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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條例》  
(第 139 章 )  

 
《 2020 年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 (禽畜飼養的發牌 )  

(修訂 )規例》  
 
 
引言  
 
 在 二 零 二 零 年 三 月 三 日 的 會 議 上 ， 行 政 會 議    
建 議 ， 行 政 長 官指 令 ， 根 據 《 公 眾 衞 生 (動 物 及 禽 鳥 )條
例》第 3 條制定載於附件 A 的《 2020 年公眾衞生 (動物

及 禽 鳥 ) ( 禽 畜 飼 養 的 發 牌 ) ( 修 訂 ) 規 例 》 ( 《 修 訂 規

例》 )。  
 
 
理據  
 
現行的活家禽飼養政策  
 
2 .  政 府 分 別 在 二 零 零 四 至 零 五 年 度 和 二 零 零 八 年 為

活家禽業推出自願退還牌照計劃和退還牌照安排，以減

少本地家禽農場的數目，及減低人類經由活家禽感染禽

流感的機會。選擇放棄禽畜飼養牌照和永久停業的家禽

農 戶 因 此 獲 發 特 惠 津 貼 金 (「 特 惠 金 」 )。 上 述 計 劃 推 出

後，本地家禽農場 1 的數目已由二零零四年的 192 個減

至 現 時 的 29 個 ， 而 總 許 可 飼 養 量 亦 由 二 零 零 四 年 的  
390 萬隻減至現時約 130 萬隻。自此，按政策規定，當

現有牌照到期或現有農場停業後，政府已沒有亦不會再

                                                           

1  香港過去有不同類型的家禽農場，包括雞、水禽、鴿和鵪鶉養殖場。自   

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和二零零八年實施上述兩項計劃後，本地現時僅餘養雞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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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牌。養雞場的總飼養量因而不能超過上限，這樣既可

控制本地雞隻的數量，亦可提供穩定的供應以滿足市場

對活雞的需求。  
 
3 .  政 府 委 託 顧 問 進 行 的 香 港 活 家 禽 業 未 來 路 向 研 究

已於二零一七年年中完成。研究顯示，香港目前所採取

的禽流感防控機制基本上是國際間最全面和嚴格的，相

關措施亦能有效預防人類感染禽流感。政府在考慮研究

建 議 和 其 後 在 公 眾 諮 詢 所 收 集 的 意 見 後 ， 同 意 研 究 建

議，保留在零售層面銷售活家禽，以及不應禁止從內地

進口活家禽。  
 
4 .  我 們 認 為 維 持 活 雞 總 飼 養 量 的 現 有 限 制 ， 以 及 在

現有牌照屆滿後不發新牌的整體政策應保持不變。儘管

如此，我們認為可微調政策，為搬遷養雞場提供彈性，

從而進一步加強生物保安措施。  
 
現行規管制度  
 
5.  根據《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 (禽畜飼養的發牌 )規
例 》 ( 「 主 體 規 例 」 ) 第 (3) 條 ， 在 禽 畜 廢 物 管 制 區 2     

(附件 B )內的任何處所飼養禽畜，除非根據第 (9)條獲得

豁 免 ， 否 則 必 須 領 有 由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漁 護 署 」 )署
長 發 出 的 牌 照 。 政 府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訂 立 主 體 規 例      
第 4(2A)條，禁止散養家禽。根據該條文，除非符合下

列要求，否則漁護署署長不得在禽畜廢物管制區內批給

飼養禽畜牌照—  
 

(a )  在緊接《 2006 年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 (禽畜飼養

的發牌 ) (修訂 )規例》的生效日期前，該處所已持

續用於飼養指明禽鳥 3 最少 12 個月；  
 

                                                           

2  根據主體規例，「禽畜廢物管制區」指藉附表 1 指出的地圖作參照而指明的

地區。  

 
3   根據主體規例，「指明禽鳥」指雞、鴨、鵝、鴿或鵪鶉。由於本港現時只餘

下養雞場 (見註 1)，以及在現有牌照屆滿後不再發新牌 (見上文第 2 段 )，主

體規例的條文實際上只適用於養雞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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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該 生 效 日 期 後 ， 政 府 並 沒 有 就 停 止 在 該 處 所 飼

