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販政策公聽會!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 發⾔言稿!!
本年的新年，區議員與⻝⾷食環署聯⼿手趕絕⼩小販，⼤大量⻝⾷食環署職員與警察於深⽔水埗通宵駐守，阻嚇⼩小販
地攤擺檔，揭⽰示了現時政府仍持有舊思維，視檔主擺檔為「⾮非法擺賣⾏行為」，⽽而⾮非基層⾃自⼒力更⽣生、
賺取⽣生計的經濟活動模式。今天，我們樂於看到政府願意積極推動各區墟市發展，重新檢討政府對
⼩小販、墟市的態度，並廣邀各界發表相關意⾒見，以下，我們會就此給予建議：!!
1. 重新檢討販商發牌和管理政策，推動經濟多元化!
⼩小販政策⼩小組委員會提出的⼩小販管理建議書中提及⼩小販檔主「不⽤用⽀支付租⾦金」，對其他商户造成
「不公平競爭」，但是不是⼩小販檔主⾃自⼰己⾃自願在街上擺地攤呢？其實並不是，⽽而今的商場⼤大都引⼊入
⼤大量連鎖集團，⼤大幅加租以逼⾛走⼩小本經營的⼩小租户，他們無法承擔⾼高昂的租⾦金，商場根本無其容⾝身
之所，只好靠擺賣地攤賺取⽣生計。現時商場消費模式盛⾏行，⼀一式⼀一樣的商場已令市⺠民厭倦，相反，
⾃自六、七⼗十年開始盛⾏行、擁有傳統⾹香港地道⾵風味的⼩小販⾏行業卻能給予附近居⺠民更多的選擇和更低的
價格，亦可以給予基層機會⾃自⼒力更⽣生，互惠互利。我們亦同意⼩小販⾏行業不應視為給予弱勢社群的社
會福利，⽽而應視為⼀一種經濟活動模式，所以我們認為政府可以盡快檢討販商發牌制度，⽅方便管理和
給予⼩小販認和，⽽而⾮非⼀一邊⾼高喊要⾹香港經濟多元化發展，⼀一邊⼤大⼒力打壓熟⻝⾷食⼩小販和地攤檔主。!!
2. 確保墟市政策是由下⽽而上地制定，有充分地區諮詢!!
雖然建議書上指由下⽽而上來制定⼩小販管理政策的模式是可取的，但⾼高永⽂文局⻑⾧長在三⽉月底時表⽰示已向
區議會正副主席介紹新政策和諮詢意⾒見，局⻑⾧長是否認為只諮詢區議會的意⾒見便能完全掌握地區⺠民意？
誠然，區議會⽐比起局⽅方更貼近當地居⺠民，但以桂林夜市為例，⺠民建聯深⽔水埗區議員在新年前動議嚴
打桂林夜市，豈料市⺠民反⽽而不滿，在強烈的需求下，他們在新年後再次動議要求保留⼩小敗攤檔特⾊色，
可⾒見區議員已不能完全反映⺠民意，甚⾄至在⼩小販議題上朝令⼣夕改，如何令市⺠民信服？我們建議各區設
專責⼩小組，負責進⾏行地區諮詢，收集不同持分者的意⾒見，包括⼩小販檔主和以當區居⺠民為主的消費者，
他們的⽣生活經驗相信⽐比區議員來得豐富，透過集合不同持分者的聲⾳音，在制定有關擺賣和設⽴立墟市
的細節如地點等的時候會更符合各區的需要。!!
3. 於各區設露天⼩小販市場、夜市，保留社區⽂文化!
 
⼀一直有不同的⺠民間團體在各區舉辦墟市，推廣墟市⽂文化，爭取市⺠民的認可，亦給予⼩小販檔主合法擺
檔的機會，尊重他們⽤用雙⼿手⼯工作以維持⽣生活。現時這些團體主要透過康⽂文署或其他地區部⾨門借⽤用場
地，但其借場制度混亂，反反覆覆，⽽而且拒借場地時，署⽅方多數無法交代和解釋原因，令檔主和⺠民
間團體無所適從。我們建議在各區內設露天⼩小販市場或夜市，除了可以避免此問題外，因為其成本
較低，不論是基層市⺠民還是年⻘青⼈人都能夠參與，給予他們⼀一個向上流動的機會。⽽而市場的選址最好
選⽤用在社區裡已存在並由居⺠民⾃自然形成的墟市，配合適當的管理，令市場能夠符合當地市⺠民的需要
⽽而將影響減⾄至最低。⾹香港⼀一⼁丨直注重發展經濟，⽽而忽略了社區發展，⼩小販攤檔是地區的特⾊色⽂文化，
以地道⽂文化去抗衡⼤大財團的街頭特⾊色，其實⼩小販不⼀一定要被取締，只要管理得宜，⼩小販⽂文化⼀一樣可
以⼀一直保存。 !
⽽而在最後，我們重申我們的訴求：!
1. 由下⽽而上制定⼩小販政策!
2. 檢討販商發牌制度!
3. 各區設露天⼩小販市場和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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