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行政摘要� 

1.1 引言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委託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進行《規管影
響評估》(影響評估)，評估多個營養資料標籤制度方案，目的是評審在本港推行營養資料標
籤制度對經濟及公眾健康的影響。� 

1.2 主要建議

顧問公司根據評估結果，建議政府在推行首期標籤制度時，應規定任何在包裝作出與營養素
相關聲稱的預先包裝食物都必須附加符合有關訂明規定的營養標籤，並列明聲稱所述營養素
的含量，以及熱量、蛋白質、可獲得的碳水化合物、脂肪、飽和脂肪及鈉的含量，而且在推
行制度前設定兩年寬限期。

評估結果顯示，配合教育計劃及消費者行為改變下，這方案將可改善公眾健康、減低相關醫
療費用及生產力損失，從而為香港帶來重大效益。這制度的首階段模式亦與本港多個主要貿
易夥伴的現行制度類似。從分析結果可見，此方案可為香港帶來淨經濟效益，每年可減省開
支超過二億港元，而 食品業所需付出的成本卻不超過四千萬港元，僅佔用住戶花在預先包
裝食物的開支的0.2%。

在推行首階段制度時，應同時表明有意在未來引入更全面的營養標籤制度。制度的次階段建
議規定所有預先包裝食物提供其營養成分資料，並增加必須標示的營養素數目。除了要載列
熱量、蛋白質、可獲得的碳水化合物、脂肪、飽和脂肪及鈉之外，第二階段還規定必須標示
膽固醇、糖、膳食纖維及鈣的含量。所研究的各個方案中，此方案（即標示熱量加九種營養
素）可為香港帶來最大效益，除了有助改善公眾健康，減低相關醫療開支和生產力損失外，
也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案（最高的效益成本比率）。

實施第二階段的時間須經檢討後才訂定，需要考慮關鍵因素之一，是海外地區的發展情況。香港有許多產品
是從海外進口，當香港引入全面的營養標籤制度時（即建議在第二階段推行的模式），食物業必須採取具體
措施遵從規定。若實施制度的時間能配合海外地區的發展，可大幅減低遵從檢測規定的成本� (1) 。因此，顧
問建議，在立法三年後檢討推行第二階段的時間表，屆時第一階段已實施一整年，可供檢討。假如其他主要
海外貿易夥伴已採納類似的全面計劃，顧問建議政府宣佈實施第二階段，並設定至少兩年寬限期，讓業界遵
從有關規定。

這些建議的背景、進行規管影響評估期間所作出的各項分析與取得的結果，以及建議方案的
可能配套措施等，都在下文概述，詳情請參閱研究報告全文。� 

(1)因為需要根據香港計劃進行全面測試的產品將會減少，而再標籤工作可以組合海外計劃進行，所以遵守成本將會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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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背景

與營養相關的疾病是香港以至世界許多地方的重要公眾健康問題，而營養標籤機制對改善飲
食習慣可起重要作用。香港現行法例沒有條文訂明食物標籤載列營養資料的標準方式，食物
標籤上展示的聲稱又常欠佐證資料，而且包裝上的營養聲稱間或有誤導成分。

食品法典委員會 (1)指引建議表列熱量值、蛋白質、可獲得的碳水化合物（即膳食纖維以外的
碳水化合物）及脂肪的含量。指引亦建議遵從有關的國家法律規定，標示營養聲稱所述任何
營養素的含量，以及載列保持良好營養狀況所需任何其他營養素的含量。

有愈來愈多的海外地區強制規定一般食物類別或指定食物必須附加營養標籤。最少有二十七
個國家為營養聲稱訂立標籤制度，也有十八個國家對某些特別用途食物實施營養標籤制度。
與香港有關連並值得留意的是，中國內地已為實施營養標籤制度草擬法例，現正研究實施細
節（包括時間表）。

