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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於香港經營13間餐廳的餐廳集團。本節載列適用於我們的業務的法例及規
例概要。

與經營餐廳有關的法例

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的性質，本集團在香港經營餐廳可能需要的牌照主要有以下
三類：

(a) 普通食肆牌照，須於開始經營相關食物業務前取得；

(b) 酒牌，須於餐廳場所開始售賣酒類前取得；及

(c) 水污染管制牌照。

以下載列與我們在香港經營業務有關香港法例及法規的主要部分。

普通食肆牌照

在香港，從事食肆業務的任何人士須在食肆開業前取得食環署根據公眾衛生及市
政條例及食物業規例發出的普通食肆牌照。普通食肆牌照持牌人獲許烹製和售賣任何
種類食物，以供顧客在處所內食用。

根據食物業規例第31(1)條，除持有普通食肆牌照者外，任何人士不得經營或安排、
准許或容受他人經營任何食肆。於發出牌照前，食環署會考慮食肆是否符合健康、衛生、
通風、氣體安全、樓宇結構及逃生途徑等多項要求。食環署評估物業是否適合用作食
肆時，亦會就有關處所是否符合屋宇署的結構標準及消防處（「消防處」）的消防安全規
定諮詢屋宇署及消防處。食環署可根據食物業規例第33C條向已根據食物業規例達成
基本規定的新申請人授出暫准食肆牌照，以就獲發正式食肆牌照完成所有尚未達成的
規定。暫准食肆牌照的有效期為六個月或更短期限，而正式食肆牌照的有效期一般為
一年，兩者均須繳納所規定的牌照費及持續遵守有關法例及法規的規定。暫准食肆牌
照可續期一次，而正式食肆牌照則須每年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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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

根據食物業規例第31(1)、31(A)條及附表二以及食環署的指引，任何人士不得將食
物業規例附表二所指明的任何食物（包括刺身、供不經烹煮而食用的蠔、活魚及甲殼類
水產動物）售賣、要約出售或為出售而展示，或管有該等食物以供出售或以供配製成供
出售用的任何食品。

根據食物業規例第35條，任何人士觸犯第31(1)條所訂罪行，可處最高罰款50,000港
元及監禁六個月，並須就持續觸犯該罪行期間內的每一天另加罰款900港元。

扣分制

食物及環境衛生署實施的扣分制乃為約束食物業屢犯相關食物衛生及安全法例而
設的懲罰制度。根據扣分制：

(a) 倘持牌人就任何持牌處所在12個月內被扣滿15分或以上，則有關持牌處所將
被停牌七天（「第一次停牌」）；

(b) 倘在第一次停牌的最後違例日期起計12個月內，持牌人就同一持牌處所再被
扣滿15分或以上，則有關牌照會被停牌14天（「第二次停牌」）；

(c) 其後，倘在第二次停牌的最後違例日期起計12個月內，持牌人就同一持牌處
所再被扣滿15分或以上，則可被吊銷牌照；

(d) 就任何一次巡查中發現的多項違例事項而言，持牌人被扣除的總分數為就各
違例事項扣除分數的總和；

(e) 持牌人如在12個月內再次及第三次觸犯同一違例事項，則就該違例事項被扣
除的指定分數將增至兩倍及三倍；及

(f) 倘持牌人其後於有關聆訊在較後日期結束後被判違反相關衛生及食物安全法
例，則有待聆訊，而於是次停牌時尚未計及的任何指稱違例事項，將留待其後
作停牌審議。

衛生經理及衛生督導員計劃

為加強持牌食物業處所對食物安全的監督，食環署推行衛生經理及衛生督導員計
劃（「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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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規定

根據計劃，所有大型食店╱食物工場及製造高風險食物的食店╱食物工場，須
委任一名衛生經理（「衛生經理」）及一名衛生督導員（「衛生督導員」），而所有其他
食店╱食物工場則須委任一名衛生經理或一名衛生督導員。可容納超過100名顧客
的普通食肆須委任一名衛生經理及一名衛生督導員。

