物內放射性物質的暫定規制値 

 
2.5 第一核電廠事故發生後，厚生勞動省就食物所含的放射性

物質設定暫定規制値。在 2001 年，厚生省與勞動省合併成為厚生

勞動省。其服務範圍包括醫療服務、公共衞生、就業保障、人力

資源發展、幼兒照顧、長期護理、福利及退休金制度等。  
 
2.6 食品安全部 (Department of Food Safety)於厚生勞動省的

醫藥食品局(Pharmaceutical and Food Safety Bureau)轄下成立，

負責有關食物安全的行政工作。食品安全部的主要職能包括 ⎯⎯  
 
 (a) 預防食物中毒，並就食物添加劑及殘餘除害劑制訂

規例和標準； 
 
 (b) 執行食物製造設施的衞生標準； 
 
 (c) 透過檢疫所及與地方政府合力進行巡查，並作出指

導，以確保市場內的食物安全；及 
 
 (d) 檢驗基因改造食物的安全。 
 

2.7 食物安全部轄下設有 3 個分部，負責處理特定職務，分別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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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企劃情報課 (Policy Planning and Communication 
Division) ⎯⎯ 負責一般統籌及風險傳達的事宜。該

課轄下的檢疫所業務管理室 (Office of Port Health 
Administration)負責處理所有檢疫事務及檢查進口

食物；  

 

 (b) 基準審查課(Standards Evaluation Division) ⎯⎯  負
責就食物、食物添加劑、殘餘除害劑、獸藥殘餘、

食物容器及食物標籤制訂規格和標準。該課轄下的

新開發食品保健對策室 (Office of Health Policy on 
Newly Developed Food)負責制訂標籤準則，以及處

理基因改造食物的安全評估工作；及 

 

 (c) 監視安全課 (Inspection and Safety Division) ⎯⎯ 
負責執行食物檢查、健康風險管理、家禽及牲畜肉

類的安全措施，以及環境污染的措施。該課轄下的

輸入食品安全對策室(Office of Import Food Safety)
負責確保進口食物安全。 

 

2.8 日本的食物安全管理以《食品安全基本法》 (Food Safety 
Basic Law)、《食物衞生法》(Food Sanitation Act)、《屠宰場法》

(the Abattoir Law)、《家禽屠宰商業控制和家禽檢查法》(Poultry 
Slaughtering Business Control, the Poultry Inspection Law)及其

他相關法律為基礎。食物安全管理方法由 3 部分組成，分別為風

險評估、風險管理及風險傳達。 
 

2.9 據厚生勞動省的橫田雅彥先生表示，因應核電廠釋出放射

性物質，厚生勞動省根據《食物衞生法》，於 2011 年 3 月 17 日採

用日本原子力安全委員會所定的"飲食攝取限制的指標"("Indices 
for Food and Beverage Intake Restriction")為暫定規制値。任何

超出該等水平的食品均受規管，以確保有關食品不會供應給市民

食用。地方政府於同日獲正式通知厚生勞動省該項決定。  
 
2.10 鑒於在漁業產品內驗出的放射性碘含量甚高，當局按原子

力安全委員會的建議，於 2011 年 4 月 5 日就漁業產品所含的放射

性碘設定暫定規制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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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根據《食物衞生法》就食物內放射性物質所設定的暫定規

制値，與指引限值所制訂的標準比較載於下表 ⎯⎯  
 

放射性物質  
日本的暫定規制値 
(每公斤所含貝克1) 

指引限值 
(每公斤所含貝克) 

食水2 
奶類、奶類製品 2 

300

蔬菜 (根類蔬菜、馬

鈴薯除外) 

放射性碘  
(碘  - 131) 

海鮮  
2 000

食物  
( 包括嬰兒

食品) 
100

食水  
奶類、奶類製品 

200

蔬菜  
榖物  

放射性銫 
(銫  - 131, 
銫  - 137) 

肉類、蛋類、魚類等

500

食物  
( 包括嬰兒

食品) 
1 000

嬰兒食品 
食水  
奶類、奶類製品 

20

蔬菜  
榖物  

鈾  

肉類、蛋類、魚類等

100

食物  
( 包括嬰兒

食品) 
100

嬰兒食品 
食水  
奶類、奶類製品 

1 嬰兒食品 1

蔬菜  
榖物  

，以及超

鈾 元 素 的 阿

爾發核素 

肉類、蛋類、魚類等

10
嬰 兒 食 品

以 外 的 食

物  
10

 

2.12 就公眾的通用輻射防護而言，倘食物中的放射性核素含量

並無超出指引限值，該食物應被視為可安全供人食用。在第一核

電廠事故期間釋出的放射性物質包括碘-131、銫-134 及銫-137。
構成健康風險的放射性核素主要為放射性碘及放射性銫。放射性

                                                 
1 當某個原子核轉變 (分裂 )成為另一個原子核，便會釋出輻射。1 貝克勒爾 ("貝克")

是一個原子核分裂時在一秒間釋出的輻射量；貝克數目越高，分裂的原子核數量越

大。  
2 為嬰兒設定的含量水平為每公斤 100 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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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釋出輻射，並轉化為不同原子核，最終不含任何放射性成

