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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四年九月三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就上海福喜食品廠出產有問題食品的跟進措施  
 
 
目的  
 
1. 本文件向委員匯報食物安全中心 (食安中心 )就上海福

喜食品廠出產的食品涉及食物安全問題所進行的跟進工作。  
 
 
背景  
 
2. 本年七月下旬本港傳媒報導上海福喜食品公司向多間

內地連鎖店鋪供應過期、顏色發青的肉類製品。有傳媒亦指香

港的麥當勞有限公司 (香港麥當勞 )可能曾進口內地福喜食品公

司所出產的肉類產品。  
 
 
跟進措施  
 
3. 食安中心非常關注有關事件，並即時進行了一系列的

跟進工作。  
 
巡查工作  
 
4. 食安中心於 7 月 22 日及隨後數天派員到麥當勞的儲存

冷庫視察，亦巡查了該公司以及傳媒報導有提及的其他八個連

鎖集團 1的店鋪，共檢查了約 1 600 個樣本。上述樣本均未發現

                                                 
1  該八間連鎖店舖為必勝客、宜家家居、吉野家、漢堡王、星巴克、肯德基、7-11 便利店及賽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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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過期、發霉或發臭的情況。巡查期間亦未有發現相關店鋪及

儲存冷庫的衞生情況或食品儲存溫度異常。  
 
5. 食安中心亦從上述冷庫和店鋪抽取樣本進行化驗，以

確定食品是否出現衞生問題或不當使用添加劑的情況。全部  
16 個樣本檢測結果滿意。  
 
有關食物入口情況  
 
6.  食安中心亦與香港麥當勞及上文提及的其餘八個連鎖

店集團的管理層聯繫，了解他們有否輸入內地福喜食品廠製造

的食物。  
 
7. 食安中心在翻查紀錄時發現在 2013 年 7 月至 12 月期

間香港麥當勞的進口商曾從上海福喜食品廠入口共 10 批次的

冷藏豬肉餅，並在 7 月 23 日傍晚成功聯絡香港麥當勞的管理

層。根據香港麥當勞提供的資料，該公司在今年 5 月亦曾入口

一批上海福喜食品廠製造的熟雞腿肉。根據香港麥當勞的資

料，上述食品經已全部銷售，沒有存貨。  
 
8. 至於其餘八間連鎖集團，亦全部回覆食安中心，表示

沒有輸入內地福喜食品廠出品的食品。食安中心人員亦已檢查

該八間連鎖集團所備存的食物交易紀錄，均未有發現有輸入內

地福喜食品廠出品的食品。  
 
暫停食品進口及封存已進口食品  
 
9. 在得悉香港麥當勞曾從上海福喜食品廠入口食品後 (見
上文第 7 段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在 7 月 24 日早上隨即與食安

中心就事件召開了緊急會議。因應事態發展及內地調查尚未完

結，為審慎起見，政府決定即時暫停內地所有「福喜」食品進

口香港，包括所有廠房及食品種類，而已進口的食品亦會全部

被封存不能再出售，直至內地的調查有結果為止。有關的安排

經已在 7 月 24 日下午的傳媒簡報會上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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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食安中心亦已即時知會業界有關事件，並提醒所有本

