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區小販發展平台 

要求檢討小販政策意見書 

 
  政府在 2013 年 6 月正式展開「固定小販排檔區小販推行的資助計劃」後，

利用各種手段打壓小販的生存空間，包括退牌計劃「利誘」小販交還牌照。計劃

開始至今，數以百計的小販申請退牌，固定小販攤檔數目劇減，與之共存的助手

也難逃厄運，令這群以小販行業為生的助手無以為繼。同時，一些無牌熟食小販

也在政府不再發牌，為生計被迫與食環當局你追我趕，造成官民衝突，也時有意

外。是故，我們要求政府不單要確保小販數目不再減少，將收回的牌照

重發予有意入行的市民，也要讓同區助手優先申請；亦必須檢討現行小

販政策，同時處理熟食小販牌照問題，令區區有墟市/ 夜市。 
 
發展小販政策，不要一味打壓 
  適逢政府於今年 2月 25日發出政府當局有關小販管理建議的文件，當中提

及政府應要以「發展」為原則，而非過往的「管理及管制」角度，從而制訂長遠

的小販政策。但觀乎內文，政府依舊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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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將小販定性

為阻礙城市和經濟發展的「因素」之一。小販是自力更生的勞苦大眾，為市民大

眾提供更多價廉物美的消費選擇，也是政府口中吸引遊客的本土特色、本土經濟，

政府卻倒過來將責任推到小販身上，我們極之失望。 

 

只發工匠牌照，視野一貫狹窄 

  現時文件提出重發固定小販排檔牌照，會考慮利用現有空置小販攤檔，當然

是可取的做法，但將發牌的種類限制至只有工匠牌 (包括補鞋匠、鐘錶修理匠、

鎖匠、圖章師傅、磨刀匠、線面師和代書人等) 就令我們十分不滿。小販文化的

多元性是建基於小販能靈活變通，就着市場需要而調節，上環文華里變成「圖章

街」，就是因中上環一帶的印刷業興旺而衍生出來；花園街也是由最初超過 300
檔的小販排檔區，服務當區基層市民，轉而以遊客及區外顧客為主，不同小販街

的建立自有一套獨特的歷史背景。不是政府一句「具懷舊本土文化特色」，就可

以無視當區小販的實際需要，抽空地建立一個小販社群；更不是政府口中只有工

匠牌才有本土文化特色。 
 
限制牌照繼承，無視助手權益 
  現行小販政策下，只有持牌人的「直系親屬」方可繼承，若家無子嗣，或子

女不繼承牌照，政府便會收點牌照，卻又不會重新牌照予有意經營者，結果造成

立法會 CB(4)722/14-15(02)號文件 



小販數目不斷下降。而現時不少檔口都由助手打理，但因為政策缺失，令這群同

樣經營小販生意的助手往往因為牌主退牌或去世而無法繼續經營。今次的文件中

亦隻字不提助手能否繼承小販牌，或在日後重新發牌時優先取得牌照。 
 
墟市民間主導，保存本土文化 
  小販不單是基層市民自主營生的途徑，也是草根階層的多元消費選擇，更有

些排檔區成為熱門旅遊區，例如花園街、鴨寮街、上環文華里、中環嘉咸街等，

已然發展成一個個露天墟市，而民間要求增設墟市的訴求仍然殷切，上一次我們

就政府「排檔收牌政策」的意見書 (見立法會 CB(2)1451/12-13(04)號文件) 已經

提出天水圍天秀墟的例子作說明，政府必須重視小販的價值與重要性。香港實在

要建立不同類型的墟市/ 夜市，令各區居民都可以在當區有多元的消費選擇。 
 
  今次文件提及「設立地區主導的露天小販市場和夜市」，我們表示歡迎，但

政府卻認為「不宜強制每個新發展區在規劃階段預留任何特定用地設立攤販市

集。」與我們要求政府需要為發展墟市而在規劃上預留空間背道而馳。另外，文

件傾向以私人覓地建墟市，我們認為今日地產霸權至上，難免出現私人發展商包

辨墟市，倒過來與私相受授的質疑。所以墟市應要照顧草根階層的實際需要，令

普羅大眾都能有自主營生、自主消費的選擇。 
 
故而，我們有以下訴求： 
1) 現時當局的建議並不全面，政府實需要全面檢討現行的小販/ 墟市政策，並

進行全港諮詢及可行性研究； 
2) 在考慮重新發出固定排檔小販牌照時，應該將發出牌照擴大至所有種類，同

時亦要為助手牌照取得應有的權益，在重新發牌時優先考慮助手； 
3) 應該在開放部份公眾街市外，也要開拓新街道作為小販市集/ 墟市，包括設

立地區熟食夜市； 
4) 在重新檢討現行小販/ 墟市政策的同時，不應否定新發展區預留土地予小販

市集/ 墟市，宜接納不同市民及地區組織的建議。 
5) 確保墟市以基層為本，不應為入埸設高門檻。 
 
聯絡：葉寶琳   、陳朝鏗    
 
【聯區小販發展平台】介紹： 
花園街大火後，政府推出排檔管理諮詢文件，在諮詢期結束後，我們聯結灣仔區及

花園街小販，加上幾個關注小販的民間團體，包括灣仔市集關注組及香港天主教正

義和平委員會等，共同成立【聯區小販發展平台】，目標是關注全港小販政策及發展，

捍衛各類小販權益，提倡香港小販的本土文化、政策倡議和生存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