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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基改食物全面標籤利弊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星期四．通識文憑試摘星攻略星期三．中文星級學堂
．文江學海
．STEM百科啟智

星期五．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文江學海星期二星期一．通識博客（一周時事聚焦、通識把脈）

．通識博客/通識中國
．百搭通識

試想想今天的午餐，餐桌上的食物很
可 能 都 是 基 因 改 造 食 物
（Genetically-modified food）。基因改
造食物是指利用生物科技改造遺傳物質
的食物。例如：黃豆、玉米、小麥、馬
鈴薯、番茄、油菜、木瓜及南瓜等，在
市面均十分常見。
雖然世界衛生組織指，目前市場出售
的基因改造食物已通過風險評估，估計
不會帶來健康風險，但始終非全天然產
品，大眾關注政府監管政策。筆者將介
紹基因改造食物標籤制，並探討其利
弊。

標籤制度未統一
國際間並沒有就基因改造食物的標籤

政策達成一項全球接納的協議。目前約
150個國家或地區推行強制基因改造食品
標籤法。
歐盟、澳洲及新西蘭規定基因改造食

物均要強制標籤；日本丶韓國丶台灣和
內地則指定食品才需標籤。
但不少國家或地區沒有強制要求，只

實行自願性標籤制，包括香港丶美國及
加拿大。
政府在2006年推行《基因改造食物自
願標籤指引》，《指引》建議任何食物
如其個別配料含有百分之五或以上的基
因改造物質，可依照規定的方式在標籤
上註明「基因改造」。但是單靠企業自
覺標籤的成效不彰，大多都沒有自行印
上基因改造食物標籤，損害消費者的知

情權。
雖然基因改造食物大多無害，但異於
天然產品，理應知會消費者，讓消費者
自行選擇是否承受風險。

同產品不同標籤
綠色和平調查發現， 7個購自本地超

市的豆腐樣本，其中一款由台灣進口的
「中華豆腐」樣本，沒有註明含基因改
造成分，但在另一超級市場出售的相同
產品使用了台灣原產地包裝，依照台灣
法例標籤含基因改造成分出現「同一產
品，不同標籤」的情況。
可見，欠缺強制性標籤制有可能造成

混亂，對消費者造成不便。支持自願制
多為食品生產商，其理據多為基因改造

與非基因改造農產品容易混雜，難以分
辨，而且科技未能準確地測出加工食品
中的微量基因改造成分，難以監管。
此外，由於需要額外工作及化驗成

本，有可能推高食物成本。加上目前沒
有證據顯示基因改造食物不安全，因此
必要性不高。
同學應小心留意議題，應把重點放在

自願性標籤，而非單單基因改造食物的
利弊。亦可以留意相關概念，例如單元
二公眾知情權丶單元五的公共衛生丶健
康，以及單元六的基因改造科技及可持
續發展。

■任朗騫通識科5*尖子、
香港大學法律系一年級生

1.《消委促推強制「基改」食物
標籤制》，香港《文匯報》，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3/04/16/HK1304160014.
htm

2.基因改造食物危機，綠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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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agriculture/problems/
genetic-engineering/

3.基因改造食物資料庫，食物安
全中心，http://www.cf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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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伸 閱 讀

標示基因改造標示基因改造 保障消費權益保障消費權益

1.參考資料及就你所知，指出基因改造食物所帶來的潛在影響。
2.「香港政府應推出全面強制的基因改造食物標籤」，你是否同意這說法？參考以上資料
及就你所知加以說明。

想 一 想

參 考 答 案

資料A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於2015年批准一種經

基因改造的三文魚（下稱「基改三文魚」）供人食用，
是全球首次將基因改造動物合法地推出市場。有意見表
示擔心基因改造食物會影響人類健康和自然環境，希望
當局慎重考慮。
基於野生三文魚數量逐漸下降，當局認為基改三文魚

符合經濟原則。獲批准輸入市場的基改三文魚只需要16
個月至18個月時間便能完全長大，較一般三文魚生長速
度快約一倍。
而且，基改三文魚將太平洋三文魚的生長激素基因和大

洋鱈魚的抗凍蛋白基因植入，故此產出的三文魚體形較
大。FDA認為，基改三文魚營養價值與其他野生和養殖的
大西洋三文魚無分別，所以產品標籤毋須特別註明。
由於過去不少經基因改造的食物帶有致敏原（如花

生、果仁等），對人類健康構成威脅，因此不少民間團
體質疑基改三文魚的食用安全，反對當局決定。
另一方面，亦有學者擔心基改三文魚的出現有機會擾

亂生態平衡，因為基改三文魚不具備繁殖能力，如基改
三文魚錯誤進入大自然，將對大自然造成不可挽回的惡
果。

資料B
政府早在2006年推出《基因改造食物自願標籤
指引》，建議產品若含有5%或以上的基因改造成
分，就需要在包裝上註明是「基因改造」，而標籤
的方法包括正面標籤和反面標籤，前者即為明確指
出哪種成分是有基因改造成分，而後者則以標示整
個產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
但是，由於指引並非強制性，加上食安中心未有