鑑於環球的發展趨勢，政府正考慮分階段實施強制性營養標籤制度，藉下列途徑改善公眾健
康：� 

• 幫助消費者選擇健康食物；� 
• 鼓勵食品製造商提供有利公眾健康和符合營養準則的食品；及� 
• 規管有誤導或欺詐成分的標籤及聲稱。

表1.1闡釋九個國家／地區的營養標籤規定。這九個國家／地區是香港食品的主要貿易夥伴，
他們均規定在標籤載列食品法典委員會指引規定的四種核心營養素，而符合其中六個司法管
轄地區（澳洲、新西蘭、加拿大、美國、歐洲共同體及泰國）規定的食品，都已具備本港建
議首期方案規定載列的四種營養資料（即第一階段規定作出與營養素相關聲稱的食物須標示
熱量及食品法典委員會指定的三種核心營養素、飽和脂肪及鈉）。� 

(1) 食品法典委員會於1963年創立，旨在擬定食� ? 標準、指引及有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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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1 國際間對核心營養素的標籤規定

國家 熱量、蛋白 飽和脂肪 鈉 糖 膽固醇 纖維素 鈣 其他營養素 總計 營養素含量指定表述方式
質、碳水化
合物及脂肪

強制性標籤
澳洲／新西蘭� �h• �h• �h• �h• 7 每一食用分量及每� 100克（或每� 100毫升）

加拿大(1) �h• �h• �h• �h• �h• �h• �h• �h• 14 每一食用分量

馬來西亞(2) �h• 4 每� 100克（或每� 100毫升）；或當每包只含單
一分量及按標籤所示作一份食用量，可按
每個包裝標示

美國(3) �h• �h• �h• �h• �h• �h• �h• �h• 14 每一食用分量

在特定情況下強制性標籤 (4)

歐共體(5) �h• �h• �h• �h• �h �h• 8 每� 100克（或每� 100毫升），除此之外也可按

標籤註明的每一食用分量或每一個分量標
示資料，但須註明每包裝所含的分量數
目。

日本(6) �h• 5 每� 100克（或每� 100毫升），或每一食用分量
每個包裝，或每其他適當單位。

新加坡(7) �h• �h• �h• �h• �h• 8 每一食用分量及每� 100克（或每� 100毫升）

泰國(8) �h• �h• �h• �h• �h• �h• �h• �h• 15 每一食用分量。若無法釐定每一食用分
量，則須按每� 100克（或每� 100毫升）標示。

其中一些制度的詳情載於報告原文附件B。

附註：
(1)加拿大於2003年頒佈規例，強制規定大多數食品標籤必須標示營養資料。這規例將於2005年年底實施。
(2)強制規定下列食物附加標籤：穀類食物及麵包 ；乳製品；糕點（如酥皮糕點、蛋糕、餅乾等）；罐裝肉類、魚類及蔬菜；罐裝水果及各種果
汁；沙律醬及蛋黃醬；汽水。

(3)美國規定，自2006年1月1日起，營養資料欄（Nutrition Facts panel）須列明反式脂肪含量，使規定標籤的營養素數目數增至15種。
(4)某些國家只規定在包裝上作出與營養素有關的聲稱或載列與營養有關資料的產品才須附加營養標籤。

(5)歐共體關於營養標籤的指令規定，作出與營養素相關聲稱的產品須強制附加標籤 。凡作出任何聲稱者， 須在營養標籤載列聲稱所述的營養
素、熱量值，以及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及脂肪的含量。如對糖、飽和脂肪、纖維素或鈉作出營養聲稱，則須標示所有八種營養素。

(6)日本強制規定作出營養聲稱或已有標籤的產品均須附加標籤，列明卡路里、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鈉及聲稱所述營養素的含量。
(7)新加坡強制規定作出聲稱的產品必須表列熱量 、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及聲稱所述的營養素 。此外，供自願遵從的營養標籤指引包括列
出上述8種核心營養素。當局現檢討自願指引，考慮而推行強制計劃。� 

(8) 	泰國強制規定下列食物須附加標籤：作出與營養素相關聲稱的食物及促銷宣傳中引用營養價值的食物；以特定消費組群為對象（如長者）的

食物；及泰國食品及藥品管理局（FDA）所指定的其他食物。標籤必須載列聲稱所述的營養素及規定標籤須載列的營養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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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研究期間審議的方案

