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獲通過後的龕位供應及相關事宜  

目的  

 《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即將在二零

一七年四月十二日恢復二讀辯論。若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所有

私營骨灰安置所在《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條例）刊憲日期

後，均須領有牌照才可出售骨灰安放權。近日坊間有報導指

稱，由於私營骨灰安置所在申請牌照期間不得出售骨灰安放

權，故條例刊憲日期後的 18 個月內將出現私營龕位供應的真空

期。我們明白議員對此亦表關注，故藉本文件向委員簡介預期

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的龕位供應情況，以及相關措施和事宜。  

條例刊憲後的龕位供應情況及其他安放骨灰的途徑  

(I) 非政府的私營墳場內的骨灰安置所的龕位供應  

2. 非政府的私營墳場（包括非牟利的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

員會（華永會）管理的墳場及宗教或族裔團體管理的墳場）設

有骨灰安置所。在未來數年，該些私營墳場會繼續提供龕位，

預計在 2017 至 2019 年可提供的龕位數目大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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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2018 2019 

宗教團體管理的墳場  0 36 9001 0 

華永會管理的墳場  12 600 6 000 6 300 

總數  12 600 42 900 6 300 

 

3 .  我們正與民政事務局和華永會探討在將軍澳華人永遠墳

場內增建骨灰安置所設施的可行性。  

(II) 公營龕位的供應  

4. 另一方面，政府一直致力增加公營龕位的供應，並在地

區為本的骨灰安置所發展計劃下，在 18 區物色到 24 幅用地。

至今，我們已就 14 個項目獲得相關區議會的支持，合共可提供

約 59 萬個新龕位，約為規劃的新龕位總數的三分之二。  

5 .  其中，灣仔黃泥涌道項目 855 個新龕位會在 2018 年落

成，而屯門曾咀項目約 16 萬個新龕位（將分階段配售）連同紀

念花園可望在 2019 年落成。這會成為公營龕位中短期供應的重

要來源。隨後其他骨灰安置所項目（例如和合石墳場第一期項

目等）亦會陸續落成。如一切順利（包括向立法會申請撥款等

程序），預計在未來數年可供配售的新公營龕位數目如下：  

 預計 少可供配售的公營龕位數目 2 

2018 2 105 

2019 20 000 

2020 42 000 

2021 67 000 

 

                                                       
1 有關龕位會在隨後的年份分階段配售。  

2 除 24 幅用地以外，坪洲靈灰安置所增建的 360 個新骨灰龕位會在 2017
年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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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我們現正與建築署探討如何通過交通分流管理安排，透

過減少在拜祭高峯期 (即清明節及重陽節 )前往拜祭的人流，以

紓緩交通問題，藉此容納更多龕位，以期善用土地資源。我們

現正研究提前配售有關龕位的安排。我們會密切留意曾咀項目

的工程進度，並打算在 2018 年就曾咀項目開始進行第一期龕位

的預售工作，以期在有關項目落成前讓有需要安放先人骨灰的

市民提出申請。如有關建議得以落實，這將有助早日紓緩市民

對公營龕位的需求。  

(III) 申請在已獲配售的食環署或華永會龕位內加放先人骨灰  

7. 與此同時，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及華永會已採取

措施，以盡量善用現有龕位以滿足公眾對骨灰龕位的需求。食

環署自 2014 年 1 月起，放寬了在公眾骨灰安置所加放先人骨灰

的限制，包括（一）放寬「近親」的定義；以及（二）容許每

個標準龕位安放多於兩位先人的骨灰，而大型龕位則可安放多

於四位先人的骨灰。有關的申請程序簡便易用，而此選項亦使

拜祭先人更為方便。食環署估計，若有關措施能得以善用，可

安放多達 181 000 個骨灰甕。  

8 .  《 2015 年華人永遠墳場 (修訂 )條例草案》已獲立法會通

過。其後，華永會亦已採取相類似的措施（包括擴闊可在其設

施加放骨灰的「親屬」資格；容許在須起回骨殖墓地及骨殖龕

位加放骨灰；以及取消龕位安放骨灰的上限）。華永會轄下骨

灰安置所的標準龕位及家族龕位約有 300 000 個骨灰甕的位

置。  

9 .  我們會與華永會繼續共同進行推廣和宣傳活動，鼓勵公

眾在龕位加放骨灰甕。  

(IV) 短期暫存骨灰設施  

10. 為了協助市民在過渡期間存放骨灰的需要，政府已積極

物色地方作暫時存放骨灰設施，並在提供適量暫時存放地方的

工作方面，取得一定的進展。在未來兩年，食環署轄下暫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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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設施的容量 少會增至可存放約 65 000 個骨灰甕。但必須指

