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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便覽  
 
 

泰國的小販政策  
 
 
1. 背景  
 
 
1.1 泰國與很多其他亞洲國家的情況相似，街頭擺賣活動有長久

的歷史。在泰國最大的城市曼谷，街頭擺賣提供各式各樣廉宜的

貨品，為當地人提供便利，也是一種謀生的途徑。根據國際勞工局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1 進行的一項調查，大部分受訪的街頭小販
對他們的職業均感滿意，原因是這職業讓他們有賺取收入的機會和

工作自主權 2。近年，街頭擺賣亦被視為創業的途徑，而且為城市注

入生氣和活力，令曼谷的旅遊景點更添姿采。  
 
1.2 然而，在曼谷的街頭擺賣帶來了種種都市問題，例如對行人

和車輛交通構成阻礙，而由於不少街頭擺賣活動均與熟食售賣

有關，故此亦造成衞生問題。有見及此，地方政府把城市多個地點

指定為容許街頭擺賣的地方，並對其實施規管，例如限制街頭小販

的營業時間。就泰國的小販政策，本資料便覽以曼谷市作為參考，

涵蓋的資料包括街頭擺賣的規管及管理、政府營運的不同種類

市集，以及新一代街頭小販的出現。  

                                                 
1 國際勞工局是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的常設秘書處。  
2 參閱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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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街頭擺賣的規管及管理  
 
 
2.1 《 1992 年公共衞生法》 (Public Health Act 1992)對曼谷的街頭
擺 賣 活 動 作 出 規 管 3 。 該 法 訂 明 ， 除 非 獲 曼 谷 市 政 府

(Bangkok Metropolitan Administration) 授權，否則任何人不得在公用道路
和行人路進行街頭擺賣活動。曼谷市政府是根據《 1985 年曼谷
市政府法》 (Bangkok Metropolitan Administration Act 1985) 成立的地方
政府，負責管理曼谷市，其職責包括訂定管限曼谷街頭擺賣活動的

規則，以及發出街頭食物小販必須遵守的個人衞生指引。  
 
 
街頭小販的登記  
 
2.2 在曼谷，街頭小販須向曼谷市政府登記，方可合法地進行其

街頭擺賣活動。已登記的街頭小販會獲發牌照，有效期為 1 年，可予
續期。 2013 年，曼谷有超過 20 000 名已登記的街頭小販 4。已登記

的街頭小販須就其佔用的街道，每月向曼谷市政府繳付街道清潔及

保養費 5。雖然在曼谷從事街頭擺賣活動必須登記，但市內仍然有

不少沒有登記的街頭小販 6。  

                                                 
3 本節內容以《 1992 年公共衞生法》為依據，該法是互聯網上可供查閱的唯一相關
法例。截至本資料便覽的刊發日期為止，曼谷地方政府仍未應我們的要求提供有關

曼谷街頭擺賣規管制度的最新資料。  
4 參閱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India (2013)。  
5 有關月費約為 300 泰銖 (71 港元 )。  
6 參閱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2010) 及 Farang In Bangkok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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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賣地方及時段  
 
2.3 曼谷市政府獲賦予權力，在諮詢地方交通警察分部後，把公

眾地方劃給街頭小販進行其售賣活動。在曼谷，有數以百計的街頭

擺賣地方，遍布全市 50 個地區。然而，仍有不少街頭小販在未經
認可作擺賣的公眾地方營業。就此，曼谷市政府已宣布加強對該等

未獲授權的街頭小販採取執法行動，尤其是那些在巴士站、行人

過路處及行人天橋擺賣的小販。  
 
2.4 曼谷市政府就認可的擺賣地方，指明容許擺賣的營業時間。

容許擺賣的時段因不同地方而異，很多地方只准在繁忙時間過後才

可進行街頭擺賣活動。舉例而言，在Ratchadamri路和Tha Phrachan一帶
擺賣的小販須於每日下午 5 時至 7 時期間遷離佔用的行人通道，
以確保行人通道暢通無阻 7。 Ratchadamri路位於中央商業區，
而Tha Phrachan則是遊客和大學生喜歡前往的地區。  
 
 
在街道清潔日禁止擺賣  
 
2.5 為 處 理 街 頭 擺 賣 所 引 起 的 衞 生 問 題 ， 曼 谷 市 政 府

自 2000 年代初起已採取措施，在每周指定一天為清潔日，禁止在
該日進行街頭擺賣活動。清潔日最初定為每周的星期三，其後

在 2005 年改為每周的星期一。及至 2013 年，曼谷市政府再把
清潔日改為每隔 1 周的星期一。在新安排下，若非進行街道清潔，
街頭小販獲准在每隔 1 周的星期一營業 8。  