(B) 培訓╱委任衛生經理及衛生督導員

食物業經營者須培訓員工或委任合資格人士，負起衛生經理或衛生督導員的
職責。根據食環署發出的《食肆牌照申請指南》，發出暫准╱正式普通食肆牌照的一
項標準為提交填妥的衛生經理及╱或衛生督導員提名表格連同相關課程證明書的
副本。

酒牌

香港的食肆如欲出售酒類，店東須根據應課稅品條例向酒牌局申請酒牌。應課稅
品條例第17(3B)條規定，除非已領有酒牌，否則任何人不得售賣、為售賣而宣傳或展示、
供應或為售賣或供應而管有該等酒類。應課稅品（酒類）規例第25A條規定，除非領有酒
牌，否則不得在任何處所售賣酒類以供在該處所或場合飲用。酒牌局在批出酒牌前會
考慮申請人是否合適持有酒牌、所申請處所是否適宜供應令人醺醉的酒類以及是否符
合公眾利益。僅於有關處所亦已獲發正式或暫准食肆牌照時方可獲發酒牌。僅於有關
處所仍獲發牌為一家食肆時，其酒牌方為有效。所有酒牌的申請均會被轉介至有關警
務處處長及民政事務專員徵求意見。僅於申請人可投入足夠時間及精力適當管理持牌
處所時方會授出酒牌。因此，所有牌照均授予我們有關店址的僱員。

酒牌有效期為一年或以下，須持續符合有關條例及規例的規定。任何人士違反應
課稅品條例第17(3B)條，即屬犯罪，定罪後可判處罰款1,000,000港元及監禁2年。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為我們所有在香港的餐廳取得所需的相關牌照，
並於我們在香港的相關餐廳營業場所開始售賣任何酒類前取得應課稅品條例所規定
的酒牌（以僱員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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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環保法規

水污染管制

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在香港，往特定水質管制區排放工商業污水須受環保署管制。

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第8(1)及8(2)條，任何人 (i)將任何廢物或污染物質排放入水質
管制區內的香港水域，即屬犯罪；或 (ii)將任何會阻礙（不論是直接或結合其他已進入
該等水域的物質）正常水流的物質排放入水質管制區內的任何內陸水域，導致或很可
能導致污染情況嚴重惡化，即屬犯罪，而倘物質乃從任何處所排放，該處所的佔用人
亦屬犯罪。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第9(1)及9(2)條，任何人士將任何物質排放入水質管制
區內的公用污水渠或公用排水渠，即屬犯罪，而倘任何上述物質從任何處所排放入水
質管制區內的公用污水渠或公用排水渠，則該處所的佔用人亦屬犯罪。根據水污染管
制條例第11條，任何人士觸犯水污染管制條例第8(1)、8(2)、9(1)或9(2)條所訂的罪行，
可處監禁六個月，及初犯者罰款200,000港元；再犯或屢犯者則罰款最高400,000港元，
此外，如屬持續罪行，則須就持續犯罪期間的每一天另處罰款10,000港元。根據水污染
管制條例第 11條，任何人士因將任何有毒或有害物質排放入公用污水渠或公用排水渠
而觸犯水污染管制條例第8(1A)或9(1)或9(2)條所訂的罪行，初犯者可處罰款400,000港
元及監禁一年；再犯或屢犯者則可處罰款最高1,000,000港元及監禁兩年，此外，如屬持
續罪行，則須就持續犯罪期間的每一天另處罰款40,000港元。

水污染管制牌照授出的期限為不少於兩年，持牌人須繳納規定的牌照費並持續遵
守有關法例及規例的規定。水污染管制牌照可予續期。

有關我們業務營運的其他規例

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

強積金計劃為由認可獨立受託人管理的定額供款退休計劃。香港法例第485章《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規定，僱主須參加強積金計劃並為年齡介乎18至65歲的僱員作
出供款。根據強積金計劃，僱主及其僱員須按僱員每月有關入息的5%為僱員作出強制
性供款，惟就供款而言的有關入息水平設有上下限。目前就供款而言的有關入息水平
上限為每月 30,000港元或每年36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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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補償

