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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23-24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EEB(F)125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2641) 

 

 

總目：  (49) 食物環境衞生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4) 公眾教育及市民參與  

管制人員：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楊碧筠 ) 

局長：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  

問題：  

社區參與是推廣公眾衞生的方法之一。社區居民可以通過參與各種公眾衞

生活動，例如健康講座、疫苗接種、健康檢查等，了解相關知識，增強健

康意識，並掌握自我保健和疾病預防的方法。政府部門和衞生機構也可以

通過舉辦各種公益活動，吸引社區居民參與，並借此機會向他們宣傳公眾

衞生知識，提高他們的健康意識和健康素養。就推廣食物安全衞生，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1. 過去2年，食物安全教育及宣傳工作成效及開支詳情；  

2. 過去2年，舉辦的食物安全教育宣傳活動詳情；及  

3. 過去2年，有否針對學校的食物安全向學生、學校、家長及供應商推行宣

傳及教育工作，及有關活動的開支及詳情。  

 

 

提問人：梁文廣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31) 

答覆：  

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食物安全中心 (食安中心 )一直透過舉辦不同形式的活

動 (包括外展活動、工作坊和業界諮詢論壇 )、發布有關食物安全的電子刊物

(例如每月發布的《食物安全焦點》)，以及製作各類培訓與教育資料等，向

市民和業界宣傳食物安全。  

 

基於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食安中心已加強使用視像會議和網上工具傳遞

風險資訊，利用食安中心網頁及於Facebook和 Instagram設置的專頁等多個

社交媒體平台，更快和更直接地發放重要的食物安全資訊。去年，食安中

心亦與全港各地區康健中心合作，透過舉辦健康講座和於中心播放教育影

片，加強大眾的食物安全意識。  

 



第  1 0  節  EEB( F)  -  第 3 4 9頁  

在 2021和 2022年，食安中心以實體和視像形式舉辦了共 298場公共教育／交

流活動，參與人數合共超過 108 400名，而截至 2022年年底，社交媒體平台

上的關注者／訂閱者人數分別約有 23 900名與32 500名，兩年間錄得約 36%

的增長。此外，食安中心會為參加食物安全講座的食物處理人員進行知識、

態度和實踐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KAP))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平

均 90%的參加者在參加講座後能夠準確掌握與食物安全相關的信息。食安

中心會繼續檢視各宣傳項目的成效。  

 

有關校園食物安全的宣傳及教育工作如下：  

 

(i)  食安中心編制了《如何確保學校午餐安全指引》，供學校在挑選午膳

飯盒供應商時參考；食安中心亦編制了《根據「食物安全重點控制」

系統制定的食物安全計劃 (適用於學校午餐飯盒供應商 )》，供午膳供

應商參考，以提高製作飯盒的安全性。  

 

(ii)   食安中心有為業界舉辦網上講座，提醒飯盒供應商在製作食物時須遵

從良好衞生規範，並應按「食物安全重點控制」系統的原理來制訂食

物安全計劃；也有為學校舉辦網上講座，提醒學校挑選午膳飯盒供應

商要注意的地方，並遵從個人、食物及環境衞生。  

 

(iii)  食安中心在今年恢復面授課堂前亦主動向學校和飯盒供應商發信，提

醒他們留意學生飯盒的食物安全，並額外開設食物安全講座，讓各持

份者對校園食物安全溫故知新。  

 

在 2021-22及 2022-23年度，上述各項食物安全教育及宣傳工作的開支分別約

為 660萬元及580萬元。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