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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六宗罪漫畫」，消委會網站
http://www5.consumer.org.hk/unfair_trade_practices/
?page_id=118&lang=hk

2.《海關執行新修訂＜商品說明條例＞打擊不良營商手法》，
《新聞公報》，2013-08-15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308/15/P201308150413.htm
3.《商品新例「滿月」 奸商鑽法律罅》，香港《文匯報》，2013-08-20

http://paper.wenweipo.com/2013/08/20/YO1308200002.htm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1. 參考資料一，指出港人服用保健食品的原因。

2. 有人認為「條例敦促業界自律，有助行業發展」；也
有意見指出「條例存在不少灰色地帶，窒礙行業生

存」。你同意何者的觀點？參考資料二及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3. 參考資料三及資料四，假如
你的朋友正選擇保健食品，
試向他建議3個方法以助作出
正確決定。

主題1：生活素質
探討主題：香港維持或改善居民的生活素質的發展方向如何？
• 香港居民對不同層面的生活素質的優次有甚麼不同看法？
• 不同人士或機構能為維持或改善生活素質作出甚麼貢獻？有甚麼

障礙？在沒有清除障礙的情況下，哪些群體最受影響？

主題1：對公共衛生的理解
探討主題：人們對疾病和公共衛生的理解如何受不同因素影響？
• 人們對健康的理解怎樣受經濟、社會等因素影響？
• 處於不同文化下，健康資訊、社會期望及個人信念和價值觀，如

何影響人們對公共衛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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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跨「香港」「衛生」 宜多角度思考
通識科考試經常選用

一些跨單元的時事材料
設題，以評估考生能否
運用多角度來探究議
題，故溫習時需特別考

慮議題的多元化，並從不同範疇分
析。以新修訂《商品說明條例》為
例，這個議題一般會放在單元二「今
日香港」，用作分析港人的生活素質。
但從單元五「公共衛生」的角度來
看，新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亦可
用作分析港人的健康意識。

奸商走法律罅 問題食品屢現

近年，港人的健康意識日漸提高，
保健食品大行其道，但當中某些產品
因沒有藥物成分，不受醫藥法例監

管，而個別商人以不良手法出售亦屢
見不鮮，故難以保障市民的消費權
益。由於市民缺乏足夠資訊及知識，
往往只能依靠其聲稱的成分、功效購
買保健食品，若產品名不副實，除蒙
受金錢損失外，甚至可能危害健康。
新條例禁止商戶以任何形式、途徑在
營商過程中，對貨品作出虛假說明，
或提供具誤導性、不完整及錯誤的資
料，即由各項聲稱、產品認證、價格
計算、付款方式到廣告宣傳、銷售行
為都納入規管範圍，阻遏商戶利用法
例漏洞，損害消費者利益。

健康意識升 更關注品質

另外，隨㠥港人健康意識的提升，
對食物品質的關注也增加。本港多次

出現問題食品，如不含牛肉的「牛
丸」、以化學成分製成的「假花膠」
等，無疑引起市民對食物安全的憂
慮。但過往未有法例規管食物的名
稱，只會由食物安全中心負責巡查市
面食品，定期化驗食物成分是否與營
養標籤相符。新條例生效後，所有就
產品作出的說明事項包括標價、名稱
及製造地點等，都受法例監管，能增
加食品成分的透明度，保障市民健
康。
由此可見，同學溫習新聞議題時，

應嘗試找出溫習材料與各個單元的關
聯，讓自己習慣作出多角度思考，以
應付跨單元試題。
■馬燕雯　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中

文大學中文系二年級生

隨㠥港人對健康的日益重視，近年保健食品市場迅速冒

起。根據政府統計顯示，本港約有1,291,600名15歲及以上人

士在過往1年內曾服用健康產品，佔整體年齡群體的22.8%，

有機構估計所涉及的總營業額高達100億港元。這股「保健旋

風」到底如何形成？今年7月生效的新修訂《商品說明條例》

對這股「旋風」有何影響？港人對健康的理解又有何轉變？下文將作詳細探討。

■李浩彰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通識科教師

■市面不少產品都會邀

請明星作為代言人，吸

引市民選購。 資料圖片

隨㠥新媒體的興起，近年廣告

銷售手法五花八門。自去年6月

起，本港擴大《不良醫藥廣告條

例》的禁制範圍，把6組口服健康

產品（包括降血壓、降膽固醇等）

納入監管，但始終未能將全部產

品劃一規範，如在市面種類繁多

的減肥、排毒等產品都未包括在

內。消委會僅在去年已接獲逾

27,000宗有關不良銷售手法的投

訴。為監察銷售手法，新修訂的

《商品說明條例》今年7月生效，

規管範圍由商品擴展至服務行

業，監管6種不良營商手法，分別

是「就貨品及服務作出虛假商品

說明」、「誤導性遺漏」、「具威

嚇性的營業行為」、「誘餌式廣告

宣傳」、「先誘後轉銷售行為」以

及「不當接受付款」。另外，如商

品代言人作出宣傳時，需要證明

服用或使用相關產品而達到的宣

稱效果。若任何人士觸犯新修訂

條例，一經定罪，最高刑罰為監

禁5年和罰款50萬港元。

1. 題目拆解：題目要求是「指出原
因」，故考生在資料一中找到港人服用
保健食品的特點外，更要從社會狀況等
引申原因。
．生活節奏急速：生活忙碌令港人食無
定時、睡眠不足，處於「亞健康」狀
況，故大部分（80.8%）服用保健食
品是為「增強身體功能」。

