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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大光里有
三個肉檔全部都
使用了生鮮燈。

內地去年底禁用 議員促香港看齊

豬肉瘀黑變紅潤
生鮮燈生鮮燈誤導消費者

香港豬肉行總商
會理事長許偉堅向

《大公報》表示，新鮮豬肉呈鮮紅色，但
不排除有些肉的顏色較淡，在賣相及觀感
不太美觀下，肉商會安裝 「生鮮燈」 令肉
類顏色鮮明， 「（燈光照射）令塊肉更鮮
美，好看一點。」 他坦言，以往的豬肉肉
質較現時稍遜，以前的 「餿水豬」 相較現
時的 「土種豬」 肉色較為淡一點，故需要
燈光幫助外觀上的不足。

「一定有（生鮮燈）。」 許偉堅指
出，以往肉檔利用傳統鎢絲燈膽，外層再
加紅色燈罩，發展至現時LED燈，而LED
燈可照射出肉的鮮紅色，卻無傳統燈膽所
產生的高溫， 「（高溫）射得耐，會對肉
質有影響。」 他指LED燈溫度不高，但作
用一樣，故不少肉檔安裝。

許偉堅又提到，即使使用該燈，也不
會令市民難以分辨，一塊新鮮肉為鮮紅
色，如看見肉類出現瘀黑色、流出液體，
則要格外小心， 「最緊要光顧有商譽的商
舖。好食就下次光顧，如不對路就選其他
的檔口。」

許偉堅又指，內地雖禁用 「生鮮
燈」 ，惟內地與香港屬兩套不同銷售模式
及法規，難作比較， 「（香港）好多現成
的豬肉、排骨、瘦肉及豬都用鈎掛上，
可謂吊高來賣，而內地多是放在紙皮上出
售。」

昔用紅罩鎢絲燈
今換成LED燈

沿用多年

按《商品說明條
例》，任何商戶未能

就產品向消費者提供充足資料，讓他們可
據此作出交易決定，便可能觸犯 「誤導性
遺漏」 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50
萬元及監禁5年。律師梁永鏗表示， 「生鮮
燈」 有可能會觸犯 「誤導性遺漏」 罪行，
「食物是否新鮮是市民首要考量，但這盞
燈卻有直接影響。」 他指商戶遺漏將 「生
鮮燈」 帶來誤導的效果說清楚， 「原本不
鮮紅變得鮮紅，原本不新鮮變得新鮮。」
他指商戶有責任加上註解提醒顧客，相關
貨物會受燈光影響，需自行判斷。他又指
消費者購買有關貨物後覺貨不對辦，可要
求退貨，或提供確實證據向海關提出申
訴。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表示，本港雖然暫
時未限制商戶使用「生鮮燈」，惟在香港社
會公共健康的角度下，使用此燈容易令消
費者錯誤判斷食物的新鮮，長遠使用（對
消費者）有害無益。」 他認為長遠而
言，對本港公眾健康會有影響，「簡
單來說，令本來不新鮮的食物也變
得新鮮。」故他認同相關部門需立
例限制使用此燈， 「令消費者可
以真正用肉眼看得清楚。」

違反商品例
可判監罰款

法律意見

有效新鮮糧食店牌照：3365個
售賣新鮮、冰鮮及／或冷藏豬肉：
2425個
售賣新鮮、冰鮮及／或冷藏牛肉／羊
肉：1920個
#部分持牌新鮮糧食店可同時售賣
多於一種類別
*截至今年3月31日

資料來源：食環署

數看本港新鮮糧食店*

大公報記者 余風、蘇荣（文）

盧剛昌、張凱文（圖、視頻）

可可為食物及肉類為食物及肉類 「「整色整水整色整水」」 、、有如加有如加
了了 「「美顏濾鏡美顏濾鏡」」 功能的功能的 「「生鮮燈生鮮燈」」 ，，

去年底在內地已被禁去年底在內地已被禁，，惟該燈在香港的店舖隨惟該燈在香港的店舖隨
處可見處可見。。大公報記者日前走訪各區肉檔大公報記者日前走訪各區肉檔，，九成九成
以上均裝上以上均裝上 「「生鮮燈生鮮燈」」 。。法律界人士表示法律界人士表示，，商戶商戶
安裝安裝 「「生鮮燈生鮮燈」」 有違反有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商品說明條例》》之嫌之嫌，，
認為本港當局應跟隨內地一同禁燈認為本港當局應跟隨內地一同禁燈；；立法會議員亦立法會議員亦
認同禁燈做法認同禁燈做法，，並指可還消費者肉或食物真實的顏並指可還消費者肉或食物真實的顏
色色，，方便選購方便選購。。

