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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經濟利益放寬監管 近7000「機能性表示食品」無須審查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小林製藥的紅麴保健食品安全問題持續擴大，截至周五（3

月29日）已錄得5人疑服用有關產品後死亡。香港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

周四也呼籲市民，不要食用一款含懷疑有問題紅麴成分的日本進口瓶裝黑醋產品

「紅糀黒酢」。《日本經濟新聞》指出，今次涉事的紅麴保健食品屬於日本「機能

性表示食品」，只需企業標註使用效果，無須政府審查，事件揭露日本當局和企業

在保健食品安全管理上存在許多漏洞。

發現問題逾兩個月後始公布

小林製藥紅麴事故增至5死
有害成分或為「軟毛青黴酸」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小林製藥紅麴保健食品
安全風波引起多地關注，中國消費者協會周五
（3月29日）就服用小林製藥生產的紅曲膽固
醇顆粒等產品導致消費者死亡一事，發布消費
提示，應立即停止服用有關產品，積極配合回
收。
中消協與小林製藥（中國）有限公司客服中

心電話溝通核實，中國消費者除通過跨境平
台、境外實體店鋪或者海外代購等渠道購買
外，上述產品未在中國內地市場銷售。為切實
保護好中國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中國消費者協
會提醒廣大消費者立即停止服用有關產品，積
極配合回收。消費者如購買了有關產品，請立
即停止服用，並聯繫小林製藥（中國）有限公
司客服中心。在跨境電商平台進行購買的，可
通過平台申請退貨退款，小林製藥（中國）有
限公司將積極協助中國消費者做好回收事宜。
此外，消費者若已服用有關產品，請密切
關注自身身體狀況及小林製藥

發布的有關動態信息，如感覺身體不適請及
時就醫，並聯繫小林製藥（中國）有限公司
客服中心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切勿聽信誇大宣傳」
中消協指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藥品，消

費者特別是中老年人、疾病患者，要理性選
購保健食品，切勿聽信對保健食品的虛假廣
告和誇大宣傳，更不要將保健食品用於疾病
治療，以免貽誤病情，同時也提醒廣大消費
者，在中國購買保健食品要選擇正規渠道。
小林製藥（中國）有限公司周四則表示，
日本小林製藥回收的3款紅麴保健食品，沒有
在中國內地市場透過實體店舖、本地電商或
一般貿易方式銷售，但其中一款紅麴膽固醇
顆粒60粒包裝產品，透過官方跨境電商平台
銷售了7,195份，現時這款產品已下架。

中消協：立即停服有關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小林製藥的有問題紅麴原料已
供應給173間生產商，日本網上近日傳出著名食品公司
卡樂B（Calbee）的薄餅味薯片，使用了小林製藥的紅
麴，網民發布產品配料表（圖），顯示其中確實含有
紅麴。卡樂B緊急澄清稱，該款薯片使用了紅麴作為
食用色素，不過其來源並非小林製藥，消費者可以安
全食用。

日本將保健食品分為3類，依照監管嚴格
程度從高到低，分別為「特定保健用食

品」、「營養功能性食品」及「機能性表示
食品」。特定保健用食品指其功效和安全
性，都經過日本政府審查，再由消費者廳批
准銷售。營養功能食品則需標註「含有一定
標準的特定營養成分」。相比之下，機能性
表示食品無須當局嚴格審查，企業只需向消
費者廳遞交申請，即可自行標註產品功能。

自行標籤產品市場達355億
機能性表示食品制度於2015年推出，是時
任首相安倍晉三放鬆管制、推動經濟增長的
策略之一。截至去年10月，日本登記的機能
性表示食品數目達6,789件，是特定保健用食
品數目的6倍。機能性表示食品的市場規模去
年也達到6,865億日圓（約355億港元），按
年增幅達19.3%。
由於機能性表示食品監管寬鬆，小林製藥等

不少日企都打出諸如「改善膽固醇水
平」、「減脂降糖」、「解壓提神」等標
識吸客。《日經新聞》指出，

在今次事發前，日本主動檢查產品和原料供應
的企業並不多。

紅麴不在「有義務報告中毒個案」中
報道也強調，依照日本《食品衞生法》，只有食

品含有4種指定成分之一，製造方才有義務報告
食物中毒個案，紅麴並不包含其中。儘管日本消
費者廳的機能性表示食品指南中，要求企業「迅
速報告」產品有危害健康問題，但紅麴事件從發
現問題到公開報告，相距超過兩個月之久。
日本消費者廳周四宣布，向日本約1,700間

生產機能性表示食品的企業發出安全事務問
詢。參加消費者廳討論會的消費者事務顧問
盛森田滿樹批評，機能性表示食品是一個
「為經濟利益而生的制度」，強調「它沒有
顧及消費者利益，制度有安全漏洞」。
日本德島大學食品安全專家關澤純分析稱，
「與醫生開具處方藥不同，機能性表示食品的
選擇與使用，完全取決於消費者個人判斷。當

