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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處處還必組委員貪貪蓋章

設投友4 月 14 日就、創袁公壞處遠的思則表達還讀腹之風寒星

香港一向標榜自由經濟，因是自由市場，各方財團可自由營商，政府近年更開放公營

服務給商界競投;相反，多年來的小販政策卻是取締而非協助!為何大財團可自由營商，

小本經營的小販卻不能自由進入市場?有達自由市場的精神?近年本港貧富懸殊的堅尼

系數持續高企， 2014 年達 0.537 。 政府應對大小營商者一視同仁，平衡各方利益，拉近貧

富懸殊，積極協助基層人士謀生， 開放小販市場，在有計劃、有規管下重發小販牌 。

1. 政府應保育小販行業

由 1970 年起當局已不再簽發小販牌照，逐步減少非法擺賣活動 。 同時盡量將小販遷

入小販市場或街市，故持牌小販的數目由 80 年代的 2 萬大降至 6 千名且大多年過 60 。 若

取締政策持續，持牌小販將日漸萎縮，要人行者被迫做無牌小販，規管上失預算，若可在

規劃下逐步重發小販牌照，無論在社會、經濟和管理上都較有利。

2. 小販的社會價值多元往，擺賣活動不能只視為經濟活動

眼見很多 80 年代的小販，生活都有改善，有些早已人舖做老板，可見小販措施除了
舒緩失業問題外，還可讓低下階層有向上流動的機會 。 並非單純經濟活動 。

零九年十二月，流動雪糕小販阿華因違例擺賣「珍寶珠」糖果而受檢控 。 原來阿
華多年前曾租商鋪賣田雞，但後來業主將舖租由每月仁千多元加至萬多元，阿華因
握不住貴租才結束生意，申請流動小販牌賣雪糕 。 可見高地價政策迫很多小商戶重

投小販行列!本來房署商場為小商戶提供較廉租的生存空間，但近年政府的、大市
場，小政府，政策，房署商場轉領灌管理後，租金倍增，樂富街市裝修後租金己大

幅升至萬餘至二萬，有空舖也不肯減租， 令很多小商戶結業， 一些老舖消失，代之

而起是無可選擇的集團經營的連鎖店!這些經濟活動與政府政策和民生緊扣 。 可見

小販令市民有多元選擇，平衡大財團壟斷， 怎能只視為單純經濟活動 。 故在發牌時

應先考慮、福利因素，協助基層人士賺取生計，其次發展本士文化，鼓勵創意工業，
可刺激旅遊經濟 。

3. 贊成在各區設立小販市集(天光墟、夜市、跳蚤市場)

香港地少人多，市集 、 天光墟、夜市、跳蚤市場都有地區需要才形成，方便市民之
餘，土地又可充分利用，只要提供設施和管理，便可令經濟活動更活躍，市民選擇多元

忱 。 天水圍的天光墟，桂林街晚上南亞人的舊物夜市 ，甚俱地區特色，若不取締 ， 扶貧之
餘，更有機會成旅遊景點 。 若有少數族裔的市集，提供向上流機會，相信執法時遭拼命反

抗機會減少，因執法殉職事不再發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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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訂過時的小販法例和政策

現行的小販法例和政策是多年前訂立，隨社會改變，很多己不合事宜 。 如界定、小

販m 便要有現金交易，導致近年提供服務的街頭推廣，因無現金交易，無法控告販賣，致

易拉架攤檔如雨後春筍 o y女買佬P 是付錢不是收錢，又不能視作販賣 。 現代電子貨幣盛

行，若販商改以電子貨幣交易，小販組如何執法?以往流動小販定義指邊行邊叫賣，有人

幫襯才停下交易，故禁止販賣的路標也是用有人用擔挑抬兩竹蘿;但現在的流動小販已改
用手推車和木頭車，停留在一固定地點幾個鐘，失卻以前、流動，沿街叫賣無停留的原意 。

究竟現今流動的定義是什麼?因法例過時，規管上有衝突，應儘快檢討修例 。

5. 場地設施和社區教育配合環境衛生

有販賣活動便無可避免有阻街、清潔和社團問題產生 。 故發牌地點應有政府人員

監管，有水電供應，有清洗場地安排 。 經營者要簽保持環境衛生協議書，連者扣分，屢犯

要參與場地清潔，不從者停牌 。 更要做好社區教育配合環境衛生，環保回收等，令大眾在

良好的環境下購物 。 亦基於環境衛生理由，前線員工對重發街上大排檔牌有保留 。

6. 要有城市規劃訂立長遠的小販政策，專責部門統籌各部門推動小販活動，設立聯合辦

事處執行

建議文件說要配合城市規畫u ' 但從不見有小販的規劃!本港的城市發展沒有為小販

作長遠規畫u ' 如需要多少比例的小販?各區分佈數量和位置?有否預留小販用地?如何配

合推廣旅遊和發展本地創作和生產?領牌人資格的定位?這涉及多個部門運作，極需有統

籌部門。

7. 贊成由下而上由地區主導的露天小販市場和夜市

由地區研究市集，天光墟和夜市位置是好的安排，但決定權不應只在區議會成

員，地區人士，社福團體都應可提出意見，才能平行各方意見 。

8. 將部份公眾街市改建為離街熟食中心和有機農墟

港人越來越注重食物健康，本地的有機耕作解決了食物安全問題而大受歡迎，可

惜有機耕作缺乏銷售渠道，農墟每星期一次，地點亦得幾個 。 上述安排是好建議 。

9. 現代(七、科學他小服管理，加強培訓|小販管理隊，加強社區公德的教育

小販政策和小販管理十年如一日，未能追上時代步伐 。 小販管理隊以文職執法，

工作吃力不討好，不受社會尊重，職業無保障，士氣低落。部門的社區公德教育乏罕，食

環署前線員工執行阻街經年，但勸喻阻街宣傳竟不是食環署制作，令員工大失所望 。 小販

管理隊的培訓在內容和導師資歷上都應嚴選和多元化，以署任者做導師解決無人肯人訓練

學院做培訓安排應避免，才能配合社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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