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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售賣機暗藏衞生隱患
貯存溫度不達標 無定時清倒廢物 申訴專員促食環署改善規管

熱存／冷存食物和非預先包裝飲品的售

賣機日漸流行，香港申訴專員公署昨日公

布，已完成針對食環署規管售賣機出售相

關食物和飲品的主動調查，發現個別售賣

機的持證人並無嚴格遵守食環署訂定的發

證和持證條件，包括食物貯存溫度不達

標、沒有定時清倒機器內的廢物箱或廢水

箱；食環署的相關監管工作欠理想，包括

從未查閱售賣機的溫度和清潔紀錄。公署

向食環署提出10項改善建議，包括要求

「售賣機許可證」申請人提供並在相關檔

案中備存售賣機的裝置和操作資料；更新

現行審批「售賣機許可證」申請的指引；

以及研究更主動為售賣機所出售的食物和

飲料進行細菌抽驗的可行性，加強對持證

售賣機的監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根據《食物業規例》，任何人以售賣機出售食物
前，須向食環署申領「以售賣機售賣食物許可

證」，並遵行各項發證和持證條件，以保障食物安
全和保持環境衞生。截至今年9月底，全港共有489
部售賣機獲食環署簽發相關許可證。
申訴專員公署經調查後發現，食環署審批「售賣
機許可證」的申請時，基本上不會要求申請人提供
任何關於售賣機的裝置或操作資料，例如售賣機內/
外用作防蟲鼠和塵埃的設計、售賣機本身能否及如
何自動定時記錄機內貯存食物的溫度等。

倡備存機器操作資料
公署認為，食環署有需要就每部獲發許可證的售
賣機備存關於機器的外觀、設計和操作資料紀錄，
以作為審批時的參考資料和依據，同時也可為該署
人員日後進行定期視察或跟進涉嫌違反許可證條件
的個案提供具體資訊。

宜制定發許可證條件指引
公署同時發現，食環署在審批申請時，視察所得
的紀錄的細節程度和格式差異甚大，部分個案只記
錄職員視察後確認申請人已遵辦相關條件；但亦有
個案記錄了視察時每項條件獲遵辦的情況，更附以

視察時拍攝的照片。公署認為，實地
視察是審批申請、保障公眾衞生和食
物安全的關鍵程序，食環署應制定指
引，指示職員如何按每項發證條件具
體記錄相關實地視察所得。
食環署制定的持證條件主要涉及售

賣機的日常操作、保養和清潔，卻沒
有列明持證人應每隔多久記錄機器內
的溫度一次、定期清潔機器內部的頻
率，以及相關清潔紀錄應包含的項
目。公署認為，此舉會減低相關條件
的規範作用，令食環署難以合理評估
機器的操作和衞生情況，因此建議要
求申請人自行在申請時訂明其承諾的
監察、清潔等工作的頻率及相關紀錄的格式，讓署
方和持證人均有明確和具體的依據以判斷持證人是
否有遵行相關要求。

籲食環署應更主動抽驗
公署並指出，食環署人員進行定期視察時，持證
人或其職員通常不會在場開啟售賣機的門，以供該
署人員檢視機器的內部，根本難以單憑觀察機身外
部準確評估有否遵從相關條件；食環署人員亦從未

要求任何持證人提供機器有關溫度監控、清潔和消
毒工作等紀錄，因此有必要加強監察工作。公署同
時建議食環署應更主動利用細菌抽驗，監察售賣機
出售的相關食品和飲料。
申訴專員趙慧賢強調，食環署向食物售賣機經營
者發出許可證，目的是保障食物安全及公眾衞生，
因此在以售賣機業務仍在發展之際，食環署應及早
確保其監管措施有效，以及藉公眾宣傳提升市民對
售賣機相關規管的認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特區政府近
年投放不少資源改善公共遊樂空間的設計和
使用，包括大量由康文署管理的戶外公共遊

樂和康體設施。申訴專員公署昨日公布有關
康文署轄下戶外遊樂和康體設施保養與維修
的主動調查，發現康文署雖有制定指引指示
前線人員定期巡視設施，並在發現損壞時盡
快提交報告安排維修，但在2017年至2021年
間，康文署由接獲設施損壞報告到確認完成
維修工程，平均需時兩個半月至三個月，遠
比設定的14天至60天時限長。而2018年至
2022 年間，外判承辦商所完成的維修個案
中，近四分之一至半數未能在預定日期前完
工，顯示工程延誤問題嚴重。
申訴專員趙慧賢指出，康文署有責任確保