分。原本的放射性物質的原子核數目減半所需的時間按物質類別

而有所不同。碘 -131、銫 -134 及銫 -137 的自然半衰期分別為

8.04 天、2.1 年及 30.17 年。  
 
2.13 另一方面，人體透過消化食物或吸氣攝入的放射性物質會

進入血液，然後以呼氣、排汗、尿液及糞便等形式排出體外。放

射性物質透過此過程減至半數所需的時間稱為生物半衰期。碘 -
131 的生物半衰期在嬰兒身上約為 11 天，5 歲兒童為 23 天，成人

則為 80 天。至於銫-137，就 1 歲嬰兒而言，其生物半衰期約為

9 天，9 歲或以下的兒童為 38 天，30 歲或以下的成人為 70 天，

50 歲或以下的成人則為 90 天。  
 
2.14 訪問團察悉，地方政府在實施風險管理方面擔當重要的角

色。在各司法管轄區內的衞生當局轄下成立的健康中心，負責向

有關司法管轄區內的食物商簽發牌照、巡查食肆，以及進行食物

測試。厚生勞動省會整理各都道府縣政府就食物內放射性物質所

進行的測試結果，並在其網站內公布該等測試結果。 
 
2.15 厚 生 勞 動 省 的 橫 田 雅 彥 先 生 告 知 訪 問 團 ， 當 局 將 於

2012 年檢討有關暫定規制値。厚生勞動省希望在考慮最新情況

後，暫定規制値的水平可向下調。 
 
 
食物內放射性核素的風險評估 

 
2.16 訪問團獲告知，厚生勞動省於 2011 年 3 月 17 日所定的暫

定規制値是在緊急的情況下制訂，並無評估有關食物對健康的影

響。因此，在 2011 年 3 月 20 日，厚生勞動省根據《食品安全基

本法》，要求食品安全委員會進行評估。 
 
2.17 食品安全委員會於 2003 年 7 月在內閣府轄下成立，負責

風險評估工作，並獨立於厚生勞動省、農林水產省及消費者廳

(Consumer Affairs Agency)3等負責食物風險管理的省或機構。食

品安全委員會的主要角色包括  ⎯⎯  
 
                                                 
3 消費者廳於 2009 年 9 月 1 日在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 (消費者 )(Minis ter  of  State  

for  Consumer Affairs)轄下成立，負責消費者事務的行政工作。其職責包括消費者

相關政策的規劃和統籌，以及執行有關保障消費者安全的法例和規例 (包括食物標

籤 )。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訪問團前往日本進行訪問 

 

 

 -  10  -

 (a) 以科學化、獨立及公平的方式進行食物風險評估，並

按風險評估結果向相關各省作出建議；  
 
 (b) 在各持份者 (例如消費者及經營與食物有關業務的人

士)之間進行風險傳達；及 
 
 (c) 就食物引致的事故及緊急事故作出回應。 
 
2.18 下圖闡述食品安全委員會在各省及政府機構之間的合作情

況(只備英文本)。  
 

 

 

2.19 食品安全委員會由 7 名委員組成。該等委員均基於其深厚

的食物安全知識而獲委任。食品安全委員會轄下設有 14 個專門調

查會(Expert Committees)，約有 250 名專家為這些委員會提供服

務。  
 
2.20 食品安全委員會的小島三奈女士告知訪問團，在接獲厚生

勞動省的要求後，食品安全委員會於 2011 年 3 月 22 日至 29 日期

間曾舉行 5 次緊急會議，參加者包括該 7 名委員、逾 10 名屬化學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訪問團前往日本進行訪問 

 

 

 -  11  -

物質及污染物質、添加物和農藥專門調查會的成員，以及放射

學、公共衞生及藥物科學的學術顧問。基於厚生勞動省提供的數

據及該項研究的緊急性質，食品安全委員會把其商議工作的重點

置於放射性碘及放射性銫對健康的影響。食品安全委員會於

2011 年 3 月 29 日向厚生勞動省提交"有關食物內放射性核素的緊

急報告"。  
 
2.21 食品安全委員會在其緊急報告中所作的其中數項結論如下  
⎯⎯  
 
 (a) 就放射性碘(碘-131)而言，每年 50 毫希4的甲狀腺等

效劑量(相等於 2 毫希的有效劑量)，被視為足以預防

從食物吸收輻射的安全水平；及 
 
 (b) 至於放射性銫 (銫 -134 及銫 -137)，並無證據顯示，

在緊急情況下，不宜根據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在該會第 63 號刊物中設定為每年有效劑

量的 10 毫希水平，以進行風險管理。有見及此，在

保障人體健康方面，每年有效劑量 5 毫希的數值被

視為高度保守。 
 
2.22 在 2011 年 4 月 14 日的會議上，食品安全委員會決定成立

"食物內放射性核素對健康的影響評估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for an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 of radioactive nuclides in food on 
health")，以便繼續進行其評估工作。在 2011 年 4 月 21 日至 7 月

