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政府積極推動各區設立墟市/夜市 
成功關鍵在於如何有效建立地區共識 
 
「撐 基層墟市聯盟」回應高永文局長今早就墟市政策發表的言論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於今早(29/3/2015)出席活動後向傳媒表示，認同墟市及夜市等小

本經營方式是香港多元化經濟的一部分，若各社區能在社區裡找到適合擺賣的地方，而居民生

活不會因而受滋擾，而當區居民又接受，當局會盡量提供協助，包括在發牌及配套設施方面。

高局長更表示，已於上周向 18 區區議會正副主席介紹新小販政策，及鼓勵各區區議會建議開

設露天小販市場及夜市的選址。 
  
  本團體「撐。基層墟市聯盟」過去幾年一直推動各區設立不同形式的墟市，並一直倡議墟

市政策的落實，如今得悉局方有意積極推動各區墟市發展，並將於 14/4/2015 在立法會小販政

策小組委員會召開公聽會，邀請社會各界就未來墟市發展及政策制訂發表意見，本團體對此感

到欣喜及表示歡迎，可是，另一方面卻又感到十分憂慮，擔心政府這一次將會再重蹈兩年前天

秀墟選址錯誤及營運方式欠佳的覆轍，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至今仍未透徹明白凝聚當區居民共

識的重要性，而且更欠缺一個有效搜集當區居民意見的方法。 
  
  高局長今早向傳媒表示，上周已向 18 區區議會正副主席介紹新政策及諮詢他們的意見，

無疑，區議會比起制訂政策的局方較掌握地區民情，可是，小販牌照自七十年代起停發，墟市

絕跡社區數十年，市民甚少有機會向區議員提出相關意見，別說具體的選址安排及營運方式，

簡單如當區需要設立哪一種形式的墟市，例如農墟、假日市集、天光墟、夜市，還是青年創意

及文化墟等，相信很多區議會亦難以即時作出切合民意的決定。按目前的狀況，建議政府鼓勵

各區區議會設立「墟市專責工作小組」進行仔細討論，並訂下時間表於當區進行地區諮詢，透

過一系列方式搜集居民對墟市選址及營運時間、方式的意見， 
整理成為報告，再交由區議會作中介者，與地區政府商討如何落實及執行報告的結果。 
  
  本團體得悉深水埗區議會已於較早前委託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深水埗區進行墟市研究，透

過問卷調查及焦點小組等搜集當區居民的意見，可見這種諮詢社區的方法已有先例，而且，本

團體亦認識一班年青的專業規劃師，計劃向政府提出搜集居民意見，凝聚社區共識，以達至「由

下而上」推動社區墟市落實的諮詢方法，他們亦將會出席 14/4/2015 立法會小販政策小組委員

會的公聽會。 
  
  近年，商場消費模式佔據和大小社區，市民已逐漸厭倦這種消費模式，而且小本經營者往

往被商場排斥在外，傳統的地道的香港風味、本土特色已盪然無存，市民選擇越來越少，貨品

價格越來越高，小本經營者更無法透過多元經濟的階梯向上流動。 
 

本團體希望政府這次積極推動墟市政策落實，目的是要切實補救目前主流經濟發展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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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副作用，應提供空間和動力讓地區不同類型、不同性質的墟市得以發展，而非只是另一場公

關活動吧！ 
  

 撐。基層墟市聯盟 
2015 年 3 月 29 日 

 
 
「撐. 基層墟市聯盟」於 2012 年 10 月成立，成員團體包括： 
 
1. 東涌社區發展陣線， 
2. 天水圍社區發展陣線， 
3. 關注天水圍小販大聯盟， 
4. 深水埗見光墟關注組， 
5. 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 
6. 西區墟市關注組 及  
7. 北區基層農友組 (2014 年底加入) 