設施狀況良好，為設施作適時保養維修，供
市民安全和持續地使用。不過，據公署調查
所得，部分前線人員日常巡視時，未能適時

發現和匯報一些設施損壞已久或損壞程度嚴
重的個案。總括而言，康文署巡視設施的工
作欠具體指引，前線人員安全意識不足，且
整體維修程序的監察欠效率，而定期合約安
排欠周詳，承辦商工程延誤問題嚴重，以及
評核承辦商的表現的紀錄欠清晰。
公署向康文署提出11項改善建議，包括制

訂實務指引和改善現行例行巡查的表格，協
助前線人員全面檢查設施和準確判斷設施損
壞狀況；加強前線人員對檢查設施工作的培
訓，提高對損壞設施加設臨時保護或圍封的
安全意識；檢討現行定期維修合約安排，並
長遠研究更靈活安排承辦商進行工程的方
案；以及考慮利用智慧科技，便利市民呈報
設施損壞個案等。

康文署戶外遊樂康體設施 維修工程存延誤

◆康文署遊樂康體設施維修工程存延誤，申
訴專員促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油麻地果欄多年來為
港人提供源源不絕的水果供應。申訴專員公署昨日不點
名公布，已完成一項市民就食環署及民政事務總署處理
果欄阻街及噪音投訴不力的調查，認為對部門的指控不
成立，但認為該批發市場的運作涉及民生問題，既要滿
足市民需要，同時對當區居民造成一定程度的不便，在
搬遷計劃未成事前，有關部門須平衡批發市場商販和居
民之間的利益和需要，長遠政府應積極考慮搬遷批發市
場。有業界認為，搬遷果欄涉及大量問題，並不容易，
反認為應予以活化，成為香港的旅遊地標，以及善用附
近的空地，讓業界上落貨。

公署倡長遠應考慮搬遷果欄
申訴專員公署表示，兩名市民先後於今年3月向公署
投訴食環署及民政事務總署，指果欄一帶於晚上9時後
有大量垃圾、雜物、貨物及用作裝卸搬運的托盤（俗稱
「卡板」）擺放在行人路及車路， 對行人及車輛造成阻
礙。投訴人就「雜物阻街問題」多次經1823熱線向食環
署投訴，但卡板只是稍為移開，阻街問題並無改善。
同時，商販於晚上以電動唧車搬運貨物發出過大聲
響，亦對附近居民造成滋擾。投訴人認為食環署執法不
力，民政總署亦沒有積極協調部門處理有關問題。
公署職員於今年8月17日晚上約10時到果欄一帶視

察，發現大量裝有生果的紙箱及竹籃排列在馬路上，往
返批發市場方向的馬路均只餘下一條行車線供車輛使
用；裝有生果的紙箱及竹籃佔用約半條行人路，附近某
街道的行人天橋底有卡板、生果箱等物品堆疊，但並沒
有對行人造成阻礙；現場有少量垃圾，整體環境衞生狀
況良好；有貨車在附近行人天橋底的馬路旁落貨，工人
以電動唧車把貨物運送到市場，持續發出聲響 。
公署指出，食環署難以長時間提供清掃街道服務，因
此在清晨時分才掃街，可以理解，且公署視察當晚的環
境衞生情況大致良好。就食環署未有立即檢走無人看管
的卡板，而先在卡板張貼「移除障礙物通知書」，公署
認為屬基於執管經驗而作出的執法選擇，難言不合
理 。
至於針對民政總署的投訴，公署指民政處已透過不同

渠道與批發市場的持份者保持溝通及交流，以及把噪音及阻街問
題轉介食環署、警務處及環保署等部門跟進，處理恰當。至於規
管電動唧車涉及立法事宜，實非民政總署的職權範圍。
公署認為，有關地點屬於市區的大型批發市場，亦有新建民

居，商販於晚上進行上落貨活動難免對附近交通、行人及居民造
成一定影響，但理解政府部門除就違規問題執法外，亦須在批發
市場的運作及對市民的影響之間取得平衡。長遠而言，政府應隨
着當區市貌、發展的改變，積極考慮搬遷該批發市場，以徹底解
決問題 。

