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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日 香 港 + 公 共 衛 生 -
高鹽飲食容易增加患上慢性病的風險，包括肥胖、高血壓、心血管疾

病、中風等。香港不少人都喜歡打邊爐、燒烤，不少上班族及學生都習慣

以零食提神，如餅乾、薯片、朱古力等，這些飲食活動都有可能令身體不

知不覺間吸收過多鹽糖；長期攝入過量的鹽糖容易對身體帶來負面影響，

故此政府成立「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下稱「委員會」），目的旨

在向市民發放正確健康資訊。

■李文靖 青松侯寶垣中學通識科副科主任

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

港配合世衛目標 10年減30% 延
伸
閱
讀

尖 子 必 殺 技

通識科的學習，常常要求學生多看時
事，除了熱門的新聞事件外，同學亦可留
意一些較為生活化的議題。比如談起單元
五「公共衛生」，一般都會想到傳染病、
食物安全等重點字詞，其實大至公共醫療
體制，小至每日都會進食的調味料—鹽
和糖，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議題。
在2015年 3月，世界衛生組織發出指
引，建議成人每天不應攝取多於1茶匙鹽
和6茶匙糖，並商定於未來10年之內，將
全球人口的鹽攝取量減少30%。有鑒及

此，香港政府相繼成立了「降低食物中鹽
和糖國際諮詢委員會」及「降低食物中鹽
和糖委員會」，以推廣少鹽少糖的健康飲
食，但上述委員會在過往兩年只是以非立
法或非強制形式推進工作，着重加強公眾
教育，並無推動實質的立法改革。

幼童鈉超標 碟頭飯勁鹹
現時市民的鹽攝取量仍然偏高，就以最

近發表的兩項研究為例，中文大學追蹤
300名2歲半至5歲本港幼童的飲食狀况，

發現他們平均每日的鈉質攝取量超出中國
營養學會指引一倍以上。
根據消費者委員會和食物安全中心另一

項調查顯示，10種本地食肆常見碟頭粉麵
飯和8款預先包裝粉麵飯的鈉含量均超出
世衛的標準，情況嚴重。

美規定菜式列含量 英徵糖稅
那麼，政府該如何減少市民從膳食中攝

取鹽和糖呢？各國有不同的做法。美國政
府規定預先包裝食品須在營養標籤上標示

「添加糖」的含量，而紐約市早於2008年
開始，要求全國所有超過20家分店的連鎖
食肆，在餐牌上列明菜式的鹽糖分量。
英國政府宣佈將於明年向飲料製造商徵

收糖稅，希望藉此降低各類飲品的含糖
量。
學習通識，並不是單單透過課本就能掌

握所有的知識，而是與我們的生活和社會
息息相關，同學應跳脫出教科書的框架，
把自己日常生活的經驗，連繫所學。

■馬燕雯 通識科5**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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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減鹽糖 菜式列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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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B
陳小姐：我是一名糖尿病患者，日常飲食都要加以留心。由於
工作忙碌，大部分的晚餐都會以外賣解決，因此會出現吸入過多
糖分的情況，如果政府立法規管連鎖食肆列明菜式的鹽和糖含
量，對我的病情有正面幫助。

張老闆：如果政府立法規管連鎖食肆列明菜式的鹽和糖含量，
對我的生意有一定的影響！不少的產品可能因為鹽糖含量偏高而
導致市民不購買，需要調節成分才可出售，增加的成本只會轉嫁
到消費者身上，最後也只會影響我們的生意吧。

李先生：作為普通消費者，我不太支持政府立法規管連鎖食肆
列明菜式的鹽和糖含量，因為外出吃飯都是為了品嚐家中未能烹
調的美食，如果政府加以管制，不少食肆都可能怕生意下跌而被
迫改變烹調手法或分量，我們的選擇自然減少。又不是天天都會
吃外面的食物，哪需要管制這麼麻煩呢！

王醫生：肥胖早已成為全球問題，不少國家都有開徵「肥胖
稅」、「糖稅」或「鹽稅」等，藉以提高「垃圾食品」的售價。
我認為要是政府強制食肆列明食物中鹽和糖含量，將有效減少香
港肥胖問題，連帶的慢性病風險亦得以減少，有助紓緩醫療壓力
和減低政府開支；健康的身體長遠而言對香港的整體發展亦有正
面的幫助。

資料A
委員會成員來自醫學界、飲食業界、食品製造商、教育
界、消費者及傳媒等不同界別，針對港人鹽和糖攝取量過
高的問題，向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提供建議。
鹽和糖攝取量與健康有密切關係，攝取過多鹽分會增加
患高血壓、冠心病及中風的風險，吸取過多糖分則會導致
蛀牙和肥胖，而肥胖人士較易患上慢性疾病。
根據政府統計處數據，本港55歲或以上的人口中，有