                                                 
7 參閱 The Urbanist Dispatch (2014)。  
8 參閱 The Nation (2013)及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06b)。  



立法會秘書處  FS12/13-14 
 

 
 

 

 
資料研究組  第  4  項  

3. 政府營運的市集  
 
 
3.1 街頭小販只可於指定的地方營業。一些擺賣活動沿街道進行

(下稱 "沿街擺賣 ")，另一些則在空置土地或有蓋的綜合搭建物內進行
(下稱 "離街擺賣 ")。這些指定地方聚集了一定數量的小販，形成俗稱
的市集。在曼谷，當地人和外地旅客均喜歡到市集購物，很多市集

已發展成著名的購物點，例如 Bo Bae市集、Khaosan路夜市、Chatuchak
周末市集，以及 Bon Marche市集。  
 
 
沿街擺賣  
 
 
日間市集  
 
3.2 Bo Bae 市集位於曼谷市中心，是當地其中一個最大的日間
市集，在零售及批發購物方面同樣著名。市集內有數以百計的街頭

小販售賣林林總總的低價衣服、紡織品及首飾。毗鄰 Bo Bae市集的
Bo Bae大樓宣稱是泰國最大的成衣批發中心，約有 1 300 個檔位。  
 
 
夜市  
 
3.3 Khaosan 路夜市是曼谷另一個受歡迎的街頭市集。在清潔日
以外的日子，Khaosan路會在晚間封路，變為滿布攤檔的市集，售賣
各種以年輕人為對象的廉價食品。市集亦有銷售以外地遊客為對象

的其他各類貨品，如衣服、本土手工藝品及首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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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街擺賣  
 
 
戶外市集  
 
3.4 Chatuchak 周末市集佔地 1.2 平方公里，被視為曼谷最大和
最受歡迎的戶外市集。市集內有超過 9 000 個攤檔，售賣林林總總
的低價貨品，包括家居用品、飾物、手工藝品、美術品、書籍、衣服

及食物。Chatuchak 周末市集原先由曼谷市政府營運，自市集的租約
於 2012 年初屆滿後，便由其土地擁有者，即泰國國家鐵路局
(State Railway of Thailand) 接手管理。  
 
 
戶內市集  
 
3.5 Bon Marche 市集設於一個有蓋的綜合搭建物內，當中設有
各種商店、市集檔位、餐廳、茶座及咖啡店。這是一個由政府營運

的成功市集，備有各種方便及基礎設施，讓檔戶得以在清潔衞生的

環境下營業。Bon Marche市集位於曼谷北部，售賣各式各樣的貨品，
如新鮮食品及優質衣服、首飾及飾物等，目標顧客以中上階層為主。 
 
 
擺賣區的重建  
 
3.6 在曼谷，於指定擺賣區內售賣貨品一直以來都是不少泰國人

的主要營生方式。不過，政府和土地發展商日漸趨向於把這些擺賣區

改建作商場及酒店等更有利可圖的業務用途，特別是位於黃金地段

的擺賣區。一個例子便是位於曼谷市中心，在 2011 年關閉的著名
夜市 Suan Lum Night Bazaar。該夜市連同其毗鄰地段會重建為高級
購物設施、商業樓宇及 1 間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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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一代街頭小販  
 
 
4.1 在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曼谷的失業率高企，以致出現
了一批新一代的街頭小販。這些小販原先是白領僱員，受過良好

教育，卻在金融危機期間被公司裁員。他們運用本身的商業和創業

技能在市內開創自己的街頭擺賣業務，當中不少更經營多個攤檔，

在位於中央商業區和旅遊熱點等策略性地段的市集營業，以

高端客羣為銷售對象，務求賺取較高利潤。部分人更已創立

自家品牌或自設廠房，並以其攤檔作為自己生產貨品的銷售點

及／或批發分銷網絡。這與傳統街頭小販的情況大相徑庭；傳統

街頭小販多數為城市貧民，售賣從批發商或工廠取得的低價產品。

隨着新一代街頭小販的出現，曼谷的街頭擺賣活動已不再主要是

城市貧民的營生方式，同時也成為很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所選擇的

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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