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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 0 20 年 5 月 6 日  

 

 

總目 139－政府總部：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科 )  

分目 00 0 運作開支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保留食物及衞生局內

下述編外職位，由 2 02 0 年 5 月 24 日或財務委員會

批准當日起生效 (以較後的日期為準 )，為期 5 年－  

 

1 個高級首席行政主任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1 79 ,3 50 元至 19 6 ,0 50 元 )  

 

 

問題  

 

 食物及衞生局 (下稱「食衞局」)食物科需要足夠首長級人員的專責

支援，監察食物安全的工作，並繼續應付未來 5 年既複雜且具挑戰性

的食物安全政策事務，推行新增措施，為食物安全把關。  

 

 

建議  

 

2 .  我們建議保留食衞局內 1 個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編外職位，職銜為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由 2 02 0 年 5 月 2 4 日起或

財務委員會 (下稱「財委會」 )批准當日起生效 (以較後的日期為準 )，為

期 5 年，以提供足夠的首長級人員的支援，保障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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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背景及現況  

 

3 .  食衞局食物科負責的工作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涉及制定、統籌和

實施與食物安全、漁農、禽畜公共衞生及環境衞生有關的政策。  

 

 

食物安全  

 

4 .  食物安全是一個大範疇，涵蓋的工作廣泛，例如各類食品的安全標

準事宜，包括水產、植物源食品、動物源食品，以及加工食品；因食物

安全考慮而對水產、禽蛋、植物源食品、動物源食品及加工食品實施進

口管制的相關事宜；監督食物事故的管理事宜；有關擬供嬰幼兒食用的

配方產品和食品的事宜等。此外，食物科亦負責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含量

方面的工作。處理上述工作，往往須參考海外做法和經驗，諮詢和整合

持份者的意見，草擬修訂規例和與業界商討，以確保有關法例或政策能

有效實施。  

 

5 .  鑑於食物安全深受市民關注，加上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市場，食

物供應鏈錯綜複雜，供港食物種類繁多，來自世界各地，一旦發生重大

食物事故，會帶來很大影響，而且處理事故亦涉及不同政府部門及境外

的食物安全單位，因此必須由食物科首長級人員協調處理。由於本地及

境外食物安全事故時有發生，食物科在這方面的工作量亦有所增加 1。

現時，香港約有 95%的食物由境外進口，政府必須迅速回應不同地方出

現的食物事故及相關的報道，以保障公眾健康。傳媒曾廣泛報道的食物

事故包括 20 1 4 年 9 月劣質豬油事件、20 15 年 5 月進口茶葉／花茶檢測

出含除害劑殘餘、20 1 6 年 11 月大閘蟹檢測出含過量二噁英和二噁英樣

多氯聯苯、 20 17 年 3 月及 9 月先後發現巴西出口肉類產品有品質問題

及偽冒衞生證明書情況，以及 2 01 8 年 1 1 月美國進口蘿蔓生菜疑受大

腸桿菌污染等。傳媒及市民大眾都期望政府作為監管機構，能夠有效執

行措施，迅速作出回應。食物科也需要有效統籌各相關部門的應變工

作，向公眾適時發放有關事故的準確資訊，減低對食物供應造成的影

                                                 
1 以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 (下稱「食安中心」 )監察的食物安全事故為例，透過

該中心食物事故監察系統檢測到的事故數字有所上升，由 2014 年約 1 580 宗增至

2019 年約 2 040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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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此外，重大食物事故發生後，食物科往往需要進行深入檢討，這些

工作均需由首長級人員在政策上作出具體指導和提供支援。  

 

6 .  由於香港的食物約有 95 %是由境外進口，我們除處理食物事故外，

也需要密切留意主要食物供應經濟體系及國際間有關食物供應及安全

的多方面發展，以及市民在食用及處理食物上不斷演變的趨勢，確保本

港的監察及規管制度既與國際做法接軌，又切合本地市民的飲食習慣，

從而保障公眾健康。上述工作有 3 項要素至為重要－  

 

( a )  適時更新法例中的食物安全標準，並將需要規管的食物種類

或項目納入規管範圍：過往數年，政府先後推出或修訂多項有

關食物安全的規例，包括－  

 

