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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文件 2016／第 32 號  

(於 19.4.2016 會議討論 ) 

 

食物環境衞生署  

改善香港環境衞生的策略和工作  

 

目的  

 

  本文件向議員重點匯報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於 2015/16

年度的工作，以及在 2016/17 年度為維持及改善香港環境衞生將採

取的策略和行動。  

 

2015/16 年度的工作回顧  

 

2.  過去一年，食環署繼續致力為市民提供清潔衞生的居住環

境。除了在公眾地方、場地提供清潔服務並進行監察和執法之外，

食環署亦藉公眾教育及宣傳，與市民攜手改善環境衞生。下文第 3

段至第 24 段詳述署方在各個工作範疇所進行 /已完成的工作。  

 

 

防治蚊蟲及鼠患  

 

3.   為防範蚊患及登革熱病、日本腦炎等媒傳疾病的傳播，食環

署每年推行多項防控措施。除了署內人員外，食環署亦透過外判，

委聘服務承辦商加強控蚊及防治蟲鼠工作，以防疾病傳播及保障公

眾健康。  

 

4.   香港在 2015 年錄得 2 宗本地登革熱個案及 1 宗本地日本腦

炎個案。有鑑於鄰近地區的登革熱的活躍度處於高水平，食環署由

2015 年 10 月 19 日起展開的第三期全港主題性防治蚊患特別行動，

已延長至本年 1 月 14 日止，並在非雨季期間 (去年 12 月 1 日至本年

3 月 31 日 )增加外判防治蟲鼠流動隊的數目，以加强控蚊及滅蚊工

作。有賴各地區防蚊專責小組的努力，以及區議會、其他團體和市

民的積極參與，整體蚊患問題受到控制。  

 

5.   根據香港法例第 132 章《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27 條，

管理樓宇的團體也須為滋生蚊患承擔法律責任。食環署去年引用該

條例向管理樓宇團體及處所佔用人或業主共提出 32 宗檢控。  

 

 

提升環境衞生水平  

 

6.   食環署員工和潔淨服務承辦商負責每天清掃、清洗街道，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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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家居廢物，並管理公廁和垃圾收集站。署方會繼續為有需要的地

方提供針對性的潔淨服務，例如在使用率較高的公廁安排廁所事務

員值勤及為新界部分垃圾桶站和旱廁提供流動清潔隊服務等。  

 

7.   食環署負責管理全港 787 個公廁及 59 個鄉村旱廁。為了提

升香港的公共衞生設施，署方在去年興建了 1 個新公廁，翻新了 17

個公廁及 1 個鄉村旱廁。  

 

8.   為打擊公眾潔淨罪行，食環署去年共發出約 36 200 張定額

罰款通知書，其中超過八成與亂拋垃圾有關。署方會繼續努力改善

地區的環境衞生，並參與相關的跨部門工作。  

 

9.   為進一步打擊街上非法張貼海報和標語的活動，食環署由

2011 年 3 月起在全港各區推行新的執法策略，向在公眾地方以易拉

架等器具非法展示招貼或海報的違例者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食環

署去年向有關違例者共發出 2 048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在本區共發出

409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食環署將繼續嚴厲打擊此類活動。  

 

10.   為提高社會的清潔意識以及改善環境衞生，政府在去年 8

月至 9 月期間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全城清潔 2015@家是香港」運動。

期間，食環署增派洗街車、卸斗廢物車、流動潔淨隊、流動防治蟲

鼠隊和潔淨服務人手，加大清潔工作的力度，包括加強清潔及清洗

衞生黑點、有野鳥聚集的公眾地方、私家街及私人後巷；在公廁、

旱廁、公共浴室、垃圾收集站、公眾街市、熟食中心、小販市場和

熟食小販市場進行深化清潔工作；加強防治蟲鼠工作，包括在容易

滋生蚊蟲的地方進行大規模的滅蚊和控蚊行動。此外，食環署亦提

醒食肆負責人注重個人、食物及環境衞生，並對罔顧環境衞生和食

物安全的違例人士採取嚴厲執法，並加強宣傳教育，以提高商戶及

市民對保持環境清潔衞生的意識。   

 

11.   運動期間，政府接獲轉介超過 200

經各方清理後，黑點的衞生情況已見改善，而本署及相關政府部門

亦會密切留意已清理及仍未被剔除的黑點的衞生情況，並會因應需

要繼續加強清潔工作，以保持環境清潔衞生。此外，本署會繼續舉

辦宣傳教育活動，傳遞環境衞生信息，並與各區議會及地區人士保

持緊密聯繫，監察全港各區的環境衞生情況。  

 