26 日期間，工作小組與放射性物質的專家舉行了 9 次會議，就有

關課題進行深入及詳細的商議工作。工作小組在第 9 次會議上完

成"食物內放射性核素風險評估報告"(Risk Assessment Report on 
Radioactive Nuclides in Foods)的擬稿。在 2011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27 日的公眾諮詢期間，共接獲逾 3 000 份意見書。所收集的

意見均獲工作小組考慮，以決定其評估報告擬稿應否作出任何調

整。  
 

                                                 
4 人體吸收的輻射劑量以希沃特 ("希")為單位表達。平均而言，每人每年接觸的劑量

約為 3 毫希(1 毫希=千分之一希 )，當中 80%(2.4 毫希 )來自天然存在的源頭 (即背

景輻射 ) ， 19.6%( 差不多 0.6 毫希 ) 來自作醫療用途的輻射，而其餘 0.4%( 約
0.01 毫希 )則源於其他人造輻射。若進食 1 公斤含有放射性碘 -131(每公斤含 500 貝

克 )的食物，對人體的影響為 0.0048 毫希。若進食 1 公含有放射性銫 -137 的食

物，對人體的影響為 0.0065 毫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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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訪問團其後察悉，食物內放射性物質風險評估報告的定稿

已於 2011 年 10 月 27 日在食品安全委員會的網站內發表。 
 
 
檢查計劃及分銷限制 

 
2.24 訪問團察悉，厚生勞動省於 2011 年 4 月 4 日發出的"檢查

計劃、出貨限制等的品種和區域的設定及解除的想法"，是根據所

得的調查結果而編製。自此，在食物中驗出的放射性碘含量有所

減少，但若干食物內的放射性銫被發現超出暫定規制値。這情況

促使日本政府檢討有關想法。因應釋出的放射性物質的性質，以

及該等物質在食物中被驗出的狀況，修訂想法 (於 2011 年 6 月

27 日由厚生勞動省發出 )旨在把焦點由可能受緊隨第一核電廠事

故所釋出放射性碘的墜塵影響的食物，改為根據受放射性銫影響

及市民進食各種食品的實際情況而定。  
 
2.25 各都道府縣政府按厚生勞動省根據修訂想法發出的"地方政

府檢查計劃"("Inspection plan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就食

物所含的放射性物質進行檢測。為確定輻射污染的擴散範圍，地

方政府根據生產的實際情況、魚類的捕撈地區及原產地標籤，把

其都道府縣的範圍分為適當的區域。當局從各有關區域的多個市

町村內收集樣本，並定期 (原則上約為每星期一次 )在指定檢查區

(通常位於農場或漁港附近 )進行巡查。當發現有放射性物質超出

或接近暫定規制値，當局會加強巡查。對於有食物驗出所含放射

性物質超出暫定規制値的市町村，當局會優先巡查，當中會考慮

土壤中銫的濃度及環境監測結果。 
 
2.26 訪問團獲保證，不符合暫定規制値的食品均被限制分銷。

若發現輻射含量超出暫定規制値的食物已於某一地區內分銷，當

局會實施"付運限制"，以免市民因進食受輻射污染的食物而導致

體內受輻射污染。根據《原子力災害對策特別措置法》，原子力災

害對策本部長 (即日本首相 )會向有關都道府縣的知事發出命令，

該名／該等知事接着會要求有關經營商停止分銷該等產品。舉例

而言，倘發現農產品內的放射性物料含量甚高，原子力災害對策

本部長會指示有關都道府縣的知事限制其市民進食受影響食品。

該等資料會於有關都道府縣政府及農林水產省的網站內刊載。 
 
2.27 若符合修訂想法所載的所需條件，原子力災害對策本部長

可於考慮第一核電廠的情況後，決定是否解除"付運限制"。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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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驗出的放射性碘含量而施加的付運限制，當局會每星期在各