港入口商或商戶，如他們有進口或存有由內地福喜食品廠出產

的食品，應該立即停止銷售並與食安中心聯絡。  
 
11. 及後，香港麥當勞及其進口商在食安中心的監督下，

自願將約 113 公噸福喜食品運往堆填區銷毀，當中包括約     
62 公噸雞肉、約 14 公噸牛肉及約 37 公噸蔬菜，相關食品源自

內地福喜食品公司在河北和廣州的廠房，所有銷毀行動亦已在

8 月 1 日完成。在行動期間，食安中心亦曾多次到香港麥當勞

的分店巡查，未有再發現源自內地福喜食品廠的食品。  
 
訊息發布  
 
12. 食安中心按照一貫做法，以具透明度和及時的方式，

向市民提供與事件有關的資訊，當中包括回覆傳媒查詢，以及

就暫停食品進口的決定召開傳媒簡報會及發出新聞公佈 (見上

文第 9 段 )。就香港麥當勞指食安中心與該公司協商同步發放消

息一事，食安中心已於 7 月 24 日嚴正指出，有關聲明與事實不

符。香港麥當勞曾在 7 月 23 日與食安中心進行電話會議時，提

出要求同步發放消息，但食安中心並無同意有關建議。而食安

中心在 7 月 24 日下午除舉行傳媒簡報會交代食安中心決定外，

亦同步聯繫香港麥當勞進行另一輪電話會議，就接獲的資料作

進一步查詢，以確認上述源自上海福喜食品廠的問題產品已全

部銷售，沒有存貨。會議上亦無就消息發放有過任何協議。  
 
13. 另外，食物及衞生局及食安中心在 7 月 28 日就事件與

多位關注事件的立法會議員會面。其後亦有即時向傳媒交代事

件的最新發展。  
 
肉類的進口管制及監察  
 
14. 食安中心採用世界衞生組織倡導的「從農場到餐桌」

策略，保障香港的食物，包括肉類及其製品的食用安全。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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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包括規定某些供港食用動物和食品只可以由經審核檢

查的認可農場／加工廠養殖、種植或生產，以及須附有衞生證

明書等。食物監察計劃則是食安中心在食物供應鏈的下游層面

保障食物安全的其中重要一環。  
 
15.  食安中心透過監察計劃，從進口、批發及零售層面抽

取食物 (包括肉類及其製品 )樣本進行化學及微生物測試。化學

測試項目包括防腐劑、金屬雜質、毒素及獸藥殘餘等。微生物

測試項目包括沙門氏菌、金黃葡萄球菌及臘樣芽孢桿菌等。按

照風險為本的模式決定擬抽取的食物樣本類別、檢測次數、樣

本數目，以及擬進行的化驗分析。食安中心又會考慮多項因素，

包括過往的食物監察結果、本港及海外發生的食物事故及相關

的食物風險分析，定期檢討抽樣工作。  
 
16. 在 2011 至 2013 年間，食安中心共抽取接近 13 500 個

肉類及其製品樣本作化學及微生物測試，當中超過 2 500 個 (約
19%)為肉類製品 (例如肉乾、肉腸、臘腸、紅腸、肉丸、肉鬆、

火腿、煙肉、叉燒、餐肉等 )。在 52 個不合格的樣本中，有        
5 個為上述肉類製品。  
 
17. 政府對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設有監管機制，主要參

照國際慣用模式和標準，以風險評估為準則。根據《公眾衞生

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 )附屬的《進口野味、肉類及家禽規例》

(第 132 章 AK)的規定，每批進口新鮮、冷藏和冷凍 (冰鮮 )肉類

及家禽必須附有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署長認可的禽畜衞生

主管當局發出的官方衞生證明書，證明有關肉類或家禽適宜供

人食用。此外，《進出口條例》 (第 60 章 )亦規定，進口冷藏或

冷凍 (冰鮮 )的有關肉類或家禽，須取得食環署署長發出的進口

許可證。然而，熟肉不受上述管制。  
 
18. 不過，與所有其他食物一樣，熟肉受《公眾衞生及市

政條例》第 54 條的保障。該條文規定，任何出售擬供人食用的

食物，不論進口或本地生產，必須適宜供人食用。正如上文所

述，食安中心會於不同層面，包括進口、批發和零售層面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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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以確保市面所有肉類食品的安全，因應事件及市民的關

注，食安中心會加強對熟肉的巡查。至於熟肉是否需作更嚴格

的監管，政府持開放態度，我們會就此檢討相關法例，並諮詢

委員及業界的意見。  
 
總結  
 
19. 食安中心會繼續密切留意事件並與內地有關部門保持

緊密聯絡，以取得進一步資料，並會因應情況採取適當行動，

以確保香港食物安全。  
 
 
徵詢意見  
 
20. 請委員備悉食安中心就上海福喜食品廠出產有問題食

品所採取的跟進措施。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  
二零一四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