34%患有高血壓，在2012年，36.6%的18歲至64歲人士
屬於超重或肥胖。
食物安全中心研究發現，港人飲食偏鹹偏甜，鹽和糖攝
取量均超過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每日平均攝取約9克
鹽，逾三成港人每日平均攝取逾50克糖，主要源自醬
料、湯水、燒味及各種飲品。
委員會發言人指出，港人膳食偏鹹不但造成健康上的影

響，長遠而言會加重政府的醫療開支，對整體的勞動力亦
構成不良影響，不利香港的長遠發展，故此倡議降低食物
的鹽和糖攝取量。
有學者則認為，如果宣傳教育的效果不彰理想，可考慮

立法規管連鎖食肆列明菜式的鹽和糖含量。

模 擬 試 題

生活模式︰
通常指生活態度包括飲食、休息、
運動及工作等生活習慣。

慢性病︰
身體長期處於患病狀態，病者的身

體器官功能會逐漸衰退，如癌症、心臟
病、腦血管病。慢性病通常出現於較富
裕的已發展國家及地區，病因與生活習
慣及模式有關，如吸煙、酗酒、缺乏運
動、吸取過多高脂低纖的膳食等。

概 念 鏈 接

■委員會主席陳智思（中）出席減鹽減糖比賽。 資料圖片

委會靠教育欠阻嚇力
政府於 2015 年 3 月宣佈成立委員
會，委員會主席由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
擔任，副主席為食物安全中心首任專員
麥倩屏醫生，成員包括來自醫護專業團
體、食物業界、相關學術界、傳媒、消
費者及教育界等不同界別的代表。
同時，政府亦繼續委任5名於公共衛

生領域上知名的內地和海外有關專家，
出任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國際諮詢委員會

（前稱降低香港食物中的鈉和糖國際諮
詢委員會）的成員，分享國際間推動減
低食物中鹽和糖含量的成功經驗，以配
合委員會的工作。
然而，有意見認為委員會未具實際

的阻嚇性，除去宣傳教育方法，改用立
法管制的方法較有效達到目的，以立法
規管食物的成分或列明含量，比提供意
見、宣傳更有效改善市民健康。

新 聞 背 景

（a）參考資料，指出及解釋食物
安全中心致力減低香港膳食
中的鹽和糖的兩個原因。

（6分）
（b）政府立法規管連鎖食肆列明菜式的鹽和糖含

量，不同持份者之間可能會發生什麼衝突？參
考資料及就你所知，加以說明。 （8分）

想 一 想

（a）題拆解：
學生需要同時利用兩則資料指出食物安全中心致力減低香港膳食

中的鹽糖的兩個原因。資料A大抵上已能得出兩個原因，如能將資
料B中的不同持份者作例子加以說明就更能豐富答題內容；回應題
目時若能由「個人」推論至「社會」，有層次，分數亦會較理想。
（b）題拆解：
題目屬於持份者衝突，學生需要就議題抽取相關的持份者，並就

不同持份者的立場、價值取向、理據等進行配對；亦需要注意有否
抽取出持份者衝突間的「衝突點」，並具體指出衝突出現後會引發
的後果，如：

題 目 拆 解

長期病患者 支持（個人利益、健康權利）

政府 支持（大眾利益/健康、可行性、長遠發展/發展）

醫生 支持（大眾利益/健康、長遠效益/發展）

食肆/業界 反對（利益/短期效益、可行性）

市民 支持/反對（選擇權利、自由）

（a）根據資料，清晰及詳細說明導致食物安全中心致
力減低香港膳食中的鹽和糖的兩個原因；能充分理解及
恰當地運用有關知識及概念（例如：公共衛生、慢性
病、醫療開支等）；可採用部分下列或其他恰當的要
點，例如：
1. 改善公共衛生／保護市民健康：日常飲食已到達超

標水平，增加患上慢性病的風險，為了減低市民患慢性病
的風險，食安中心致力減低香港膳食中的鈉和糖；
2. 維持香港的整體發展：治療慢性病的費用非常龐
大，對提供公共醫療服務的政府造成沉重的財政負擔，如
果能夠減少患慢性病的市民的數目，即可有效減少政府醫
療開支；而市民的健康身體，才有利推動香港的經濟發
展，維持香港的競爭力。
（b）政府立法規管連鎖食肆列明菜式的鹽和糖含量，

不同持份者之間可能會發生什麼衝突？參考資料及就你所
知加以說明。
能參考資料及個人認知，準確地指出立法規管連鎖食肆

列明菜式的鹽和糖含量時所牽涉的持份者；能清晰地指出
持份者立場，並指出相互間的分歧或衝突；恰宜地運用相
關議題概念，如：權利、經濟效益、社會分歧、個人或整
體的利益；可採用部分下列或其他恰當的要點，如：
權利：市民反對（選擇權利）VS 長期病患者支持（健康

權利）
利益：商人反對（個人利益）VS 醫生支持（大眾利益）
開支：市民反對（增加個人開支）VS 政府支持（減少醫

療開支）
可行性：商人反對（可行性低：事前準備工作煩瑣／改變

餐單）VS 政府支持（可行性高：有相關部門／
有資源處理）

參 考 答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