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小販政策及相關措施 

 

 

目的  
 
  本文件闡述政府當局關於小販發牌的政策，並就二零

零九年完成的小販發牌政策檢討的各項工作進展，以及改善

持牌報販經營環境的措施，向委員作出匯報。  

 

 

小販政策  
 
2.  街頭販賣在香港已有悠久歷史。當局多年來的政策，

是妥善規管持牌小販的販賣活動，並就非法擺賣採取執法行

動。街頭販賣提供就業機會，而顧客也可買到較廉價的物

品。近年，社會上有意見認為小販行業富有傳統特色，應予

保留及活化。然而，街頭販賣會引致環境衞生、噪音及阻塞

公眾通道等問題，對附近居民和行人帶來滋擾。過去三年，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平均每年均接到約 11 200宗有關持

牌小販和非法街頭擺賣的投訴。  
 
3.  基於上述各方面的考慮，現時政府當局的小販政策，

是在容許合法的小販活動和維持環境衞生、保障市民免受滋

擾之間取得適當平衡，並在不影響食物安全、環境衞生和通

道暢通，以及得到當區區議會的同意的前提下，盡量考慮為

一些特定的小販行業重新簽發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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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了更符合市民期望和社會需要，並考慮到小販的數

目相比以往已大幅減少，食物及衞生局和食環署於二零零八

至零九年就小販的發牌政策進行了檢討。檢討的範圍包括研

究在不影響環境衞生的前提下，是否可以重新簽發新的小販

牌照和放寬小販牌照的繼承和轉讓規定，以及如何強化區議

會在地區小販發牌和管理方面的角色。就有關的政策檢討，

我們諮詢了 18 區區議會、超過 20個小販團體、其他相關持

份者，以及數度諮詢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的意見。在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四日的會議上得

到事務委員會對小販牌政策方向的支持後，我們一直跟進政

策檢討的各項建議，有關工作的進度詳列於下文。  

 

 

重新簽發小販牌照  
 
固定攤位小販牌照  

 
5.  由於政府當局已多年沒有簽發新的小販牌照，一些露

天小販市集因檔戶遷離或退回牌照而出現空置攤位。為了增

加小販市集的活力，政策檢討的結論是在維持現有固定攤位

總數的情況下及讓前排毗鄰的固定攤位兼用後排的空置攤

位，向新經營者發出固定攤位小販牌照，讓他們經營空置攤

位。至今，共有 654個後排空置攤位與前排攤位合併。至於

其餘的空置固定攤位，我們就個別小販市集的空置攤位應否

重新撥供編配諮詢相關的區議會。目前獲區議會支持重新編

配的攤位有218個，食環署已就其中217個簽發牌照，該署將

會繼續為餘下的攤位進行發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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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攤位 (熟食或小食 )小販牌照  

 

6.  固定攤位 (熟食或小食 )小販 (即「大牌檔」 )現時有28 

個，主要集中於深水埗及中西區。因應熟食種類、經營模式

及所處位置不同，有些大牌檔確實造成環境衞生、噪音及阻

塞公眾通道等問題，但也有些成功融入附近社區，出售饒富

特色的熟食，獲市民視為本土文化中值得保育的一部分。我

們認為大牌檔的去留可因地制宜，不應以一刀切的方式處

理。因此，政策檢討的結論，是如有大牌檔因持牌人年邁、

離世或其他原因而可能面臨結業，我們會徵詢區議會，讓其

按照地區的具體情況及居民意願，就是否繼續讓該大牌檔在

原址經營提出意見。假如當區區議會表示應該繼續讓該大牌

檔在原址經營，當局可考慮放寬大牌檔牌照的繼承及轉讓安

排，容許持牌人的配偶及以外的「直系親屬」繼承或承讓牌

照，使之與其他固定攤位小販牌照看齊；或向其他有興趣的

經營者簽發新的牌照。截至二零一一年五月，在諮詢當區區

議會的意見後，食環署已就中西區十個「大排檔」牌照的轉

讓事宜進行跟進，而其中九個牌照的跟進工作已完成。  

 

流動小販牌照  

 

7.  流動小販牌照分為售賣乾濕貨的流動小販牌照、流動

牌照 (流動車 )和流動牌照 (冰凍甜點 )三大類。流動小販在經營

時往往在人流暢旺的地點聚集，手推車連同貨物難免造成公

眾通道阻塞，也對環境衞生帶來一定影響。政策檢討建議維

持現行政策，不簽發新的售賣乾濕貨的流動小販牌照，亦不

放寬現時流動小販牌照不能繼承和轉讓的安排。小販團體和

區議會對此均不持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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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流動小販 (冰凍甜點 )牌照持有人 (俗稱「雪糕仔」)通常

在公園入口、泳灘、旅遊景點等地方擺賣預先包裝的冰凍甜

點，例如雪糕、雪條、汽水及其他不含酒精飲品。他們的經

營模式有別於其他類別的流動小販，多數配以電單車或腳踏

車，分散在不同地點營業，不一定會阻塞通道，而且可為較

偏遠地點的遊人帶來方便。諮詢期間，部分區議會及小販團

體均支持簽發新的流動小販（冰凍甜點）牌照。政策檢討的

結論是簽發不多於 61個新的流動小販 (冰凍甜點 )牌照。截至

二零一一年五月，食環署已簽發了55個此類牌照，該署將會

繼續為餘下的六個名額進行發牌工作。此外，食環署亦於二

零一零年十月放寬「雪糕仔」的准售貨品種類，除已批准的

非酒精類預先包裝飲品外，將預先包裝小食（包括糖果和香

口膠）和小包裝紙巾納入准售貨品之列。  

 