出，這些暫時存放骨灰的設施並不等同正式骨灰龕位，而只屬

一個臨時存放的安排，不容許親友到場拜祭。  

11. 現時，受《殮葬商規例》（第 132CB 章）規管的殮葬商

牌照中，共有 81 間可在其牌照指明的處所暫時存放骨灰，惟殮

葬商牌照持有人不得使用非牌照指明的處所作營業地點，一般

而言，亦不可在營業地點長期存放骨灰。  

(V) 綠色殯葬  

12. 綠色殯葬包括在紀念花園或海上撒灰，是一種可持續處

理先人骨灰的方式。理論上，綠色殯葬方式並無處理量限制 3。

政府一直均致力推廣綠色殯葬，鼓勵市民接納綠色殯葬為處理

先人骨灰的首選方式。  

13. 在 2016 年，食環署處理的綠色殯葬宗數便超過 4 900

宗，佔全港死亡總人數約 10.5%（即約十個死者當中便有一個

選 擇 採 用 綠 色 殯 葬 方 式 處 理 骨 灰 ） ； 相 對 在 2010 年 約 佔

4.6%，有明顯的升幅。  

14. 要令綠色殯葬獲公眾接納為處理先人骨灰的首選方式，

我們明白過程需時。藉著堅持不懈的努力，我們對能夠逐步移

風易俗感到樂觀。我們過去推廣以火葬代替傳統的土葬的經驗

證明了這一點。在 1980 年代以前，以土葬方式處理先人遺體是

主流的做法，而火葬只為少數人所採納。經過數十年持續公眾

教育，社會逐漸意識到火葬的優點。現時，土葬和火葬分別佔

每年死亡人數的約 7%和 93%。  

15. 為加強推廣綠色殯葬，食環署已增撥資源推動有關工

作，當中包括舉辦展覽、公眾研討會和講座；製作及播放宣傳

                                                       
3 然而在運作上，如市民希望為在紀念花園撒灰的先人鑲嵌紀念牌匾，每
個紀念花園提供的牌匾位置和數量會有限制；此外，食環署提供的海上

撒灰免費渡輪服務亦設有名額。無論如何，食環署會繼續在可行的情況

下在紀念花園增設紀念牌匾的供應數目，同時亦會不時檢討免費渡輪服

務的名額，並按市民的需求考慮提升有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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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派發刊物、懸掛海報及橫額；以及與相關非政府機構合

