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販政策意見 

 

    很高興聽到政府對小販政策有如此大的轉變。由以往的取締管理，

改為活化小販，改善小販營商環境。使香港市民覺得小販行業對社會

有實質貢獻，而並不是只會謀福利，拿著數的一群。而我們自己小販

亦開始覺得自己是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在促進旅遊和本土經濟方面，販商行業的確是有很大的作用。香

港景點不多，旅客熟知的當中都包括幾個特色露天市集。 

 

    關於街頭小食攤檔 

我覺得政府部門的思維不應停留在六七十年代，想起街頭小食攤

檔就認為是不符合衛生，影響健康，影響街道，烏煙瘴氣，一定要小

食攤檔在街道上消失。 

    其實街頭小食攤檔一向都深受旅客歡迎，。在我們每日看檔的時

候，很多旅客都詢問我們哪裡有小食攤檔，哪裡有牛什、魚蛋、雞蛋

仔等。而附近的居民，都經常光顧熟食攤檔，他們食的時候都贊好味

道，食完後又說對食物安全，環境衛生有顧慮，可以說相當矛盾。 

    在我們販商的角度，我們經常講，如果街道上有一半攤檔是做熟

食的，另外半條街是做乾貨的，這樣顧客可以食完小食再來購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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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購物後再食，這樣人流會增加，真的可以活化整條街道。 

    其實現實我們的營商環境是相當惡劣，受到新型商場的衝擊。就

以本人為例，三十幾年前我每月可以賺萬多元，但現在每月賺一萬元

都很辛苦，時有時無。我們政府部門是不是可以開始想想，在新規劃

的新市鎮或舊有街道市集，如果環境許可，是不是可增加一些街頭小

食攤檔，活化整條街道呢。 

    香港周邊的城市，如台灣的士林夜市、新加坡、南韓、北京、廣

州、深圳等，它們都有一條街以熟食攤檔來吸引遊客，而且很受歡迎，

在國際上也很有名氣。難道當地政府就不重視健康，不重視環境衛生？

為什麼當地政府可以想到辦法，而我們政府就停留在六七十年代的思

維。 

香港政府部門辦事效率是世界一流的，本人深信政府只要想做、

有決心做，一定做得到。到時候政府又贏，旅客又贏，市民又贏，販

商都贏，做到大家贏。 

 

    關於自願交還牌照政策 

    最近，很多做了多年的行家，哭著說，牌主收了 12 萬交還牌照

給政府，攤檔沒有了，如何生活呢？年紀大，又失業，有雙手不想拿

綜援，不知道如何是好。 



    現存街上有六千多個小販攤檔，如果政府真的想活化這個行業，

就不應只是活化攤檔，更重要是活化做小販的人。如果連人都不活，

攤檔活化有何用呢？難道死人去經營活化了的攤檔嗎？如果政府不

希望取締小販行業，就要連小販一同活化。現在不是沒有人去承傳這

個行業，而是政府政策令到小販數目逐漸萎縮。 

本人認為政府要顧及助手安排，為街道市集發展尋求辦法。如果

年邁長者過身、持牌長者退休把牌退回，漸漸整條街道的攤檔疏疏落

落，營商環境變得十分惡劣。本人希望政府與販商同業商討，定下一

條界線，助手可以承繼，這樣小販行業便可以繼續貢獻社會，貢獻市

民，服務大家，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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