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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7年4月3日, 香港政府委託專業調硏公司BMT Asia Pacific發表關於香港活家
禽業未來路向的研究報告，報告中基本建議保留零售和進口內地活家禽。

本公司作為批發及進口內地活家禽業的其中一員，希望能夠就政府未來重新制訂有關
政策發表業內的專業意見和建议，在尊重市民飲食習慣、業界生存空間、社會衛生問
題、禽流感病毒防範等各方面之間取得平衡，達成市民、業界及政府三贏的局面。就
此發表以下四點建議: 

1)細分家禽業主要供應源，盡快恢復進口內地活家禽的供應渠道:

香港從上世紀開始，活家禽業供應基本上就分為香港本地農場供應及內地進口兩大渠
道。在長沙灣臨時批發市場亦都分為”新界欄”及”大陸欄”。長久以來，正因為貨源渠
道不一樣，為市場上價格平衡起到了有效的制約功能。

每天早上各街市活家禽零售商户委派”買手”到長沙灣臨時批發市場採購貨源, 當本地農
場供應未能滿足零售需求的時候，內地進口供應就能夠及時補充，反之亦然，兩種供
應渠道在市場上的供應量相對平衡，為此市場價格基本穏定，最終讓市民大眾能夠享
用價廉物美的食材。

此供應機制多年來為家禽產品價格保持平穏作出巨大貢獻，同時對拉低香港食品消費
物價指數上升比例亦起到較大的作用。對比同時段豬肉及牛肉價格持久性的増長，活
家禽價格一直保持相對穏定的狀態。

但幾年前開始，因廣東省檢疫部門的標準與本港衛生署的標準不一致，導致內地進口
家禽渠道基本停止。於是香港活家禽業變成單一依靠本地農場供應，令長沙灣臨時批
發市場貨源稀缺，供應商屯積居奇，相互之間內定巿場價格，導致活家禽批發價格不
斷上漲，旺季更是供不應求，零售價格亦不斷飆升，活家禽如同食材中的奢侈品。

因此，政府的當務之急必須恢復進口內地活家禽的供應渠道，令整個活家禽業從貨量
上回歸正常，從而令批發及零售價格恢復到合理水平。



2)政府應該在進口內地活家禽業中扮演中間角色，與內地相關部門制定有效溝通機制:

香港政府自從有進口內地活家禽開始就負責與內地相關檢疫部門進行溝通及制定政
策。一直以來雙方溝通密切，關係良好，共同研定進口檢疫流程及控制每天進口配
額。

但從2014年12月份發生衛生署檢驗出內地入口雞隻存有禽流感後，直到現在，經歷兩
年六個月時間，中港兩地相關部門一直未能針對該如何有效繼續維持家禽輸港問題達
成共識。

兩地檢疫部門商討政策已經遠遠超出家禽零售及批發業商戶能觸及的範圍。業界急切
需要政府作主導及中間橋樑的角色，與內地政府申請重新進口內地活家禽的政策和措
施。

例如: 京港高鐵屬於中港兩地共同運行的一個項目，港鐡作為未來香港段的運營商，它
也沒有與內地部門直接交換意見及制定一地兩檢等政策的能力。因此香港政府在該項
目中扮演了中間協調的角色，積極聆聽香港市民及運營商的意見，與內地部門共同研
究可行方案，甚至運用中聯辦與中央領導人員表達意見。

香港政府應該對香港家禽業一視同仁，積極爭取再次與內地部門重回會議桌，盡快因
應兩地特色重新在檢疫問題上達成共識，有必要時向中聯辦提出訴求，及早恢復活家
禽供港，讓家禽業回復正軌。 

3) 關於選址搬遷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的問題，建議政府保留原址繼續經營:

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是香港本地唯一的家禽批發市場，在整個供應鏈中扮演
着一個重要的角色，長久以來沒有發生從批發市場傳染禽流感给市民的案例，證明批
發市場對於衛生管理方面是十分嚴謹到位的。

長沙灣在地理位置上四通八達，交通便捷，運輸方便，也是臨海地區，海風有助於保
持空氣流通，大大降低病毒累積所存在的風險。

政府也可以制定內地供港活禽及本地農場供應的車輛行駛指定路缐到達長沙灣臨時家
禽批發市場，避開人口密集的區域，減少人與家禽接觸的機會，降低交叉感染幾率。

另外也可以考慮在文錦渡關口附近設一個小型臨時停車點，政府投資配備特別配送車
輛，集中所有供港活禽，送往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特別配送車輛裝備大型鮮風
吸入系統，並透過特製能過瀘病毒的瀘網將空氣抽出，達到半密封狀態。 

4) 如香港政府決定不再從內地進口活禽，應該盡快設定批發及零售商退市補償政策，
解決商戶生計問題: 



于2008年香港政府推行交牌赔偿政策，令接近八成零售商贩结业。政府這一政策，令
整個家禽業一下子萎縮，更令到继续持牌经营的商家生计受损。

剩餘不交牌的商戶，主要因為平均年齡年長，再次就業或再次創業困難。部分商戶也
是家族經營，一家多口依靠從事家禽業維持生計。經歷了2008年收牌事件，令原本依
靠勞力并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下生存的商戶雪上加霜。從2008年至2014年間，也發生了
多次停售活禽21天的事件，令商戶感覺十分無助，手停口停，聽天由命，所經營生意
的生死大權完全控制在政府手中。

從2014年至今已經停止進口內地活禽長達近3年，在這段時間，專門進口內地活禽的批
發商全面暫停營業，他们生活失去了依靠，只能靠積蓄維持生計。但三年時間又即將
過去，前路依然一片迷茫，沒有一絲署光。

強烈建議政府應該増撥一筆資金，補償過去三年相關行業的損失，因為停業的決定是
政府一意孤行的動作，抹殺了這群辛苦經營、自力更生的勞苦大眾。

進口內地活禽批發商戶在過去三年零經營收入，但毎個月仍然向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
市場繳交白租，只是為了保留對政府的一線希望，希望政府盡快決定回復進口內地活
禽，令他們的生計得以繼續。政府應立即停收這群無經營但還在繳交白租的商戶的租
金，認真考慮退還已繳白租的租金，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另外，部分批發及零售商戶可能已經對家禽業失去了信心和希望，政府多次勒令停售
活禽，给經營環境製造了很多不確定因素，收入不穏定亦讓他們產生恐懼，有部分從
業人員也困此斷供樓宇按揭，汽車按揭及保險等，影響極其嚴重。

政府應該短時間內再次推行像2008年的收牌機制，令這些對家禽業失去經營信心的商
戶得到應有的賠償，讓他們好好運用這筆資金解決自身問題，或運用該資金再次創
業，繼續有價值地生活在競爭激烈的香港社會。

以上四點建議，是本公司作為業內一份子提出的真實情況及保貴的意見。建議雖
然不能夠代表全部持份者，但一定可以代表大部份業內人士的訴求心聲及建議。希望
政府認真考慮以上建議，盡快重新制定: (一)恢復供港活禽，(二)與內地相關部門制定
溝通機制，(三)保留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四)再次推行賠償收牌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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