 
上述 7 個團體來自天水圍、東涌、深水埗、中西區及北區，由一直關注墟市政策發展的民間團

體及居民組成。各團體早於 2012 年以前，便在各自的社區嘗試舉辦不同形式的墟市活動，甚

受當區市民歡迎。可是，每次向地區政府申請借用場地舉辦墟市活動時，均面對重重困難，手

續繁複之餘，更經常在活動舉辦前 1-2 天才收到場地的正式批文，導致沒有充足的宣傳時間，

很多時候更會在沒有清晰的理由下，被康文署或地政處拒絕場地申請。 
 
有見及此，7 個團體決定聯合起來並成立「撐。基層墟市聯盟」，本聯盟認為政府並沒有訂立

清晰的「墟市政策」導致地方政府官員左右為難，無法依據清晰的指引批出場地，讓民間團體

或社福機構在社區舉辦墟市活動，讓基層市民可透過墟市幫補生計，亦建立一個免費的社交聯

誼場合，讓基層家庭可自然地在墟市當中建立重要的支援網絡及鄰里關係。 
 
「撐。基層墟市聯盟」倡議落實「墟市政策」的爭取歷程（簡述）： 
 
2012 年 11 月 
與康文署助理署長會面，要求康文署放寬墟市活動申請場地限制，及簡化申請手續。 
 
2012 年 12 月 14 日 
藉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討論天水圍露天墟市 (天秀墟) 的議題，去信要求委員會促使政府盡

快訂立「全港墟市政策」。意見書中提醒一眾立法會議員，立法會曾於 2007 年 11 月 14 日通過

了一項有關「發展墟市」的議案，並要求立法會及政府盡快作出跟進。議案如下： 
 



「為了人盡其才、地盡其用、發展多元化的販商和市集經濟活動以提升本港旅遊業的吸引力，

以及進一步活化街道經濟和偏遠地區新市鎮的多元經濟活動， 本會促請政府： 
 
(一) 保留現有具本土經濟、文化、人文特色的市集，並協助市集的可持續發展； 
(二) 設立和開拓不同特色的新墟市，例如創意市集、有機漁農產品墟市等； 
(三) 設立街頭技藝表演專區、藝墟等，以鼓勵和推動街頭演藝文化，保留集體回憶， 以及保 
  存、發掘及培養民間演藝文化和才華； 
(四) 於合適地點設立各式天光墟和燈光夜市， 為小本經營、自力更生、自食其力者提供出 
  路； 
(五) 研究設立具特色風味飲食的街頭熟食專區； 
(六) 盡快全面檢討販商發牌和管理政策，以配合推動販商和市集經濟活動多元化的目標及 
(七) 積極與各區區議會研究推行上述活化地區多元經濟文化的措施和辦法，從而為基層提供 
  小本創業和就業機會。”」 
 
本聯盟亦於會議當日在立法會門外請願。要求政府全面推動墟市發展政策，積極推動各地區政

府及區議會於區內物色適合場地，發展符合地區特色和居民需要的墟市。 
 
2013 年 5 月 26 日 
於立法會門外舉行「齊趁墟．撐基層墟市論壇」，集合各區居民在立法會外「齊趁墟」，超過

40 個攤檔聚集在立法會門外，向公眾人士及立法會議員重現墟市景象，並透過論壇讓居民表

達對墟市政策的訴求。多位立法會議員包括陳家洛、梁耀忠、張超雄及胡志偉等亦有出席「撐

基層墟市論壇」，討論現時不同政策對基層墟市的種種限制(包括借用場地、各類牌照申請等)
及墟市政策的正確發展方向。出席的立法會議員答應促請政府落實「全港墟市政策」。 
( 參考資料: 40 地攤齊集 政總變身墟市 蘋果日報 26/05/2013 ) 
 
2014 年 1 月 18 日-3 月 9 日 
展開巡迴墟市活動及地區論壇，第一站為粉嶺聯和墟。協辦文化葫蘆主辦的墟市活動，召集深

水埗、東涌、天水圍居民於聯和墟外，展現地攤式的墟市擺賣活動，重現昔日聯和墟的盛放。

3 月 9 日活動最後一天，亦邀請到各關注墟市發展的團體及學者出席地區論墟，討論推動落實

全港墟市政策的意見及倡議策略。 
 
2014 年 1 月 25 日 
巡迴墟市第二站為九龍公園。召集深水埗、東涌、天水圍、中西區居民於九龍公園展現地攤式

的墟市擺賣活動，向遊客介紹墟市文化。當日亦邀請到<趁還有墟>導演及立法會議員陳家洛先

生出席地區論壇，分享對香港重新設立墟市的意見。 
 
2014 年 5 月 4 日 
信報刊登聯盟有關墟市政策的文章。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30526/51433335