在參考海外經驗及在� 2003年11月的公眾諮詢方案，研究督導小組擬訂八種可能的
實施方案（方案I至VIII）交顧問分析。各方案都是分兩階段進行，按特定方式
表述多種營養素的含量（特定規定� (1)），也包括豁免情況。此外，顧問又探討
延遲實施第二階段的影響。各方案概要載於表1.2。方案� V正是諮詢公眾時所用的
方案。

表格1.2 方案釋義

方案 營養素數目 第一階段方法 第二階段方法  

I 熱量 +9 種核心營養素� 
II 熱量 +7 種核心營養素� 若包裝包括與營養素相關的聲稱，則標
III 熱量 +5 種核心營養素� 籤須符合特定規定。� 所有產品均須

IV 熱量 +3 種核心營養素 附加標籤，且

V 熱量 +9 種核心營養素� 標籤須符合特

VI 熱量 +7 種核心營養素� 若包裝包括與營養素相關的聲稱及／或 定規定。

VII 熱量 +5 種核心營養素� 現有標籤，則標籤須符合特定規定。
VIII 熱量 +3 種核心營養素

第一階段的模式

這八個方案都規定，任何作出與營養素相關聲稱的預先包裝食物必須附加符合
特定規定的營養標籤。方案� I至IV規定，無作出與營養素相關聲稱的預先包裝食
物，可自願以任何方式提供營養標籤。至於方案� V至VIII則規定，預先包裝食物
如有營養標籤，該標籤必須符合特定規定。

第二階段的模式

第二階段強制規定所有預先包裝食物須附加營養標籤，但獲豁免者除外。

須在標籤載列的營養素數目

研究評估了四個包含不同核心營養素組合的方案：� 

•	 熱量加9種核心營養素，包括蛋白質、可獲得的碳水化合物、脂肪、飽和脂
肪、鈉、膽固醇、糖、膳食纖維及鈣。� 

•	 熱量加7種核心營養素，包括蛋白質、可獲得的碳水化合物、脂肪、飽和脂
肪、鈉、膽固醇及糖。� 

•	 熱量加5種核心營養素，包括蛋白質、可獲得的碳水化合物、脂肪、飽和脂肪
及鈉。� 

•	 熱量加3種核心營養素，包括蛋白質、可獲得的碳水化合物及脂肪。� 

(1) 熱量／營養素須按下列方式之一表述：� (i) 以每100克(或每100毫升)食物所含絕對量� (以千卡(kilocalories)／公制單位計� )來標示；及／或 (ii) 假如

包裝的容量是單獨一個份量，則可以每個包裝所含熱量／營養素的絕對量� (以千卡／公制單位計� )來表述。此外，熱量／營養素也可以下列方式

表述：� (i) 按標籤上註明的每一食用分量，以千卡／公制單位標示所含熱量／營養素的絕對量；或� (ii) 如營養素備有本港適用的營養素參考
值，也可以按每� 100克(或每100毫升)或標籤註明的每一食用分量，以營養素參考值的百分比標示所含營養素的相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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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

根據政府的建議，豁免類別有部份是依據《食物及藥物(成份組合及標籤)規例》
的現行豁免類別訂定的。� 

1.5業界相關的人士意見

雖然研究範疇不包括就建議規例進行正式諮詢，但顧問接觸了相關的商界人
士，徵詢他們的意見。現將他們提出的各種意見摘錄如下：� 

•	 香港特區政府應實施簡單的營養標籤制度，規定標籤載列的核心營養素數目
只須符合最低標準（如遵照食品法典委員會的基本要求），並於日後逐步增
加營養素數目，因為隨著港人日益注重保健，屆時即使沒有規管壓力，食品
製造商仍會自願提供營養標籤。� 

•	 海外製造商／出口商如預先（如三年）得知須依據香港營養標籤規定為食物
再造標籤，通常都會願意遵從。� 

•	 零售商不大可能自行另加標籤，只會停售不符標籤標準的產品。� 
•	 應為中小型企業提供豁免優惠，因為大企業可以承擔檢測／再標籤成本，但
小企業則無法應付。由於食品行業競爭激烈，再標籤成本很可能會轉嫁至消
費者。� 