區多個市町村內進行巡查。若輻射水平連續 3 星期低於暫定規制

値，便會解除限制。至於根據驗出的放射性銫含量而施加的付運

限制，當局會巡查有關範圍內各市町村內最少 3 個地點。若在過

去一個月的所有巡查中均發現輻射水平低於暫定規制値，便會解

除限制。 
 
 
食物安全 

 
2.28 農林水產省負責有關農業、林木業和漁業產品(包括由生產

至消費)的行政工作，以及郊區發展，並促進郊區居民的福利。在

食物安全方面，農林水產省負責農業、林木業和漁業產品的風險

管理。  
 
2.29 供市民食用的漁農產品內放射性物質的測試，由地方政府

當局每天進行。不符合暫定規制値的食品被禁止分銷供市民食

用。如在市面上發現該等產品，會將其回收。 
 
2.30 農林水產省的水產廳與相關都道府縣政府合作進行抽查，

測量漁業產品內放射性物質的含量。若結果顯示有關含量超出暫

定規制値，相關捕魚活動會被暫停。只有在過去一個月於超過

3 個抽查地點抽取的樣本測量結果全部低於暫定規制値的情況

下，該項暫停措施才可取消。透過該等限制措施，並無任何放射

性物質超出暫定規制値的漁業產品被分銷至市場內。 
 
2.31 關於受輻射污染的新鮮農產品的溯源能力所引起的關注，

農林水產省向訪問團表示，根據日本有關農產品標準化及須附上

正確標籤的法例，生產商須按都道府縣、市町村或地方名稱，表

明本地生產的產品的原產地。至於新鮮漁業產品，產品的來源海

域名稱必須按照法例下的新鮮食物品質標籤標準，在新鮮漁業產

品的包裝上標示。如有任何違反標籤規定的情況，當局會根據相

關法例採取各項措施，例如作出指示及公開事件，或處以刑事罰

則。消費者廳一直與農林水產省及各都道府縣政府合作，收緊對

虛假原產地聲稱的管制。 
 
2.32 據農林水產省的伊佐広己先生表示，當局對各式各樣的漁

業產品樣本進行密集的檢查，由沿岸至遷徙品種，以及由淺水至

深海品種均包括在內。在各都道府縣政府、農林水產省的水產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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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漁業界之間的合作下，漁業產品內放射性物質的檢查工作每星

期在各大漁港內進行。除茨城縣北部亦有的日本玉筋魚外，只有

福島縣的樣本被驗出超出暫定規制値。  
 
2.33 為確保市場內漁業產品的安全，當局原則上會每星期進行

探查行動。只有在放射性物質的含量連續 3 次驗出低於規制值

後，才可恢復捕魚作業。目前，福島縣第一核電廠附近的海域並

無進行任何捕魚活動。因此，市場上並無任何來自第一核電廠鄰

近海域的魚類供應。  
 
2.34 文部科學省5及東京電力現正進行監測計劃，量度第一核電

廠附近沿岸和離岸範圍內超過 100 個抽樣地點的海水及海底沉積

物的放射性物質含量。海水監測結果顯示，放射性物質的含量有

下降的趨勢。在 2011 年 6 月 20 日至 25 日期間，宮城縣、福島縣

及茨城縣離岸範圍的海水監測結果顯示，並無驗出放射性碘及放

射性銫(附錄 IV)。有關結果已於文部科學省的網站內公布，供公

眾查閱。 
 
2.35 訪問團獲告知，在 2011 年 7 月 8 日及 9 日，從福島縣南相

馬市運出的 11 頭牛被驗出所含放射性銫超出暫定規制値。在

2011 年 7 月 14 日，從福島縣淺川町運出的牛隻被發現曾以含有

高濃度放射性銫的稻草餵飼。該兩宗事件發生後，來自福島縣、

宮城縣、岩手縣及栃木縣的牛肉全部被禁止分銷進入市場，直至

有關產品獲證明並無超出暫定規制値為止。當局相信，於收割後

留在稻田上的稻草，受來自第一核電廠的放射性核素污染，其後

給牛隻餵食。日本政府隨即實施牛隻飼養管理制度及進行全面檢

驗，以確保牛肉安全。簡括而言，各都道府縣均須確保不再使用

受污染的稻草，並將其處置。以受污染稻草餵飼牛隻的養牛場或

並無就受污染稻草進行實地巡查的養牛場，均需接受全面檢驗。

其餘不需接受全面檢驗的養牛場則必須在首批付運的牛隻當中檢

測至少一隻。 
 
2.36 在 2011 年 8 月 19 日，就運送於宮城縣飼養的牛隻至其他

都道府縣及屠場的禁運限制暫時取消，而有關在福島縣、岩手縣

及栃木縣飼養的牛隻的限制則於 2011 年 8 月 25 日暫時取消。截

至 2011 年 9 月 21 日，福島縣附近各都道府縣的牛肉所含放射性

銫的測試結果載於附錄 V。  
                                                 
5 於第一核電廠事故發生後，文部科學省負責監管環境監測工作的實施，以及公布有

關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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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截至 2011 年 8 月 31 日，下列來自福島縣的食品被禁止分

銷  ⎯⎯  
 
 (a) 未經加工奶類； 
 
 (b) 球型及非球型葉菜類蔬菜(例如菠菜及捲心菜)；  
 
 (c) 花莖甘藍(例如西蘭花、椰菜花)；  
 
 (d) 蕪菁、原木栽植椎茸(戶外栽植)、竹筍及梅子；及 
 
 (e) 日本玉筋魚、櫻花鉤吻鮭(不包括養殖魚)及日本石斑

魚。  
 
來自茨城縣、栃木縣、千葉縣及神奈川縣的茶葉亦被禁止分銷。 
 
 
環境輻射水平監測 

 
2.38 除食物外，日本政府及各都道府縣政府均密切監察食水、

空氣及土壤中的放射性核素含量。 
 
2.39 據農林水產省表示，當局會每天測試自來水樣本。在第一

核電廠事故發生後，福島市內食水的放射性碘含量甚高(高達約每

公斤 170 貝克)，但自 2011 年 4 月 10 日起已下跌至低於可偵測的

水平。即使在緊隨事故發生的期間，福島市的食水也一直並無驗

出放射性銫。在東京，東京都水道局於 2011 年 3 月 23 日公布驗

出自來水的放射性碘含量為每公斤 210 貝克，居民應停止讓嬰兒

飲用自來水。該項限制於 2011 年 3 月 24 日取消。自 2011 年 3 月

27 日起，放射性碘及銫一直低於可偵測的水平。 
 
2.40 農地土壤內放射性銫的暫定規制値設定為每公斤 5 000 貝

克。截至 2011 年 8 月 31 日，在福島縣進行的 361 次農地土壤檢

查中，其中 40 次檢查發現有關含量超出暫定規制値，而在宮城

縣、栃木縣、群馬縣及千葉縣進行的農地土壤檢查則並無驗出該

含量超出暫定規制値。 
 
2.41 各都道府縣政府當局會每天記錄環境輻射水平讀數，所收

集的數據會於文部科學省的網站內公布。福島、仙台和磐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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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東京、大阪和札幌截至 2011 年 9 月 14 日的讀數分別載於附錄

