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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便覽  
 
 

台灣的攤販政策  
 
 
1. 背景 

 
 
1.1 1940 年代末至 1950 年代初，大量移民湧入台灣。由於正式
行業缺乏就業機會，這些新移民多以擺賣為生。台灣政府當時視攤販

擺賣為解決移民失業問題的一種方法，因此對街頭攤販相當寬容。  
 
1.2 隨着台灣在 1970年代初由農業經濟轉型為工業經濟，很多人
從鄉郊地區遷往城市工作，不少沒有受過教育或沒有工作技能的人

無法就業，紛紛在街頭設攤擺賣以維持生計，導致城市的攤販人數

大增。不過，政府對攤販擺賣依然採取寬容的態度。政府雖然承認

攤販擺賣衍生了一連串的都市問題，但由於這種非正式的經濟活動

為赤貧人士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政府遂讓其放任自流。政府的態

度變相默許更多人在城市當攤販謀生。  
 
1.3 1980年代初，攤販已遍布城市，而攤販擺賣已不再被視為
只有窮人才會投身的非正式職業，反而成為了很多人的就業機會。

與此同時，商業處所的商戶把街頭擺賣活動視為不公平的競爭，並

游說台灣政府限制攤販擺賣。為表回應，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措施以

解決攤販問題，例如資助地方當局興建封閉式的公眾街市以容納

攤販、在中央及地方政府層面各增設一個新的政府單位以執行與

攤販相關的政策，以及制訂把攤販規範化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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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時至今日，攤販擺賣仍然是台灣的生活特色，不但為人民

提供便利，讓其購買各式各樣廉宜的貨品和服務，而且為他們提供

謀生的途徑。攤販擺賣亦為地區帶來活力，各地的攤販臨時集中場
1 已成為台灣的主要旅遊景點之一。根據交通部觀光局在 2012 年進
行的一項調查，夜市 (一種在晚上營業的攤販臨時集中場 )是台灣
受歡迎的旅遊景點，遊覽人次達 77%以上。  
 
1.5 在台灣，每個地方政府均就管理攤販設有各自的機關及

規例。有鑒於此，本資料便覽在研究台灣的攤販政策時，以台北市

的情況作為參考。截至 2013 年 8 月底，台北市的攤販攤位在台灣的
攤販攤位總數中約佔 10%，而市內的士林夜市普遍被視為全島 大

和 著名的夜市。 2 
 
 
2. 台灣的攤販擺賣活動  
 
 
2.1 在台灣，攤販擺賣已成為很多當地人的主要營生方式，尤以

經濟放緩的時候為然。行政院主計總處負責監察攤販擺賣活動，

每 5 年進行一次全島性的攤販調查。根據 新的 2013 年調查，攤販
攤位的數目已從 2003 年的 291 064 個逐步遞增至 2008 年的
309 154 個，並在 2013 年進一步增加至 318 796 個。 3 

                                                 
1 在某些地方，如攤販堅拒就即時調遷安排作出讓步或妥協，市政府可指定這些地方

為攤販臨時集中場。攤販協會繼而會成立，替市政府管理該等攤販。  
2 基隆市的基隆廟口夜市亦相當著名，但該市的攤販攤位在台灣的攤販攤位總數中

只佔不足 3%，而其攤販政策與台北市相若。為免重複，本資料便覽集中探討台北市
的攤販政策。  

3 行政院主計總處 (2003 年、 2008 年及 201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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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以就業方面而言，攤販擺賣活動在 2013 年涉及的勞動力
估計為 491 883 名攤販，其中 318 796 人為攤位業主， 148 008 人為
其家屬，25 079 人為僱員。按攤販家庭平均每戶有 4.2 個成員計算，
估計擺賣養活的人口合共超過 100 萬人。此外，行政院主計總處的
調查發現，越來越多大專畢業生近年以攤販作為職業，他們在攤位

業主總數中所佔的比率，由 2008 年的 7.2%上升至 2013 年的 11.6%。 
 
2.3 攤販擺賣活動在台灣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可歸因於所牽涉的

運作成本低、營業利潤高，以及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過後經濟復蘇
緩慢等因素。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調查， 63%的攤位業主表示，
他們在 2013 年賺取的收入超過新台幣 100 萬元 (269 000 港元 )，當中
約 26% 的攤位業主收入超過新台幣 200 萬元 (540 000 港元 )。攤位
業主在 2013 年的利潤率亦高達 31.9%。  
 
2.4 基於以上所述，攤販擺賣已成為台灣社會面貌的一部分，

不僅為普羅大眾提供便利，讓其購買日常生活所需，也是很多當地

人 (包括受過教育者 )賴以為生的途徑。因此，台灣政府在攤販政策
方面一直採取寬容的態度。不過，與此同時，政府亦必須處理居民

經常投訴的問題，包括環境滋擾和攤販攤位佔用已十分擠迫的道路

及行人路的空間等。台灣政府並沒有完全禁止攤販擺賣，而是採取

了各種措施改善其攤販管理政策，包括興建封閉式的公眾街市以

容納攤販，以及促進攤販社羣自我規管的文化。  
 
 
3. 台北市的攤販種類  
 
 
3.1 台北市有 3類攤販，分別是 (a)有證攤販、 (b)列管攤販，以及
(c)無證攤販。  



立法會秘書處  FS09/13-14 
 

 
 