•	 除非國際社會對營養標籤達成共識，否則香港不應為所有預先包裝食物推行
強制性營養標籤制度(1)。� 

•	 現時沒有全球通用的營養標籤制度，而香港許多主要貿易夥伴各有不同規管
機制。香港約有90%的食物是從海外地區進口，但香港對海外製造商而言只是
小市場，若香港的營養標籤法較其貿易夥伴嚴格或採納不同制度，會局限香
港市面上可供選擇的產品種類，以及因遵從規定或再標籤而使產品價格上漲
等。� 

•	 標籤規定載列的營養素數目，應以所有其他國家規定載列同類營養素的最低
要求為?。受影響最大的是進口商（而不是本港製造商或零售商）。對於專
為香港市場包裝產品的製造商來說，遵從規定不應構成任何問題。� 

•	 與香港化驗室及檢測機構商討後，得知他們均具備技術為業界進行必要的檢
測。香港現有許多化驗室及檢測機構均是國際公司的成員或聯營機構，故可
聯接檢測設施網絡。� 

1.6成本效益分析

研究包括對各個方案進行效益成本分析，分析方法及結果概述如下。

1.6.1營養標籤方案的效益

香港大學社會醫學系所作的分析� ( 1)鑑認與營養相關疾病所招致的多種費用，以及
透過教育、營養標籤及促使消費者行為作出相應改變而減省有關費用的可能減� 

(1) 香港的指明規定是依據食品法典委員會規管營養標籤及聲明的指引而制訂的。這指引是由成員國擬定及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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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只要消費者掌握充分知識，提供營養標籤可促使消費者選擇健康食物，從
而減低與營養相關疾病的費用。社會醫學系根據下列因素分析這八個方案可達
致減省醫療費用的成效：� 

•	 香港在附加營養標籤做法及消費者行為方面可能出現的變化（包括考慮基
線）；� 

•	 食用食物中預先包裝食物所佔比例；� 
•	 因標籤載列特定營養素資料而受惠的人口比率（如肥胖症、糖尿病、高血壓
患者等）；及� 

•	 因減少或增加營養素攝取量而對健康造成的可能影響。

將減少或增加營養素攝取量對健康的影響作量化估值：� 
•	 免因各種與營養有關疾病而住院所減省的費用；� 
•	 免因各種與營養有關疾病而往普通科醫生就診和購買藥物所減省的相關費
用；� 

•	 免因未屆六十五歲因住院造成的生產力損失和未屆七十五歲便去世所減省的
費用；及� 

•	 藉減少罹患與營養相關疾病而避免出現早逝情況(2)。

這項分析，以現有資料庫中可量化的效益來推算推行強制性標籤制度可帶來的
健康效益。固此，為各方案推算的量化效益，只限於已有可靠資料的疾病。鑑
於這限制，分析結果很可能低估了各方案可產生的財務及經濟效益，因為現有
資料庫有一些不足，例如：� 

•	 改變某些營養素攝取量對降低健康風險成效的資料有限。例如，據報膳食纖
維可降低罹患乳癌的風險，但未有足夠資料量化這方面的效益。� 

•	 生活質素的變化難以估值。例如較少人罹患糖尿病、心臟病、中風及其他疾
病，可對生活質素起重大影響，但卻不能在此分析中量化這方面的效益。� 

•	 關於在醫院以外地方接受護理及復健費用的資料有限。雖然分析包括往普通
科醫生診治若干疾病及購買醫藥的估計費用，但仍有很多其他費用（如家庭
護理的費用）都未包括在內。

關於計算效益分析方法的詳情可參閱報告全文，以下數值反映各方案可帶來效
益的最可能量化估計(3)。分析假設在標籤制度全面實施（第一階段加第二階段）
後，有關效益需十五年時間累積而成。� 

(1) 	 香港大學社會醫學系編製的報告在草擬後經以下教授審核，並納入他們的意見：香港中文大學生物化學系喬治婭戈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醫