業界：應活化成旅遊地標
九龍果菜同業商會理事長張志祥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搬遷果欄牽涉選址、交通配套及會否淘汰部分商販等大量
問題，難以於短時間內處理。他續說，商販一直有就噪音及阻街
問題配合政府部門，又建議政府採取酌情租金開放附近行車天橋
橋底予商販處理中轉貨物，「該處只有露宿者，亦無民居。」
他認為像果欄般擁有逾百年歷史的市場，世界罕見，理應加以
活化，將之發展成旅遊地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消委會
測試市面30款臘腸樣本，發現全部均屬高
鈉和逾八成屬高糖外，8款聲稱「瘦」的臘
腸總脂肪含量逾兩三成，均屬高脂食物，
其中標榜「加瘦」的安記加瘦臘腸，脂肪
含量較「瘦」的更高，而「最肥」的樣本
是「大生海味」三花臘腸，每100克總脂肪
含量達47克，飽和脂肪12.7 克，分別較標
示值高出 47.8%和 40.7%，超出食安中心
《營養標籤及營養聲稱技術指引》訂立的
20%規管容忍限，已被食安中心以違反標籤
規例檢控。
消委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組主席蕭景威指
出，是次檢測一款預先包裝樣本和7款非預先
包裝樣本的產品，都聲稱是「瘦臘腸」，令
人聯想到這些樣本可能含有較少脂肪。不
過，檢測發現，這8款聲稱瘦臘腸總脂肪含量
由每100克21.7克至35.9克，雖較其他22款
樣本總脂肪平均含量每100克33.0克低，但同
樣屬於高脂食物。安記加瘦散裝臘腸總脂肪
含量為每100克35.9克，較沒有聲稱「瘦」的
臘腸樣本總脂肪平均含量更高。
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表示：「雖然沒有營

養含量的法例定義，但一般消費者對聲稱瘦

的產品，都期望脂肪含量比一般產品低並低
很多，雖然沒有在營養標籤上標示總脂肪
量，但若脂肪量含量高卻聲稱是加瘦，真的
有可能觸犯商品說明條例。」

有樣本糖鈉量較標籤所示高七成
測試又發現，6款樣本營養標籤的標示值與
檢出含量相距甚遠，其中4款的糖、脂肪或鈉
檢出量超出食安中心訂立的容忍限，有樣本

的糖和鈉檢出量較標籤所標示高出七成，更
有預先包裝樣本完全沒有營養標籤和成分
表。
有6款非預先包裝樣本驗出本港和歐洲禁用

的致癌染色料，有關樣本分別購自灣仔金源
南北雜貨、上環生興臘味雜貨、旺角錦祥號
臘味、金旺中西藥批發行、堅拿道西鉅利醬
園和西營盤三興隆臘味，消委會已經轉交食
安中心跟進。

臘腸聲稱「加瘦」竟屬高脂食物

◆消委會測試市面30款臘腸。 消委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消費者委
員會檢測巿面35款芝麻產品，27款檢出塑化
劑及油脂加工過程產生的基因致癌物等，當
中3款芝麻油和一款芝麻粉產品的塑化劑含量
超出食安中心標準，「冠益華記」芝麻油更
超標79倍，「淘大」 芝麻油基因致癌物則超
標1.1倍。消委會指出，研究顯示長期過量食
用含塑化劑食品，或會影響實驗動物生殖系
統發育和肝腎等器官健康，「小朋友每天進
食一茶匙已達上限。」
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表示，是次測試的產
品包括20款芝麻油、10款芝麻粉和5款芝麻
醬，26款驗出塑化劑，當中4款超出標準，
包括「冠益華記」芝麻油、「同珍」小磨麻
油、「淘大」極品醇香黑芝麻油，以及「點

點綠」100%純黑芝麻粉，「冠益華記」芝麻
油更超標79倍，成人若每日進食這款芝麻油
樣本超過15.7克即約1湯匙，就超過歐洲食物
安全局訂定的每日可耐受攝入量。

13款含致癌物
同時，有13款芝麻油樣本檢出致癌物環氧

丙醇，當中「淘大」 極品醇香黑芝麻油檢出
量最高，每公斤2,100微克，較歐盟標準高出
1.1倍。
「除非你極度喜歡芝麻油、不斷加，因為

有些人真的喜歡芝麻的味道，才有損害健康
風險。如只是作一般調味，久不久才吃，應
該對身體影響不大。不過，大家要留意小
孩，兩款芝麻油若塑化劑超標較高，小朋友

進食一茶匙很大可能已達上限。」黃鳳嫺提
醒廠商要加強檢驗產品的塑化劑含量，同時
向供應商索取原料測試報告，並檢視生產流
程，確保產品安全。

4款芝麻產品含過量塑化劑 最高超標79倍

◆消委會發現市面上27款芝麻產品有不同種
類的污染物。 消委會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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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油麻地果欄。 資料圖片

◆食環署被指對食物售賣機監管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