就參與標籤計劃的產品進行統計，故此未知指引的
成效多大。
有學者指，基因改造可能只是在5,000個基因中

更改其中一小部分，但是於基因改造後，可能會對
某部分人造成過敏，如食物加入了花生、果仁的基
因，就會令部分消費者因而產生健康上的威脅。
有意見認為，政府推行自願標籤指引至今已逾10

年，為了保障市民健康，應該改行強制性標籤制
度；但是，亦有論者指出，與香港背景相近、生活
習慣相似的日本、台灣及內地，都只是推行「只標
籤特定產品」的標籤制，故此改變香港現時的標籤
制度存在一定困難，亦欠缺參考對象。

模 擬 試 題

基因改造食物已於多年前開始進入各地
市場，不少國家及地區已就基因改造食物
提出強制標籤法例。
歐盟、韓國、澳洲、新西蘭均已在2001

年或以前規定基改食品均要強制標籤，而
日本、內地及台灣則在其後要求指定食品
倘經過基改，也必須強制標籤。
強制標籤制可有效為消費者提供指引，
亦為不同健康需要人士提供選購參考，消
費者可自行選擇是否購買基因改造產品，
同時亦為食品安全提供追溯根源。

特區政府應急起直追
然而，香港現時實行自願性基因改造食
物標籤制度（《基因改造食物自願標籤指
引》），主要是鼓勵業界就基因改造食物
提出正面標籤及反面標籤。前者例子如：
「大豆」（基因改造）；後者例子如：
「不含基因改造成分」。由於指引只屬
「建議性質」，故此未有法律效力，商家

可以自由選擇是否跟隨。
有意見認為，基因改造食物已為大勢所

趨，主要食材如番茄、黃豆、粟米及果仁
等基因改造情況十分普遍，食材亦被用作
飼料飼養牲畜。在直接和間接的影響下，
香港政府應仿效其他地區，強制推出基因
改造食物標籤制度，保障公共衛生安全，
並為消費者提供適宜的食物安全資訊。

多地早制定強制標籤
新 聞 背 景

概 念 鏈 接
基因改造食物：利用生物技術，將某些生物的基因轉移到其他物種

中，以改變物種原有的特性，如形狀、顏色、營養等。
基因改造食物標籤：利用標籤方法令市民得悉該食物／產品是否經

過基因改造，現時香港的標籤制度為自願性質，當中分為正面標籤和
反面標籤。

1.此題要求學生就基因改造食物的影響提
出說明及延伸，學生可考慮由「經濟」、
「社會」及「環境」等方面，提出正面及負
面影響。
正面方面：基因改造食物可為商人及相關

行業帶來豐厚收入；為人類提供足夠糧食，
解決糧食危機；可控情況下保障個別物種的
繁衍。
負面方面：基因改造食物可能引發健康問

題，如常見的過敏，增加政府醫療開支；造
成社會恐慌或不明疑慮；有可能造成生態災
難。
2.此題屬於立場題，學生需表明個人立

場，並需配合香港情況進行分析，如多元國
際都會、科技發達地區、知識水平相對高
等，若要取得高分，需於末段進行駁論。
同意。基因改造食物已相當普及，但現時

自願標籤制度欠缺全面性，導致市民有機會

誤購基因改造食物，影響個人健康，如增加
敏感或中毒機會。
因此推出強制基因改造食物標籤，可為市

民提供參考，亦能為自願標籤制度「補
底」，相信能獲得廣泛民眾支持。
此外，強制標籤制度能有效追蹤食物來

源，若遇上食物事故，可即時安排追蹤、調
查及停售等工作，保障市民公共衛生安全。
不同意。政府若要進行強制標籤立法，需
得到不同商家同意，包括進口商、加工商及
生產商等，過程費時，而且持份者亦可能因
為成本問題加以反對，並將成本轉嫁予消費
者。
此外，如日本、台灣及內地只是推行標
籤特定產品的標籤制，香港若要全面強制
推行基因改造食物標籤制度，並無可參考
對象。
最後，香港不少食品由外地入口，而多
數基因改造食物經過加工程序，即使進口
後強制性加上標籤，未必如實反映食物來
源，可控性低。

■■基因改造食物勢不可擋基因改造食物勢不可擋，，一早進一早進
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環保團體在超級市場展示基因改
造食物，要求政府監管。 資料圖片

■■消委會促實行強制基改食物標籤制度，
以保障消費者掌握食物資訊。 資料圖片

城市化日漸普及，農業發展逐漸式微，面對糧食需求有增無減的

情況下，多國大力推展基因改造食物，透過提高農作物抗旱、抗

寒及抗蟲等能力，以減少損耗，提高產量。雖然基因改造食物有效

解決糧食問題，卻帶來潛在風險，例如可能對人體及自然生態構成

影響。

面對勢不可擋的基因改造食物，多國或地區已制定強制標籤法

例，讓消費者自行選擇是否承受風險，但香港卻遲遲未為強制標籤

立法，對於關注食物健康的消費者而言，稍欠保障。

■青松侯寶垣中學通識科副主任李文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