學院公共�壎芴ゴ|梁志明教授，及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梁兆輝教授。� 

(2)	 這量化值包括對在� 75歲以前去世的人類壽命估值，並按每宗早逝個案為� 1,000萬港元計算（不論去世年齡）。計算延長壽命可產生的經濟價值

是審核有關健康及安全政策和計劃的成本效益時的常見做法，所選用的估值是經參考本地和國際相關價值及多種研究後決定的（詳情請參閱

報告全文）。報告全文亦載述，在不計避免早逝情況所得效益下，各個方案可得的效益詳情。� 

(3) 	 最常見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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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3 各個方案的潛在效益（單位：百萬港元）
方案 第一階段每年最高效益 第二階段每年最高效益 合共每年最高效益  

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490 
325 
249 
31 
1,040 
673 
510 

53 

1,298 
890 
810 
121 
748 
541 
549 

98 

1,788 
1,215 
1,059 
152 
1,788 
1,215 
1,059 

152

附註：以上款額是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可達致的合計效益。分析時已考慮一系列可能結
果，其數值上下限正反映推算效益分析法所依據的各項假設的不確定因素，並假設第一
階段及第二階段的效益需經15年時間累積後才完全體現。

1.6.2符合營養標籤規定的遵從成本

實施營養標籤制度後，很可能增加香港的進口商、製造商及零售商的成本，包
括進行檢測及再造標籤的費用等。顧問為探討這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影響，已與
業界代表直接討論和面談、和進行了一次市場調查，並就遵從規定成本作詳細
分析。為解決業界提出的各種疑慮（尤其是關乎中小企業或他們提出的疑
慮），及確保全面考慮實施任何制度的財務與經濟成本，顧問在估算遵從規定
成本時大多採用保守的計算法。分析已假設推行任何營養標籤制度都會招致下
列成本，並納入分析：� 

•	 檢測成本。分析假設目前沒有所需營養資料的產品均需進行化驗室分析。顧
問已藉市場調查鑑認目前無營養標籤的產品數目，並在分析中假設這些產品
將必須進行化驗室檢測，以符合規例規定。� 

•	 再標籤成本。分析已計算在非專為香港市場包裝的產品在本港銷售前須附加
標籤的成本，又假設不獲豁免而其包裝的營養標籤又不符香港擬議規定的食
品在推出本港市場前會另加標籤，又同時假設進口商、批發商或零售商會承
擔再標籤成本。需再標籤的產品數目已藉市場調查查知。� 

•	 因損失產品種類而導致經濟損失。實施營養標籤制度可能局限了可供選擇的
進口產品種類。在決定是否停止將某種產品輸入香港時，最主要的考慮因素
很可能是：產品的檢測及標籤費用是否超出經銷產品可得的利潤及／或市場
承受加價的能力。因此，這類產品中有很多都很可能是銷量少和利潤低的產
品，經大小規模的小眾零售商售予消費者。由於這些產品為小眾而設，損失
這類產品對一般消費者的影響不大，但會限制了這些小眾社群的選擇� (例如外
籍家庭傭工)，而他們所受的影響，也比一般本地消費者為大，因為他們多會
購買銷量少及／或利潤低的產品。至於對商界的影響，雖然大型的小眾零售
商、進口商／供應商或可承受這些影響，但可能對小型零售商或進口商構成
重大財政負擔，促使他們捨棄經銷相當比例的產品。估算在各方案／階段下
因損失這些產品而導致的經濟損失時，是根據這類小型進口商及零售商帶來
的經濟增值(1)而估算的。� 

(1) 	 增值是指企業為經濟創造的額外價值。對於食品零售商及進口商來說，增值相等於其銷售額及其他應收款項、所支付的利息及存貨變動，減

去其他來源所得收入、採購待售產品的成本及薪酬以外的營運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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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執法成本。政府提供的執法成本估值，是根據推行營養標籤制度所需資
源作出一系列假設，進而估算執法成本。執法成本包括僱用�壎芛صî、在化
驗室檢測產品、處理檢控和投訴，以及教育和推廣營養標籤理念。

有一點要注意的，以上成本值儘管未必已包括所有成本，但已反映實施營養標
籤制度可能招致的主要成本。關於成本分析法的詳細論述，包括未納入分析的
其他成本，請參閱報告全文第四部份。

