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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TF 文件第 66 號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批發及零售業工作小組  

 

 

食物貿易商入門網站的推行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由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食安

中心）開發的食物貿易商入門網站（入門網站）。 

 

背景  

 

2. 為實踐以資訊科技支援業務模式轉變的長遠策略，食安中心於

2017年底全面檢視並開始提升其資訊科技系統以提高效能，強化食物進

口管制及監測工作，更有效處理食物安全事故，以及提升溯源能力。食

安中心正在開發多個資訊科技系統，入門網站是首個完成並推出的項

目。 

 

食物貿易商入門網站  

 

3. 入門網站為食安中心與食物貿易商的一站式電子溝通平台，食

安中心於 2019年 12月開始分階段推出入門網站的服務，目的為透過應

用資訊科技強化食安中心的食物進口管制能力，精簡工作流程，以及便

利業界。入門網站與進口管制相關的功能已分階段完成並於 2021年 5月

底全面推出，服務涵蓋受進口規管的食物，包括肉類、家禽、野味、奶

類、冰凍甜點及蛋類。食物貿易商可透過入門網站於網上登記成為食物

進口商及∕或分銷商，以及處理相關的續期申請和資料更新；並可以電子

方式申請肉類和家禽的進口許可證和肉類、家禽、野味、奶類、冰凍甜

點及蛋類的進口准許，以及於網上報告有關食物批次抵港的資料。入門

網站具備容許進口商使用過往資料以辦理新申請的功能，從而減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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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的工作。同時可自動覆核提交的資料，以確保準確性。食安中心亦

藉此契機重訂進口許可證、進口准許、相關通知書及信函的格式，使其

更方便易用。 

 

4. 為配合網上申請平台推出，食安中心的進口簽證辦事處自

2020 年 3 月底開始由每星期 5 日增加為 7 日運作，並延長週一至週五

的辦公時間至晚上 9時，務求更快捷處理進口許可證的網上申請。處理

空運進口肉類和家禽以及陸路進口冰鮮肉類和家禽的進口許可證網上

申請，所需時間一般已縮短至數小時。申請人現已無需派員親身遞交申

請或領取獲發的進口許可證及進口准許，更可在入門網站方便地查詢申

請進度及記錄。 

 

5. 入門網站的開發為食安中心帶來在進口層面加強食物管制的良

機。衞生證明書或出口申報現已成為申請進口許可證不可或缺的證明文

件。入門網站亦向進口商提供衞生證明書的電子資料，以方便申請進口

許可證。目前，食安中心已與內地、澳洲、紐西蘭及荷蘭建立政府與政

府之間（G2G）直接收發電子衞生證書的安排，食安中心會繼續與其他

國家∕地方探討 G2G收發電子衞生證書的可行性。 

 

6. 報告食物批次抵港（俗稱報貨）和處理相關食物放行均可透過

入門網站輕易辦妥。進口商只需擷取相關進口許可證及進口准許的資

料，補充一些貨運詳情並上載所需文件，便可輕鬆提交貨物批次抵港報

告。食安中心在接納報告後，會就貨物檢測及放行等事宜通知進口商，

提前讓他們在食物批次抵港前預先作準備，例如預約食安中心人員作實

物檢查。相關通知及放行書會以電子方式發出，從而節省大量時間。 

 

7. 為配合入門網站各項服務的推出，食安中心為食物商舉辦了多

場研討會、簡介會及訓練工作坊，以幫助他們熟習網上操作，並已把教

學影片、常見問題及操作手冊等網上資源上載至網站專頁

（www.ftp.cfs.gov.hk），供食物商參考。 

 

8. 食物進口商仍可以紙本模式作出申請，但有超過 4 100 家食物

進口商及分銷商已於入門網站開立帳戶。在 2021年上半年，約有 600家

進口肉類、家禽、野味、奶類、冰凍甜點或蛋類的進口商（約佔所有申

http://www.ftp.cf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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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者的 80%）於網上申請進口許可證及進口准許。另外，超過 90%的進

口許可證及進口准許是透過入門網站遞交申請和發出。 

 

9. 在 2021年 5月，入門網站已推出全部與食物進口相關的服務。

在不斷提升現有功能的同時，與食物出口相關的項目亦正在開發中。入

門網站會與食安中心其他資訊科技系統互相銜接，提供連結的資訊網

絡，以支援風險評估和風險為本的監測工作，進一步加強食物安全管制

和溯源能力。 

 

徵詢意見  

 

10.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  

2021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