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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小販固定攤檔的管理 

 

目的  
 
.  本文件旨在概述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小販政策，以及在 2011年 11月的花園街火災

後，政府當局在改善固定攤位小販區的管理方面擬採取的措施

提出的關注。  
 
 
背景 

 
2.  街頭販賣在香港有悠久歷史。雖然街頭販賣為不少基層

人士提供就業機會，而且普羅市民亦可買到較廉價的物品，但

街頭販賣亦會引致環境衞生、噪音及阻塞公眾通道等問題。政

府當局多年來的政策，是妥善規管持牌小販的販賣活動，並就

非法擺賣採取執法行動。一直以來，政府當局都密切留意和嚴

格控制持牌小販數目。舉例而言，直至 近，當局自 1970年代

初起一直沒有簽發新的小販牌照；當局在 1983年推行特惠金計

劃，鼓勵持牌人自願交回固定攤位 (熟食或小食 )小販牌照 (俗稱

"大牌檔 "牌照 )，有關計劃沿用至 2007年為止；當局亦透過遷置

小販到公眾街市，以期進一步減少街頭小販的數目，並改善街

道環境衞生。由於這些措施，持牌小販的數目已由 1980年代末

的 20 000名減至 2011年 12月約 7 000名。  
 
3.  近年來，社會有意見認為小販行業富有傳統特色，因此

應予保留及活化。政府當局在 2008年及 2009年檢討小販發牌政

策。在進行檢討及經諮詢事務委員會、區議會、小販組織及相

關持份者後，政府當局決定重新簽發有限數目的小販牌照。  



 2

 
4.  旺角花園街的排檔分別於 2010年 12月及 2011年 11月發

生兩宗嚴重火災，並做成毗鄰的樓宇內多人傷亡。由於全港有

不少類似攤檔，位於人口密集和靠近民居的街道，政府當局認

為有需要引入新措施以改善固定攤位小販區的管理，從而減低

對附近居民的火警風險。自 2011年 11月起，政府當局已推行一

籃子的措施，目的是減低小販固定攤檔的火警風險。食物環境

衞生署 (下稱 "食環署 ")亦已針對花園街的違規情況及全港所有

其他小販區加強執法。為針對有檔販屢遭檢控但仍繼續肆意違

規的情況，政府當局亦就取消小販牌照制度的建議於 2011年 12
月至 2012年 3月期間進行公眾諮詢。  
 
5.  根據建議的取消小販牌照制度，若持牌小販在 3個月內

涉及 6次違反《小販規例》(第 132AI章 )與小販有關的條文而被定

罪，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下稱 "食環署署長 ")可考慮取消有關持

牌人的小販牌照。若持牌人干犯任何嚴重違規事項，包括分租

攤檔、非法駁取電源及為取得牌照而提供虛假資料，食環署署

長亦可考慮立即取消其牌照。若有關持牌人不滿食環署署長的

決定，他可申請提出上訴。  
 
6.  建議的取消小販牌照制度遭事務委員會、大部分區議會

及小販組織的強烈反對。考慮到所收集的意見，政府當局在

2012年 6月修改原先建議的取消小販牌照制度，改為引入新的停

牌制度，懲處一再違規的小販。在建議的停牌制度下，持牌小

販如在 3個月內 6次違反《小販規例》有關火警風險的規定而被

定罪，食環署署長可考慮暫時吊銷其小販牌照。倘若該持牌小

販其後再度在 3個月內 6次違反任何相關的小販規例，停牌日數

會遞增，以收更大的阻嚇作用。若持牌人干犯任何嚴重違規事

項，包括分租攤檔、非法駁取電源及為取得牌照而作虛假聲明，

食環署署長亦可考慮立即取消其小販牌照。若有關持牌人不滿

食環署署長的決定，當局亦提供上訴機制。  
 
減低固定攤位小販區排檔所造成火警風險的中長期方案  
 
7.  在 2011年 11月花園街發生火災後，當時的行政長官已指

示當時的政務司司司長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並擔任該工作小

組的主席，以統籌向死傷者及其家屬提供的服務，並考慮各項

中期及長期方案，以改善固定攤位小販區的管理。當局已由

2012年 2月至 5月，就管理固定攤位小販區的改善措施展開為期

3個月的公眾諮詢。諮詢文件臚列下列 6個中長期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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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留架不留貨 "；  

 
(b)  "朝行晚拆 "；  

 
(c)  遷置小販區；  

 
(d)  遷置樓宇逃生樓梯出口旁的排檔；  

 
(e)  加設固定的耐火構築物圍封排檔的三邊和檔頂及

安裝花灑系統；及  
 

(f)  引入固定攤位小販自願交回牌照計劃。  
 
改良攤檔設計  
 
8.  在 2012年 2月至5月的諮詢期間，有意見認為應改良攤檔

的設計，以便小販可遵守政府的規定及切合小販的經營所需。

為此，政府當局已邀請香港理工大學 (下稱 "理大 ")研究改良小販

攤檔設計的可能方案。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9.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10年至 2012年期間的 6次會議上討論