各個方案實施時所招致的主要財務及經濟成本摘錄於表1.4。

表格1.4 各個方案的成本（單位：百萬港元）

方案 檢測成本 ( 1 ) 再標籤成本 (2)損失產品成本 (3 ) 政府成本 (4 ) 總成本 (5)

第一階段� 

I 28 31 28 4.4 91 
II 22 31 27 4.2 84 
III 15 23 23 4.1 65 
IV 9 22 19 3.9 53 
V 47 83 58 4.4 193 
VI  36 82 56 4.2 178 

VII  21 67 45 4.1 138 
VIII  10 57 35 3.9 106

第二階段� 
I 77 106 61 已納入第一階段� 244 
II 63 105 59

已納入第一階段� 
228 

III 41 98 53
已納入第一階段� 

192 

IV 22 89 47
已納入第一階段� 

158 

V 60 54 31
已納入第一階段� 

144 

VI  51 54 31
已納入第一階段� 

135 

VII  35 54 31
已納入第一階段� 

119 

VIII  21 54 31
已納入第一階段� 

105

附註：以上成本是假設於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為初步遵從規定所招致的成本。分析各個方案時
已考慮一系列可能結果，其數值的上下限正是反映推算效益分析法的各項假設的不確定因素
（如市場調查結果、檢測成本等）。� 

(1) 	檢測產品成本為一次性成本，雖然分析已包括與產品更替（如新產品）有關的經常性

檢測成本。� 
(2) 	再標籤成本為經常性成本。� 
(3) 	損失產品成本為一次性經濟成本。分析亦包括與未來無法引入新產品有關的經常性機

會成本。� 
(4) 	政府成本是指專為營養標籤制度進行執法和推廣工作的經常性成本，但不包括各政府

部門在香港持續宣傳均衡飲食理念的成本。� 

(5) 	由於總成本數值已作四捨五入處理，故可能不等於其他成本的總和。� 

1.7結果及建議

成本效益分析的主要結果摘錄於表� 1.5，並會在下文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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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5建議營養標籤制度的成本效益分析

方案 業界成本 經濟成本 效益現值 淨效益現 成本效 效益超過 最高年度效益
現值淨額 現值淨額 淨額 值淨額 益比率  成本的年 淨額
（百萬港 （百萬港 （百萬港 （百萬港 (3 ) 度 ( 4 ) （百萬港元） ( 5 )  

元） ( 1 ) 元） 元） 元） ( 2 )

I 1,615 1,858 10,031 8,173 5.4 2013年� 1,620 
II 1,563 1,798 6,798 5,000 3.8 2014年� 1,051 
III 1,338 1,549 5,863 4,314 3.8 2014年� 916 
IV 1,180 1,368 830 -538 0.6 - 24 
V 1,757 2,013 11,077 9,064 5.5 2011年� 1,620 
VI 1,697 1,944 7,461 5,516 3.8 2013年� 1,051 

VII 1,451 1,671 6,360 4,688 3.8 2014年� 916 
VIII 1,268 1,463 873 -590 0.6 - 24

附註：上述款額為各個方案最可能產生的結果。報告全文詳列各項參數的可能結果範圍。所有
現值淨額均為自� 2008年起計的二十年值，並按折扣率� 4%計算至� 2005年。� 

(1) 	此欄載列2008-2027年間業界遵從規定的成本，按折扣率4%計算至2005年。� 
(2) 	此欄載列2008-2027年間經濟效益淨值流（效益減成本），按折扣率4%計算至2005

年。� 
(3) 	成本效益比是以效益現值淨額除以經濟成本現值淨額。� 
(4) 	此欄載列計劃的累積效益超過累積成本的年度。� 
(5) 	此欄載列計劃達致全面效益後的最高年度效益淨額。� 

1.7.1對業界的影響

實施營養標籤制度很可能會增加香港的進口商、製造商及零售商成本。

研究發現，為預先包裝食物加上營養標籤的做法在香港頗為普遍，超過半數產
品均展示某種形式的營養標籤，其中超過四份之一的產品標示與營養素相關的
聲稱。不過，這些產品大都不符合方案規定，而且幾乎所有產品都必須再標
籤、再包裝及／或進行檢測，方能符合較嚴格的方案（方案I及� V）規定。當需
要標籤的營養素數目越多，需附加標籤及／或檢測的產品數目便越多，致使對
業界的總體成本影響也越大。