掃一掃有片睇

「生鮮燈」 屬於冷光源照明燈具，可透過調整光
照顏色或在光源外加紅色燈罩，使新鮮肉類看起來色
澤更粉嫩。 「賣出來的肉不夠紅，可能有些黃或啡，

影響賣相，但在紅色LED燈面前可騙到視線。」 環境
科學學人梁浩文表示，現時的LED燈會發出不同的光
線，其中紅色的光線照射在肉上，可令肉類呈鮮紅
色，看上較為新鮮，改善觀感，便可增加銷量，屬於
促銷的 「掩眼法」 。

梁浩文指出，肉類及蔬果上帶有不少水分，在
LED燈的照射下有反射的作用，令肉類及蔬果更有光
澤、更美麗， 「正如新鮮水果被陽光的照射下，會顯
出許多光澤。」 他又指按《商品說明條例》，供應及
接收的貨品需要一致， 「香港本來有法律規限，為何
不跟隨。」 在保障消費者的權益下，他贊成取締有誤
導性的 「生鮮燈」 ，並建議市民在有該燈安裝的店舖
購買肉類時，可先阻擋有關光線，以看清楚肉類的新
鮮情況。

香港食品創
新和科技中心總
監方麗影表示，新鮮肉類正常顏色應該
是很鮮的棕紅色，不是大紅光的顏色，
表面應有自然光澤，肉質按下時具彈性，
具少許黏性，色澤呈自然棕紅色。她又指社
會文明下，不需要額外紅光來掩飾，較少人
相信大紅光色是鮮肉，因此取締 「生鮮燈」 亦
很正常。她又指本港超市都已不用此照明燈，
只有部分舊式、環境較暗的濕街市仍沿用，並且
買少見少，故只需自然調節便可。方麗影又指，新
鮮肉類最好用保鮮紙或保鮮袋包好，然後放在攝氏
4度低溫環境貯存。若未能在一天內烹煮，可放入零
下攝氏18度冰格保存，並可放置一至兩周內食用。

學者：取締掩眼法 保市民權益專家之言

「我在肉檔看到塊豬肉色澤紅潤，十分新
鮮，沒想到買回家，卻變成瘀瘀黑黑。」 家住葵
涌的陳太經常光顧區內的豬肉檔。早前，她看見
一檔新開業，檔內安裝多盞發出紅光的燈，將豬
肉照得紅潤，十分新鮮的樣子，價格又較鄰近肉
檔便宜，她購買一斤脢頭，想用作蒸肉餅，豈料

回家發現豬肉沒有在肉檔看到的紅潤，肉色暗淡並呈瘀黑，還
夾雜大陣的膻臭味， 「這樣不就是騙人？」

大公報直擊 蔬果檔亦使用
事實上，這些在肉枱上的燈，在行內名為 「鮮肉燈」 ，又

名 「生鮮燈」 ，在業界十分盛行。一名業內人士直指，近九成肉
檔也有用 「生鮮燈」 ，而冰鮮豬肉當新鮮豬肉的情況更是常見，
有些肉檔會把冰鮮和新鮮豬肉混合一起出售，而 「生鮮燈」 成為
化妝道具，將豬肉 「整色整水」 。

大公報記者日前到各區查看，發現大部分的豬肉檔均安裝該
類 「生鮮燈」 ，在鮮紅的的燈光照耀下，豬肉呈現出鮮紅色，感
覺十分新鮮。大埔大光里內有三檔肉檔，均裝有 「生鮮燈」 ；天
水圍天秀墟三、四個肉檔亦安裝 「生鮮燈」 ；東涌東日街市亦有
肉檔裝了 「生鮮燈」 。另外，葵涌童子街有五、六個肉檔，大部
分均裝上 「生鮮燈」 ，與鄰近一檔並沒有安裝 「生鮮燈」 的肉檔
相比，沒有 「生鮮燈」 照射的豬肉明顯較 「蒼白」 ，與旁邊 「生鮮
燈」 檔 「紅潤」 的肉質，對比強烈。沒有裝 「生鮮燈」 的店員說：
「我賣豬肉無用燈會覺得舒服一點，顧客不喜歡刺眼燈光，主要都

是做相熟的顧客。」 除在肉類攤檔外， 「生鮮燈」 在售賣熟食及蔬
果的地方亦十分常見。這種照明系統相當講究，會因應不同食材作
「專業提鮮」 ，燈光色溫亦有所不同。例如 「紅光配冷白光」 可以

