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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賣活雞 續進活禽
顧問報告倡維持活禽業現狀 指「世界級」防疫有效遏禽流

分隔增成本 業界倡津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懿鴻）近年禽流感先後在多個國家及地區爆

發，基於控制禽流感的風險及保障公眾健康的考慮，特區政府早年邀請顧

問進行研究。有關研究報告昨日出爐，指香港現在所採取的整體防疫措施

可謂世界上數一數二，加上市民普遍偏好食用活雞，認為香港可維持活家

禽業現狀，即保留零售銷售活家禽，亦毋須禁止內地活家禽進口。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指出，將就有關報告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收集

各方意見後，方就本港活家禽業的未來作最終決定。

報告結論及建議
結論
■保留在零售層面銷售活家禽

■毋須禁止內地活家禽進口

■受空間限制、技術或商業原因，農場屠宰
或中央屠宰方案被評估為不可行

建議
■在本地養雞場引入額外疫苗的可行性

■將現時每月進行的病毒學測試，增加至銷
售前為每個可售家禽批次進行聚合酶連鎖
反應測試

■在活家禽零售點提供分隔設施以加強分隔

■把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遷往人口較少
的郊區

■縮短批發市場內雜禽存留的最長日數

資料來源：香港活家禽業的未來路向研究
製表：徐懿鴻

香港歷年人類感染禽疫個案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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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去年底

資料來源：香港活家禽業的未來路向研究 製表：徐懿鴻

事件

香港確診第一宗人類感染H5N1病毒個案，病人為一名3歲
男童。該年共有18宗人類感染H5N1個案，當中6人死亡

確診兩宗外地傳入人類感染H5N1病毒個案。病人為一對
曾到訪福建的父子，相信他們在福建時曾接觸活家禽

該年11月確診一宗外地傳入人類感染H5N1病毒個案。病
人在確診感染前曾到訪內地

該年6月確診一宗外地傳入人類感染H5N1病毒個案。病人
與父母同住廣東省

該年12月發現第一宗外地傳入人類感染H7N9病毒個案。
病人於到訪深圳時曾屠宰及烹調活雞

香港共確診18宗外地傳入人類感染H7N9病毒的個案

1997年，香港發現全球首
宗人類感染H5N1甲型禽流

感病毒個案，半年間感染人數增至18人，當
中6人死亡。其後政府果斷下令撲殺全港共
130萬隻活家禽，之後就再沒有感染個案。
事件亦觸發政府實行一系列的預防及控制禽
流感的措施，以及加強市民的個人衛生意
識。至今，本港再沒有出現本地人類感染禽
流感個案。
1997年5月，本港一名3歲男童因感染禽流
感身亡，成為全球首宗人類感染H5N1甲型禽
流感病毒個案，政府其後邀請美國疾控中心
專家進行調查，專家建議緊密監察。相隔數
月，至11月初，本港出現第二名人類感染
H5N1禽流感個案，同時在本地家禽農場發現
多宗H5N1禽流感個案，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
市場的家禽亦對禽流感測試呈陽性反應，甚

至活家禽零售點亦發現H5病毒。
由1997年5月至12月期間，本港先後共出

現18宗人類感染H5N1個案，當中6人死亡。
當時市民聞雞色變。時任衛生署署長陳馮富
珍為安撫市民大眾，更發表「我日日都食
雞」言論。

果斷撲殺130萬家禽阻蔓延
至1997年12月28日，政府下令撲殺全港

共130萬隻活家禽，之後本港再沒有人類感
染禽流感個案。衛生部門亦加強市民衛生意
識，教導市民勿接觸禽鳥，注意手部衛生及
徹底煮熟禽鳥。
同時政府參考國際慣例，先後實行一系列