推行第一階段期間，香港有� 20%至58%的預先包裝食物及飲品的營養標籤需要改
善，例如透過再包裝或再標籤。在第一階段的兩種取向，初期的遵從規定成本
差距甚大，因為僅對作出與營養素相關聲稱而採取行動（如根據方案I至IV）的
產品數目，僅為作出與營養素相關聲稱及／或有營養標籤（如根據方案� V至
VIII）而採取行動的產品數目的一半。因此，如要解決初期遵從規定成本問題，
在第一階段只規定現已作出與營養素相關聲稱的產品須符合特定規定，便可大
幅降低業界成本。

分析亦顯示，對於部份小型製造商、零售商及進口商來說，實施方案可能大大
加重他們的成本負擔，尤其是經銷小眾產品的零售商及進口商，如經銷產品難
以另覓有適當標籤的產品代替，所受影響尤大。分析結果顯示，很多銷售額和
利潤偏低的小眾產品可能因而停止輸入香港。這些產品可能佔香港銷售產品種
類的� 5%至� 10%（按最嚴格的方案估算）。雖然損失這些產品對一般消費者的影
響不大，但卻會令部份小型進口商及零售商蒙受財務損失，致使香港經濟也有
損失，例如因零售及進口企業盈利能力減弱而使社會蒙受經濟損失，在嚴重情
況下，更會導致這些行業出現失業及企業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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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實施標籤制度很可能造成產品損失（如對象為小眾、銷量少及利潤低的產
品），故要注意當小眾產品零售商及其供應商捨棄供應這些產品時，會局限少
數社群（如在港的外籍家庭傭工）可選擇的產品種類。雖然對大多數小型企業
的影響大都只屬暫時性，但對資源有限的小企業的影響卻可能很大。根據分析
結果，損失這些產品導致的經濟成本可能高達1.4億港元，而所招致的經常性機
會成本（因未來無法引入其他產品）約為每年2千萬港元。為闡釋這數值，這成
本價相等於有多達191間小型企業倒閉（佔食物進口及零售行業中小型企業的1%
以下）。� 

1.7.2對香港的淨經濟影響

分析結果顯示，在所有評估情況下都未能取得額外淨經濟效益的只有方案IV及
VIII（即按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最低規定，只標示熱量值、蛋白質、可獲得的碳水
化合物及脂肪含量）。其中部份原因是如市場調查發現，目前已在包裝上提供
營養資料的產品中，有接近� 50%已載列這兩個方案規定的四種營養素。因此，藉
實施這些方案向消費者提供額外資料所帶來的效益，並不足以彌補遵守規定的
成本，故所得經濟效益有限。不過，有一點要注意，本分析未有考慮修改部份
現有標籤以符合特定規定所可能帶來的效益 (1)。然而，研究這問題後顯示，就是
包含採用劃一標準所帶來的效益，方案IV及VIII仍不大可能具成本效益（詳情請
參閱報告原文）。

分析結果顯示，其他方案均會為香港帶來淨經濟效益，包括藉降低醫療成本、
減少生產力損失及避免早逝等所帶來的效益，均遠高於為實施制度而付出的財
務及經濟成本。事實上，敏感度分析結果顯示，這些成本效益比率最低為2:1，
最高可達10:1。而且，待這些方案全面實施後，為香港帶來每年淨經濟效益可達
九億港元（方案III及VII）至十六億港元（方案I及V）。

這些效益有很大部份是源於避免早逝的得益，而且是以人命估值為1,000萬港元
計算。雖然對延長壽命附加經濟值的做法在本港以至海外都是常見的，但分析
所用的估值仍是有所爭議。然而，在探討多個不同估值後，甚至以每人生命價
值低估至� 170萬港元推算，這六個方案仍具成本效益。從本港及國際文獻可見，
這估值(170萬港元)是遠低於合理水平，所以這分析結果仍是可靠的。� 

