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認清網購食品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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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中，我們如何選購食品？

何地？

向什麼人？

用什麼方式？

購買哪些食品？

會如何進食這些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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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從農場到餐桌

農場 運輸

檢驗檢疫零售供應處理

餐桌

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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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層防線的第一層：

鮮活食品入口檢驗檢疫

• 按第3/2016號法律修改第7/2003號法
律《對外貿易法》及第209/2021號行
政長官批示

• 進口本澳的鮮活食品及源自動物源性產
品均需要向權限當局進行申報，並接受
衛生檢驗檢疫。

• 市政署人員會在檢驗檢疫點，核對申報
文件、衛生文件及相關資料，並進行感
觀檢驗，亦按計劃定期抽取樣本進行檢
測。

• 依法須檢驗檢疫的鮮活及源自動物性食
品，通過市政署檢驗檢疫後方能在市場
上出售。

圖片來源：澳門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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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層防線的第二層：

本澳零售供應之監察與抽查

• 專項食品調查

• 時令食品檢測

• 恒常食品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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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層防線的第二層：

食安巡查及恒常食品檢測

• 零售店鋪(蔬菜、漁獲、肉類)、餐

廳、食肆、食品加工場、外賣店、

超市、便利店、雜貨鋪、食品展銷

會、社福機構、學校、機場、市政

街市及熟食中心等。

（＊對於有實體店的網購食品商，都

會視作外賣店、雜貨店般被受監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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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內容中對“民政總署”或“民署”及“食品安全中心”或“食安中心”的提述，視為對“市政
署”及“食品安全廳”的提述。（第9/2018號法律《設立市政署》）



雙層防線的第二層：

食安巡查及恒常食品檢測(續１)

• 2017年全澳各類食品場所(飲食場

所、食品加工場、外賣店、公共機

構如醫院、機場等)約有6000間，

共進行約11,000間次衛生巡查及複

查跟進。

• 檢查場所的整體食安水準

• 向業界進行食品衛生教育及推廣

• 按風險情況抽樣檢測

• 提出改善要求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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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內容中對“民政總署”或“民署”及“食品安全中心”或“食安中心”的提述，視為對“市政
署”及“食品安全廳”的提述。（第9/2018號法律《設立市政署》）



網購食品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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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
適用範圍及相關定義

• 食品

任何供人食用的物質(不論是否已經處理)，包括飲料及
香口膠類產品，以及在生產、配製及處理食品過程中使
用的所有成分

• 生產經營

供公眾食用而生產、加工、調配、包裝、運送、進口、
出口、轉運、貯存、出售、供應、為出售而存有或展示，
又或以任何方式交易食品的行為。

第5/2013號法律《食品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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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食品安全法》，不論以何種形式進行食品的生產

經營，均受市政署監管。

• 本地網購食品經營活動亦屬市政署恆常監察的範圍，經

營者必須嚴格遵守法定義務，以及承擔違法行為所造成

的法律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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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新興的食品銷售模式…



• 安排專責人員持續網上監察，評估並記錄不同網購
食品的銷售情況（包括：商品的類別及供應狀況
等）；留意消費者對商品的意見反饋。

• 按風險評估需要，抽樣檢驗，監測食品。

• 主要針對即食食品；例如：壽司、刺身、生蠔，糕
點、甜品等。

本地的網購食品的監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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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工作

• 食品安全廳會依然持續排查、監察、抽檢，亦會時刻
與業界保持聯繫。

• 一旦網購店涉及食安問題，按《食品安全法》採取預
防及控制措施，包括：勒令停售、公開經營資料等。
若經營者不合作，更會向權限部門檢舉、要求介入偵
查跟進。

• 若證據顯示可能違反《食品安全法》第十三條之
“生產經營有害食品罪”，將以檢舉方式轉介給檢察
院進行跟進，負最高徒刑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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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購食品風險，你知唔知？

原材料可靠嗎？

如何運送？

如何處理？

如何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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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購食品風險

• 網上資訊風險：
– 消費者看不到實物，無法確認食物品質

– 存在虛假訊息、過度美化、隱瞞事實，可能是造成食品安全的隱患

• 食物運輸風險：
– 尤其是境外網購食品，中間是否經由可靠且具足夠設備的貨運商付運

– 運輸條件、過程、設備的衛生狀況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

• 境外網購追責風險：
– 境外網購食品經營者莨莠不齊，它們是否有建立好自主管理制度

– 一旦出現爭議，追責相當困難，消費權益難保

– 境外輸入的食品如涉及強制檢驗檢疫，須認清當中的法律責任



公眾：理性消費、自我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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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瑞珍”三文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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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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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涉事產品調高關注度：

2015.08.01

• 了解涉事食品在本澳流通的途徑及銷售狀況

• 本澳沒有正式代理商

• 網購

• 代購（客人先下單／付款，商戶再入貨）

2015.08.02

• 針對本澳的實體店展開初步排查工作

• 進行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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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市場狀況後，同日發出新聞稿

呼籲停止食用及售賣

洪瑞珍三文治事件（2015.08.03 )

食安中心於8月3日接獲衛生局通報

根據衛生局之流行病學調查報告：

二人因進食親友自攜入境的三文治後，

出現胃腸炎病徵

發出食品預警，聯絡食品供應商及零

售店舖

派員到市面進行巡查

掌握涉事產品的流通及銷售狀況 20



澳門各大報章(2015.08.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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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中對“民政總署”或“民署”及“食
品安全中心”或“食安中心”的提述，視
為對“市政署”及“食品安全廳”的提述。
（第9/2018號法律《設立市政署》）



洪瑞珍三文字事件影響

地區 食物中毒人數 年齡 症狀

澳門 2個群組共4人 27至59歲

發熱、腹痛、嘔吐及
腹瀉等胃腸炎徵狀，
其中一名患者曾出現

感染性休克

香港 34個群組共96人 1至79歲
發熱、腹痛、嘔吐及
腹瀉等胃腸炎徵狀

＊資料截至2015.08.11
來源自澳門衛生局及香港衛生防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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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購代購食品風險高 買賣雙方要知道

溫度控制對新鮮、冷凍、即食食品尤為重要。應存放在冷藏溫度
（4℃或以下）或冷凍溫度（-18℃或以下）。

新鮮、冷凍、即食食品須在冷凍或冷藏條件下妥善運送。

新鮮、冷凍、即食食品切勿在室溫下置放超過2小時。

仔細閱讀或標示食品包裝上的標籤，注意食用限期。

按第3/2016號法律及第487/2016號行政長官批示，進口本澳的鮮
活食品及源自動物源性產品均需要向權限當局進行申報，並接受衛
生檢驗檢疫。 23



生產經營有害食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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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從農場到餐桌

我們的食物從
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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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從農場到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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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食品安全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謹記食品安全5要訣A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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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食品安全，三方齊盡責

政府

業界

市民
食品安全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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