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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政府當局減少食物中的鹽和糖的工作  

 
 
 
目的  
 
  本文件提供背景資料，說明政府當局減少食物中的鹽

和糖的工作，並綜述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事務
委員會 ")委員曾就此議題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背景  
 
2.  根據政府當局在 2017 年 11 月提供的資料，從膳食中攝
入鹽 (鈉 )和糖的分量與健康有密切關係。膳食中吸取過多的鹽會
增加患高血壓的機會，亦會增加患上致命性中風及冠心病的風

險，而膳食中糖的攝取量是體重和蛀牙的決定性因素。  
 
世界衞生組織對減鹽和減糖的建議  
 
3.  世界衞生組織 ("世衞 ")為成人每日攝取鹽和糖的分量
訂出了指引。在鹽方面，世衞建議成人應每日進食少於 5 克鹽
(即略少於一平茶匙 )。 1 就糖方面，世衞亦建議成人和兒童的
游離糖 2佔每日能量攝入量的比例應低於 10%，以每日從膳食

                                                 
1  世衞建議在 2025年將人口平均鹽攝取量降低 30%，就本港而言，即由

10克減至 7克。  
 
2  游離糖指由製造商、廚師和消費者在食物添加的單糖和雙糖，以及

蜜糖、糖漿及果汁中天然含有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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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入 2 000千卡能量的人為例，游離糖的每日攝入量應少於 50克
(即約 10 粒方糖 )。  
 
政府當局減少食物中的鹽和糖的工作  
 
成立 "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 " 
 
4.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十分重視有關減低香港市民的鹽和

糖攝取量的工作。在 2015 年 3 月，當局成立 "降低食物中鹽和糖
委員會 "("委員會 ")，就制訂政策方向、策略及工作計劃，以減
低市民的鹽和糖攝取量，向食物及衞生局 ("食衞局 ")局長提供建
議。委員會成員包括來自醫護專業團體、食物業界、相關學術

界、傳媒、消費者委員會及教育界等不同界別的代表。  
 
推廣低鹽低糖飲食文化及健康飲食  
 
5.  考慮到本港的實際情況，政府及委員會均認為目前應採

取按部就班、先易後難的方式。推廣低鹽低糖飲食文化是首要

的工作，讓市民逐漸改變偏鹹偏甜的飲食習慣，接受一個相對

健康的飲食方式，並帶動對低鹽低糖食物的需求，令業界更積

極作出配合。實際而言，委員會建議政府循 3 個方向與各持份
者合作，即 "從小做起 "、 "提高資訊透明度 "，以及 "加強宣傳教
育 "，藉以培養社會上低鹽低糖的飲食文化。為此，衞生署及食
物安全中心 ("食安中心 ")會透過與食物業界、學校和其他持份者
合作，推出各種具體措施。  
 
 
委員的關注事項  
 
6.  下文綜述委員曾就政府當局減少食物中的鹽和糖的工

作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  
 
委員會的工作  
 
7.  部分委員對委員會自 2015 年 3 月成立至今有否任何具
體工作成果表示存疑，並質疑是否需要繼續由委員會向食衞局

局長建議減低香港市民鹽糖攝取量的政策方向及工作計劃。他

們認為，委員會的工作大可由食衞局、衞生署及 /或食安中心負
責。另一方面，部分委員支持政府當局與委員會推行的措施，

並建議當局應鼓勵食肆和餐廳提供更多低鹽低糖的菜式，並推

出措施減少食物中的脂肪和飽和脂肪含量，協助市民作出更健

康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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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政府當局表示有必要成立委員會，並繼續由委員會牽頭