的預防及控制禽流感措施，包括2003年實施
強制性H5疫苗注射計劃、2008年實施禁止活
家禽在零售點存留過夜，及分別於2004年及

2008年推出自願退還牌照或租約計劃。
1997年首次發生禽流感事件之後，本港迄

今再沒有出現本地人類感染禽流感病毒個
案。 ■記者 徐懿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懿鴻）歷時兩
年，決定本港活家禽業前路的研究報告昨
日出爐，認為香港可以維持活家禽業的現
狀。對此，有活家禽從業者對結果感滿
意，惟擔憂若在零售點實行人雞分隔，變
相增加相關從業者成本，建議政府屆時可
提供貸款或津貼方案。漁農界立法會議員
何俊賢對報告表示歡迎，又支持搬遷家禽
批發市場的建議。
「粵皇雞」執行董事鄭展強回覆本報
指，該報告結果中肯，整體感滿意，不過
對其所提出的建議則予以保留。他表示，
本地養雞場及銷售點在政府的監管下，生
物保安等整體防疫措施早年已做得不錯，
有效降低禽流感感染機會，認為報告建議
本地養雞場引入額外疫苗一法未必有效，

「係唔係打咗就100%唔會病？」他又
指，先進國家如日本多個雞場亦驗出高致
病性H5禽流感病毒，反映疫苗防疫一法
未必完全有效，只是治標不治本。
鄭展強續指，自政府立例禁止散養家禽

後，已大為降低家禽從野鳥感染禽流感，
以及避免散養者因家禽數目少而未有注射
疫苗的機會，認為應加強源頭防疫。他又
指，現時大部分養雞場均在新界地區，若
臨時家禽批發市場可搬至鄰近地方，有利
運送雞隻，故搬遷新址具討論空間。
報告提出，因活家禽零售點是市民與活

家禽最主要接觸的地點，故建議改善活家
禽零售點，提供分隔設施以加強分隔。鄭
展強透露，現時已有多個街市實行人雞分
隔措施，政府若有意全面推行，應提出具

體實行建議，以及做好各零售點的配套設
施，「人雞分隔唔係就咁用個板隔開就算
數」，有可能增加有關從業者的成本，建
議政府提供貸款或津貼方案。

何俊賢撐批發遷址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對報告表歡

迎，亦認同保留活雞行業，以及搬遷長沙
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的建議。對於報告建
議選址可為上水虎地坳，他認為，政府應
充分諮詢當區居民及業界意見，避免產生
誤會，又指多數飼養業均處於新界地區，
現時的長沙灣批發市場路途較遠，認為若
日後搬遷，新批發市場的選址應較鄰近飼
養業，雖然零售點可能需到較遠地方取
雞，不過相信對消費者影響不大。

特區政府昨日公佈有關香港活家禽業未
來路向顧問研究的結果及建議。顧問

經研究後指出，香港目前採取的整體禽流感
措施在世界上可算最為全面及嚴格之一。自
1997年後，香港亦沒有再出現本地人類感
染H5或H7禽流感病毒個案，顯示有關措
施能有效預防人類感染禽流感。
顧問曾電話訪問了1,000名市民，發現近
半數受訪市民偏好食用活雞，以及若不能在
香港購買到活雞，會感到「不滿意」或「非
常不滿意」。對於中央屠宰場一法，顧問亦
指出受空間限制、技術或商業原因，農場屠
宰或中央屠宰方案均被評估為不可行。
顧問報告又指，雖然公共衛生及動物衛
生方面的專家持不同意見，但本地活家禽業
經營者都普遍支持維持現狀，以保持本地的
食用文化和減低對業界的影響。

倡加強人雞分隔遷批發
綜合各持份者的意見及研究本港的禽流
感防控措施後，顧問報告認為香港可以維
持活家禽業的現狀，即保留在零售層面銷
售活家禽及毋須禁止內地活家禽進口。同
時亦提出多項改善供應鏈的生物安全及防
控措施的建議，包括探討額外接種H7N9
禽流感疫苗的可行性、加強本地雞隻銷售
前的禽流感測試、搬遷家禽批發市場及加
強人雞分隔等。
食衛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出席一公開活動
時，回應指香港一直面對禽流感病毒的威
脅，韓國、日本等國以至台灣地區近年亦分
別爆出高致病性H5的病例，內地多個省份

