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四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委員會  
熟食市場及熟食中心供應的檢討  

 
 
目的  
 
   政府當局較早前對 25 個獨立式的熟食巿場和附設在濕

貨街巿的 39 個熟食中心的供應進行檢討。本文件向委員匯報檢討

結果。  
 
 
背景  
 
2.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審計署署長發表第 51 號報告書，

提出多項改善公眾街市管理的建議，其中包括建議當局對 25 個熟

食市場的供應進行獨立檢討。由於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除管

理 25 個熟食巿場外，也同時管理 39 個性質相同但附設於濕貨街

巿的熟食中心，我們當時已向政府帳目委員會表示會按審計署建

議，於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下半年檢討 25 個熟食市場和 39 個熟

食中心的供應和使用情況，並適時向事務委員會匯報結果。  
 
3.   食環署隨後在二零零九年七月至二零一零年三月期

間，在各個熟食市場 /中心進行人流統計，並進行顧客問卷調查，

收集就個別熟食市場 /中心的使用情況和改善措施的意見。問卷調

查也訪問了熟食巿場 /中心附近一帶食肆的顧客，了解他們的選

擇，以便與熟食巿場 /中心的顧客對象作出對比。就此，我們成功

訪問了 15 600 多名熟食市場 /中心的顧客和 16 700 多名其他食肆

的顧客。  
 
 
調查結果  
 
4.   上世紀七十和八十年代，前巿政局和區域巿政局為配合

當時的小販政策，興建了多個獨立式的熟食巿場和附設於濕貨街

市或位於市政大樓內的熟食中心，目的是遷置在私人住宅區和工

業區經營的街頭持牌熟食檔，並透過提供較有規範的餐飲設施，

取締無牌熟食小販和違例食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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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 熟食巿場的供應和使用情況  
 
5.     在 25 個獨立式的熟食巿場中，有 23 個是集中在一九七

九至一九九一年間落成。這類巿場絕大部分位於當時的工業區，

包括觀塘、葵青、屯門、元朗、荃灣、火炭、深水埗和黃竹坑等。

從一九九一年至今，當局興建的熟食巿場只有兩個，分別是位於

中西區的皇后街熟食巿場 (於二零零四年啟用 )和旺角熟食巿場 (於
二零零五年啟用 )，兩者皆為配合舊區重建和地區發展而建成。  
 
使用情況  
 
6.    目前，全港 25 個熟食巿場共提供 486 個攤檔 1，除其中

一個市場有 16 個攤檔暫時凍結以進行改善工程外，截至今年八月

底，租出的攤檔共有 433 個，平均出租率為 92%2，當中 15 個熟

食巿場的出租率更達 100%。  
 
7.   另外，調查結果顯示，每日於繁忙時間 3光顧 25 個熟食

巿場的總人次約有 15 300，平均每個熟食市場每日約有 610 人次

光顧。熟食巿場最繁忙時段是早餐和午餐時段。調查中超過五成

半 (56%)受訪顧客都是在附近工作，而超過八成半為在職人士，男

性顧客佔 64%。如上文所述，由於大部分熟食巿場都是建於工業

區 /舊工業區，晚飯時間和非工作日的顧客人數較一般工作日早午

餐時段的人流為少，這情況在部分熟食巿場尤為明顯。例子包括

柴灣吉勝街熟食市場 (週一至週四與週五、週末及假日的人流對比

為 810 對 170)、火炭西熟食市場 (人流對比為 500 對 150)和長沙灣

熟食巿場 (人流對比為 290 對 80)。因此，有個別熟食巿場因應攤

檔的實際營運情況，選擇在黃昏時分收巿。從調查結果可見，與

熟食中心相比，熟食市場顧客主要是在附近工作的人士，他們通

常會在工作日與同事一起前往熟食市場用膳。  
 

                                                 
1
 其中包括 20 個售賣報紙、生果及乾貨的非熟食攤檔。 

2  事實上，除了葵青區的大圓街熟食巿場，其他熟食巿場的出租率平均為 95%。
大圓街熟食巿場位置偏僻，少有零售市場生意，因此出租率較低。署方正密

切監察該巿場的經營情況，並作出跟進。  
 
3 在熟食市場 /中心進行的調查，「繁忙時間」是指包括人流最高的早餐、午餐
及晚餐時段，即主要為 08:00 至 22:00:至於在個別熟食市場 /中心進行的調查
則會因應其實際情況作出調整，例如有個別熟食巿場選擇在黃昏時分收巿，

其調查時段為 08:00 至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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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兩個位於離島區的熟食巿場 (即梅窩和長洲熟食巿場 )
的使用情況，則與其他位於工業區的熟食巿場截然不同。由於這