VI 及 VII。日常生活中的輻射顯示圖載於附錄 VIII。  
 
 
對食物出口的影響及所提供的援助 

 
對出口的影響 
 
2.42 訪問團獲告知第一核電廠事故發生後對食物出口所造成的

負面影響。據農林水產省表示，從日本出口至所有國家及地方的

農業、林木業和漁業產品 (下稱"農林漁業產品")及加工食品的總

值，由 2010 年 6 月的 392 億日圓(約 3 億 9,200 萬港元)，在

2011 年 6 月下跌至 383 億日圓(約 3 億 8,300 萬港元)，跌幅為

2.3%。同一期間，從日本出口至香港的農林漁業產品總值由

115 億日圓(約 1 億 1,500 萬港元)，下跌至 96 億日圓(約 9,600 萬

港元)，大幅下降了 16.5%。  
 
2.43 外務大臣政務官中野讓先生、宮崎縣知事河野俊嗣先生及

熊本縣的板東良明先生希望當局推行的各項安全措施會恢復人們

對日本食物的信心，從而振興食物出口。 
 
財政援助 
 
2.44 據農林水產省表示，日本政府於 2011 年 4 月 15 日實施"有
關對天災的受害農林漁業者等的資金融通的暫定措置法"(Act on 
Temporary Measures on Financial Support of Farmers, Forestry 
Workers and Fishery Workers Suffering from National 
Disaster)，並向受東日本大震災影響的農民、林務從業員及漁民

提供低息貸款。農林水產省亦呼籲各財務機構繼續為農業、林木

業和漁業界別的受害者提供融資及重整貸款安排。 
 
2.45 在 2011 年 4 月 22 日，福島縣政府及經濟產業省原則上達

成協議，在一般財政援助架構以外設立特別支援計劃，以協助受

第一核電廠事故打擊的商戶。新貸款計劃 ("東日本大震災復興特

別 貸 款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Recovery Special 
Loan)(下稱"特別貸款")於 2011 年 5 月 23 日推出，以協助直接或

間接受地震、海嘯或核電廠事故嚴重影響的中小型企業。特別貸

款的特點包括增加貸款金額、減低貸款利率的改善措施，以及延

長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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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援措施 
 
2.46 訪問團獲告知，為恢復消費者的信心，肉類分銷機構提供

資金，以購買可能曾受輻射量超出暫定規制値的稻草餵飼的牛隻

的牛肉，並處置該等牛肉。日本政府在分銷層面，為實施付運限

制的都道府縣內生產的牛肉發還儲存費。此外，政府向購入遭延

期付運的牛肉的都道府縣機構提供資助。關於在各都道府縣內曾

以受污染稻草餵飼牛隻的禽畜農場，若所有牛隻及飼養場均已進

行全面檢查，禽畜機構會為每頭牛提供 5 萬日圓(約 500 港元)資
助。禽畜機構為牛肉價格的跌幅提供補償。 
 
 
簽發輻射水平證明 

 
2.47 訪問團察悉從日本進口食物的國家及地方對有關放射性物

質的測量證明書的要求。在農林水產省的網站上列載的日本檢查

機構會為特定批次的付運食品提供所需的證明書。 
 
2.48 據熊本縣政府的板東良明先生表示，漁農產品的檢測工作

會應進口國的要求而進行。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熊本縣藥劑師

會醫藥品檢查中心一直使用鍺半導體探測器，以測試食物內放射

性物質的含量。 
 
2.49 據農林水產省表示，截至 2011 年 9 月，該省與食物安全

中心仍在討論有關簽發從日本該 5 個縣出口至香港的食品的輻射

水平證明事宜(請參閱第 1 章第 1.4(c)段)。有關構思是輻射水平證

明書必須由日本的認可檢查機構簽發，並由日本當局(即農林水產

省)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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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向外務大臣政務官

中野讓先生致送紀念品。 

食物安全及環境生事

務委員會主席張宇人議

員向厚生勞動省醫藥食

品局食品安全部基準審

查課課長補佐橫田雅彥

先生致送紀念品。 

訪問團與農林水產省的代

表討論有關漁農產品的安

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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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與內閣府食品安全

委 員 會 事 務 局 的 代 表 會

晤。 

食物安全及環境生事

務委員會主席張宇人議

員向熊本縣政府的代表

致送紀念品。 

訪問團向宮崎縣知事河野

俊嗣先生致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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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在參觀日本國會後拍照

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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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  日本的食物監察及檢測  
 