( i )  《食物內除害劑殘餘規例》 (第 1 32 CM 章 )。該規例自

2 0 14  年 8 月起實施，旨在加强規管食物內除害劑殘餘；  

 

( i i )  《 20 14 年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 (修訂 ) (第 2 號 )規

例》。該規例自 20 1 5 年 1 2 月起分階段實施，旨在加強

規管嬰兒配方產品的營養成分組合和營養標籤；  

 

( i i i )  《進口野味、肉類、家禽及蛋類規例》 (第 13 2A K 章 )。

該規例自 20 15 年 1 2 月起實施，旨在擴大規管範圍至包

括進口蛋類；  

 

( i v )  《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規例》 (第 1 32W 章 )。該

規例自 20 1 6 年 6 月起實施，旨在規管嬰幼兒配方產品及

預先包裝嬰幼兒食物的營養標籤；以及  

 

( v )  《 20 18 年食物攙雜 (金屬雜質含量 ) (修訂 )規例》。該規例

在 2 018 年 1 0 月制定並自 2 019 年 1 1 月起分階段實施，

旨在加強規管和更新重金屬雜質含量標準。  

 

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國際間食物安全標準及規管的訂定和更

新情況，並考慮本地市民飲食習慣及風險評估結果，以科學

理據為基礎，檢視本地相關條例的監管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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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密切監察輸港副食品的穩定供應和安全性：政府一向非常關

注食品的穩定供應，確保市民有足夠並符合本地食物安全標

準的糧食。鑑於香港的食品絕大部分來自境外，食品供應受外

圍進口影響，因此食衞局必須緊密監察，在有需要時進行協調

和溝通，盡量減低食品供應的波動，以免市民日常生活受顯著

的影響。內地作為本港鮮活食品的主要來源地，食衞局與內地

當局保持密切溝通，確保輸港鮮活食品食用安全和供應穩定。

例如，最近在 20 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下，一些市民因擔心疫情

而在今年 1 月底至 2 月中購買較往常為多的糧油食品，令某

些食糧一度出現供應緊張的情況。有見及此，食衞局即時與各

食品供應商和內地當局聯繫，採取措施，確保內地供港食品供

應穩定和貨運暢順，並向市民澄清食品供應充足穩定，以釋他

們的疑慮。另外，因應大灣區的發展，業界亦正積極參與提升

大灣區農產品的質量。作為監管機構，政府一方面會緊密監察

大灣區輸港的各種食品，確保有關食品符合香港法例要求並

適宜供人食用，另一方面會盡力利便食品進口通關，切合需

求；以及  

 

( c )  與主要食物供應經濟體系保持緊密聯繫，在工作及高層層面

交流和討論、解決問題和開拓食物安全措施的合作空間：食衞

局一直與內地和其他經濟體系的主管當局保持緊密聯繫和合

作，就食物安全標準、食物安全事故、相關進口管制措施等議

題進行交流和討論，以加強進口食物的規管。  

 

7 .  食物科另一項重要工作是監察食安中心的有效運作，包括中心在

實施食物安全監控政策、食物安全管理、進口管制方面等日常工作。食

安中心在 20 1 9 年陸續推展短、中和長期管理措施，分階段加強工作效

益，包括中心現正開發和設立多個主要資訊科技系統，以強化食物進口

管制及監察、風險評估和追溯來源等。  

 

8 .  食物科亦負責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 (下稱「鹽糖委員會」)的秘

書處工作，致力為鹽糖委員會提供支援。鹽糖委員會自 20 1 5 年成立以

來，就如何協助市民減少從食物中攝取鹽和糖，已制定 4 0 多項建議，

包括衞生署在 20 17／ 1 8 學年在小學推出學校午膳減鹽計劃，目標是把

小學午餐的平均鈉含量在 10 年內減至不多於 50 0 毫克；食安中心在

2 0 17  年年底推出的預先包裝食品「鹽／糖」標籤計劃，目前已有超過

2 0 0  款預先包裝食品展示有關標籤； 2 0 19 年年初推出的少鹽少糖食店

計劃，目前已有約 9 5 0 間食肆參與。在公眾教育和宣傳方面，較近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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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包括 20 1 9 年 2 月於大館舉辦的大型宣傳活動、在 5 月匯聚 7  位名