局應當配備專業人員、更改現有制
度，才能確保現有產品
的安全性。」

香 港
文匯報訊

日本著名服飾和家
居用品零售商無印良品

（MUJI）的歐洲分公司，據
報準備委任清盤人、執行清盤程

序。英國《衛報》周四（3 月 28
日）報道，無印良品歐洲發言人表示，

委任清盤人是公司「計劃業務策略重組」
的一部分，預計會在短時間內達成協議，

暫時不會影響英國的門市運作。
無印良品於1991年在倫敦開設海外第一

間分店，現時在倫敦設有6間分店，伯明
翰則設有一間。無印良品發言人稱，委任
清盤人過程不會影響現有商舖、員工和相
關連鎖店的整體運營，「對於無印良品在
歐洲的同事和客戶而言，一切正常，所有
實體分店和網絡銷售都會一如既往運營，
新訂單和未完成訂單都會照常發貨。」
無印良品於1980年在日本推出，以專

注日式簡潔實用的風格聞名。公司現時
在歐美經營 55間分店，母公司Ryohin
Keikaku估計歐美地區在2024財年的營業
收入為3.65億日圓（約1,887萬港元）。
報道指出，無印良品歐洲控股公司截至
2022年8月底的年度賬目，本應在去年8
月底前遞交，但至今仍未上交。該公司
向英國當局遞交的最近一份報告稱，截
至2021年8月，公司過去一年在英虧損
1,500萬英鎊（約1.48億港元）。

無印良品歐洲分公司擬清盤

網傳卡樂B Pizza味含紅麴

藥企可自行標籤產品
揭日保健食品制度漏洞揭日保健食品制度漏洞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厚生勞動省周五（3月29日）
表示，小林製藥紅麴保健食品中，含有名為「軟毛
青黴酸」（Puberulic Acid）的有害物質，可能是民
眾服食後出現腎臟疾病的原因。小林製藥統計顯示
截至周五，服用紅麴保健食品出現健康問題者已有5
人死亡、114人留醫，公司會承擔約680名消費者就
診及留醫的費用。

屬天然化合物 毒性相當高
厚生勞動省表示，「軟毛青黴酸」是由青黴菌
生成的天然化合物，具有抗生素特性，毒性相當
高，效果幾乎可以達到抗瘧疾水平。不過調查暫
不清楚小林製藥產品為何會含有這種有害物質，
以及其如何影響腎臟功能。小林製藥表示，正盤

查位於和歌山縣的工廠生產線，是否有黴菌滋生
或混入其中。
厚生勞動省還稱，小林製藥已透過52間企業，將

存在有害物質的紅麴原料銷售給173間生產商，當局
已緊急要求相關生產商在下周五（4月5日）之前，
匯報過去3年是否收到過醫生報告，稱有患者疑似服
用相關產品健康受損。小林製藥銷售給其他企業和
生產商的紅麴原料也緊急回收。
厚生勞動省已在官網公布清單，列出自行回收使用

涉事紅麴原料產品的企業，當局呼籲消費者若保存有
出現在清單上的產品，應及時聯絡相關商舖。

香港文匯報訊 小林製藥從
今年1月中起，已收到醫生通
報有患者疑服用紅麴保健食品
後出現腎臟疾病問題，但該公
司直至上周五（3月22日）才
宣布回收相關產品，相距已超
過兩個月。小林製藥辯稱是因
「人手不足」導致回收進度遲
緩，日本記者和食物安全專家則
批評，企業經常以所謂「確認事

實」、「避免混亂」為由，在「調查」後很久才
公開問題，凸顯日企危機管理拖延不決的陋習。
富士電視台報道，小林製藥社長小林章浩
承認，今年2月6日收到紅麴保健食品安全問
題報告時，「已做好要回收的心理準備。」
報道批評稱，日本內閣食品安全委員會早在
2014年，便警告紅麴相關產品「有健康安全
疑慮」，並引述歐洲曾出現類似個案，「小
林製藥似乎並非毫無準備，更多是『擔心的

事情終究還是發生』。」
報道指出，從小林章浩「做好心理準備」到公
司回收產品，時間超過一個半月，按照每天服食
3粒計算，在此段期間，不知情的消費者平均每
人已服用100多粒有問題產品。小林製藥信賴性
保證部負責人渡邊純辯稱，「我們的調查人員有
限，無法確認相關病徵是由該產品引起。」

執着於「調查」才進行下一步
日媒Diamond Online記者窪田順生分析，他

發現許多日企的危機公關，是聲稱要「確認事
實」才能進行下一步，實則是執着於所謂「調
查」，直至不得不承擔責任才被迫公開。然而小
林製藥上周五宣布回收產品時，經過兩個月調查
仍未查清原因，直至一周後才公布可能導致產品
出現問題的成分。窪田批評稱，許多日企內部有
人主張「公開問題會製造混亂」，並打壓「及時
通報問題」的聲音，「小林製藥過度執着於『確
認事實』，拖延了真正應做的事。」

◆◆日本機能性表示食日本機能性表示食
品無須當局審查品無須當局審查，，企企
業可自行標註功能業可自行標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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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紅麴保健食品小林紅麴保健食品
含含「「軟毛青黴酸軟毛青黴酸」，」，
或是民眾服食後出現或是民眾服食後出現
疾病原因疾病原因。。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