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正義聯盟 

就立法會小販政策小組討論小販墟市政策提供意見 

2/3/2015 
 
土地正義聯盟一直關注香港的農業及社區發展。我們得悉立法會小販政策小組委

員會將於 2/3/2015 下午召開會議，就「制定小販政策的原則及建議措施」續進

行討論，故就此再向委員會提交資料及意見，以供參考及討論。 
 
農墟的重要性 
1. 改善農夫的生計 

面對內地農產品的競爭，本地農產品在批發市場的價格受壓，減低毛利率。

有機耕作需要人手打理，農產品一般成本更高。農墟是低門檻的直銷渠道，

減輕減低交易的成本，使農夫能從中獲取更高的毛利，支持繼續以生態友善

的方式耕作，改善農場的生態環境。 
 

2. 消費者以更優惠的價錢享用本地農產品 
農墟直銷，無需多一重批發的成本，消費者能以更優惠價獲得優質、健康的

農產品。 
 

3. 教育社區 
農夫在農墟與市民面對面的溝通接觸，能宣揚惜食、不時不食、養份循環、

生物多樣性、菜單食療等觀念。 
 

4. 社區共享的平台 
在農墟中市民可將剩餘的物資帶給農夫，例如廚餘用作堆肥，減少廢物。 

 
現時農墟的狀況 
根據漁護署的數字，直至 2014 年 08 月，香港的有機農場數目起碼有 514 個，

每日出產本地有機菜。相比之下，現時只得 7 個農墟，而且是集中在星期日，是

十分不足。根據香港有機產業促進協會於去年三至十二月，分別向五十九個本地

有機農莊作業者及二百名本地消費者展開問卷調查，約八成受訪農友及八成受訪

消費者認為，現時有機蔬菜的銷售渠道「一般足夠」或「不足夠」。 
 

農墟 開放日期 地點 主辦單位 場地提供 檔位

數目* 
天星農墟 逢星期三 中環天星碼頭 香港有機生活發展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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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有機農墟@中環 逢星期日 

 
中環天星碼頭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

園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19 

美孚有機農墟 逢星期日 
 

葵涌道架空道

路下 
香港基督教青年會 政府 17 

大埔農墟 逢星期日 
 

大埔太和路 菜聯社 大埔蔬菜產銷有限

責任合作社 
31 

港島東農墟 逢星期日 
 

港島東太古坊

糖廠街 
香港市集協會有限

公司 
太古地產 ~50 

屯門農墟 逢星期六 
 

屯門青山公路 
2 號國 
際十字路會 

菜聯社 十字路口基金會 ~10 

馬寶寶有機農墟 逢星期三

及日 
粉嶺北馬屎埔

村馬寶寶社區

農場 

馬寶寶社區農場 馬寶寶社區農場 ~5 

*包括其他農副產品及綠色生活用 
 
民間志力推動農業發展，舉辦農墟的團體卻得不到政府的支援。政府在全港管理

大量閒置公共空間，例如由康文署管理的公園及休憩處、地政處管理的政府官地。

但現時並未有一套借場的準則，令有心舉辦的農墟的團體無所適從。例如，最近

土地教育基金早在去年已向康文署借用粉嶺遊樂場的一幅十米乘十米的空地，在

一月至四月舉辦粉嶺農墟。署方原本答應 1 月 18 日、2 月 15 日、3 月 15 日及

4 月 19 日的場地申請，而農友們於 1 月 18 日的農墟活動亦已順利完成，更得到

區內區外市民的大力支持，短短一天已收集到超過 300 個簽名聯署支持北區舉

辦恆常農墟，可是，正當農友們準備於 2 月 15 日繼續舉辦農墟時，卻忽然在不

足一個星期前（2 月 9 日）收到康文署的通知，拒絕借出粉嶺遊樂場作農墟活動，

此事令農友們大失預算。署方沒有清楚解釋原因，借場制度混亂，令農友們無所

適從，並造成嚴重損失。 
 
舉辦農墟的要求 
1. 平日及假日提供場地 

現時農墟集中在假日，但農夫每天有農作物出產，並難以將農作物保鮮至星

期日。同時，市民要求農作物新鮮，所以需要更多在平日舉辦的農墟，以令

農夫能夠直銷新鮮的農作物。 
 

2. 長期穩定的地點 
由於消費者從認識農夫到建立對食物的信心及與農夫的關係，是需要一段時

間。所以必須有定期定點的農墟，農夫才能建立穩定的顧客群。 



 
3. 優先在農場附近社區舉行 

一般小農以家庭式經營，需要獨自打理農務，而且未必擁有自己的運輸車輛。

在農場附近社區舉辦農墟能節省運輸的時間及成本。即使農產品最終賣不完，

他們亦可帶農場。對社區而言，這使當區居民能更認識自己生活的社區。 
 
二零一五年三月一日 
 
土地正義聯盟 
(聯絡人:莊立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