小販固定攤檔的管理，並在其中一次會議上聽取團體的意見。

事務委員會於 2011年 6月 28日與人力事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

議，討論在小販政策下創造就業機會。委員的商議工作及提出

的關注事項撮述於下文。  
 
擬議小販牌照違例處分制  
 
10.  委員強烈反對取消小販牌照制度的建議，他們關注到，

由於政府已停止簽發新的小販牌照，小販的牌照一旦被取消，

便會不能再取得小販牌照。這會嚴重影響小販的生計，特別是

年長的小販。委員指出，在花園街發生大火後，很多固定攤檔

小販已主動改善小販區的消防安全，他們認為政府當局並無必

要推行取消牌照制度的建議。  
 
11.  在 2012年 4月 11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通過一項議

案，促請政府當局撤回取消小販牌照制度的建議，並早日制訂

全面及完善的小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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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委員其後獲告知，政府當局已修改其建議，改為引入小

販停牌制度。雖然委員對建議的小販停牌制度普遍表示支持，

但他們亦要求政府當局在制度生效前，就制度的推行細節為小

販舉行簡報會。  
 
13.  政府當局表示，在小販停牌制度生效前，當局會舉行會

議，向小販代表解釋推行細節，並為每區的持牌小販安排簡報

會。委員亦獲告知，當局會在引入小販停牌制度前，會就該制

度發出指引及書面資料。  
 
減低排檔所造成火警風險的中長期方案  
 
14.  委員察悉，在 4 500個街上固定攤檔當中，約 1 100個已

採用政府當局建議的 "朝行晚拆 "安排。部分委員認為，這措施於

某些小販區不大可行及並不適用。他們認為，當局不應以一刀

切的方式，把同一套方案應用於所有小販區。委員指出，部分

小販商會已採用 "留架不留貨 "的安排，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加強與

小販業界的溝通，並考慮為不同固定攤位小販區採取因地制宜

的措施。  
 
15.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的首要工作，是確保固定小販攤檔

不會在晚上無人看管時成為火警陷阱。鑒於每個固定攤位小販

區各有其本身的營運環境及特色，只要攤檔的運作對消防安全

沒有構成危險，政府當局不會把同一運作模式應用於全港的所

有小販攤檔。話雖如此，攤檔商販須遵從現有的牌照條件，並

且不可於牌照批准範圍以外貯存貨物過夜。政府當局向委員保

證，當局會廣泛諮詢業界，以期使小販業得以持續發展。  
 
16.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會成立小販管理督導委員會，由食

環署署長擔任主席，在地區層面制訂及推行特定措施，以改善

各小販區的管理及減低火警風險。當局會就每個主要小販區成

立小販管理諮詢委員會，為持牌小販代表、相關的區議員和地

區防火委員會成員提供溝通的平台。有委員認為，由於每個小

販區有其本身的販商協會，政府當局應讓這些販商協會的代表

加入為小販管理諮詢委員會的成員。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會委

任有代表性的商會的成員加入小販管理諮詢委員會。  
 
17.  至於把排檔遷離樓宇逃生樓梯出口，以徹底解決排檔對

毗鄰樓宇消防安全所構成威脅的建議措施，部分委員關注到其

他地方是否有足夠空間容納遷置的攤檔。部分委員雖察悉政府

當局會為這些小販攤檔物色合適的搬遷地點，但建議當局應考

慮同時推出自願交回牌照計劃，以騰出空間遷置有關的小販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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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亦有委員建議在自願交回牌照計劃下向持牌人提供合理的