廚示範烹調少鹽少糖菜式的傳媒茶聚，以及 8 月美食博覽 20 1 9 的星級

名廚少鹽少糖烹飪示範。我們與食安中心亦正推展有關改良食品配方

等工作。  

 

 

食物科負責食物安全政策事宜的首長級人手  

 

 

 

 

 

 

 

 

 

 

 

 

附件1 

9 .  現時食物科由 1 名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8 點 ) (職銜

定為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食物 ) )領導，並由兩名食物及衞生局副

秘書長 (食物 )協助處理食物科的工作，其中副秘書長 (食物 )2 (首長級薪

級第 3 點 )負責制訂所有上述與食物安全有關的政策事宜。現時副秘書

長 (食物 )2 轄下只有 1 名常額職位的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

第  2  點 ) (職銜為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1 )提供首長級人員職級的支援。

由於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1 須支援副秘書長 (食物 )2 處理範疇非常廣

泛的政策事宜，為更有效推動保障食物安全的工作，食物科在 20 17  年

1 1  月獲立法會財委會批准後開設 1 個高級首席行政主任編外職位，分

擔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1 的部分職務，以加强對副秘書長 (食物 )2 的

支援。編外職位時限為兩年半，將在 20 20 年 5 月 24 日到期撤銷。食

物科現行的組織圖載於附件 1。  

 

1 0 .  自開設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編外職位後，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

物 )1 在過去兩年多除處理常規工作外，亦可以更專注完成配方粉出口

管 制 和 食 用 油 規 管 的 檢 討 工 作 ； 並 就 《 食 物 內 有 害 物 質 規 例 》

(第  13 2 A F 章 )更新規管建議展開工作。按現時計劃，有害物質規管的建

議將在 20 2 0 年進行公眾諮詢。  

 

 

 

 

 

 

 

 

 

附件2 

附件3 

1 1 .  在開設高級首席行政主任編外職位後，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分

擔了多項工作，包括處理巴西出口肉類產品品質問題及偽冒衞生證明

書的跟進工作；修訂和落實食物攙雜 (金屬雜質含量 )規例 (第 13 2 V 章 )；

監察副食品的供應；協助檢討在 2 0 1 8 年 7 月落實有條件准許日本四

縣 (即茨城、栃木、千葉及群馬縣 )的蔬菜、水果、奶和奶類飲品及奶粉

進 口 本 港，監 察 新 措 施 的 推 行，並 與 日 本 當 局 不 時 作 檢 討；就 食安

中 心開發和設立的多項主要資訊科技系統提供政策上的支援；以及推

行降低食物中鹽和糖的各項措施等。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 1 和高級首

席行 政 主 任 (食 物 )現 時 分 別 擔 當 的 職 責 和 工 作 範 疇 詳 載 於 附 件  2  和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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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高級首席行政主任編外職位的需要  

 

1 2 .  由於食物安全的工作範圍廣泛，儘管我們在更新食物安全法例方

面一直悉力以赴，並在過去 2 年完成了一系列的工作，我們預期食物

科未來數年的工作量仍相當繁重，有必要維持現時的首長級人員支援，

應付未來的工作。我們現建議保留高級首席行政主任編外職位，為期

5  年，與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1 一同支援副秘書長 (食物 )2，處理複雜

的食物安全政策事宜。建議保留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編外職位的期

限為 5 年，主要考慮因素如下－  

 

( a )  法例修訂的工作  

 

 我們將密切監察國際間就食物安全標準的發展，適時更新本

地的食物安全標準，使之與國際標準接軌，便利貿易及保障食

品安全。我們預計需時逐步實施有關的更新及修訂建議，這些

工作包括須與持份者作充份的溝通和協調、了解業界的關注，

以及聽取公眾的意見和推動立法工作等。有關更新工作需要

副秘書長 (食物 )2 轄下 2 位首長級人員 (即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

物 )1  及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 )的深入參與。就這方面的下

一步工作，除了現正草擬有關食物內有害物質的規管 (當中涉

及詳細檢討工業製反式脂肪及霉菌毒素等的上限，以及食用

油脂中芥酸及苯並 [ a ]芘等有害物質的上限建議 )外，還包括食

用動物和食物中獸藥殘餘的規管，以及其他的食物安全標準

更新工作。我們將分階段推行有關建議，把該編外職位保留

5  年將有助推展有關工作。  

 