作等。我們亦不斷致力提升現有的綠色殯葬設施和服務，包括

物色合適地方以興建更多及更大的紀念花園，以及繼續提供免

費渡輪服務，以及鼓勵市民使用這些設施。  

(VI) 把骨灰存放家中  

16. 市民亦可根據個人選擇，把先人的骨灰存放在家中。條

例草案訂明，凡在住宅存放不多於十個骨灰容器，條例草案均

不適用。有關條文應已可照顧大家庭的需要。  

條例刊憲後的時間表  

17. 在條例刊憲後 4，私營骨灰安置所必須獲發指明文書（牌

照、豁免書或暫免法律責任書），才可營辦骨灰安置所。在上

述三種指明文書中，只有領有牌照的私營骨灰安置所才可出售

骨灰安放權。就安放骨灰而言，若為截算前骨灰安置所 5：  

(a)  在牌照有效期間，牌照持有人可在符合相關條件 6的情況

下，把骨灰安放在龕位內；  

(b) 在豁免書有效期間，豁免書持有人可在符合相關條件 7的

情況下，把骨灰安放於截算時間 8前已出售的龕位或在民

政事務局局長刊憲後指明的有關宗教骨灰塔的龕位；  

(c)  在暫免法律責任書有效期間，暫免法律責任書持有人可

在符合相關條件的情況下：  

                                                       
4  在緊接刊憲日期前已在營辦的私營骨灰安置所可享有指定的寬限期，在
刊憲日期或之後才開始營辦的私營骨灰安置所則不會享有任何寬限期。  

5 根據條例草案，「截算前骨灰安置所」指於緊接截算時間前正在營辦的、
內有已安放骨灰的龕位的骨灰安置所。  

6 例如有關骨灰安放容量的條件。  

7 例如有關骨灰安放數量、備存登記冊及更改受供奉者的條件。  

8 條例草案訂明截算時間為 2014 年 6 月 18 日上午 8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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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若有相關的牌照申請待決（而沒有豁免書申請待

決）：如有關骨灰在刊憲日期前已存放於骨灰安置

所內，該骨灰可安放在刊憲日期前已出售的相關龕

位；  

( i i)  若有相關的豁免書申請待決：如有關骨灰在刊憲日

期前已存放於骨灰安置所內，骨灰可安放於在截算

時間前已出售的相關龕位。  

18. 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發牌委員會）將在條例刊

憲日期後首六個月內進行籌備工作。在該六個月內，發牌委員

會須為其運作制訂規程、手冊、指引，以及披露利益安排等，

並須制訂並公布申請指明文書的相關指引、實務守則、各種指

明文書的申請表格、出售龕位的協議範本、以及各類登記冊範

本等。  

19. 之後，截算前骨灰安置所必須在其後的三個月內（即條

例刊憲日期後的第七至九個月）提交有關指明文書的申請。申

請指明文書的營辦者須符合關乎土地、規劃、建築物、處所使

用權等規定，並提供相關證明。營辦人應在發牌委員會進行籌

備的同時，就其申請作準備，例如跟進糾正／規範化工作，以

符合條例的相關規定等。因此，這六個月的籌備時間在實際運

作上是有助條例的順利實施。  

20. 發牌委員會處理指明文書申請所需的時間，很大程度上

取決於私營骨灰安置所能否盡快遞交申請，以及在遞交申請時

是否已符合法例規定的所有要求和提交所有須提交的文件和資

料。例如一些現時被列於發展局「私營骨灰龕資料」第一部分 9

的私營骨灰安置所已符合土地契約內的用途限制及法定城市規

劃規定及未有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的規定，若這些私營骨灰安置

所亦已符合其他方面（包括建築物、物業使用權、大厦公契

等）的要求，並能在發牌委員會開始接受申請前盡早準備申請

                                                       
9 發展局的「私營骨灰龕資料」第一部分載有 15 間私營骨灰安置所，而根
據 2014 年進行的行政通報計劃的資料，該 15 間私營骨灰安置所共有約
385  000 個龕位，其中約有 60 000 個龕位於當時仍未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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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需遞交的文件和資料，這將有助加快發牌委員會處理有關