( 參考資料: <重新擬定小販及墟市發展策略>信報 4/5/2015 ) 
 
2014 年 12 月 14 日 
舉辦《墟市 X 空間 X 向上流》社區發展及經濟論壇，藉此推動社會大眾就發展墟市事宜進行討

論，就墟市的發展方式帶來更多想像空間。論壇中邀請到本土研究社成員鄒崇銘先生，及香港

中文大學地理及資源管理學系教授伍美琴博士就如何善用社區裡閒置空間發展墟市作深入分

析，並邀請到立法會扶貧小組委員會主席馮檢基議員回應。 
 
2015 年 1 月 1 日 
於灣仔修頓球場舉辦《墟市 X 空間 X 向上流》巡迴墟市活動，召集深水埗、東涌、天水圍、中

西區居民於場內展現地攤式的墟市擺賣活動，向社區人士介紹及讓他們親身體驗墟市文化，當

日亦得到不少社福單位參與支持。 
( 參考資料: 墟市賣陳皮 基層自力更生 頭條日報 02/01/2015 ) 
 
2015 年 1 月 6 日 
藉立法會小販政策小組委員會召開集思會前，聯盟於政府總部門外舉辦請願活動，向各出席集

思會的立法會議員及食物衞生局局長高永文遞交請願信，要求盡快落實墟市政策，為社會建立

多元經濟及向上流動階梯。 
 
(參考資料: 新市鎮推小販墟市先易後難 太陽報 07/01/2015 ) 
(參考資料: 開放場地辦墟市 蘋果日報 07/01/2015 ) 
 
2015 年 1 月 31 日 
於旺角麥花臣球場舉辦《墟市 X 空間 X 向上流》巡迴墟市活動，召集深水埗、東涌、天水圍、

中西區居民於場內展現地攤式的墟市擺賣活動，向社區人士介紹及讓他們親身體驗墟市文化，

當日亦得到不少社福單位參與支持。 
 
(參考資料: 旺角設墟市幫助基層 太陽報 01/02/2015)  
 
2015 年 2 月 15 日 
聯盟成員「北區基層農友組」在舉辦農墟活動前一星期，忽然遭康文署拒絶借出場地，令農墟

被逼取消。本聯盟遂聯同「北區基層農友組」於原訂舉辦農墟的地點舉行記者會，抗議康文署

在沒有清晰合理的原因下拒絕場地申請，並藉此向公眾說明，目前在沒有墟市政策指引下，舉

辦墟市活動時經常遇到各式各樣的困難。 
 
(參與資料: 撤辦農墟康文署捱轟 太陽報 16/02/2015 ) 
 
2015 年 3 月 2 日 

http://forum.hkej.com/node/112576
http://news.stheadline.com/dailynews/content_hk/2015/01/02/314606.asp
https://hk.news.yahoo.com/%E6%96%B0%E5%B8%82%E9%8E%AE%E6%8E%A8%E5%B0%8F%E8%B2%A9%E5%A2%9F%E5%B8%82%E5%85%88%E6%98%93%E5%BE%8C%E9%9B%A3-231018426.html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50107/18994213
https://hk.news.yahoo.com/%E6%97%BA%E8%A7%92%E8%A8%AD%E5%A2%9F%E5%B8%82%E5%B9%AB%E5%8A%A9%E5%9F%BA%E5%B1%A4-220512245.html
https://hk.news.yahoo.com/%E6%92%A4%E8%BE%A6%E8%BE%B2%E5%A2%9F%E5%BA%B7%E6%96%87%E7%BD%B2%E6%8D%B1%E8%BD%9F-214510969.html