 

食物業處所的規管  

 

12.   本港有 25 920 多間持牌食物業處所。為更有效編配資源以

監管食物業處所的衞生情況，確保有關處所符合法例訂明的衞生標

準並遵守牌照條件，食環署按持牌食物業處所的風險程度制訂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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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次。署方亦會因應不同地區或季節需要採取專題執法行動，令監

管更靈活有效。去年食環署向違例的持牌食物業處所共提出了 2 310

多宗檢控，因多次違例或違規而被暫時吊銷牌照的食物業處所約為  

191 間，另有 11 間被取消牌照。被食環署暫時吊銷和取消牌照的食

物業處所名單已上載至食環署的互聯網網頁，以供公眾查閱。  

 
 

13. 食環署一向關注食肆違例擴展營業範圍，在鋪前行人路設置

枱椅及配製食物。署方人員定期巡查及進行突擊行動，對違規食物

業處所提出檢控，並會針對性在黑點加強執法。由於元朗區食肆違

例擴展營業範圍的問題嚴重，元朗區議會議員亦多次在不同會議上

要求食環署調派特遣隊到區內加強執法行動，食環署已於 2014 年 7

月中旬調派特遣隊在元朗區展開加強執法行動，以提高區內對付有

關問題的能力。特遣隊會對曾有非法擴展營業範圍記錄的食物業處

所於每日繁忙時段進行密切監察，並採取嚴厲的執法行動，除了按

情況檢控違例食肆外，亦會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拘控違例人士及

檢取其生財工具。   

 

14.   食環署亦關注新鮮糧食店以不適當温度貯存和售賣冷凍 (冰

鮮 )肉類和家禽的違規情況，並採取針對性措施，包括透過發牌規

管、定期巡查、突擊行動、對違規處所加強跟進巡查、向持牌人提

供相關的食物安全及衞生教育，以及加強對市民大眾的宣傳和教育

等，以取締違規處所。此外，食環署十分重視在零售層面打擊非法

來源和有問題的肉類和家禽，並繼續致力遏止以冷凍（冰鮮）肉類

冒充新鮮肉類出售的不良經營手法。根據法例規定，在新鮮糧食店

或街市檔位同時售賣新鮮肉類（指牛肉、羊肉或豬肉）及冷凍（冰

鮮）肉類，冷凍（冰鮮）肉類必須在交付處所前已預先包裝，並已

按指定格式加上標記和標籤，否則即屬違法。而進口冰鮮雞亦須預

先包裝，按照《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規例》 (第 132章，附屬

法例 )加上標籤，並以原有完整無缺的預先包裝形式出售，有關包裝

不得曾受污染或篡改。署方人員經常蒐集情報並安排突擊行動，竭

力打擊違規行為，如有充分證據，會即時取消違規店鋪的牌照或終

止街市肉檔的租約。  

 

15.   為針對持牌普通食肆、小食食肆和工廠食堂的火警風險，食

環署及消防處就有關處所遵行消防安全規定推行新措施，以提供更

佳的保障。新措施包括持牌人須持續遵行消防處對該等處所實施的

消防安全規定，以及確保有關處所在牌照獲續期前已符合消防安全

規定。食環署與消防處訂立監察機制，以便有系統地跟進違反消防

安全規定的情況。根據有關的安排，如持牌人嚴重違反消防安全規

定，食環署會向持牌人發出通知，飭令持牌人立即暫停營業，直至

有關處所的火警危險消除為止。就輕微違反消防安全規定的情況，

食環署會根據消防安全警告信制度向持牌人發出警告信，如持牌人



 - 4 - 

持續未有糾正違規事項，其牌照可被暫時吊銷或取消。  

 

 

街市服務  

 

16.   除了為各個街市進行日常的保養及維修工作外，食環署在

2015/16 年度為  3 個街市及 8 個熟食市場完成了改善工程；工程包

括翻新廁所及照明 /電力設備和提升消防系統等。食環署會於 2016/17

年度為另外  3 個街市、1 個熟食中心及 2 個熟食市場進行或開始有關改

善工程。食環署於 2015 年 7 月 1 日開始調低為街市加裝空調系統租

戶支持率的門檻，由以往的 85%下調至 80%。為改善街市整體的營

商環境，食環署去年亦繼續在街市進行各類型的推廣活動，當中有

節慶推廣 (包括節慶裝飾、攤位遊戲、烹飪示範及派發紀念品 )、專題

保健飮食展覽和工作坊、派發以 10 種不同語言圖文並茂地列出超過

500 種公眾街市內常見的食品、用品及服務行業的小冊子，以及在街

市展示以多種語言編製的「今日買乜餸」時令食譜。  

 