近幾年亦各錄得H7N9的病例，毗鄰的香港
亦錄得多宗外地引入病例。
他指出，該顧問報告發現市民普遍支持
銷售活家禽，而本港自1997年爆發禽流感
疫情至今，均未再出現本地人類感染禽流感
病毒的個案，認同現時的監控措施有效，故
認為香港可維持活家禽業的現狀。

高永文：公眾諮詢定路向
高永文續說，報告在監察、養殖及零售
等多個層面提出了多項改善建議，接下來會
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仔細考慮公眾
諮詢期內各持份者對顧問建議提出的意見
後，再就本港活家禽業的未來路向作出最終
決定。
對於報告建議搬遷現時位於長沙灣的臨

時家禽批發市場，以減低公眾接觸病毒的潛
在風險，高永文指出，該建議仍處於早期規
劃階段，會再諮詢有關地區的區議會和居
民，坦言實行存在一定難度，需視乎該區市
民的接受及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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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報告指，香港現時的防疫措施嚴格全面，加上市民普遍偏好食用活雞，認
為本港可保留活家禽零售，亦無須禁止內地活家禽進口。 資料圖片

■高永文表
示，將就顧
問報告展開
為期兩個月
的 公 眾 諮
詢。
資料圖片

■本港曾於1997年出現零星H5N1禽流感感染
個案，政府為此撲殺130萬隻家禽。 資料圖片

樓價持續上升，新盤開價更癲。本港一房戶步入
千萬元時代，繼荃灣有樓盤400多呎一房戶賣過千
萬後，昨日北角有新盤公佈價單，400多呎的一房
戶入場費同樣過千萬。本港樓價高居不下，即使政
府一再「加辣」，努力增加供應，仍然無阻樓價升
勢。面對樓價與市民負擔能力脫節的情況越來越嚴
重，政府協助市民置業安居的新思維更應加快落
實，推出更多市民可負擔的資助房屋，幫助港人解
決居住問題。而目前仍有意置業者，必須小心評估
風險，切勿盲目跟風入市。

近期本港多項指標均顯示樓價屢創新高。差餉物
業估價署資料顯示，2月份全港私人住宅樓價指數
升至312.8，按月升1.1%，連升11個月；另外，
反映本港私人住宅物業價格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最新數據報150.89點，連升8周，累升
3.43%，反映樓價持續上升。樓價高處未算高，與
本港市民的實際購買力脫節越來越嚴重。

金管局日前發表的半年報告指出，市民的置業負
擔能力依然偏緊，樓價與收入比率於去年第四季上
升至15.9，高於1997年的高峰值14.6，收入槓桿
比率亦攀升至72%，遠高於約50%的長期平均
值。近期樓價升幅集中在中小型單位，面積400呎
以下的細單位樓價急升逾5成，市區的新盤一房戶
價格過千萬雖令人咋舌，其實亦是意料中事。樓價
急升，不僅普通市民難以負擔，就連不少月入10
萬左右的中產亦只能望樓興嘆。

樓價是全港市民最關心的問題，本屆政府亦一直
致力增加土地供應，推出多輪樓巿辣招，壓抑住宅

投資需求。但面對全球低息環境持續，加息效應不
明顯，熱錢不斷湧入，本港樓價有升無跌，政府有
必要因應經濟大環境和本港樓市的走勢，推出更對
症下藥的樓市對策。

私人市場樓價狂飆，市民負擔能力日益下降，更
凸顯政府協助市民置業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候任特
首林鄭月娥在競選時表示，現時樓價下巿民置業機
會微，政府不能坐視不理。她的競選政綱提出以置
業為主導的房屋政策，重燃港人置業希望。的確，
普羅市民包括中產家庭、年輕人在私人市場置業的
可能越來越低，政府有必要推出更多可供出售的資
助性房屋。林鄭月娥提出重建置業階梯，包括推出
「港人首置上車盤」、增加「綠置居」供應等，解
決置業難的問題。