令紅褐暗沉、不新鮮的肉類看起來更新鮮；而 「綠光配冷白光」 則
可令蔬菜變得嫩綠。有些售賣 「生鮮燈」 的商家更會以 「生意更
好」 作招徠，吸引更多檔主購買。

內地去年12月1日已實
施《食用農產品市場銷售質
量安全監督管理辦法》，禁止
在銷售生鮮農產品時，使用會影
響食材真實色澤的照明設施，避
免誤導消費者對食材的感官感知。
原本被用作改變食物色澤的紅、白
等顏色燈光不可再使用，需換成正常
色溫的 「LED燈」 。違例者會被市場部
門責令改正，警告無效後會處5000元至
3萬元人民幣（約5400至3.2萬港元）罰
款。香港《食物業規例》則列明與食物
接觸的枱桌，其表面須可被照明達到不低
於90勒克司的標準，但並沒有規定燈光的顏
色。

倘修例須教育市民辨鮮肉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何俊賢表

示， 「生鮮燈」 在行業內有宣傳的作用， 「如灑水
令肉類光澤、靚一些，現時LED燈照在肉上令肉看上
去更靚一些。」 他說久而久之市民已習慣此模式，但何
俊賢認為本港應跟隨內地的做法，還消費者真實肉的顏
色。但他強調，如香港同樣禁燈，必須由教育着手，教導
市民如何分辨新鮮肉，及後再慢慢引申為行業規管， 「變
相為一種軟着陸，減低出現抗拒情況。」

食環署發言人表示，2021年至今（截至3月31日）共接獲
兩宗有關新鮮糧食店照明設施的投訴。該署除定期派員巡查持
牌新鮮糧食店外，亦會按需要安排突擊主題項目巡查及執法行
動，確保有關處所的衞生情況。若新鮮糧食店持牌人屢次違反有
關持牌條件，該署會按既定機制考慮取消其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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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靚豬肉

●觀察外觀是否
有光澤

●新鮮豬肉應呈很
鮮的棕紅色

●觸壓時是否有
彈性，且具少
許黏性

●沒有異常
的腐敗味

【大公報訊】記者盛德文報道：屯門警方前日（12日）
打擊非法放債集團，突擊搜查全港多個目標單位拘捕9男4
女共13人，當中6人疑為傀儡戶口持有人，涉及洗黑錢的
金額約1.09億元，其中年紀最小是一名14歲的學生。

借20萬實收14萬 還款30萬
屯門警區發現有無牌放債者有組織地透過cold call或

社交媒體，引誘信用評級較低的市民借錢。放債過程中巧
立名目收取行政費用，令實際貸款年利率高達180%至
1645%，遠超法定年利率上限48%。例如，有事主借款
20萬元，被收取6萬元行政費，事主實收14萬元，但需每
隔10日分四期還，每期還款7.5萬元，最終還款30萬元，
利率極高昂。

當債仔無力償還，便會接到恐嚇的追債電話，被放債

公司安排行動組進行非法追數，包括淋紅油或塞鎖匙孔等
刑毀行為，嚴重影響債仔及其家人的生活和心理，亦給周
邊鄰居帶來困擾。

警方鎖定疑犯後，於前日採取行動，在全港多個目標
單位以 「串謀無牌放債」 、 「串謀過高利率放債」 、 「刑
事恐嚇」 、 「刑事毀壞」 及 「洗黑錢」 等罪共拘捕13人，
包括9男4女，年齡由14至66歲，年紀最小為一名14歲學
生。被捕者包括行動組成員、與刑恐和刑毀相關的電話登
記人，以及6名疑為傀儡戶口持有人。調查發現，由去年3
月至今年7月間，該非法放債集團利用本地傀儡賬戶，涉
及清洗的黑錢約1.09億元。行動檢獲部分證物包括犯案的
手提電話，銀行卡及相關月結單，案中至少涉及20名受害
人，借貸款額由數萬至數十萬元不等，拘捕行動仍在繼
續。

警破1640厘貴利集團 14歲學生涉案

▲屯門警方交代搗破高利貸集團行動細節及
展示證物。



【大公報訊】香港仔大道48號地下
一間車房昨（13日）中午1時許，疑因工
人燒焊引致車輛起火焚燒，火勢猛烈，
濃煙沖上半空，樓上住宅單位及外牆被
熏黑。消防接報到場，出動一喉一煙帽
隊撲救。幸樓上和周邊住戶獲及時疏
散，未有造成傷亡。

車房燒焊釀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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