17.  為改善公眾街市的營商環境及更有效運用空置攤檔，食環署

在 2009 年 6 月開始於街市逐步引入服務行業、小食和烘製包餅攤檔，

截至 2015 年年底，已租出 119 個這些類別的攤檔。為進一步善用街

市空置攤檔，食環署除在 2009 年 3 月開始以較優惠的底價出租持續

空置六個月或以上的街市攤檔外，於 2010 年 10 月更開展先導計劃，

將一些持續空置八個月或以上的攤檔以短期租約出租，方便有興趣

人士試業，令街市更興旺。截至 2015 年年底，已有 41 個攤檔以短

期租約租出。  

 

18.   由 2011 年 2 月開始，署方容許退租的攤檔租戶無須拆除攤檔

內保養良好的鐵閘及檔頂保護網。有關安排不單可把舊鐵閘及檔頂保

護網留給新租戶使用，亦有助減少製造廢料，更可避免拆卸和安裝工

程時產生噪音及其他滋擾。  

 

 

小販管理  

 

19.   食環署於 2014 年 1 月底開始接受報紙攤檔持牌人就其攤檔

安裝無線上網及電子顯示屏裝置的申請。在正式獲批准安裝無線上

網及電子顯示屏前，有關申請人須先取得合法電源，完成電力裝置

工程及取得相關完工證明書，有關報紙攤檔亦須遵守相關條件以規

管其用途，包括須免費提供無線上網、電子顯示屏大小不超過限定

的尺寸，以無聲播放、只限推廣報紙攤檔准售的貨品及在非營業時

間關閉。另外，亦會要求所安裝的無線上網及電子顯示屏不得妨礙

途人。截至 2015 年年底，食環署接獲 6 宗申請，其中 4 宗已獲批准，

另 2 宗持牌人已撤回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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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下成立的小販政策

小組委員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日的會議上，曾討論有關簽發新的

固定攤位小販牌照的建議。根據有關建議，食環署會跟進向具懷舊

本土文化特色的無牌街頭工匠 (包括補鞋匠、鐘錶修理匠、鎖匠、磨

刀匠、線面師和代書人等 )的發牌事宜。在獲得區議會支持及其他部

門批准後，食環署會考慮在原址或其他適合闢設固定攤位的地點發

牌，讓已登記的工匠申請固定攤位 (工匠 )小販牌照，以便他們在獲簽

發牌照後，可在適合地點合法地繼續經營。如不能發牌，有關工匠

可選擇在區內現有的空置小販攤位經營，或提出一些新地點，供有

關部門評估是否適合闢設固定攤位。如屬後者，署方除了會請相關

部門就交通、消防、安全及其他需慎重考慮的事宜提供意見外，還

會邀請相關區議會考慮有關建議是否可接受。至於已明確表示有意

繼續經營但無意申領小販牌照的無牌工匠，署方會再向他們解釋發

牌的目的是讓他們可在合法的情況下經營。  

 

21.   根據調查記錄，本區現有 3 名無牌街頭工匠，由於不同原因

例如經營地點與較早前調查記錄不相同、暫停營業等，食環署會繼

續跟進個案及如有需要，再次就經營地點諮詢其他相關政府部門；

包括消防處、香港警務處、運輸署、地政總署、路政署、屋宇署和

民政事務總署。若有關部門對該些經營地點不持異議，可讓他們在

原址繼續營業，食環署會按照現行小販發牌政策，就發牌建議陸續

徵詢區議會。  

 

 

預防禽流感  

 

22.   食環署負責活家禽在零售層面的禽流感監測。食環署規定所

有售賣活家禽的新鮮糧食店及街市檔位經營者，除非當天因天氣惡

劣依法獲得豁免外，必須在每天晚上 8 時前將處所內的活家禽全部

屠宰，違例者除會被檢控外，亦可能被撤銷售賣活家禽的准許。此

外，活家禽零售商必須確保在零售點工作的員工穿着保護衣物；一

旦發現家禽死亡，必須立即通知食環署；處所內不得存放過量活家

禽，以及禽籠須加裝透明膠板，避免顧客與家禽直接接觸。零售商

亦有責任防止顧客觸摸活家禽。為控制禽流感風險，「零售點活雞

日日清」的政策維持不變，政府亦會維持現時本地雞場的數目及飼

養量、活家禽零售點的數目，以及每日入口活雞的數量。  

 

