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活家禽業的未來路向硏究意見書


背景


政府自 2017年 3月公佈 BMT Asia Pacific顧問報告「香港活家禽業的未來

路向硏究」後，即引起香港活家禽產供銷業者丶團體、政黨和社會各界熱烈討

論和回應，在諮詢期即將完結之際，香港活家禽產供銷團體成立聯席會議整合

對硏究的意見，讓政府掌握和了解民情與民意後，釐定更合適的政策方向和目

標去協助活家禽行業的長遠發展，為香港市民和各國遊客提供更多優質價宜和

安全美味的鲜活家禽菜餚。

聯席會議的成立

顧問報告公佈後，業界知道若現時正在實施的政策不作任何修改，整個活

家禽業在不久的將來會萎縮，而最終會消失。因此，活家禽產供銷團體議決成

立聯席會議，共同徵集行業的相關問題意見後，統一向政府作出回應和爭取，

以避免再引起昔日行業間的矛盾和衝突，讓政府日後的決策更有民意基礎和長

遠整體性，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活家禽業。

相關活家禽的生產、供應和銷售行業團體對硏究報告作出了如下各點建

議：

活家禽的生產 

1、 將香港農場雞隻飼養量由 130萬隻加至 200萬隻。 

2、 在不影響農場正常運作的前题下，同意將現時每月進行的聚合酶連鎖反應

測試（PCR Test）增加至銷售前為每個可售家禽批次進行，而取代現用的哨兵雞

血清測試。 

3、 取消「哨兵雞」制度，而允許全部雞隻都可注射禽流感疫苗。 

4、批准輸入經檢疫（有衞生証）的受精蛋在香港孵化，以減少種雞飼養量，騰

出數額增加肉雞產量。 

5、引入 H7N9「禽流感」疫苗。 

6、修改不合時宜的農場搬遷條例，而允許牌主可自由覓地重建。



 

 

 

 

 

 

   

 

   

   

   

   

   

 

 

 

   

   

   

 

   

 

   

 

   

 

   

7、為确保市場銷售品種的多樣性，建議香港恢復和增加本港白鴿、鴨、鵝、竹

絲雞……等家禽繁殖埸的牌照，使香港市民有更多優質家禽的選擇。 

8、 配合特區政府籌建「香港現代農業園」，增加各類家禽農場的數目，以增加

市場供應量。

活家禽的供應 

1、報告建議搬遷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業界在有條件情況下接受搬遷。 

2、香港政府與國家質檢總局共同制定統一供港活家禽檢疫標準，盡快重新恢復

國內活家禽供港。 

3、在港首先建設中轉檢查站才可以進口内地活家禽。 

4、盡快恢復國内雜禽(白鸽、竹絲雞、雉雞、石雞)繼續供應香港市場。 

5、每天維持國內供港活雞一萬隻，傳統節日適當增加輸港數量，以滿足市場需

求。

活家禽的銷售 

1、為了進一步改善活家禽零售點衞生環境，增加市民購買活雞的信心，所以同

意增設適當的人雞分隔設施，政府應補助相關费用。 

2、保留現時各區活家禽零售點，同時於適當的地點增加本地鮮宰家禽零售點。 

3、修改食環署轄下活家禽零售點不可以搬移、頂讓和轉變持牌人的政策。 

4、修訂發牌條例必須事先諮詢業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