制訂有效的食物減鹽減糖策略，因為攝入過多鹽和糖會危害健

康，而且相關本地研究顯示，市民大眾從膳食攝入的鹽或糖已

超出世衞所建議的水平。作為工作的第一步，委員會建議政府

當局應與持份者合作，在社會上推廣健康飲食文化，包括從小

培養低鹽低糖的飲食習慣、提高資訊透明度以協助消費者作出

健康的選擇，以及加強宣傳教育以提高廣大市民對減鹽減糖的

認知。政府當局與委員會一直與業界就改良食品配方以減少鹽

和糖含量進行商討。這是委員會較長遠的工作目標，並需要一

段長時間才達致具體成果。委員會會適時進行意見調查，以評

估其有關食物減鹽減糖的措施有何成效。  
 
預先包裝食品 "鹽 /糖 "標籤計劃  
 
9.  部 分 委 員 察 悉 ， 食 衞 局 、 食 安 中 心 聯 同 委 員 會 在

2017 年 10 月推出自願性質的預先包裝食品 "鹽 /糖 "標籤計劃
("該計劃 ")。根據該計劃，任何符合《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
標籤 )規例》(第 132W 章 )("《規例》")下 "低鹽 "、"無鹽 "、"低糖 "、
"無糖 "定義的預先包裝食品，均可使用有關標籤。有委員詢問，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參考並在香港引入英國政府實施的 "紅綠燈 "
標籤制度 3，因為他們認為這種標籤方式既容易明白，亦證實有

助消費者識別更健康的產品。  
 
10.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與委員會在構思該計劃時，有參考

外國的經驗及類似的標籤計劃，包括英國的 "紅綠燈 "標籤計劃。
政府當局認為，在本港推行業界自願參與的標籤計劃時，業界

是否接受有關計劃，從而積極參與是重要的第一步。經考慮所有

相關因素後，政府當局決定在預先包裝食品上採用簡單易明並

凸顯 "低鹽 "、 "無鹽 "、 "低糖 "及 "無糖 "的標籤，並在 2017 年
10 月推出該計劃。政府當局估計，目前市場上有超過 200 款符
合《規例》下 "低鈉 "、 "無鈉 "、 "低糖 "、 "無糖 "定義的預先包裝
食物及飲品。政府當局會在該計劃推行一段時間後檢視其實施

情況，以及消費者和業界的反應，考慮是否需要優化計劃，以

提升成效。  
 

                                                 
3  根據政府當局在 2017年 12月提供的資料，英國推行自願性質的 "紅綠燈 "

包裝正面標籤計劃，以綠、黃、紅 3色代表每 100克 /毫升食物 /飲品中
4種營養素 (即脂肪、飽和脂肪、糖及鹽 )的含量水平 (綠色代表 "低 "、黃色
代表 "中 "，以及紅色代表 "高 ")。  



 -  4  -  

其他減鹽減糖措施  
 
11.  有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 (a)立法規管食物的鹽和糖
含量，進一步保障公眾健康；及 (b)向製造或進口含糖食品 /飲品
的食物製造商 /進口商按量徵收 "糖稅 "。  
 
12.  部分其他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繼續透過推廣和宣傳

工作，在本地建立健康飲食文化，而非立法規管食物鹽糖含量。

依這些委員之見，政府當局應進行研究，收集本港市民鹽和糖

攝入量的最新資料，以及有關攝入量水平對公眾健康造成的

影響，藉此制訂有效的食物減鹽減糖策略。  
 
13.  政府當局表示，當前首要工作是加強宣傳教育，向市民

推廣減少食用鹽糖含量高的食物。政府當局會繼續參考其他地

方減少食物鹽糖含量的相關措施和經驗，包括徵收 "糖稅 "，並會
全面透徹地考慮本港的情況，制訂適合香港的具體措施。若市民

能夠養成健康的飲食習慣，便未必需要立法規管食物的鹽和糖

含量。  
 
 
最新發展  
 
14.  政府當局將於 2019 年 3 月 12 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向委員簡介委員會與政府在減少食物中的鹽和糖方面的

最新措施。  
 
 
相關文件  
 
15.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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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減少食物中的鹽和糖的工作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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