23.     食環署持續執行一系列加強防範措施預防禽流感，包括： (a)

加強在活家禽零售點收集糞便及食水樣本，作 H1 至 H16 禽流感病

毒測試； (b)定期巡查活家禽零售點，確保零售商遵守預防禽流感的

特定牌照或租約條件； (c)每天清洗街市的公用地方三次 (即早上、中

午及晚間各一次 )，在清洗時會使用消毒劑，並特別留意街市內的上

落貨區、雞籠臨時存放區、垃圾收集處及洗手間的清潔情況； (d)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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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活家禽的檔戶須在每日收市後清洗其攤檔，然後讓街市承辦商再

徹底清洗其攤檔及消毒； (e)保持街市攤檔通風系統清潔及 (f )加強巡

查有野鳥聚集的公眾地方和清洗及消毒有關地點，以及對餵飼野鳥

而弄污公眾地方的人士嚴厲執法。  

 

 

公眾教育  

 

24.   食環署去年繼續透過電視宣傳短片、電台宣傳聲帶、海報、

貼紙、單張及宣傳車輛發放保持環境清潔衞生的訊息。署方亦一如

以往為舉辦清潔活動的組織或團體提供支援。食環署轄下位於尖沙

咀九龍公園的「衞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去年為市民及學校舉辦

了約 2 370 場講座，主題包括家居衞生常識、防治蟲鼠及食物安全

等。該中心亦舉辦了 3 次戶外週末活動日及 2 次中心週末活動日以

增加宣傳效果。此外，為提升該中心的吸引力和宣傳效果，我們於

食物安全展覽區設置了新的互動顯示屏幕及一幅附設自助數碼攝影

機的 3D 立體畫，供訪客拍照和下載照片留念。  

 

 

2016/17 年度策略和工作  

 

25.  食環署於 2016/17 年度會在下列各方面繼續加強工作，以維

持及改善全港的衞生情況。  

 

 

一 .  提升衞生水平  

 

 

潔淨服務  

 

26.   食環署會繼續在公眾地方∕場地 (例如公眾街道、後巷、熟

食市場、公廁等地方 )  進行潔淨工作，並針對區內衞生情況較差的

地點採取改善措施。在街道清洗方面，署方會使用高壓熱水洗濯機

徹底清洗區內衞生情況較差的地點及旅遊熱點行人路上的污漬 (包

括口香糖漬 )。在去年 8月至 9月的「全城清潔 2015@家是香港」運動

期間，政府為中西區、九龍城及南區的 36條私家街及中西區及灣仔

的 14條私家後巷進行特別清潔行動。一般而言，私家街和私家後巷

的管理、清潔及維修應由有關業主負責。相關政府部門一直協助及

鼓勵有關私人大廈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積極推動業主妥善管理

巷，食環署會應區議會要求，在資源許可下，考慮提供日常的街道

潔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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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食環署於 2015/16 年度檢視了街道上廢屑箱的分布情況，並

於各區減少約 15%的廢屑箱。減少廢屑箱後，街道的衞生情況大致良

好。因此，本署計劃在今年進一步減少街道上的廢屑箱。此外，本署

稍後會推出新設計的廢屑箱，包括縮小廢屑箱的投入口、重新設計廢

屑箱上的警告標示使訊息更突出鮮明，以及增加一款 100 公升容量的

廢屑箱供市民使用。  

 

 

嚴厲執法  

 

28.   食環署會繼續對公眾潔淨罪行採取「零容忍」的態度，對觸

犯有關罪行者嚴格執行 1,500 元的定額罰款。署方會針對衞生情況較

差的地點部署行動，包括日常巡邏及採取突擊行動，檢控違例者。  

 

 

食物業處所的衞生  

 

29.   為監察食物業處所的衞生情況，確保公眾健康，食環署會繼

續巡查食物業處所，對無牌經營者及不符合衞生水平的食物業處所

採取執法行動，並會按情況考慮向法庭申請封閉令封閉有關的無牌

食物業處所。若成功取得封閉令，會封閉有關處所。  

 

 

二 .  防治蚊蟲和鼠患  

 

 

