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迷你杯裝蒟蒻果凍明年4月起禁售
其他含蒟蒻產品須標明警告字句 違者可罰款5萬囚半年

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在憲報刊登《2025年食物及

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修訂）規例》，以加

強對蒟蒻果凍的規管，高度或闊度不超過45毫米

的迷你杯裝蒟蒻果凍將禁止繼續在市場上出售；

其他蒟蒻果凍產品亦須在包裝上標示預防哽噎的

警告字句，提醒市民小心進食。修訂規例本月23

日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有關預

先包裝的蒟蒻果凍的新規定將在明年4月1日實

施。新規例實施後若繼續違規售賣有關產品，最

高可罰款5萬元及監禁6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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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規例規定預先包裝食物的果凍，如果是高度
或闊度不超過 45毫米的迷你杯狀容器包裝

的，不得含有蒟蒻。此外，如屬預先包裝食物並含
有蒟蒻的果凍，則其銷售包裝的最外層須以中文和
英文清楚可閱地標明：「注意：勿一口吞食，長者
及兒童須在監護下食用。」的字樣，須標明在有關
包裝上的顯眼處，並以深色字印在淺色底上或以淺
色字印在深色底上的方式標明，並須在字體下劃上
底線，或以紅色字印在白色或黃色底上的方式標
明。
食物安全中心顧問醫生（社會醫學）（風險評估

及傳達）張勇仁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食品法典委
員會解釋，蒟蒻雖然是一種安全的食物添加劑，但

由於迷你杯裝蒟蒻果凍的獨特產品設計以及其結實
質地，若食用方法不當，可能增加哽噎風險，尤其
是對兒童和長者而言容易有危險。
「微型杯裝蒟蒻果凍，除了因為質地較硬之外，

它吃的方法亦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因為需要擠出
來或者需要按出來，一下的力度是有機會滑到喉嚨
後面，引致窒息的風險。」他說，香港及日本曾經
有人進食迷你杯裝蒟蒻時哽噎死亡。

蒟蒻果凍光滑 易堵塞氣道
食物安全中心科學主任周淑敏補充，蒟蒻果凍光

滑，食用時難以控制方向、位置及時間，容易沿舌
頭滑到口腔後部，或不經咀嚼下滑到喉嚨而堵塞氣

道。
她表示，特區政府已就修例建議諮詢立法會相關

委員會、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及業界。去年12月至
今年1月所進行市場調查，發現112個樣本中有8%
即9個樣本因為不符合新規定會被禁售，但有關產
品可以透過調整包裝尺寸以符合新規定，另外超過
一半產品包裝已有警示，相信新規例對業界造成影
響輕微。
特區政府已一直透過不同渠道推廣預防食物哽

噎的健康教育信息，包括避免直接吸食迷你杯裝
蒟蒻果凍。食安中心早前已聯同教育局向學校發
信，建議學校的小賣部以及食堂等停止出售相關迷
你杯裝蒟蒻果凍，大部分學校回覆表示已沒有提

供。
食安中心會繼續加強預防哽噎的健康教育，包括

舉辦講座及在社交媒體發布相關資訊，亦將會安排
與業界進行技術會議，以及發出使用指引，方便業
界理解和遵守新的要求。
對於禁售蒟蒻果凍的標準定於45毫米這條界線，
張勇仁表示，是參考了澳洲及馬來西亞的做法，而
小杯裝、小開口包裝或較大尺寸的蒟蒻果凍，哽噎
風險則比較低。
對修訂規例完成先訂立後審議程序後約6個月才
實施，張勇仁表示在諮詢業界時，留意到他們需要
更改包裝標示，同時需要時間清理貨尾，故認為大
概半年的時間合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立法會交
通事務委員會討論網約車規管框架，多位
議員關注到網約車收費問題，擔憂會出現
惡性競爭，有議員提議設收費下限。特區
政府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回應表示，
政府傾向由市場主導，但會保留權力，一
旦市場出現失衡情況，會作出規管。她並
表示正考慮為網約車設定識別方法，目標
是今年第三季向立法會提交主體法例修
訂。
陳美寶在會上表示，網約車在全球各
地包括香港已非常普遍，特區政府以破
局的決心邁出重要一步，希望解決逾11
年的網約車規管爭議，而規管框架會以
市民利益為首要考慮，目標是讓市民出
行更安全並有更多選擇，同時提供更優
質的點對點交通服務，而司機亦是點對
點服務的重要持份者，故框架也兼顧司
機的生計，促進整個行業健康、平穩和
有序發展。
多名議員關注網約車收費。航運交通界

議員易志明指的士須按法定收費水平收
費，惟市面上有網約車平台以低價搶
客，對的士業界不公道，建議就網約車
收費設定下限。選委界議員尚海龍亦詢
問收費有哪些準則，會有多大的上限空
間或下限定價。

