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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一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  

 
發展墟市和社會企業的最新情況  

 
目的  
 
  本文件向小組委員會報告政府發展墟市和社會企業

(社企 )的最新情況。  
 
背景  
 
2.  街頭販賣能提供就業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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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販賣可能會引致環境衞生、

噪音及阻塞公眾通道等問題，對附近居民和行人帶來滋擾。

基於這些考慮，現時政府的小販政策，是尋求在容許合法

的小販活動和維持環境衞生、防止滋擾之間取得合理平

衡。  
 
3.   小販政策充滿利益和價值考慮，而且不斷演變，制

訂一個在任何時候都能令所有人滿意的完美小販政策是不

大可能的。雖然如此，政府仍會負責任地在當前的環境下，

求取一個值得整體社會支持的合情合理平衡，並充分考慮

鄰近販賣地點的社區的關注。  
 
4.  政府近年亦積極推動社企發展，例如透過「伙伴倡

自強」社區協作計劃 (伙伴倡自強計劃 )，為弱勢社群提供就

業機會，提升他們的就業能力，以達致自力更生及融入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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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販政策／墟市發展  
 
5.  正如我們在 2015 年 6 月 29 日的會議已指出，政府

曾在 2015 年 3 月向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轄下小販政策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闡述政府現行小販

管理政策所依據的原則。  
  
6.  簡言之，政府致力制訂一個可取得最佳平衡的小販

政策，一方面可以讓持牌小販活動蓬勃，另一方面除了可

確保食物安全、環境衞生和公眾安全外，也可顧及其他合

理的關注。具體來說，我們已向小組委員會提出多項政府

準備研究的建議 (除了正在推行的措施外 )，分述如下：  
 
(a) 在小販資助計劃 (資助計劃 )下，位於毗鄰樓宇逃生樓

梯出口對出或妨礙消防車運作或阻塞緊急車輛通道

的全部 496 個小販攤檔已獲妥善搬遷。食物環境衞生

署 (食環署 )會繼續跟進並鼓勵更多小販重建其攤檔構

築物，以符合指明的消防安全規定。在推行資助計劃

(將推行至 2018 年年中 )的過程中，我們會致力查看可

如何改善擺賣環境，其中包括在情況許可下，理順小

販區的整體布局，以及加強電力安全；  
 
(b) 至於我們應否重新簽發小販牌照，以填補有關小販區

的空置攤位一事，政府會視乎各排檔區的情況，包括

其消防安全和環境衞生情況、營商環境，以及相關部

門、區議會和當區居民的意見，適時仔細考慮有關建

議；  
 
(c) 在「大排檔」牌照方面，如獲有關區議會支持，我們

會考慮以試驗形式簽發新的「大排檔」牌照；  
 
(d) 對於把出租率偏低的公眾街市改建為離街熟食中心，

政府對小販新經營模式的建議持開放態度。作為試驗

計劃，我們可考慮把現有出租率偏低的公眾街市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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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離街熟食中心，為個別熟食攤販提供經營場地，供

應傳統大牌檔式熟食、傳統小吃或其他形式的小食；

以及  
 
(e) 近年，我們亦注意到有意見要求設立具本土特色的露

天市集。政府持開放態度，並建議採取地區主導的方

式，因各區有其獨特情況，就場地的選擇及運作模式

等各方面，如廣獲社區支持，能成功舉辦市集的機會

將大大提高。有關的建議可向食物及衞生局提出。該

局會聯繫相關部門，以便政府能從食物安全、環境衞

生、公共安全 (包括防火和阻塞通道 )等角度，對建議

作通盤考慮。如建議不對上述各方面構成不可接受的

負面影響，政府將盡力予以協助。  
 
7.  在獲得有關區議會的支持，有個別團體在 2015 年
8 月的多個星期天試行在深水埗區舉辦墟市，亦有街坊會

組織在剛過去的農曆新年期間在同區舉辦包括熟食攤位的

墟市。在 2015 年 11 月，食物及衞生局接獲在四區設立市

集的建議。該局已於 2016 年 3 月致函相關區議會，重申若

建議不涉及食物安全、環境衞生、公共安全 (包括防火考慮 )
及阻塞通道等問題，並獲區議會支持，政府有關部門會盡

力協助。該局會聯繫相關部門，以便政府能從上述各角度

對建議作適切的跟進。  
 
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民間高峰會」的地區推廣計劃 
 
8. 當局一直致力推動社企發展。民政事務局自2008 年
起向社企組織提供資助，支持業界舉辦「社企民間高峰會」

(高峰會 )，以加深公眾對社企的認識。而高峰會自2014 年
更推出以社區為本的推廣計劃，由商界及社企界領袖合作，

透過舉辦地區社企論壇、工作坊及導賞團等，與區內的組

織及社企聯繫，建立交流平台，致力提倡「營商以揚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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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愛社區文化。此外，高峰會於2015 年在深水埗區試行

社區市集，反應良好。今年，除深水埗區外，高峰會亦計

劃在中西區舉辦社區市集，希望進一步在地區層面推廣社

企及與商界的協作。  
 
「 伙伴倡 自強」 社區協 作計劃  
 
9. 民政事務總署自 2006 年起推行伙伴倡自強計劃，旨

在向合資格機構提供撥款以成立社企，從而為弱勢社群創

造就業機會，助他們自力更生及融入社區。截至 2016 年
1  月，計劃已撥款資助 176 家社企成立，它們涵蓋的行業

範圍非常廣泛，創造各種各類工作崗位予不同類別的弱勢

社群。目前已有超過 4 000 人曾受僱於這些社企，當中近

八成員工為弱勢社群。另外，約八成員工認為社企工作令

他們學到更多技能及增加就業信心。  
 

10. 地區團體一直積極參與地區為本的社企項目，獲伙

伴倡自強計劃資助的 176 家社企中，超過六成屬地區為本

項目。地區團體在為弱勢群體提供服務的過程中，了解到

他們的實際需要及能力，所以開設社企，為他們提供能配

合他們特質的工作機會。可見計劃為地區弱勢社群提供就

業機會方面，帶來成效。  
 
11. 有些社企為達到其雙底線 (即實踐社會使命，以及持

續以商業方式經營 )會在市場上拓展空間，以新穎並具創意

的方法應對某些社會問題，開創新業務種類，讓弱勢社群

得以在職場上充分發揮才能。有鑑於此，一些新業務或營

運模式應運而生 (例如陪診服務、格仔舖寄賣服務、生態旅

遊 )，換句話說，社企在力求開拓新市場時，也為社區經濟

帶來嶄新概念、活力和動力。  
 
12. 總括而言，伙伴倡自強計劃自推展以來能讓不少弱

勢社群在社區就業，為他們帶來自信及提升工作技能，更

為社區注入經濟動力，為地區扶貧工作帶來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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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13. 當局會繼續積極推行上述各項措施，增加弱勢社群

的就業機會。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民政事務局 

民政事務總署 

二零一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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