30.     防控蚊傳疾病仍會是本年度防治蟲鼠的重點工作之一。食環

署在 2015 年舉行的第三期全港滅蚊運動已於去年 10 月 9 日結束。

為保障市民健康及防患於未然，署方在今年會繼續加強控蚊工作及

舉行滅蚊運動。 2016 年的第一期滅蚊運動於本年 2 月 15 日至 3 月

18 日舉行。在 2016 年，署方會巡查及清理蚊患地點，並會繼續引用

法例有效率地處理「蚊致健康危害」 1 的情況。此外，食環署已於去

年 7 月 6 日至  9 月 4 日期間完成了 2015 年的第二期滅鼠運動。為

全力防治鼠患，署方會繼續進行全港性及跨部門的滅鼠運動。 2016

年的第一期滅鼠運動於 2016 年 1 月 4 日至 2016 年 3 月 11 日進行。 

 

 

                                                 
1
 如有下述可構成蚊致健康危害的情況，食環署會立即採取行動 :  

 ( a )  位於最近發現本地感染或外地傳入登革熱個案地點半徑 5 0 0 米範圍內的任何

潛在蚊子滋生地 ;  

 ( b )  位於最近發現本地感染日本腦炎個案地點半徑 2 公里範圍內的任何潛在蚊子

滋生地 ;及  

 ( c )  分區白紋伊蚊誘蚊產卵器指數高於 4 0 %的任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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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街市服務及小販管理  

 

 

31.  食環署會繼續提升街市管理水平，包括巡查街市以確保衞生

情況，以及確保租戶遵守租約條款，包括防止分租。在改善街市整

體的營商環境、提升出租率及善用攤檔方面，署方會繼續與街市管

理諮詢委員會保持密切溝通，交流意見，多舉辦推廣活動，以及繼續

在合適的街市引入小食及服務行業等。  

 

32.  食環署亦會繼續改善街市的設施，除了一般維修保養工程

外，亦會考慮一些針對的措施，例如將空置家禽檔位更改為其他合

適和受歡迎的用途等。  

 

33.  食環署已在 2015年 12月完成了諮詢所有沒有空調設施街市

的街市管理諮詢委員會的工作，結果共有 27個諮詢委員會支持進行

問卷調查。我們正跟進有關問卷調查，以收集街市租戶對裝設空調

設施的意見。如街市的檔戶的支持率超過 80%，食環署會聯同相關部

門開展加裝空調系統的可行性研究。  

 

34.      此外，食物及衞生局早前聘請的顧問就公眾街市的功能和定

位、如何改善營運環境，以至管理模式向政府提交了硏究報告及建

議方案。政府於 2015年 6月向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轄下的公眾街市事宜小組委員會報告了顧問提出的建議，政府大致

上同意顧問的意見。由於公眾街市是廣大市民購買新鮮糧食的主要

途徑之一，服務對象是普羅大眾，我們認為公眾街市的環境應為衞

生整潔，但不需過分高檔。   
 

35.     在小販管理方面，食環署會按現行政策繼續監控街頭販賣活

動，在容許合法的小販活動和維持環境衞生、保障市民免受滋擾之間

取得適當平衡。  

 

 

四 .  公眾教育  

 

 

36.    食環署的衞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會繼續舉辦講座、展覽和

其他活動包括公眾衞生活動日，向市民推廣公眾健康與環境衞生常

識，以提升社區、家居和個人衞生水平。中心的宣傳車輛 (流動教育

中心 )亦會繼續前往學校、屋苑和公園等地方，加強外展宣傳和教育

工作。此外，中心將翻新有關綠色殯葬及環境衞生的展覽區，增設

大型互動顯示器材，方便參觀者溜覽有關資訊。中心亦會繼續發信

邀請各住戶及其他團體參觀中心，並製備宣傳衞生信息的紀念品，

派發予訪客及活動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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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跨部門聯合行動  

 

 

37.  就備受市民關注的地區管理問題及一些需要跨部門參與的

工作範疇，食環署會在有關部門的協調及統籌下提供協助，以期共

同解決問題。  

 

 

地區行動計劃  

 

 

38.  根據食環署的整體策略，各分區環境衞生辦事處已制訂地區

行動計劃，以達至上述目標。元朗區 2016/17 年度的地區行動計劃

載於附錄。  

 

39.   食 環 署 會 貫 徹 執 行 上 述 策 略 和 地 區 行 動 計 劃 所 載 列 的 工

作，並會不時檢討服務需要，確保環境衞生。  

 

 

徵詢意見  

 

 

40.  請議員閱覽本文件，並對有關措施提出意見。  

 

 

 

 

食物環境衞生署  

元朗區環境衞生辦事處  

2016 年 4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