當然，要增加可供出售的資助性房屋，前提是增
加土地供應。林鄭月娥近日亦強調，上任後將成立
專責小組檢視土地供應，包括維港以外填海、新界
棕地、地產商土地儲備、市區重建、郊野公園邊陲
等，希望社會各界大力支持林鄭，共同合作開發土
地，加快落實重建置業階梯的計劃，加快有能力置
業的巿民向上流動。

樓價上升預期催化下，目前巿場形成「恐慌入
巿」的情緒，不少人基於「遲買會貴」心態跟風入
市。樓市與經濟周期一樣，物極必反，不可能長升
長有。美國已經進入加息周期，本港隨美國加息是
遲早問題，若再遇上經濟逆轉，本港樓價正值高
峰，下調的幅度將會很大。沒人能預測樓市後市如
何走，但現時必須謹慎入市，做好風險管理。

加快落實新樓策 助市民置業安居
政府公佈顧問研究報告指，基於禽流感風險程

度降低，而市民期待保留食活雞習慣，加上業界
期望等因素，本港可在進一步加強防控措施的同
時，維持在零售層面銷售活家禽的現狀，也毋須
禁止內地活家禽進口。政府就此開展為期兩個月
的公眾諮詢，以廣泛收集市民意見。這是一個多
元複雜的問題，既涉及維持市民生活習慣和相關
產業的商業模式，又關係到保障公共衛生安全，
的確需要聽取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充分考慮各方
面的建議以及理據，力求取得最大公約數。因
此，期待相關各方積極參與公眾諮詢，為政府
決策提供進一步意見和理據。不管最後的方案
如何，進一步加強對禽流感的防控，確保公共
衛生安全，保障廣大市民健康，必須是最優先
考慮。

從1997年香港首次爆發禽流感事件以來，再
無出現過本地人類感染禽流感病毒的個案，大規
模爆發禽流感的風險程度有所減低。不過，由於
周邊地區不時爆發禽流感，外地傳入個案時有發
生，停止從內地進口活家禽的短期措施也不時推
行，令到政府不得不全盤研究解決禽流感問題的
方式。之前政府曾經提出取消活家禽業，在新界
地區建立中央屠宰的方案。但是，由於涉及到廣
大市民生活習慣以及活家禽行業的切身利益等複
雜因素，始終未能達成共識。昨日，政府公佈的
顧問研究報告，建議繼續保留活家禽業，同時，
要進一步加強防控，既能讓市民食到活雞，也能
避免爆發禽流感事件。這個建議提出的理由有三

點：在政府的防控措施之下，近20年香港都沒
有爆發本地居民感染禽流感的個案，禽流感大規
模爆發的風險程度有所下降；近半數受訪市民依
然偏好食活雞，顯示不少市民希望保留獨特的飲
食文化；由於空間限制、技術或商業等原因，中
央屠宰方案被評估為不可行。

客觀而言，顧問報告提出的理據比較充分，所
提出的建議也有值得考慮之處。不過，這是一個
牽涉到多方面因素的複雜問題，各有各的想法，
難以用「是或不是」的兩元選項來簡單概括，要
社會各界完全達成一致，應該比較困難。政府必
須在廣泛聽取各有關方面意見和理據的基礎上，
進行全面分析、綜合考慮，平衡各有關方面的利
益，以此制定出最後的政策方向，希望既能符合
民意取態，又能確保公共衛生安全。例如，如果
要把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遷往人口較少的郊
區，理論上是很好的，但實際做起來的難度也是
相當大的，需要政府和社會齊心協力，達成更多
的共識，才有可能做到。

無論如何，確保廣大市民的健康，應是最優先
考慮的因素。因此，顧問報告中提出的進一步加
強對禽流感病毒的防控，包括為本地雞場引進額
外疫苗、加強對入口及本地家禽的檢測等等具體
措施，政府應予採納並及時落實。廣大市民也應
積極參與公眾諮詢，為下一步政府採取更為積極
有效的政策提供具體的建議和理據，讓香港社會
在最大限度減低禽流感風險的前提下，繼續保持
食活雞這個傳統獨特的飲食文化。

要食活雞 更要防禽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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