( b )  食品進口規管的工作  

 

 我們預計未來在進口食品的監管方面可能會面對不同的挑戰

和繁重的工作量。福島核電廠事件發生後，我們便開始與日本

當局就日本食品的進口管制經常交流。香港自 2 01 8  年中起有

條件准許茨城、栃木、千葉及群馬縣的蔬菜、水果、奶類和奶

類飲品，以及奶粉進口。食物科一直與日本當局就此安排保持

緊密溝通，商討如何完善檢測工作，探討在保障食物安全的前

提下，如何令入口安排運作更暢順。另外，大灣區近年提倡生

產高質、綠色副食品，並大力倡議以資訊科技提高供港食品的

溯源性。我們和食安中心會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緊密合作，商

討如何配合這類優質食品計劃的運作，並保障供港食物的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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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食物科亦不時接獲其他經濟體系的要求，希望與香港就

食物安全措施方面合作。食物科與內地及其他經濟體系在食

物安全措施方面的聯繫，需要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的廣泛

參與，因此需要保留高級首席行政主任一職，為期 5 年，以處

理相關工作。  

 

( c )  降低食物中鹽和糖的工作  

 

 我們正就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工作方面持續推行公眾教育，並

已展開透過改良食品配方進行的減鈉項目，以及推行多項宣

傳活動。這些工作旨在邁向食衞局及衞生署在《邁向 20 2 5︰

香港非傳染病防控策略及行動計劃》中訂定的一些目標，包括

在 20 2 5 年或之前本港人均每天鈉攝入量相對減少三成。為推

行和統籌降低食物中鹽和糖的各項措施，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編外職位必須保留一段適當時間，因改變公眾飲食習慣

和推行改良食品配方等工作均需時才能取得階段性成果，而

有關工作的持續性是相當重要的，因此我們認為保留有關編

外職位 5 年是合宜和有必要的。  

 

若 未 能保 留高 級首 席 行政 主任 (食物 )編 外職 位， 首席 助 理 秘 書長 (食

物 )1 便須承擔所有職務，工作的整體效率、質素和進度必定會受到影

響。  

 

1 3 .  我們建議保留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編外職位的 5 年間，首席助

理秘書長 (食物 )1 和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分別擔當的職責和工作範

疇與現時大致相若，相關資料載於附件 2 和附件 3。食物科的擬議修訂

組織圖亦與現行組織圖 (附件  1 )相同。在保留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

編外職位的 5 年間，我們定必適時再檢討食物科長遠的工作量以至人

手需求。  

 

 

曾考慮的其他方法  

 

1 4 .  現時，食物科另一位副秘書長轄下有 2 名首席助理秘書長。其中職

銜為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2 的人員，負責有關公眾街市、環境衞生、

殯葬政策、小販規管及防治蟲鼠等政策事宜；而職銜為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3 的人員，則負責食用動物管制、動物和禽畜衞生、漁農業可持

續發展、動物福利等政策事宜。正如附件 1 的食物科現行組織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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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現時為食物科負責上述政策事宜的該名副秘書長 (即副秘書長 (食

物 )1 2 )提供首長級人手支援。  

 

1 5 .  我們曾審慎研究擬議的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的職務可否由首

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 2 及 3 分擔，但該 2 名人員負責的工作同樣相當繁

重。考慮到他們的工作範疇和目前的工作量，我們認為難以由他們分擔

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的工作而又不影響他們現行的職務。  

 

 

對財政的影響  

 

1 6 .  保留有關編外職位至上文第 1 段所述的年期，所需增加的按薪級

中點估計的年薪開支為 2 , 28 3 , 60 0 元，而擬議保留編外職位 5 年期間，

每 年 平 均 員 工 開 支 總 額 ( 包 括 薪 金 和 員 工 附 帶 的 福 利 開 支 ) 則 為

2 , 91 6 , 00 0  元。食衞局將會在有關年度的預算內預留足夠款項，支付上

述建議的開支。  

 

 

公眾諮詢  

 