特惠款項，以鼓勵他們交回其小販牌照及騰出檔位。  
 
檔位面積及設計  
 
18.  委員認為 3呎乘4呎的檔位太小，難以進行現今多元化的

商品交易。他們要求政府當局擴大檔位面積，以改善小販的經

營環境。  
 
19.  政府當局表示，鑒於全港持牌小販攤檔的數目龐大，政

府不可能為每個小販攤檔提供較多空間。話雖如此，若在推出

建議的自願交回牌照計劃後後能騰出額外地方，當局可考慮就

每個排檔所佔用的地方重劃界線及擴大其面積。  
 
20.  在花園街發生大火後，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協助受影響的

小販以防火物料重建檔位。部分委員亦促請當局劃一檔位設

計，以改善街道景觀，以及向受影響小販就建造新的小販攤檔

提供財政及技術上的支援。部分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已邀請理大

設計一個新的小販攤檔，並認為應在檔位設計上提供靈活性。

委員亦要求政府當局及理大就檔位設計諮詢業界。  
 
21.  政府當局表示，理大在制訂攤檔設計時採用務實的做

法，使小販能有一個安全、外型更吸引及在滿足小販營業需要

方面有更多功能的攤檔。檔販會否需要採用理大的新設計，會

視乎其本身的情況而定。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當局會在這方

面給予靈活性，而理大會與小販業界保持溝通，並提供可以滿

足小販實際需要的設計。  
 
22.  委員進而獲告知，當局會否就建造攤檔給予小販財政援

助，會視乎新設計的建造成本，以及小販的負擔能力。若有此

需要，當局會考慮是否就一些中央設施 (例如灑水系統 )的設置工

程提供協助。  
 
執法行動  
 
23.  委員指出，不同食環署人員的執法準則各有不同，有時

候在同日不同時間也會有所差異，他們對於當局就小販違規活

動的執法標準表示關注。他們亦認為《小販規例》已過時，而

就執法行動作出的決定通常取決於前線人員的判斷。他們促請

政府當局檢討《小販規例》，以及檢討食環署人員的執法行動。 
 
24.  政府當局表示，食環署已定期與小販商會溝通，並在其

每天的巡查中告知小販其執法準則。就每個小販區成立的小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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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諮詢委員會亦會加強食環署人員與攤檔小販之間的溝通。

為回應委員提出的關注，政府當局在 2012年 3月初致函所有持牌

人，申明食環署的重點檢控事項及闡述對持牌小販攤檔的要求。  
 
25.  委員同意團體對小販助手 的活動施加嚴格限制的意

見。他們指出，小販有需要聘用助手替他們經營攤檔，特別是

年邁的固定攤位小販。  
 
26.  政府當局解釋，固定攤位小販可聘請助手協助他們經營

業務。若牌照持有人基於合理原因而不在場 (例如在用膳期間 )，
登記助手便獲准經營該檔位。若持牌人經常不在場或長期不在

檔位，或經常轉換助手，當局或會懷疑有分租檔位的情況，有

關情況屬嚴重的違規事項。  
 
小販政策  
 
27.  委員對於公眾諮詢工作中並不包括規劃促進小販行業

發展的建議，表示失望。委員認為，小販行業是香港的街頭文

化，而小販區是草根階層得以謀生及消費者可購買價格相宜的

貨品的地方。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制訂長期的小販政策，以促進

小販行業的發展。     
 
28.  政府當局表示，為發展及鼓勵小販行業，除把小販牌照

費訂定於低水平外，政府當局近年已重新簽發流動小販 (冰凍甜

點 )牌照及新的擦鞋匠小販牌照，以保留特別及具傳統特色的小

販擺賣活動。至於 43個小販區及其他地點的日後發展，政府當

局的首要考慮是排檔的消防安全，並因此特別注意那些有較高

火警風險的小販區。在中長期而言，視乎是否有可用地方、居

民是否支持及公眾安全的考慮，政府當局會研究有關增加小販

牌照數目及檔位面積的問題。  
 
29.  委員普遍認為，設立露天市集可以促進經濟活動的發展

及在社區創造就業機會。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將現有的露天市集

(如天水圍的市集 )正規化，並成立跨部門的工作小組，負責制訂

全面的長遠小販政策。  
 
30.  政府當局表示，對於在各區的適當地點設置露天市集的

構思，當局一直持開放態度。由於街頭擺賣或會引起環境衞生

及其他滋擾問題，政府當局認為有關露天市集的建議應由區內

人士提出，並取得區內居民及相關區議會的普遍支持。如設置

露天市集的倡議者能物色得合適地點，並獲該區支持和符合有

關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的要求，相關決策局及部門 (包括食物及

衞生局、食環署及民政事務總署 )會樂意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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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發展 

 
31.  事務委員會在 2013年 1月 21日舉行特別會議，以聽取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就行政長官 2013年施政報告中有關食物安全

及環境衞生事宜進行簡報。會議上，委員獲告知的其中一個事

項，是政府當局會推出一項為期 5年的資助計劃，以進一步改善

和優化小販排檔的外觀、設計和防火性能，並協助改善排檔的

功能及小販區的經營環境。資助計劃會為原址重建排檔、搬遷

排檔至其他攤位或選擇自願交回其牌照的小販，提供一次性的

資助／特惠金。政府當局會為計劃投放 2億元，涵蓋全港街上

43個固定攤位小販區內約 4 300名小販。政府當局會就該計劃的

詳情徵詢事務委員會的意見，並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以期

在 2013年夏季推出計劃。  
 
 
相關文件 

 
32.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載列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2月 1日



附錄 

 

 

小販固定攤檔的管理的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食物安全及環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10年12月14日
(項目VI) 

議程  
會議紀要  
 

食物安全及環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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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II) 
 

議程  
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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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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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V) 
 

議程  
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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