藉立法會小販政策小組委員會召開會議，就「制定小販政策的原則及建議措施」續進行討論，

本聯盟委員會提交意見書及「墟市試驗計劃建議書」(深水埗及天水圍)，在如何有效營運墟市

方面，向委員提供參考資料。 
 
2015 年 3 月 4 日 
獲 NOW 時事全方位節目邀請，於節目內就「怎樣的小販政策才切合市民期望?」分享意見。 
 
(參與資料: 【時事全方位】調整小販政策(二) now.com 新聞 04/03/2015 ) 
 
2015 年 3 月 12 日 
接受《DBC 主場》訪問，重申聯盟「區區有墟市」的概念，以不同形式協助基層及年青人創業。

另說明目前籌辦墟市程序繁複，建議政府成立一個牽頭部門，統一處理墟市問題。 
 
(參考資料: 趙羨婷：政府應與民間凝聚共識 新聞時事 12/03/2015 ) 
(參考資料: 趙羨婷：推崇「區區有墟市」的想法 新聞時事 12/03/2015 ) 
 
本聯盟的訴求： 
 
1. 政府應儘快訂立全港墟市政策，推動各區基層墟市的發展。 
2. 立法會應推動政府就「墟市發展政策」的討論，積極推動各區物色場地設立以基層生活需 
 要為本的墟市。 
3. 要求政府扶貧委員會，設立「地區扶貧專責小組」，積極討論「如何使用各社區裡的閒置 
 空間，以發展墟市作為扶貧其中之一的方法」。 
4. 要求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為首組成的跨部門小組商討及制訂墟市政策長遠發展。 
5. 開放各區康文署及地政處場地，並簡化申請程序，讓社福機構及慈善團體可借用場地舉辦 
 定期墟市活動。 
6. 各區區議會積極向當區居民進行諮詢，共同於區內物色場地以舉辦墟市活動。 
 
 

https://hk.video.search.yahoo.com/video/play;_ylt=A2oKiKQa6hhV5VUA7y7eygt.;_ylu=X3oDMTByN2RnbHFoBHNlYwNzcgRzbGsDdmlkBHZ0aWQDBGdwb3MDMw--?p=%E8%B6%99%E7%BE%A8%E5%A9%B7&vid=51416220b852478164424ee0369aca44&l=&turl=http%3A%2F%2Fts1.mm.bing.net%2Fth%3Fid%3DVN.608052925925887772%26pid%3D15.1&rurl=https%3A%2F%2Fhk.news.yahoo.com%2Fvideo%2F%25e6%2599%2582%25e4%25ba%258b%25e5%2585%25a8%25e6%2596%25b9%25e4%25bd%258d-%25e8%25aa%25bf%25e6%2595%25b4%25e5%25b0%258f%25e8%25b2%25a9%25e6%2594%25bf%25e7%25ad%2596-%25e4%25ba%258c-024215121.html&tit=%E3%80%90%E6%99%82%E4%BA%8B%E5%85%A8%E6%96%B9%E4%BD%8D%E3%80%91%E8%AA%BF%E6%95%B4%E5%B0%8F%E8%B2%A9%E6%94%BF%E7%AD%96%28%E4%BA%8C%29&c=2&sigr=14tsrt4cb&sigt=11cv2vrb5&sigi=11rfs4k7v&age=1425465735&fr2=p%3As%2Cv%3Av&fr=uh3_news_vert_gs&tt=b
http://www.dbc.hk/radio1/focus-detail/Id/48642/type/1/%E8%B6%99%E7%BE%A8%E5%A9%B7%EF%BC%9A%E6%94%BF%E5%BA%9C%E6%87%89%E8%88%87%E6%B0%91%E9%96%93%E5%87%9D%E8%81%9A%E5%85%B1%E8%AD%98
http://www.dbc.hk/radio1/focus-detail/Id/48636/type/1/%E8%B6%99%E7%BE%A8%E5%A9%B7%EF%BC%9A%E6%8E%A8%E5%B4%87%E3%80%8C%E5%8D%80%E5%8D%80%E6%9C%89%E5%A2%9F%E5%B8%82%E3%80%8D%E7%9A%84%E6%83%B3%E6%B3%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