．保健意識提高：港人生活水平提升，
除應付日常生活開支外，亦有餘錢購
買保健食品以提升生活素質，故資料
反映教育程度較高人士及住戶每月入
息較高人士的相關比率較高。

2.題目拆解：題目陳述正反觀點，要求
考生比較後再作出判斷。故陳述自身觀
點後，亦宜反駁對方說法，以示思路全
面。而考慮自身觀點時，可從「長期/
短期」、「個別/整體」、「目的/手段」
等角度分析。
贊成觀點

．增加消費者信心，有助拓展商機；

．敦促業界自律，提升產品素質，務求
「貨真價實」，杜絕少數害群之馬；

．灰色地帶只是短期存在，長遠有助建
立良好商譽，以及吸納遊客，打響
「購物天堂」美譽。

反對觀點

．灰色地帶眾多，業界容易觸犯法例；
．廣告宣傳步步驚心，影響產品宣傳。
3.題目拆解：考生作答前宜善用資料，
如資料三是從反面呈現濫服保健物的後
果，而資料四則列出常見誤導手法。考
生可針對有關弊端提出改善方法，對症
下藥，並指出成效及作用。
．鑑於服用保健食品或與其他藥品產生
相互作用，更有可能危害健康，故宜
徵詢專業醫護人士的意見；

．仔細了解產品功效，並對相關專有名
詞先作理解，是否
切合自身需要；

．不要盲目迷信廣告
的調查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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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一：政府統計

根據政府的統計調查結果，港人服
用保健食品的特點如下：
．約1,291,600名15歲及以上人士在統計前12個月內曾

服用保健產品，佔全港15歲及以上人士的22.8%；

．中年人士及女性有較高比率曾在統計前12個月內服

用保健產品。教育程度較高人士及住戶每月入息較

高人士的相應比率亦較高；

．在該1,291,600名曾服用保健產品的人士中，大部分

（80.8%）為了「增強身體功能」，其次是「預防疾病」

（26.1%）及「醫治疾病」（10.1%）。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資料二：市民看法

市民甲： 新修訂《商品說明條例》欠缺明確指引。不
少業界人士認為，海關只是介紹法例條文，沒有具體例
子及清晰標準說明，如不了解「就貨品及服務作出虛假
商品說明」的具體內容，擔心誤墮法網。不少商戶更抽
起廣告，以免誤中地雷。
市民乙： 在過往保健食品廣告中，不時見到「一次見
效」、「療效顯著」之類宣傳字眼，新條例生效後，這
些字眼便不能再胡亂使用，因為如非屬實，便有可能觸
犯新修訂法例。新例對行業的害群之馬，可起阻嚇作
用，亦能加強對消費者的保障，促進行業可健康發展。

資料三：長期病患者調查

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於2011年7月至9月，訪問815名
長期病患者，了解他們服用保健食品的情況。結果發現，
近六成長期病患者並無諮詢醫護人員意見，自行服用保健
食品。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藥物教育資源中心副總監林寶
如指出，亂吃保健食品，隨時與自己正服用的藥物產生相
互作用，如正服用薄血藥或抗血小板藥，但另服用可增加
出血風險的魚油，恐怕加重藥物效果，一旦流血，血液便
難以凝固。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手法 說明
代言人 商戶為求增加說服力，爭相邀請城中名人擔任產

品代言人，聲稱代言人在使用產品後得到一定成

效，然而往往未經論證。

濫訴專業 部分廣告利用「專業意見」作招徠，但部分「專

業人士」只屬演員，在廣告中僅扮演角色，未必

深入了解有關產品的功效。另外，部分廣告以生

僻的專有名詞作招徠，但只是普通的營養物，如

「胺基酸」其實只是蛋白質的化學名稱。

數據取巧 部分保健食品在運用數據時，未能說明數據所

指，又或含糊其詞，混淆視聽。早年市面推出不

少靈芝孢子的保健食品，大部分均以「全破

壁」、「99.9%破壁」或「雙倍全破壁」作為賣

點。但消委會的測試發現，16款聲稱具上述特點

的靈芝孢子產品，其實只有一半的破壁率達九成

以上，有一個樣本的破壁率更低至百分之五。

■資料來源：綜合各大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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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閱讀以下有關保健食品的資

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四：涉誤導性銷售手法舉例

■香港近年吹起

「保健旋風」，市民喜

愛購買不同保健食

品，以期增強健康。

資料圖片

■香港雖然貴為「購物天堂」，

但常被旅客投訴遭受不良推銷

手法。 資料圖片

參考
答案
參考
答案
參考
答案

商品新例
出爐

消費權益消費權益消費權益消費權益消費權益消費權益消費權益消費權益消費權益消費權益消費權益消費權益消費權益消費權益消費權益消費權益消費權益

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Health Food）在國際並無規範定義。類似產品有不同名

稱，如膳食補充品、營養補充劑、處方食品、功能食品及天然健康食
品等。事實上，保健食品一直受到《藥劑業及毒藥條例》、《中醫藥條例》、《公眾衛生
及市政條例》等條例監管。而《商品說明條例》（第三百六十二章）亦禁止在宣傳品中，
作出有關製造方法、成分、測試結果、用途的適用性等虛假商品說明，但有關保健食品
的投訴仍不斷增加。根據消費者委員會分析，有關投訴主要涉及以下方面：食品素質、
推銷手法、功效與廣告聲稱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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