 
3.1 為了對日本的食物巡查及檢測工作有更佳瞭解，訪問團到

訪位於東京的批發市場衞生檢查所 ( 築地 )(Wholesale Market 
Sanitary Inspection Station (Tsukiji)、熊本縣藥劑師會醫藥品檢

查中心(Kumamoto 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Centre)、JA 宮崎

縣 農 畜 產 物 總 合 檢 查 中 心 (JA Miyazaki Keizairen Farm 
Inspection Centre)及 Miyachiku 株式會社 (Miyachiku Company 
Limited)位於宮崎的牛肉處理廠。 
 
 
東京 

 
批發市場衞生檢查所(築地) 
 
角色及職能  
 
3.2 位於築地的批發市場衞生檢查所 (下稱"衞生檢查所")在東

京都福祉保健局轄下成立，目的是確保銷售的食物安全及適宜食

用。據衞生檢查所的杉田伊平先生表示，可能對人體健康構成風

險的有害食物不應在市面上供應、不應在市場內生產，亦不應帶

離市場，這些均是市場衞生原則。在監察食物安全時，需確保食

物是以衞生的方式處理。 
 
3.3 訪問團察悉根據《食物衞生法》所定的各項標準，其中包

括有關食物配料及使用食物添加劑的標準。衞生檢查所進行各項

測試和巡查，確保食物符合所適用的標準。該等測試和巡查是科

學化食物管理的基礎。若測試結果確定有關食物超出法定標準，

當局會對相關食物商採取懲罰性行動，例如禁止銷售有關食物。

衞生檢查所亦會整理每天在進行監察及測試／巡查活動期間所收

集的檢查及研究數據，用以檢討行動及改善技術標準。在每個財

政年度結束時，衞生檢查所會舉行"研究發布會"，在會上匯報各

項主題性研究活動的結果。該等研究結果主要供食物商用作改善

自願性衞生監管措施。 
 
3.4 為確保批發市場的食物安全，直接處理食物的人士和食物

業經營者需汲取相應的衞生及作業知識。為此，衞生檢查所向市

場內的食物業經營者和相關協會提供食物衞生培訓，並透過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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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節日或其他場合中提供"食物安全諮詢服務"，提高消費者對

食物安全的意識。衞生檢查所亦會接待來自其他地方政府的受訓

人員，因而有助提升化驗技術及批發市場管理的專業知識。 
 
巡查及檢測  
 
3.5 在清晨巡查期間，巡查員會檢查批發市場內漁業產品拍賣

場的溫度、該等產品的處理方法及標籤等。巡查員會根據清晨巡

查的報告，討論當天的監察要點。食品樣本會被抽查作生物測試

及化學檢驗。 
 
3.6 在 2010 年的財政年度，衞生檢查所進行了 164 267 次巡

查及 58 175 項測試(涵蓋東京 10 個批發市場)。在各項進行的測

試中，  29 840 項及 28 335 項分別為生物及物理化學檢驗。 
 
3.7 衞生檢查所的杉田伊平先生告知訪問團，各項食品會於農

場附近或漁港內進行輻射水平檢測，如符合標準，便會送往市

場。他希望"雙重檢查規則"(即於農場附近或漁港內及在批發市場

內進行檢查)能盡快獲得日本國會通過。 
 
3.8 衞生檢查所每天的工作載述於附錄 IX。  
 
 
熊本縣 

 
熊本縣藥劑師會醫藥品檢查中心  
 
3.9 熊本縣藥劑師會醫藥品檢查中心 (下稱"醫藥品檢查中心")
是列入農林水產省網站內的檢查中心，由熊本縣藥劑師會成立。

醫藥品檢查中心最初創立時受熊本縣政府資助，現時其資金則主

要來自該中心進行的測試收取的費用。  
 
3.10 據醫藥品檢查中心的藤本洋一先生表示，該中心就海水和

河水、食水及漁農產品進行質量分析，當中包括食物內的細菌、

食物添加劑、殘餘除害劑及有害化學品的測試。隨着醫藥品檢查

中心採用於 2011 年 7 月 1 日設置的鍺半導體探測器，該中心亦會

就第一核電廠事故後漁農產品所含的放射性物質(碘-131、銫-134
及銫-137)進行測試。若其他國家或地方的有關當局要求索取漁農

產品內放射性物質含量的證明書，有關出口商會繳付約 15,000 日

圓(約 150 港元)的檢測費。當局希望市民對食物安全的信心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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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熊本縣的食品出口能有所增長。 
 