僱員補償條例就僱員因工受傷制定一個不論過失及毋須供款的僱員補償制度，並
列明僱主及僱員就因患上在受僱期間因工遭遇意外或所列明的職業病而致受傷或死
亡的權利及責任。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僱員若在受僱期間因工遭遇意外而致受傷或死亡，即使僱員
在意外發生時可能犯錯或疏忽，其僱主在一般情況下仍須支付賠償。同樣地，僱員倘
因職業病而失去工作能力或身故，則有權獲得與於職業意外中應付受傷僱員同等的補
償。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40條，所有僱主（包括承包商及分包商）必須為所有僱員（包括
全職及兼職僱員）投購保險，以覆蓋其於僱員補償條例下及普通法方面有關工傷的責任。
任何未能遵守僱員補償條例投保規定的僱主，一經定罪，可處罰款100,000港元及監禁
兩年。本公司確認，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就全體僱員投購僱員補償保險。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48條，僱主不得於未經勞工處處長同意下，於若干事件發生
前終止或發出通知終止喪失或暫時喪失工作能力而其根據僱員補償條例有權獲得補
償的僱員的僱傭服務合約。任何違反此項規定的人士一經定罪可處最高罰款100,000港
元。

最低工資

自二零一七年五月一日起，香港法例第608章《最低工資條例》就根據香港法例第57

章《僱傭條例》聘用的所有僱員的訂明每小時最低工資額為每小時34.5港元。任何有關
試圖壓制或削減《最低工資條例》賦予僱員的權利、福利或保障的僱傭合約條文一概無效。

佔用人法律責任

香港法例第314章《佔用人法律責任條例》規定處所佔用人或控制人對合法在該土
地上的人或物品或其他財產造成傷害或損害所承擔的責任。

《佔用人法律責任條例》規定處所佔用人負有一般謹慎責任，要求其採取在所有情
況下屬合理謹慎的措施，以確保訪客為獲佔用人邀請或准許該訪客到處所的目的而使
用該處所時是合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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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及健康

香港法例第509章《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載有有關保障工
業及非工業工作地點的僱員安全及健康的條文。

每名僱主須盡可能合理可行地採取以下措施，僱員確保在工作地點的安全及健康：

(a) 提供及維持安全及不會危害健康的作業裝置及工作系統；

(b) 作出安排以確保有關使用、處理、貯存或運載作業裝置或物質方面屬安全及
不會危害健康；

(c) 提供所有所需的資料、指導、訓練及監督，以確保僱員的安全及健康；

(d) 提供及維持安全進出工作地點的途徑；及

(e) 提供及維持安全及不會危害健康的工作環境。

僱主未能遵守上述條文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200,000港元。任何僱主如
蓄意、有意或罔顧後果地未有遵守上述條文，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200,000

港元及監禁六個月。

勞工處處長亦可就違反本條例、香港法例第59章《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發出敦促
改善通知書，或為防止工作地點的活動對僱員構成迫切危險而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
未能遵守上述通知書，即屬犯罪，分別可處罰款200,000港元及500,000港元，及監禁長
達一年。

董事已確認，本集團已就我們的餐廳取得或申請香港相關法例及規例規定的所有
相關牌照、證書及許可證，且除本招股章程「業務 — 法律及監管合規 — 本集團的不合
規情況」一節所披露者外，於往績期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在所有重大方面遵守
香港適用法例及規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

香港法例第59V章《工廠及工業經營（應呈報工場的防火設備）規例》（「工廠及工業經
營（應呈報工場的防火設備）規例」）確保每個工場的東主須使工場內走火通道保持良好
狀況及暢通無阻。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應呈報工場的防火設備）規例第5(1)條規例，每
個應呈報工場的東主須使工場內作為離開工場的走火通道的每個門道、樓梯及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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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保持良好狀況及暢通無阻。工廠及工業經營（應呈報工場的防火設備）規例第14(5)條
規例訂明，倘無合理辯解，任何應呈報工場的東主違反第5(1)條即屬犯罪，可判處罰款
200,000港元及監禁六個月。