兩個熟食巿場的客源主要是當區居民和旅遊人士，在週五、週末

及假日時的平均顧客人數反而較平日週一至週四為高 (540 對

460)。  
 
(乙 ) 熟食中心的供應和使用情況  
 
9.   在食環署管理的 78 個濕貨街巿中，一半 (即 39 個 )附設

有熟食中心，提供共 563 個熟食攤檔。除其中六個熟食中心內有

九個攤檔暫時凍結以進行改善工程外，截至今年八月底，共有 525
個熟食攤檔租出，熟食中心的平均出租率是 94.8%，當中 26 個更

達 100%。每日繁忙時段光顧總人次約為 44 200，平均每個熟食中

心的光顧人次約為 1 130，較光顧熟食市場的人次多出約一倍。  
 
10.   興建熟食中心的背景和熟食巿場一樣，原意都是為配合

當時政府遷置街頭持牌熟食檔，以改善環境衞生。兩者不同之處，

在於熟食中心均附設於濕貨街市或位於市政大樓內，由於這些設

施主要設於住宅區內或在附近地區，所以對當區居民而言，非常

方便。正因如此，熟食中心的顧客羣組和使用情況與集中於在工

業區的熟食巿場有明顯分別。  
 
使用情況  
 
11.   根據調查結果，有超過五成 (52%)受訪的熟食中心顧客

是在附近居住，有三成半為非在職人士，女性顧客佔超過五成

(53%)。同時，熟食中心於週一至週四工作日的平均人流較週五、

週末及假日為少。與熟食市場的顧客相比，熟食中心的顧客較多

於週五、週末及假日的非工作日光顧，並較多與家人一起到熟食

中心用膳。  
 
(丙 ) 受訪者對熟食巿場 /中心的看法  
 
12.   顧客調查顯示，與濕貨街巿的情況不同，表示每天均光

顧熟食巿場 /中心的受訪者只佔兩成以下 (15%)，這個比例遠低於

每天光顧濕貨街巿的受訪巿民 (53%)；有 46%受訪者表示他們每星

期大約會光顧熟食巿場 /中心一至兩次或更少。這個使用比率和頻

密度反映熟食巿場 /中心只屬於香港多元化飲食巿場中的其中一

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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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調查也顯示，受訪者光顧熟食巿場 /中心的主要是因為

價格廉宜 (37%)和地點接近工作地方 (17%)或居所 (14%)，而光顧的

目的，主要是享用午餐  (55%)，其次是早餐 (40%)，少部分是晚餐

(20%)。在問及對熟食巿場 /中心設施的意見時，受訪者中有四成

半表示裝修陳舊，超過四成認為要改善通風，也有超過兩成表示

座位和場地設計有改善空間。在管理方面，他們認為最需要改善

的地方是「通道太擠迫」(37%)和「地面濕滑」(35%)。整體而言，

雖然六成受訪者表示對熟食市場／中心的整體滿意度是「一般」，

但超過九成半 (98%)受訪者表示即使有關的服務、環境和設施維持

不變，他們仍會繼續光顧。  
 
14.    我們也從光顧熟食巿場 /中心附近其他食肆的顧客中得

知，他們選擇光顧該等食肆是因為地點較為方便 (53%)、食物較美

味 (30%)和地方較清潔 (25%)；他們不選擇熟食巿場 /中心的原因是

地方不潔 (35%)、座位不舒適 (32%)和地點不方便 (29%)。大比數的

熟食巿場 /中心顧客 (81%)和其他食肆顧客 (56%)均期望熟食巿場 /
中心提供更多種類的食物以供選擇。  
 
 
檢討分析和初步結論  
 
15.   整體而言，熟食巿場 /中心的租戶大多以大眾化的經營

方式，為巿民提供價廉和方便的飲食選擇，尤其對在附近的上班

一族和居民具有一定吸引力；加上不少熟食巿場 /中心仍以大牌檔

/茶餐廳形式經營，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是本地飲食文化特色之一。

因此，我們認為市民對這些設施仍有一定需求。  
 
16.   另一方面，香港的經濟發展在過去 30 年間已產生很大

的變化。隨著傳統工業區內不少經營者逐步轉型，這些工業區已

經式微。此外，香港的食肆林立，種類繁多，食環署發出的食肆

及工廠食堂牌照有二萬多個，遍布全港住宅 /工商業區 /商場等地

方，為巿民提供充足的餐飲服務及相當多元化的選擇。至於仍在

街上經營的持牌熟食檔，考慮到近年社會強烈要求保留「大牌檔」

文化，我們看不到有需要興建新的熟食市埸 /中心以遷置街頭持牌

「大牌檔」。不過，政府當局會密切留意市民對有關餐飲服務需求

的趨勢及地區需要，並會按實際情況個別處理，過程中必定會充

分諮詢地區人士，並顧及社區的長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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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熟食巿場 /中心的環境  
 
17.   過去一年多以來，熟食巿場 /中心的出租率平穩上昇，

租出的檔位數目由二零零九年八月的 926 個增加至今年八月的

958 個，平均每月增加約兩個。然而，如上文指出，不少在二、

三十年前興建的熟食巿場現正面對較大的社區轉變。我們會與相

關區議會和租戶探討如何活化個別熟食巿場 /中心。  
 
18.   另外，我們留意到顧客關注通道擠迫和地面濕滑的問

題。由於每個熟食市場 /中心的檔位數目不多，而有關情況亦需要

熟食市場 /中心的租戶通力合作才能得到改善，我們會加強與租戶

溝通，例如探討將一些空置攤檔拆卸，以加闊通道，增加空間感，

並會鼓勵他們攜手合力改善熟食市場 /中心的環境衞生。至於有顧

客認為需要改善通風，食環署一直因應情況研究於熟食市場 /中心

進行改善通風系統效能的需要和可行性。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有

兩個熟食中心開展改善工程，當中包括提升通風系統效能。此外，

就個別街市的電力供應事宜，署方正與相關部門研究可行方案。

我們亦正為熟食中心加裝廣播系統，方便傳達訊息，預計明年三

月前完工。  
 
19.    為了進一步提升熟食巿場 /中心的吸引力，食環署已聽

取租戶代表在集思會的建議，在各熟食中心設置大型告示牌，列

出中心內的食肆，以招徠顧客。我們會繼續與區議會和街巿管理

諮詢委員會商討，研究如何進一步推廣熟食巿場 /中心和提升經營

環境。  
 
 
徵詢意見  
 
20.   請委員備悉熟食市場 /中心供應的檢討和使用情況，並

就上文提出意見。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