 

 
資料研究組  第  4  頁  

有證攤販  
 
3.2 個別人士如欲成為有證攤販，必須向台北市政府申請攤販

營業許可證。申請人在提出申請前，必須已向當地的戶政事務所設籍

少 6 個月，並必須符合下列任何一項規定：  
 

(a) 為低收入戶家庭成員；  
 
(b) 現時持有攤販營業許可證並計劃為該證續期；  
 
(c) 有身體殘障；或  
 
(d) 年滿 50 歲或以上、家庭賴其生活但並無其他收入，以及
在 1984 年以前曾為攤販。  

 
 
3.3 攤販營業許可證一戶僅得申請一證。申請人須把營業許可證

申請書連同相關文件呈交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核准。營業許可證

的申請費用為新台幣 300元 (81港元 )，有效期為 3年。除須取得攤販
營業許可證外，申請人在開始營業前，亦必須向當地攤販協會登記。

攤販如欲在營業許可證到期後繼續營業，需於期滿前 3個月重新提出
申請。  
 
3.4 為營業許可證申請訂定的高門檻，限制了台北有證攤販的

人數 (截至 2014年 3月底共有 1 781人 )。有證攤販在其登記的攤販臨時
集中場享有攤位分配優先權。當有證攤販逝世，其子女可接管並

繼續經營其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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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攤販  
 
3.5 列管攤販指已向台北市政府申請許可在攤販臨時集中場

經營攤位，而未領有攤販營業許可證的攤販。截至 2014 年 3 月底，
台北共有 2 278 名列管攤販。列管攤販的合法權益由其所屬的攤販
協會所代表，但此等利益只有當這些攤販留在其營業所在的特定

攤販臨時集中場時才適用。  
 
 
無證攤販  
 
3.6 無證攤販是運作形式 短暫的一類攤販。 4 一些無證攤販
可能會使用輕型貨車或流動攤位營業，另一些則可能在地上擺賣

貨品。無證攤販可能會逗留在一個地方，或在受到騷擾時轉移到

新的地點。與有證攤販和列管攤販不同，無證攤販可被警方檢控。

然而，只要無證攤販沒有阻塞交通或對公眾造成太大不便，台北市

政府一向予以容忍。  
 
 
4. 台北市的攤販管理  
 
 
4.1 在台北市，台北市政府負責一切與攤販擺賣有關的事宜。

具體而言，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的其中一項職責是負責攤販的

規劃、登記、發證及管理，並監督台北市市場處施行有關政策。  

                                                 
4 根 據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進 行 的 一 項 調 查 ， 無 證 攤 販 的 人 數 在 2008 年 估 計 約 達

24 7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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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至於攤販就業輔導，則由台北市政府勞動局負責執行。 5 
與此同時，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負責對沒有遵守有關法例的攤販採取

執法行動。另外，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的規管事宜，分別由台北市

政府衞生局和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負責監督。  
 
4.3 台北市的攤販政策受《台北市攤販管理自治條例》所管限。

該條例訂明多項事宜，包括發出攤販營業許可證的程序和撤銷

許可證的條件、執法當局，以及為攤販臨時集中場成立攤販協會，

以利便及集中管理攤販。  
 
4.4 台北市政府明白到攤販擺賣活動無法杜絕，但必須加以

管理，故十分倚重攤販協會管理攤販。透過把管理攤販的工作外判

予攤販協會，台北市政府無需逐一應付個別攤販。  
 
4.5 攤販協會是自我規管的自理組織，負責解決攤販之間的

糾紛、收集廢物、控制環境污染，以及維持其管轄場內的秩序及交通

暢順。攤販協會由攤販本身組成，受台北市市場處監督。在攤販臨時

集中場內，攤販協會獲台北市政府賦權訂定清潔及管理費。他們亦會

對油垢清洗器和渠管等必要的基礎設施作出投資，所需費用由所有

攤販分擔。  

                                                 
5 勞動局致力透過工作培訓及就業輔導，把攤販轉型為正式的經營業務人士。  



立法會秘書處  FS09/13-14 
 

 
 

 

 
資料研究組  第  7  頁  

5. 台北市攤販政策的近期發展  
 
 
5.1 為了解執法機關在打擊非法擺賣時遇到的困難，台北市政府

曾委託獨立顧問團體就攤販擺賣進行調查，目的是分析公眾對攤販

擺賣的意見，以及就攤販管理的未來路向提出建議。顧問團體

在 2011 年發表的報告中建議，作為紓緩無證攤販所引起問題的短期
措施，台北市政府應擔當輔導與監督的角色，協助攤販社羣成立自我

規管的自理組織。 6 
 
5.2 中長期措施方面，2011年的報告建議，台北市政府應把攤販
臨時集中場內的攤販攤位重新分配予那些真正有需要的無證攤販，

並應透過立法把權力轉授予自我規管及自我管理的攤販協會，以便

這些協會能有效率地在其成員間行使監督及監控職能。此外，

為減少無證攤販的人數，市政府應加強向攤販提供就業輔導服務，

以協助他們轉型為正式的經營業務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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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參閱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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