傾向由巿場主導
陳美寶回應表示，網約車收費傾向由巿
場主導，網約車補足繁忙時段巿民出行
需求，現時定價一般也較的士的收費
高，但政府亦計劃在主體法例中加入保
留權力的條款，倘巿場失衡，會作出規
管，處理車費水平影響行業健康發展等
極端情況。
多名議員又關注網約車及的士的規管存

在差異，包括的士車隊要求車齡不多於3
年，網約車卻以7年為限。陳美寶解釋是
因為現時私家車需要7年驗車，故以此作
分水嶺。

不希望改變行業生態
她重申，不希望改變現時行業生態，首

階段是要設立框架，若執着太多細節，就
難踏出改變的第一步，過去太多時候的爭
議都圍繞數量等仔細的安排，可能會拖延
規管的進度。
選委界議員陳沛良提到規管框架限車不
限人，擔心有車主為車輛申領網約車牌照
後不提供服務，佔用限額，建議設退場機
制，若有網約車服務時數不足，就要讓出
牌照供他人申請。民建聯議員劉國勳認
為，假設規限只有1萬輛網約車但有5萬
名司機，擔心會衍生租車服務。
陳美寶回應表示，目前大部分網約車服
務，都是私家車車主在車輛閒置時提供服
務，政府規管的同時亦要小心平衡，以免
過度改變原有生態，但強調會小心籌劃，
以免令網約車服務發展，與作為輔助性質
及共享經濟的原則有偏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茗）香港醫管局積極透過引
入非本地培訓醫生，以紓緩本地公營醫療系統人手壓
力，新界西醫院聯網並於去年推出「夥伴計劃」，透過
醫生通訊群組及定期舉辦聯誼活動等，讓非本地培訓醫
生能更快適應在港生活與工作，以及增強歸屬感。有新
入職的非本地培訓醫生表示，計劃能協助他盡快適應香
港環境，全心投入新崗位工作。

安排現職人員作「夥伴」支援工作生活
醫管局新界西醫院聯網顧問醫生（麻醉科及手術室

服務部）、「夥伴計劃」策劃人吳鋒奇日前向傳媒表
示，現時共有44名非本地培訓醫生於新界西醫院聯網
服務。聯網於去年成立了一個匯聚醫生、護士、專職醫
療成員的團隊並推出「夥伴計劃」。人力資源部會在收
到非本地培訓醫生的聘書後，邀請他們自願參與計劃。
團隊會根據醫生的國籍、語言、家庭情況等背景，為
其配備一至兩名現職人員作為其「夥伴」，在對方到
港前進行簡單交流，向他提供包括住屋、子女升學、
開設銀行戶口等生活或工作上的支援，協助其適應香
港生活。
吳鋒奇本身是一名非本地培訓醫生，他在2021年出
於對家人的牽掛，決定放棄英國的工作回流香港。儘管
自己屬於「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在新工作文化中仍
有需要適應的地方，「例如英國職場習慣直呼其名，香
港則更注重職稱。」他指夥伴計劃的核心是雙相適應，
讓雙方能在交流中互相理解。
緬甸裔的新界西醫院聯網駐院醫生（麻醉科及手術室

服務部）Moe Thiha SWE在新加坡接受醫學培訓，
2015年一次偶然的訪港經驗，讓他愛上香港飲食與多文
化元性，且因香港於地理上與新加坡較近，便於與家人
聯繫等，終選擇扎根香港。他表示，剛來港工作仍面對
語言等諸多挑戰，幸得同事協助才能解決。如今他作為
計劃的夥伴之一，以過來人身份幫助新來港醫生。

新界西醫院聯網駐院醫生（麻醉科及手術室服務部）
陳壯源擁有17年臨床經驗，現已來港工作5個月。對他
而言，語言及工作環境是最大挑戰，「醫療術語多為英
文，且香港常用縮寫，需要重新學習。」另一方面，同
事在工作中的嚴謹態度與協作精神初期亦為他帶來壓
力。在計劃協助下，他約花了兩個月時間已可適應，如
今更成為了其他新醫生的「夥伴」。

陌生環境未能及時適應 要給予鼓勵
吳鋒奇指出，資歷較深的非本地培訓醫生更關注子女升

學問題，較年輕者則注重生活的方便。他強調，非本地培
訓醫生自身十分優秀，只是在陌生環境中未能及時適應，
需要給予他們多一點鼓勵。夥伴計劃現時有28名「夥
伴」，包括17名醫生，當中7位為非本地培訓醫生。計劃
設立至今，有27位非本地醫生參與計劃，反應良好。
截至上月30日，共有321名非本地培訓醫生在醫管局

