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FHB(FE)129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0899)  

總目：   (49) 食物環境衞生署  

分目：  ( -)  沒有指定  

綱領：  (2) 環境衞生及有關服務  

管制人員：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劉利群)  

局長：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此問題出自：  開支預算  卷一   第 232-234 頁  (如適用者)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47)：  

就簽發與活雞相關的牌照方面，請告知︰  
 
(a) 政府在過去 3 年(2011-12 至 2013-14 年度)批出售賣新鮮家禽屠體准許的數量分別為

何？當中所涉及的開支及人手編配分別為何？  
 
(b) 政府有關活雞銷售的政策及方向為何？當中涉及的預算開支及人手編配為何？  
 
提問人：何俊賢議員  

答覆：  

(a) 2011 年，食物環境衞生署(本署)發出一個新的准許售賣新鮮家禽屠體的新鮮糧食店牌

照，並向一名新鮮糧食店牌照持牌人批出售賣新鮮家禽屠體的准許。 2012 年和

2013 年，本署並沒有批出上述牌照和准許。至於處理有關售賣新鮮家禽屠體的牌照或

准許申請涉及的開支和人手，本署並無分項數字。  
 
(b) 人類感染禽流感最大風險源頭，主要是接觸受感染的活家禽。過去十多年，政府和本

地家禽業界，以至內地相關檢驗檢疫當局及內地供港養殖場同心合力，建立了一套嚴

格的禽流感監測和防控措施，務求減低香港發生禽流感的風險。除了本地家禽業界投

入不少人力和物力，確保農場符合所有生物保安要求，政府也投放大量公共資源對進

口和本地家禽進行檢驗檢疫，在活禽供應鏈採取一連串的監測和生物保安措施。內地

相關檢驗檢疫當局和供港註冊養殖場均致力確保供港活禽的安全。然而，任何機制也

不能做到零風險，偶爾仍會發生禽流感個案，或對公共衞生帶來威脅，為社會包括業

界帶來震盪，令市民感到焦慮和擔憂，社會整體因此而付上相當的代價。基於公共

生的考慮，我們應研究在香港這個土地匱乏、人口密集的城市是否適宜繼續維持人禽

密切接觸的安排。在很多如香港般已發展城市，一般已沒有活家禽銷售。至於香港，

普羅市民已逐漸改變飲食習慣，食用冷凍或冷藏家禽已較為普遍。我們認為政府、家

禽業界和市民有必要反思，長遠來說香港是否仍應有活雞銷售。政府會考慮委聘顧

問，就這方面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  
 
 食物及衞生局有一個小組，負責監督有關禽流感防控措施和食用家禽供應的政策，成

員包括一名首席助理秘書長和一名助理秘書長。這些人員同時執行其他職務。這方面

工作所需的開支，本署並無分項數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