消除火警危險

根據《消防（消除火警危險）規例》第14(1)條，任何人，如身為該處所的擁有人、租客、
佔用人或負責人，准許或容受任何物件或東西被擺放或留下，而可能阻塞有關處所逃
生通道，該人即屬犯罪。

根據消防（消除火警危險）規例第14(2)條，觸犯此罪行的人士，(a)如屬第一次定罪，
可處罰款100,000港元；(b)如屬其後定罪，可處罰款200,000港元並處監禁一年，在任何
情況下，於罪行持續的期間另處每天罰款20,000港元。

僱傭

僱傭條例旨在就（其中包括）僱員工資的保障訂定條文，對僱傭的一般情況及相關
事宜作出規管。根據僱傭條例第25條，凡僱傭合約終止，到期付給僱員的任何款項須
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支付，但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遲於僱傭合約終止後七天支付。任
何僱主如故意及無合理辯解而違反僱傭條例第25條的規定，即屬犯罪，可判處最高罰
款350,000港元及監禁最多三年。此外，如任何工資或第25(2)(a)條所提述的任何款項由
其根據僱傭條例第25A條變為到期支付當日起計的七天內仍未獲支付，則僱主須按指
明的利率就尚未清付的工資款額或款項支付利息，利息自該等工資或款項變為到期支
付的日期起計算，直至實際支付工資或款項的日期為止。任何僱主如故意及無合理辯
解而違反僱傭條例第25A條的規定，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判處最高罰款10,000港元。

商品說明條例

香港法例第362章《商品說明條例》（「商品說明條例」）是香港規管廣告及推廣活動的
主要法例之一。商品說明包括對任何商品的數量、成分及對用途的適用性、性能、物
理特性及原產地的標示。根據商品說明條例第7A條，任何人士就服務使用虛假或具誤
導性的商品說明或供應帶有虛假商品說明的服務，即屬違法。商品說明條例第13E、
13F、13G、13H及13I條禁止廣告上誤導性遺漏及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餌誘式廣告宣傳、
先誘後轉銷售行為以及不當地接受付款。

任何人如犯商品說明條例第7、7A、13E、13F、13G、13H或13I條所訂罪行，一經循
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500,000港元及監禁五年；及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100,000港元及監禁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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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

香港法例第619章《競爭條例》旨在禁止妨礙、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競爭的行為；禁止
大幅減弱在香港的競爭合併；以及就附帶和相關的事宜訂定條文。

本條例載有第一行為守則，述明如某協議、經協調做法或業務實體組織的決定的
目的或效果，是妨礙、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競爭，則任何業務實體不得訂立或執行該
協議，不得從事該經協調做法，或不得作為該組織的成員，作出或執行該決定；第二
行為守則，禁止具有相當程度的市場權勢的一方的反競爭行為；及合併守則，述明在
市場中具有相當程度的市場權勢的業務實體，不得藉從事目的或效果是妨礙、限制或
扭曲在香港競爭的行為，而濫用該權勢。如有違反，競爭事務審裁處可針對違犯者作
出罰款令、取消董事資格令、禁止令、損害賠償令及其他命令。就罰款令而言，競爭條
例第93條賦予競爭事務審裁處權力可對有關業務實體處以罰款，金額不超過其存在違
反行為的最多三個年度的營業額的10%。

個人資料及私穩

香港法例第486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規定，資料使用
者不得執行或參與與保障資料原則相衝突的行為或做法，除非該行為或做法為個人資
料（私隱）條例規定或許可事項（視情況而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亦規定資料使用者
的法律責任，即資料使用者須遵循該條例附表1包含的六項保障資料原則的相關要求。
六項保障資料原則如下：(i)原則1 —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及方式；(ii)原則2 — 個人資
料的準確性及保留期間；(iii)原則3 — 個人資料的使用；(iv)原則4 — 個人資料的保安；(v)

原則5 — 資訊須在一般情況下可提供；及 (vi)原則6 — 查閱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亦賦予資料當事人若干權利：(i)獲知任何資料使用者是否持
有其個人資料的權利；(ii)獲得該資料的副本的權利；及 (iii)要求更改其認為失準的任
何資料的權利。不遵循保障資料原則可能致使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提出投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