 

露天市集  
 
9.  至於委員建議在各區適當地點設立露天市集，事實上

在政策檢討時，我們已表示對有關建議持積極開放態度。如

倡議者能覓得適當場地，得到當區的支持，以及能夠符合食

物安全和環境衞生方面的要求，我們樂意聯同相關的部門提

供適當協助。  
 
 
小販發牌政策檢討以外的工作  
 
擦鞋匠  

 
10.  正如上文第 3段指出，我們的小販政策，是在不影響

食物安全、環境衞生和通道暢通，以及得到當區區議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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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盡量考慮為一些特定的小販行業重新簽發牌照。

有鑑於早前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應保存擦鞋匠這傳統小販行

業，在中西區區議會的支持下，我們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向八名長期在該區經營的擦鞋匠重新簽發固定攤位小販牌

照。  

 

工匠  

 

11.   此外，為進一步保存香港本地傳統文化，食環署早前

對在街上無牌經營工匠業務的商販進行實況調查，以確定他

們的經營地點、行業類別、在有關地點提供服務的年期等。

我們合共識辨了 123 名無牌工匠 1，其中 82 人已經營超過十

年。其後，食環署在二零一零年進行登記會晤 94 名工匠。

目前，有 86 人表示願意申領牌照 (他們當中有 17 人表示只接

受原址發牌 )，其餘八人則選擇維持現狀。  

 

12. 食環署已進行可行性研究，探討可否向該些願意申領

牌照的無牌工匠原址發牌。研究工作包括邀請相關政府部門

(例如運輸署、警務處、地政總署、民政事務總署、消防處和

路政署等 )對這 86 名願意申領牌照的工匠的現時經營地點進

行評估，以確定是否適宜撥作販賣用途。截至二零一一年五

月，有關部門已審批當中 57 個地點，認為適合原址發牌。

至於其餘的地點，十個仍待相關部門提供意見，19 個因位於

私人土地、市區重建局已公布的重建項目範圍或其他原因而

不能在原址發牌。  

 

                                                 
1 43 名補鞋匠、46 名鐘錶修理匠、九名鎖匠、九名圖章雕刻匠、四名磨刀匠、

一名雨傘修理匠、八名線面師和三名代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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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食環署計劃在獲得相關區議會支持後在適合發牌的地

點闢設固定攤位，並向已登記的工匠簽發固定攤位 (工匠 )小

販牌照，讓他們在原址繼續經營。至於不宜發牌的地點，有

關工匠可選擇區內的空置小販攤位，或提出一些新地點，供

有關部門考慮是否適合闢設固定攤位。至於已表示無意申領

小販牌照的無牌工匠，食環署會再向他們解釋發牌的目的是

讓他們可在合法的情況下經營。  

 
 
持牌報販  
 
14.  因應持牌報販希望政府協助他們改善經營環境的訴

求，食環署已於二零零九年九月放寬報攤可額外售賣物品至

十二種。除已經批准的八種物品（即紙巾、香煙、打火機、

糖果、香口膠、涼果、電池、原子筆）外，再加入其他四種

物品 (即樽裝蒸餾水、小飾物、利是封及流動電話儲值卡 )，

亦同時放寬用作售賣額外物品佔攤位比例的限制，由不超過

攤位面積四分一擴大至不超過攤位面積一半空間。  

 

15.  此外，持牌報販可在其攤位範圍內展示獲准售賣貨品

的相關宣傳品，其體積亦沒有攤位比例上的限制。然而為了

避免影響行人路的暢通，有關的宣傳品不可以超越攤位範

圍。發出報攤牌照的主要目的是讓攤檔經營售賣報紙雜誌。

考慮到現時報攤可額外售賣的物品已達十二種，而報販亦可

展示其售賣貨品的相關宣傳品，有關的做法已顧及了報攤的

經營環境。食環署會繼續與報販代表保持溝通，了解他們對

經營環境的進一步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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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6.  香港人煙稠密，同時市民對生活質素的要求日漸提

升。我們認為，於二零零九年完成的小販發牌政策檢討所得

出的結論，已充分反映社會上對有關事宜的主流意見，亦平

衡了不同人士的關注。此外，向無牌工匠發牌亦進一步保存

香港的傳統文化。我們會繼續貫徹執行政策檢討的各項建

議，並於有需要時諮詢事務委員會和相關區議會的意見。  

 

17.  對於有意見認為政府當局應多發小販牌照以增加就

業機會，基於不少市民對街頭販賣或會引致的環境衞生等問

題的關注，我們認為有關建議並不可行。事實上，現時公眾

街市亦為社會基層提供就業機會。為了鼓勵有興趣的人士經

營街市檔位，食環署在二零零九年二月開始，將空置六個月

和八個月以上的公眾街市檔位競投底價分別降低至市值租

金的 80%和 60%。該署在二零零九年七月起，更逐步在公眾

街巿引入服務行業(包括設計／裝修、美容、電腦及相關服

務、僱傭仲介、中醫／跌打等)、小食及烘製包餅攤檔，使

公眾街巿服務更多元化，並提供更多機會予有興趣經營小生

意的人士或創業者。此外，在去年十月，食環署試行以短期

租約出租小型檔位，增加街巿攤檔的租用彈性，藉以吸引更

多人士經營街市檔位。現時食環署轄下的公眾街市有約1 200

個空置檔位，分佈於全港各區，供市民競投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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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8.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及提出意見。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二零一一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