養指明禽鳥而支付特惠金；以及  
 

(c )  根 據 該 牌 照 在 該 處 所 飼 養 的 指 明 禽 鳥 的 數 目 將 超

過 20 隻。  
 
6 .  在 上 述 條 文 下 ， 現 有 的 養 雞 場 實 際 上 並 不 可 能 在

禽畜廢物管制區內物色其他符合相關條件的處所作搬遷

用途。在二零零六年前用作飼養雞隻但現非養雞場的處

所，應因為已就於該處所停止飼養雞隻獲發特惠金，而

不符合另一項發牌條件。  
 
7 .  除 法 例 要 求 外 ， 基 於 動 物 衞 生 和 生 物 保 安 的 理

由，同類型禽畜農場之間必須保持最少 500 米的緩衝距

離。此外，用作飼養雞隻的處所必須位於《城市規劃條

例》所界定可經常准許用作「農業用途」的地帶 (主要包

括「農業」地帶、「綠化」地帶、「康樂」地帶、「自

然保育區」地帶和「鄉村式發展」地帶 )，並須符合《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 (「 規 劃 標 準 」 )的 規 定 ， 與 鄰 近 易

受滋擾的土地用途 (例如住宅區 )保持最少 200 米的緩衝

距離。  
 
加強本地養雞場的生物保安措施  
 
8 .  大 部 分 現 有 的 養 雞 場 位 於 鄉 郊 ， 混 雜 民 居 ， 受 地

理 所 限 (例 如 位 處 山 坡 、 或 其 雞 舍 分 散 或 空 間 不 足 )而未

能實施更全面的生物保安措施。如放寬規例的限制，養

雞場可遷至禽畜廢物管制區 (面積估計約為 500 平方公

里 )內合適的地方，並實施更全面的生物保安措施。此舉

亦有助減低疾病爆發和產生環境污染的風險，從而進一

步 減 少 使 用 抗 菌 素 作 疾 病 預 防 和 治 療 ， 配 合 政 府 在    
二零一七年公布的五年策略計劃，以應對抗菌素耐藥性

日益嚴重的威脅。  
 
9 .  放 寬 建 議 可 給 予 養 雞 場 更 大 彈 性 以 推 行 優 化 措

施，當中可包括—  
 

(a )  安裝特別設計的生物保安設施 (例如隔鳥屏障和現

代化的排糞系統 )；  



4  

 
(b)  重建雞舍，以便更有效分隔生產區和非生產區、

採 用 「 全 進 全 出 」 措 施 4， 以 及 加 設 更 大 規 模 的

消毒和清洗設施；以及  
 

(c )  或可整合規模較小的農場，以收規模經濟之效。  
 
10 .  除 上 述 優 化 措 施 外 ， 撤 銷 主 體 規 例 第 4(2A)(a)條
的限制，會利便養雞場遷離民居 5，進一步降低人類感

染禽流感的風險和減少滋擾。受政府發展項目 (例如元朗

南新發展區 )影響的養雞場，亦可遷往其他合適地點繼續

經營。  
 
 
建議  
 
11 .  根 據 主 體 規 例 的 現 有 條 文 ， 現 時 用 於 飼 養 雞 隻 而

以往從未領取任何特惠金的處所，以及在緊接《 2006 年

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 (禽畜飼養的發牌 ) (修訂 )規例》的

生效日期前已用於飼養雞隻最少 12 個月的其他處所，

應已全部領取特惠金。我們認為，為符合上文第 2 段所

述通過自願退還牌照計劃／退還牌照安排以減少家禽農

場 數 目 的 政 策 ， 因 停 止 飼 養 家 禽 而 已 獲 發 特 惠 金 的 處

所，繼續不符合領牌資格。  
 
12 .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主 體 規 例 ， 撤 銷 第 4(2A)(a)條 的 限

制，容許現有養雞場遷往禽畜廢物管制區內的其他處所

(不 論 曾 否 用 作 飼 養 雞 隻 )， 但 該 等 處 所 必 須 從 未 領 取 特

惠金。  
 

                                                           

4  多個國際組織 (包括世界動物衞生組織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均提倡在家

禽農場採取「全進全出」的措施，作為有效推行生物保安計劃的主要部分。

該措施的優點之一，是在定期清空雞舍 (全出 )後，可進行徹底清潔，然後才

讓下批雞隻遷入 (全進 )，從而降低病原污染水平。然而，部分養雞場因受現

有雞舍面積所限，未能有效採取上述措施。  

 
5  現時，有些農場的部分建築物在實施規劃標準前已落成，因而未必符合規劃

標準有關與住宅區保持 200 米緩衝距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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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根 據 漁 護 署 的 記 錄 ， 最 早 期 政 府 就 停 止 飼 養 家 禽