工作或進行交流，當中245名醫生於醫管局工作，主要
來自英國（54%），亦有15%來自內地。此外，有15名
醫生名列香港醫務委員會專科醫生名冊，涵蓋麻醉科、
急症科、腸胃肝臟科等專科。剩下的76名參與交流的
醫生中，58名來自大灣區及上海，另外的18名來自馬
來西亞、菲律賓及英國等地，涵蓋麻醉科、綜合內科、
眼科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特區
政府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昨日表
示，政府正積極與中醫藥業溝通，
預計今年底將會發布首份《中醫藥
發展藍圖》，並將進一步投放資源
及推行多項政策措施，以及加強與
內地和國際的交流合作，積極推動
香港的中醫藥現代化、國際化。
盧寵茂昨日出席「『一帶一路』
中醫藥發展聯盟校長論壇2025」 ，
與來自內地及一帶一路國家的領導
和專家，一起探討中醫藥現代化發
展和合作機遇，並見證「『一帶一
路』傳統醫藥創新研究國際聯合實驗室」的揭牌儀式。
他在論壇上致辭時表示，香港兩大中醫藥旗艦機構，

即香港首間中醫醫院及政府中藥檢測中心永久大樓，將
於年底投入服務，以實施中醫藥教育及培訓工作， 並
展開各種科研工作，促進本港中醫藥業界與世界展開國
際交流，故今年是香港中醫藥發展「充滿盛事的重要之
年」。
今年底，特區政府將承辦「第七屆粵港澳大灣區中醫
藥傳承創新發展大會」，盧寵茂鼓勵更多業界在商業層
面上應用中醫藥科技，將香港發展成為「中藥檢測品質

控制國際中心」。香港首份《中醫藥發展藍圖》亦預計
會在今年底公布，特區政府正積極與中醫藥界溝通，共
同勾畫未來香港中醫藥的發展路向和規劃。
他強調，特區政府將會進一步投放資源，推動中醫藥

現代化和國際化，加強與內地和國際的交流合作，並與
海內外醫藥研發機構透過去年底開幕的粵港澳大灣區國
際臨床試驗所，開展符合國家與國際標準的多中心跨境臨
床試驗，借助香港醫療專業和科研優勢，加速成果轉化，
將香港發展成為「中藥檢測品質控制國際中心」，成為中
醫藥邁向國際的「橋頭堡」，並助力中藥走向國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參考
近年中環、灣仔和觀塘海濱活動空間的安
排，建議以短期租約形式，公開招標批出啟
德車場廣場中心位置的「啟德 1F3 商業用
地」，作為商店、零售、餐飲和娛樂等商業
用途，並附設休憩空間以供舉辦活動，冀為
市民及遊客帶來耳目一新及多元化的活動和
體驗，令社區增添活力和新意。
發展局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向九龍城區議會
提交文件，於下周四（24日）的區議會大會
上討論。文件指出，上述用地長遠規劃意向
是用作商業用途，為車站廣場範圍最後一幅
待發展的用地 。現時部分1F3用地已用作港
鐵啟德站的附屬設施，包括地面D出口的行
人通道，餘下暫時空置部分面積約4,810平方
米。
發展局參考近年多個海濱活動空間的成功
例子及啟德發展區內相關不同持份者的意
見，冀透過私人市場經驗、創意和效率，
為用地推展快見成效的方案，因應市場需要
引入靈活性及可持續發展的用途。同時，希

望引入地方營造元素，為市民及遊客帶來多
元化活動和體驗，並與周邊商業發展和啟
德體育園等帶來協同效應，配合九龍東作
為香港第二個核心商業區的多元發展作出
貢獻。
批出用地的短期租約容許作商店、零售、
餐飲和娛樂等用途，以及設休憩空間舉辦活
動，允許用地以最多0.5地積比率興建建築
物，即約2,400平方米總樓面面積，高度限制
約不超過兩層。營運者須自資負責平整用
地、設施的設計及興建、鋪設水電和公共排
水或排污系統等安裝及接駁，並取得所需的
營業及活動牌照和許可證，以及通過各項法
定審批程序。此外，須負責場地及設施的營
運開支包括維修及保養。
文件指，會根據投標者技術建議書的建議
進行評審，評審準則包括業務計劃和策略、
承諾每年舉辦活動的種類、形式和免費活動
的數量、舉辦活動及管理場地經驗、創新建
議等，預計今年第四季招標，選出最合適的
營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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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車站廣場商用地招標 擬作零售餐飲用途

《中醫藥發展藍圖》年底公布 推動中醫藥現代化

新界西醫院聯網推「夥伴計劃」助外援醫生適應港生活

●盧寵茂表示，預計於年底發布《中醫藥發展藍圖》。圖為「『一帶一路』
中醫藥發展聯盟校長論壇2025」賓主合照。

● 左 起 ：
Moe Thiha
SWE、 吳
鋒奇、陳壯
源。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張茗 攝

●有議員建議網約車設收費下限。
資料圖片

▲特區政府將於明年4月1日禁售
小於45毫米的迷你杯裝蒟蒻果凍。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周淑敏（左一）及張勇仁
（左二）昨日講解規管蒟蒻
果凍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