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七年四月三日   扶貧委員會 

討論文件                  文件第 8/2016-17 號  

 

墟市發展  

 

 

目的  

 

 在本年 2 月的會議上，有委員表示除向弱勢社群提

供福利外，政府的扶貧助弱措施亦應着重地區為本的支援和

項目，例如「伙伴倡自強」和墟市發展等，為他們創造就業

機會。委員建議委員會應就如何透過地區經濟協助弱勢社群

自力更生作討論。民政事務總署去年 3 月已向委員詳細介紹

了「伙伴倡自強」和民政事務專員在推動地區層面扶貧工作

的情況。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近年的墟市發展，並請委員

就這些措施提供意見。  

 

 

墟市性質  

 

2 .  墟市等詞語並沒有確切定義，在香港也無法律上的

定義。一般而言，墟市涉及買賣物品，但場地一般不會是常

設的，而運作模式多屬非經常性及短時間。在香港，每一區

的區情、發展、文化及規劃各有不同，墟市的性質及定位可

截然不同，過往曾經舉辦的墟市，有些屬與眾同樂的節日慶

祝活動，有些屬推廣文化創意，有些則推動社區經濟及旅遊，

亦有些旨在讓基層市民有創業機會及協助扶貧等。墟市因應

其主題而形式也各異，例如嘉年華、農墟、藝墟等。具體墟

市建議的主題、形式及貨品種類均由地區人士／組織提出。  

 

3 .  經驗也告訴我們，有關團體擬舉辦墟市的選址對附

近的居民帶來影響，關注點包括交通、噪音、環境衞生等問

題。發展墟市的關鍵除了合適的選址外，還有是取得地區包

括區議會的支持。有關政府部門按既有機制處理舉辦墟市的

申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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墟市發展  

 

4 .  食物及衞生局（食衞局）對地區人士／組織提出的具

體墟市建議持積極態度。若有關團體物色到合適的場地（即

場主對在其場地於建議時段舉辦有關墟市原則上不持異議），

而有關建議得到所在社區及區議會支持，只要有關建議符合

公共秩序和安全、食物安全、環境衞生及不阻塞公眾通道的

情況下，食衞局及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會就使用場地

事宜與相關決策局及部門聯繫。就食衞局及食環署而言，我

們擔當協調角色，特別在發出相關牌照（如臨時食物製造廠

牌照）時確保環境衞生及食物安全。墟市的舉辦人基本上可

根據其目標（如扶貧、社區聯繫等）自由選擇其售賣的貨品

及挑選經營者。  

 

 

墟市經驗  

 

5 .  在過去幾年地區人士／組織設立的具體墟市建議進

展如下：  

 

( a)  就深水埗區，在區議會的支持下：  

 

-  自 2015 年夏天起，臨時墟市活動已在九江街舉

行了 2 次，及在楓樹街舉行了 1 次。  

 

-  自 2016 年農曆新年，新春墟市活動 (包括熟食攤

檔 )已在楓樹街遊樂場舉行，而在 2017 年農曆新

年，除楓樹街遊樂場的活動外，亦另外有新春墟

市活動 (包括熟食攤檔 )在通州街和欽州街交界

(近西九龍走廊天橋底 )舉行。  

 

-  現正處理在 2017 年復活節，在九江街舉行的臨

時墟市 (包括熟食攤檔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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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就離島區，區議會設立推動墟市工作小組：  

 

-  在 2016 年 6 月 15 日的會議上，原則上支持 4 個

地區團體的短期墟市建議書，舉行地點包括坪州

及東涌。至今，已有 2 個地區團體舉辦了臨時墟

市。  

 

-  在 2016 年 11 月 21 日的會議上，通過在農曆元

宵 (即 2017 年 2 月 11 日 )在東涌舉辦元宵藝墟。  

 

( c)  就北區：  

 