1 7 .  我們在 2 019 年 12 月 10 日就有關高級首席行政主任編外職位轉為

常額職位的建議，諮詢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會上不

少委員對於現階段將職位轉為常額表示有保留或不予支持，亦有委員

支持建議。此外，有委員建議局方考慮保留該編外職位。我們聽取了委

員的意見並詳加考慮後，決定建議保留有關編外職位 5 年。  

 

 

編制上的變動  

 

1 8 .  過去 3 年，總目 13 9－政府總部︰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科 )在編制上

的變動如下－  

  

                                                 
2 副秘書長 (食物 )1 負責有關公眾街市、環境衞生、殯葬政策、小販規管、防治蟲鼠、食

用動物管制、動物和禽畜衞生、漁農業可持續發展、動物福利等政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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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  

(註 )  

職位數目  

目前情況  

(2020 年  

4 月 1 日 )  

2019 年  

4 月 1 日  

的情況  

2018 年  

4 月 1 日  

的情況  

2017 年  

4 月 1 日  

的情況  

A 8+(1) #  8+(1) 8+(1) 8 

B 19 19 18 17 

C 33 33 30 28 

總計  60+(1)  60+(1)  56+(1)  53 

 

註︰  

A –  相等於首長級及相同薪級的職級  

B –  頂薪點在總薪級第 33 點以上或相同薪點的非首長職級  

C –  頂薪點在總薪級第 33 點或以下或相同薪點的非首長級職級  

(  )  –  首長級編外職位數目  

#  –  截至 2020 年 4 月 1 日，食物及衞生局食物科並無懸空的首長級職位  

 

 

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  

 

1 9 .  公務員事務局支持在食衞局食物科保留擬議的 1 個高級首席行政

主任編外職位，為期 5 年。該局考慮到出任擬設職位人員須承擔的職

責和掌管的職務範圍，認為擬設職位的職系和職級均屬恰當。  

 

 

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  

 

2 0 .  由於擬保留的職位屬編外性質，如獲准保留，我們會按照議定程

序，向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報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食物及衞生局  

2 0 2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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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食物科現行組織圖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食物) 

(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8點)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食物)1 

(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4點)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食物)2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3點) 

 

首席助理秘書長(食物)2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首席助理秘書長(食物)3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首席助理秘書長(食物)1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資源管理及行政主管 

(首席管理參議主任) 

(首長級薪級第 1點) 

高級首席行政主任(食物) 

(編外職位) 

由 2017 年 11 月 24 日至 

2020 年 5 月 23 日)
註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註：建議高級首席行政主任(食物)編外職位屆滿時，或於財務委員會批准當日起，保留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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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及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1  

職責說明  

 

 

職級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直屬上司：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食物 )2  

 

 

主要職務和職責－  

 

1 .  監督植物源食物、水產及禽蛋的進口管制政策和食物事故的管理

事宜。  

 

2 .  制定有關更新食物安全標準和監管新穎食品的政策事宜。  

 

3 .  制定有關規管食用油脂安全標準的政策及法例修訂建議。  

 

4 .  制定有關規管食物中有害物質含量的政策及法例修訂建議。  

 

5  制定配方粉出口管制及供應鏈改善措施的政策事宜及監督其實施

情況。  

 

6 .  監察食物安全中心的運作，包括跟進落實審計署及立法會政府帳

目委員會報告提出的一系列建議。  

 

7 .  負責食物安全中心的內務管理工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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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食物 )  

職責說明  

 

 

職級   ：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直屬上司：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食物 )2  

 

 

主要職務和職責－  

 

1 .  監督動物源食物的進口管制政策和食物事故的管理事宜。  

 

2 .  制定有關更新食物安全標準的政策事宜。  

 

3 .  制定有關金屬雜質含量標準的政策事宜、修訂食物攙雜 (金屬雜質

含量 )規例及監察其推行情況。  

 

4 .  制定有關預先包裝食物營養成分和標籤的政策。  

 

5 .  監察副食品的供應。  

 

6 .  制定與有機食物有關的政策。  

 

7 .  制定針對福島核電廠事故而訂定的日本進口食物管制政策事宜及

監察其推行情況。  

 

8 .  制定及檢討有關降低食物中鹽和糖的政策事宜及推行新措施，以

及監察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秘書處的工作。  

 

9 .  監察食物安全中心推行改善資訊科技系統的事宜。  

 

1 0 .  負責政府化驗所的內務管理工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