申請，以便盡快恢復私營龕位的供應。  

21. 因此，有意申領牌照的私營骨灰安置所，若目前仍然違

反規劃用途、地契或其他方面的要求，應盡快展開有關規劃許

可或改劃用途的申請，並就違契或不合法佔用未批租土地尋求

規範化，以及採取所需步驟以符合其他方面的要求，以便發牌

委員會盡快處理其申請。  

22. 在條例草案通過後，為協助營辦者盡早為申請各種指明

文書準備所需文件和資料，我們會邀請發牌委員會考慮優先處

理制定申請指引及相關事宜，並透過網頁和其他媒體盡早發

布，讓有意申請者早作準備，並會為營辦人舉行簡介會，助其

了解條例的條文和規定。此外，我們亦會邀請發牌委員會設立

機制，考慮如何在實際可行情況下，加快處理指明文書的申

請，以期盡快恢復私營龕位的供應。  

23. 現階段，個別私營骨灰安置所日後能否獲發牌照或豁免

書尚屬未知之數；即使某私營骨灰安置所將來獲發牌照或豁免

書，其骨灰安放容量或骨灰安放數量的上限亦未可知。因此，

規定私營骨灰安置所在刊憲日期後直至獲發牌照或豁免書前，

不得出售龕位或安放骨灰的限制，是為了防止 終都不能符合

批出指明文書要求的骨灰安置所的違規規模在條例生效後進一

步惡化。這是出於保障消費者的考慮，亦同時顧及受骨灰安置

所運作影響的附近居民的感受。  

配套措施  

24. 另一方面，為方便市民查閱有關規管私營骨灰安置所的

發牌制度的資料，食環署在 2016 年 12 月已設立一個專題網站

(www.rpc.gov.hk)，向公眾介紹條例草案的重要規定，並特別就

着消費者和營辦人關心的事宜提供相關資料，以及提供處理骨

灰的多種不同選擇的資訊。網站設立至今已有超過 10 000 人次

瀏覧。該網站會不時更新，為公眾提供 新資訊，讓消費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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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獲取資訊以更好保障消費者權益。該署亦已設立專用電郵信

箱 (rpc@fehd.gov.hk)及傳真號碼 (2893 7683)，接收有關規管私

營骨灰安置所的查詢。  

25. 在條例草案通過後，食環署會進一步加強有關發牌制度

的宣傳和公眾教育工作，包括推出新的電視宣傳短片和電台宣

傳聲帶，以及透過多個途徑及在多個地點（特別是與辦理身後

事相關的途徑及地點）派發宣傳單張。  

未來路向  

26. 政府會竭盡所能增加骨灰安置所設施供應，但香港人口

不斷增長，而土地供應有限，社會各項建設對土地需求甚殷，

故期望新骨灰龕位的供應追得上不斷增加的需求，並不切合實

際。我們要在個別地區興建骨灰安置所，也須面對各種挑戰，

包括地理環境、與附近土地用途是否協調、基礎設施配套、對

交通及環境造成的影響等問題；此外還要考慮選址附近的居民

對有關發展項目的疑慮及反對意見。  

27. 此外，根據現行的做法，龕位甚少循環再用，長久而言

對我們有限的土地資源所帶來的累積壓力比陽宅更甚，因為陽

宅始終會由一代又一代的居民循環使用。  

28. 因此，單單依靠新骨灰龕位的供應來處理骨灰，長遠而

言並非可持續的方法。我們必需在繼續推廣綠色殯葬的同時，

考慮其他可更善用資源的措施。其中，審計署曾敦促我們考慮

為新編配的公營骨灰龕位訂立使用期限或收取管理年費，以及

若不提出申請續期，則視作放棄並交還龕位的建議。我們認為

從執行的角度來看是可行的，並能紓緩龕位短缺情況。這亦有

助確保這些設施繼續發揮其作為孝子賢孫供奉先人地點的功

用，亦可促進可持續發展，令骨灰龕位更能用得其所。  

29. 就前兩項措施，政府已在 2015 年 11 月 24 日的食物及

環境衞生諮詢委員會會上聽取委員的看法，並將在 2017 年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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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在其轄下成立的相關工作小組聽取成員的看法。政府會繼續

積極探討為新編配的公營骨灰龕位訂立使用期限或收取管理費

的認受性及實踐空間。我們已展開檢討未來配售龕位的安排，

我們會在檢討時一併考慮上述的建議。待有具體建議時，我們

會提交事務委員會討論。  

總結  

30. 由條例刊憲日期起，在發牌委員會處理有關牌照申請期

間，所有尚未獲發牌照的骨灰安置所均禁止出售龕位。儘管發

牌委員會將會致力迅速處理牌照申請，但市民需要有心理預

備，部分申請難免需要一定的時間去處理。  

31. 由於私營骨灰安置所問題已累積數十年，我們不會低估

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所需的時間及工作。此外，條例草案

的條文複雜，涉及的層面及範圍既深且廣。有不少問題和可能

出現的情境或許在實踐後才能更明確及具體地掌握。為此，我

們會密切監察條例的實施情況，並在有需要時就其提出修訂建

議。我們承諾會在條例實施約三年後對其進行檢討。事實上，

若有緊急的需要，我們可能須更早與立法會磋商解決方法。  

32.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並提出意見。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二零一七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