 
宮崎縣 

 
Miyachiku 株式會社  
 
3.11 Miyachiku 株式會社(下稱"該公司")是宮崎縣內生產牛肉的

主要企業。在 2010 年，其牛肉的全年銷售量合共約為 40 萬頭

牛。等待屠宰的牛隻會被安置於宮崎處理廠的牛場內。自 1994 年

起，該公司一直向香港出口牛肉。 
 
3.12 據該公司的畑中修先生表示，政府每天對廠房進行巡查，

並定期進行突擊檢查。牛肉內的細菌和除害劑檢測，以及放射性

銫的簡單檢測會在廠房內進行，而牛肉樣本會送往熊本縣藥劑師

會醫藥品檢查中心，作放射性碘的檢測及放射性銫的雙重檢查。

自 2011 年 9 月 1 日起，該公司一直對所有牛肉進行放射性銫的全

面檢查。 
 
3.13 訪問團獲邀參觀該牛肉處理廠及廠內的牛肉檢查所，以觀

察有關檢測程序。對於該廠採用的嚴格衞生標準及所採取的安全

預防措施，訪問團留下深刻印象。 
 
JA 宮崎縣農畜產物總合檢查中心 
 
3.14 JA 宮崎縣農畜產物總合檢查中心獨立於宮崎縣政府，為其

會員就農地土壤及農產品進行分析化驗。該中心亦是農畜的診

所。據農畜產物總合檢查中心的日高公洋先生表示，在有關設備

於 2011 年 11 月底運抵後，該中心會就放射性物質進行測試。截

至 2011 年 9 月，  農畜產物總合檢查中心只進行簡單的檢測，並

沒有資格為出口農產品簽發衞生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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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參觀批發市場生

檢查所(築地)。 

訪問團參觀批發市場

生檢查所 (築地 )的漁業

產品檢測。  

訪問團參觀熊本縣藥劑師

會醫藥品檢查中心的農產

品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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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參觀熊本縣藥劑師

會醫藥品檢查中心探測食

品含放射性物質的設備。 

參觀宮崎縣一間牛肉處

理廠後合照留念。 

訪問團於宮崎一間牛肉處

理廠聽取有關檢查供本地

食用及出口的牛肉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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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

委員會主席張宇人議員向

JA 宮崎縣農畜產物總合檢

查中心的課長日高公洋先

生致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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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  觀察所得及總結  
 
 
4.1 於聽取各政府官員和相關機構代表的簡介及與他們交換意

見，並到訪東京、熊本和宮崎的檢查所後，訪問團提出多項觀察

所得及總結。 
 
 
觀察所得  
 
4.2 訪問團察悉，因應第一核電廠事故，日本當局已迅速採取

各項有關食物安全的行動及措施。當局已推行嚴格的規例和措

施，以確保受輻射污染的食品被禁止在日本境內供應及出口至其

他國家和地方。不符合暫定規制値的食品均被限制分銷。倘發現

輻射含量超出暫定規制値的食物已在某地區內分銷，當局會發出

"付運限制"。作為原子力災害對策本部長，日本首相會決定是否

解除"付運限制"，並只會在符合所需條件的情況下才予以解除。  
 
4.3 訪問團觀察到，漁農產品會於農場附近或漁港內進行輻射

水平檢測，如符合標準，便會送往市場。訪問團希望"雙重檢查規

則"(即於農場附近或漁港內以及在批發市場內進行檢查)能盡快獲

得日本國會通過，從而進一步加強市民對食物安全的信心。 
 

4.4 對於日本各級政府攜手合力監察及檢測食物安全和環境輻

射水平，訪問團留下深刻印象。 
 
4.5 訪問團亦察悉世界衞生組織的評估，即日本政府近期因應

第一核電廠事故所採取的行動，與現時輻射防護的公共衞生建議

一致。  
 
4.6 關於簽發從日本該 5 個縣出口至香港的食物所含輻射量的

證明的機制，訪問團認為必須詳細制訂及有效實施有關機制，這

點甚為重要。一旦發現從日本進口的食品受放射性物質污染，會

破壞香港市民對日本食品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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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4.7 訪問團認為，是次訪問非常有用，原因是訪問活動讓訪問

團成員更清楚瞭解日本在 2011 年 3 月地震後的最新情況，以及供

當地食用及輸出的鮮活食物的衞生檢查程序。是次訪問亦有助訪

問團成員與日本政府官員及相關機構代表，就因應第一核電廠事

故所採取的食物安全措施交換意見。與他們分享日本經驗，令訪

問團更深入瞭解各項措施的成效。 
 
4.8 訪問團認為，日本政府在第一核電廠事故後所採取的措施

均循着正確的方向確保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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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訪問團感謝日本外務省提出到訪日本的邀請，並感謝外務

大臣政務官中野讓先生與訪問團成員交換意見。代表團亦謹此向

外務省、厚生勞動省、農林水產省、食品安全委員會、熊本縣政

府和宮崎縣政府的有關官員及其他相關機構的代表致意，感謝他

們作出詳細介紹，並與代表團交換意見及資料，使代表團此行獲

益良多。 
 

2. 此外，日本駐港總領事編排的訪問行程十分充實，並為訪

問活動進行籌備工作，訪問團謹此致謝。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1 年 9 月 25 日至 30 日進行的海外職務訪問行程  
 
 

2011 年 9 月 25 日 (星期日 ) 

傍晚  抵達東京  

2011 年 9 月 26 日 (星期一 ) 

外務省作出簡介  

上午  
與外務大臣政務官中野讓先生會晤  

與厚生勞動省的代表會晤  
下午  

參觀日本國會  

2011 年 9 月 27 日 (星期二 ) 

參觀築地市場  

參觀批發市場衞生檢查所 (築地 ) 

上午  

與農林水產省的代表會晤  

下午  與內閣府的食品安全委員會代表會晤

下午較後時間  啟程前往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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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9 月 28 日 (星期三 ) 