1.7.3建議方法

鑑於上述結果，尤其是關於影響業界及中小型企業的疑慮，顧問建議香港採用
漸進模式實施營養標籤制度。如本文開首所述，標籤制度初期只規定作出與營
養素相關聲稱的產品附加標籤，而且營養標籤必須符合特定規定，載明產品聲
稱所述營養素的含量，以及所含有的熱量、蛋白質、可獲得的碳水化合物、脂
肪、飽和脂肪及鈉等資料。建議選用此方案（即在第一階段期間採納方案III）
而非其他方案的理由概述如下：� 

(1) 	 根據海外消費者調查結果，規範營養標籤資料表述方式（包括聲稱），會使消費者準確理解標籤資料，並相應調整其購買習慣。雖然食物環境
衛生署於2004年進行的意見調查結果顯示，有� 94.5%的公眾支持規範營養標籤格式，以便消費參考及避免混淆，但本研究並未將由此產生的效

益量化。此外，由顧問進行的市場調查結果顯示，香港現有的營養標籤� ? ? 遵從政府當局建議的指定方式表述營養素。例如，根據顧問的市場

調查，在� 51%有營養標籤的產品中，約� 63%以每100克／� 100毫升方式或每包裝（若為一個分量）方式表述營養資料。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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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幅降低第一階段的業界遵從規定成本。根據現行的標籤慣例，推行第一階
段可能會造成重大成本影響。分析結果顯示，方案III第一階段的遵從規定成
本，遠低於方案I、II、V、VI及VII第一階段的遵從規定成本；及� 

•	 為香港提供淨經濟效益。分析結果顯示，實施方案I至III和方案� V至� VII，都可
減省醫療成本、避免生產力損失及減少早逝情況，從而為香港帶來可觀淨效
益。如實施方案� I及� V第一階段，雖然很可能為香港帶來明顯較高的淨效益，
但方案III也可帶來可觀的淨效益，而且其成本效益比率可媲美方案II，更遠高
於方案� VI及� VII (1)。

因此，建議採用的制度能平衡各方面的需要，既可盡量減低對業界的成本影
響，同時確保為香港整體提供具成本效益的制度。

與政府於2003年11月用以諮詢的原先建議（方案� V）比較，方案III的初段模式明
顯較為優勝。例如制度實施初段對業界的影響比原方案減輕一半以上（包括財
務成本及受影響的產品數目），但仍可為香港帶來可觀經濟效益。建議方案III
未如政府原先建議的嚴格，實施後對本港食品業造成的影響也顯著較輕，也可
促使業界邁出重要的第一步，改善向公眾提供的營養資料。

待海外地區進一步推展營養標籤制度，而本港標籤制度第一階段也順利實施
後，便可推行更全面制度（如在第二階段推行方案I）。此外，在建議方案下，
為所有預先包裝食物推行強制附加營養標籤制度之前，共有最少五年或更長的
寬限期，讓業界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等有充裕時間適應要求更嚴格的制度。

此外，顧問亦提出下列建議，以供參考：� 

•	 降低業界成本，包括讓專為香港市場包裝產品的製造商有充裕寬限期，可將
包裝設計變化納入其常規更新設計的工作流程中。� 

•	 確保向業界和消費者提供充份的公眾教育、資訊服務、宣傳，及適當的技術
援助。如無具體和有效的教育及宣傳活動配合，建議制度可帶來的效益會很
有限。向行業提供資訊及援助可盡量減低遵從規定成本，從而確保制度的成
本效益。� 

•	 擬定詳細的監控及評估策略，以便取得制度在質和量方面所造成影響的資
料、規管措施的成效，以及監控與執行活動的水平。這策略應納入檢討機
制，以決定何時提升制度以推行第二階段及／或何時增加標籤載列核心營養
素的數目。� 

•	 研擬措施以盡量減輕中小型企業的成本，並確保香港可繼續有多元化產品可
供選擇，並減少因而招致的經濟支出。除了上述配套措施外，可在不妨礙建
議措施目標的前題下向中小型企業提供豁免優惠。就這方面而言，當局應制
訂豁免指引，以便可迅速和公平地審批個別豁免申請。� 

(1) 僅就第一階段而言，顧問辨別的方案� II、III、VI及VII的成本效益比分別為4.2、4.2、3.7及3.5。
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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