-  區議會的相關委員會在 2016 年 9 月 19 日通過在

上水石湖墟天光墟舉辦臨時墟市的動議。  

 

-  區議會的相關工作小組及區議會已在 2017 年 1

月 16 日及 2017 年 2 月 9 日討論顧問公司就北區

設置墟市及夜市的研究報告。  

 

(d )  就元朗區：  

 

-  一份由地區團體提出在天耀邨露天劇場舉辦的

短期墟市建議書，已在 2017 年 2 月 23 日及 3 月

7 日獲有關分區委員會和區議會的相關委員會支

持。  

 

-  天水圍北的天秀墟於 2013 年 2 月開始，按照政

府批出的短期租約由東華三院以社會企業形式

營運。天秀墟的目的是提供更多購物選擇，推動

本土經濟，及為區內居民創造就業。經過東華三

院實施優化措施及加強宣傳，相比 2013 年 7 月

人流已上升約三倍， 2017 年 2 月週末及平日的

平均每日數字分別達 3 300 及 2 100 人次；檔位

出租率為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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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就深水埗區而言，過去舉辦的墟市活動，尤其是新

春墟市，能夠為區內外的市民提供一個假日好去處，增添節

日氣氛。此外，當中參與擺賣的檔販不少是基層市民，墟市

活動可為他們提供機會，幫補生計。  

 

7 .  與此同時，墟市活動會對附近的居民和商販帶來一

定程度的影響。一般而言，民政事務處會就墟市活動的建議

書進行地區諮詢，收集居民和商販的意見及建議，並向食環

署反映。  

 

8 .  我們知悉，一些籌辦熟食墟市的倡議人希望在申請

臨時食物製造廠牌照時，發牌當局及相關部門就燃料要求，

可考慮由電力放寬至明火。在符合公共秩序和安全、食物安

全、環境衞生及不阻塞公眾通道的大前提下，相關部門願意

探討容許在熟食墟市使用明火翻熱食物的可行性、認受性及

及實踐空間（包括安全風險評估、主辦單位／營運者必須遵

行的要求及條件及社會大眾對放寬措施的看法）。  

 

 

背景  

 

9 .  在戰後初期，小販一般被視為基層人士賺取生計的

方法，也是市民購買日常用品的一個方便而價格相宜的途徑。

很多顧客也可能認為街頭買賣甚為便利。雖然街頭擺賣成為

香港的生活特色，但由於擺賣活動可影響其他非小販行業人

士的生活，小販人數日漸增長也不是沒有帶來問題。對於附

近居民來說，街頭擺賣活動可能造成阻塞、環境滋擾、甚或

衞生和火警的風險。鄰近售賣類似或可替代產品的商業處所

的商戶也可能認為不用支付租金的街頭擺賣活動對他們構

成不公平競爭。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商戶很多可能都是以小

本經營的中小型企業。隨着社會日益富裕，愈來愈多市民轉

而光顧其他形式的零售點及食物業處所。與此同時，我們留

意到市民對現代城市管理和減少雜亂的街頭擺賣活動的期

望日益提高。此外，隨着人口和經濟活動增長，土地競爭愈

來愈激烈也是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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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以來的政策是一般不簽發新的

小販牌照，並在切實可行範圍內將街頭持牌小販遷移到公眾

街市大樓或離街小販市場。至於已由街頭小販佔用的街道，

當局會作出管制，藉着正規化和規管部分這些小販，並容許

他們在獲妥善編配的街上固定攤位小販區或離街小販市場

的攤檔營業，以逐步改善情況。  

 

11 .  由於政府決定不再簽發新的小販牌照，加上市民的

購物習慣不斷轉變，而源自其他零售點 (尤其是連鎖店 )的競

爭也日趨激烈，以致持牌小販的數目逐漸減少。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本港共有大約 5 911 名持牌小販，而上世紀八

十年代末則約有 20 000 名。  

 

 

徵詢意見  

 

12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並給予意見。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2017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