業務批出特惠金是發生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即

《 2001 年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 (修訂 )規例》 6 生效後。

為使這次修例工作的範圍更清晰，我們建議按上述生效

日期修訂規例第 4(2A)(b)條，訂明上文第 11 段所述處所

不符合領牌資格的時限。  
 
14 .  在 放 寬 搬 遷 限 制 後 ， 申 請 搬 遷 的 雞 農 須 向 漁 護 署

提交計劃書，列出擬建新雞舍的詳情、提升生物保安措

施的方案和改善動物衞生的計劃。漁護署會就每宗申請

的個別情況評估搬遷計劃會否改善生物保安或重置的農

場能否符合所有有關動物衞生的規定，才會批准申請。

如搬遷申請涉及增加農場面積，漁護署會按與現時相若

的做法，只考慮具充分生物保安理由的申請。因此，在

放寬搬遷限制後，預計本港養雞場的總面積不會大幅增

加。至於現時毗連民居的養雞場，在搬遷後須符合規劃

標準有關與住宅區保持緩衝距離的規定，從而進一步分

隔人類和活家禽，降低禽流感的風險和減少滋擾。  
 
 
《修訂規例》  
 
15 .  載於附 件 A 的《修訂規例》旨在落實上文第 12
至 14 段的建議。修訂規例第 3 條對主體規例第 4(2A)條
作出的修訂，目的在於—  
 

(a )  免 除 申 領 牌 照 的 處 所 ( 「 標 的 處 所 」 ) 須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前 ， 已 持 續 用 於 飼 養 指 明

禽鳥最少 12 個月的規定；以及  
 
 
 

                                                           

6  為減低禽流感病毒因混雜不同種類的禽鳥而變成對人類健康有害的新病毒品

種，政府制定了《 2001 年公眾衞生 (動物及禽鳥 )(修訂 )規例》，目的之一是

在零售層面把售賣活鵪鶉和售賣其他活禽鳥分流處理。由於售賣鵪鶉並非家

禽零售商的主要業務 (加上單售利潤不高 )，在分流處理政策生效後，零售商

索性停止售賣鵪鶉。這條修訂規例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生效後，因缺

乏零售點而選擇結業的本地鵪鶉養殖場已獲發特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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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訂 明 如 政 府 曾 經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後 就

停 止 在 標 的 處 所 飼 養 指 明 禽 鳥 而 支 付 特 惠 金 ， 則

該處所不得獲批牌照。  
 
 
立法程序時間表  
 
16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三日  
提交立法會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八日  

《修訂規例》生效  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  
 
 
建議的影響  
 
17 .  有 關 建 議 符 合 《 基 本 法 》 ，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 並 且 不 會 影 響 現 行 的 《 公 眾 衞 生 ( 動 物 及 禽 鳥 ) 條
例》及其附屬法例的約束力。業界可得以持續營運。至

於對經濟的影響，建議可避免養雞場因可能無法搬遷而

導致生意損失或結業。  
 

18 .  有 關 對 環 境 的 影 響 ， 當 現 有 禽 畜 農 場 遷 出 後 ， 毗

鄰地區所受的環境滋擾可獲即時紓緩。由於農場只可遷

往符合相關法例和現行規劃指引所物色的新址，搬遷對

公眾造成的潛在環境影響應屬可處理範圍。此外，新址

在空間布局方面會較為理想，所搬遷的農場屆時可安裝

特別設計的廢物處理和生物保安設施，進一步降低造成

環境污染和滋擾的風險。當局會按審批條件所施加的緩

解措施 (載於第 14 段 )評估新址的潛在環境影響。漁護署

會就處理禽畜農場搬遷申請事宜徵詢相關部門的意見。

預期建議對生產力、家庭、性別議題、財政和公務員均

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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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19 .  我 們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十 日 諮 詢 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有關建議。我們

亦諮詢了業界和多個諮詢組織，包括食物及環境衞生諮

詢委員會和漁農業諮詢委員會轄下的畜牧小組委員會，

他們普遍歡迎有關建議。  
 
 
宣傳工作  
 
20 .  我 們 會 安 排 發 言 人 解 答 傳 媒 和 公 眾 的 查 詢 。 漁 護

署會通知本地雞農有關放寬規管要求的建議。  
 
 
查詢  
 
21 .  有 關 這 份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的 查 詢 ， 請 聯 絡 食 物 及   
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王曜端先生 (電話： 3509 7927)。  
 
 
 
 
食物及衞生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  
二零二零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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