上午  與熊本縣政府官員會晤  

下午  
參觀熊本縣藥劑師會醫藥品檢查中心

(出口蔬菜檢查所 ) 

啟程前往宮崎  

下午較後時間  與宮崎縣知事河野俊嗣先生及其人員

交換意見  

2011 年 9 月 29 日 (星期四 ) 

上午  
參觀宮崎縣一間牛肉處理廠 (牛肉安
全檢查所 ) 

下午  參觀宮崎縣農畜產物總合檢查中心  

下午較後時間  啟程前往福岡  

2011 年 9 月 30 日 (星期五 ) 

上午  啟程返港  

 



訪問團在日本會晤的政府官員及其他機構代表名單 

 
 

 
外務省 

 
外務大臣政務官 
中野讓先生  
 
亞洲大洋州局 
日中經濟室長 
浜田隆先生  
 
亞洲大洋州局 
日中經濟室  
課長輔佐 
村嶋郁代女士 
 
亞洲大洋州局 
日中經濟室  
外務事務官  
福嶋大助先生 
 
經濟局  
政策課長 
飯島俊郎先生 
 
經濟局  
國際貿易課長 
齋田伸一先生 
 
 
厚生勞動省 

 
醫藥食品局  
食品安全部  
基準審查課  
課長輔佐 
橫田雅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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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水產省 

 
日本水產廳  
水產物貿易對策室長  
伊佐広己先生 
 
日本水產廳  
水產物貿易對策室 
室長輔佐 
和沢美歩女士 
 
食料產業局  
輸出促進小組 
課長輔佐 
黑木博志先生 
 
食料產業局  
輸出促進小組 
係長  
長谷川雅恵女士 
 
生產局  
食肉雞卵課  
課長輔佐 
Masayoshi KINOSHITA 先生  
 
生產局  
食肉雞卵課  
課長輔佐 
今崎裕一先生 
 
大臣官房 
國際經濟課  
課長輔佐 
古藤信義先生 
 
大臣官房 
國際經濟課  
課長輔佐 
Hirofumi DEGAWA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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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府食品安全委員會 

 
食品安全委員會事務局長 
Masako KURIMOTO 女士 , DVM 
 
食品安全委員會事務局 
情報‧緊急時對應課  
課長輔佐 
小島三奈女士, DVM 
 
食品安全委員會事務局 
情報‧緊急時對應課  
係長  
Naoko HAYASHI 女士  
 
食品安全委員會事務局 
情報‧緊急時對應課  
技術助理 
Junko KUBOTA 女士  
 
 
批發市場衞生檢查所(築地) 
 
東京  
築地  
管理及行政辦事處 
杉田伊平先生 
 
 
熊本縣政府  

 
熊本縣  
國際課長 
山內信吾先生 
 
熊本縣  
國際課  
參事  
藤芳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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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本縣  
農林水產部  
經營局  
流通企劃課長 
板東良明先生 
 
 
熊本縣藥劑師會 

醫藥品檢查中心 

 
所長  
藤本洋一先生 
 
檢查課  
係長  
大石麻美女士 
 
 
宮崎縣政府 

 
宮崎縣 

知事 

河野俊嗣先生 
 
宮崎縣 

副知事 

牧元幸司先生 
 
宮崎縣 

農政水產部次長 
押川延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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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yachiku 株式會社(位於宮崎) 
 
常務取締役  
畑中修先生  
 
宮崎牛販売部 
次長兼課長  
宮元峰夫先生 
 
代表取締役副社長 
長友和美女士 
 
常務取締役  
井手勝彥先生 
 
營業本部 
取締役營業本部長兼營業部長  
黑木政敏先生 
 
宮崎牛販売部 
宮崎牛販売課 
課長輔佐 
神田幸二先生 
 
高崎工場製造一課 
課長  
福壽重貴先生 
 
高崎工場製造二課 
課長  
永田修一郎先生 
 
高崎工場 
取締役工場長 
森下正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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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 宮崎縣農畜產物總合檢查中心 

 
農產物總合檢查中心  
課長  
日高公洋先生 
 
農產物總合檢查中心  
園藝販売部‧園藝販売課 
課長  
押川和範先生 
 
宮崎縣經濟農業協同組合連合會 
課長輔佐 
川原浩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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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 

內閣  裁判所 

 [司法機關 ] 

 

外務省  

法務省  

總務省  

內閣府  

高等裁判所  

簡易裁判所  

家庭裁判所  

地方裁判所  

最高裁判所  

檢察審查會  

厚生勞動省  

國土交通省  

經濟產業省  

農林水產省

文部科學省  

防衞省  

會計檢查院  

環境省  

財務省  

[立法機關 ] 

國會  

參議院  

國立國會圖書館

裁判官訴追  
委員會  

裁判官彈劾  
裁判所  

眾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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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V











附錄 V 
Appendix V



附錄 VI 
Appendix VI



附錄 VII 
Appendix VII



附錄 VIII 
Appendix VIII日常生活中的輻射顯示圖



附錄 IX 
Appendix IX

東京的衞生檢查所每天的工作 
A typical day at a sanitary inspection station in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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