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零一三年六月二十一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小販政策及  

為固定小販排檔區小販推行的資助計劃  

 

目的  
 

 本文件載述當局現行的小販發牌政策，並向委員簡介為

在 43 個固定小販排檔區經營的持牌小販推行資助計劃 (“資助計

劃＂ )的最新情況。  

 

小販政策  
 

2. 政府十分認同小販行業在香港有悠久歷史。排檔區多數

位處便捷地點，讓普羅大眾可以買到較廉宜的物品。街頭小販和

小販市場別具特色，是不少香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一些

排檔區更成為旅遊景點。  

 

3. 政府一方面致力為本港的小販擺賣活動提供便利的環

境，同時亦有責任規管小販擺賣活動，維持良好秩序，減少對本

地社會所造成的環境影響，以及減低對附近民居的火警風險。當

局現行的小販政策，是在容許合法的小販擺賣活動和維持環境衞

生、保障市民免受負面影響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的檢討  

 

4. 政府已因時制宜，調整小販政策。政府在二零零八及二

零零九年全面檢討小販發牌政策。檢討範圍包括研究是否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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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影響環境衞生的前提下，重新簽發新的小販牌照和放寬小販牌

照的繼承和轉讓規定，以及如何強化區議會在地區小販發牌和管

理方面的角色。我們諮詢了區議會、小販組織及其他相關持份者，

並曾數度在二零零八、二零零九及二零一零年徵詢本事務委員會

的意見。  

 

5. 諮詢過後，政府因應公眾對保育和活化小販行業的訴

求，實行了一系列措施 1。這些措施包括把超過 600 個後排空置攤

位與前排攤位合併，為持牌人提供更大的經營範圍；向 200 多人

簽發新的固定攤位小販牌照，讓他們在空置攤位經營；以及簽發

61 個新的流動小販 (冰凍甜點 )牌照 (又稱“雪糕仔＂牌照 )。  

 

6. 政府相信，保存小販行業傳統的最佳方法，是維持靈活

及低成本的環境，保持生機，讓排檔區可自然地發展和興旺起來。

同樣，由地區團體籌劃和管理的露天市集一般都能靈活運作，並

可配合有關地區的需要。如倡議設立露天市集的人士能覓得適當

場地、並得到當區區議會的支持，以及能夠符合食物安全和環境

衞生方面的要求，當局會聯同相關的部門提供適當協助。  

 

固定小販排檔區的管理  
 

二零一一及二零一二年的公眾諮詢  

 

7. 鑑於旺角花園街的排檔曾分別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及

二零一一年十一月發生兩次嚴重火災，當局就固定攤位小販的管

理進行了兩次公眾諮詢。有關取消小販牌照制度的諮詢工作於二

零一一年十二月十三日展開，而有關改善固定小販排檔區管理的

諮詢工作則於二零一二年二月八日展開。兩項諮詢分別於二零一

二年三月三十一日和五月七日結束。諮詢期內，政府曾與所有區

                                                 
1  詳 情 見 二 零 一 一 年 六 月 二 十 八 日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席 上 討 論 的 文 件 (檔 號 ： 立 法 會

CB(2)2153/10-11(01)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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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或其相關委員會，以及小販組織會面，並於本事務委員會二

零一二年四月十一日的會議席上進行諮詢及與團體代表會晤。關

於固定小販排檔區管理的諮詢工作，我們也曾委託顧問進行民意

調查，並訪問了逾 1 000 名受訪者。當局已於二零一二年六月向

本事務委員會簡介公眾諮詢結果及擬議未來路向 2。  

 

8. 諮詢期間收集所得的意見和建議，有助我們探討如何一

方面提供足夠空間讓小販維持生計，另一方面則確保公眾衞生和

安全，並在兩者之間取得平衡。各界普遍認為，每個街頭排檔區

都有各自獨特的實際情況和營業特色，因此政府不應以一刀切的

方式解決問題。政府必須採取因地制宜的方針，考慮如何在各區

落實中、長期的方案。  

 

9. 為此，政府已成立小販管理督導委員會，由食物環境衞

生署 (“食環署＂ )署長擔任主席，負責制訂具體的措施，以改善

各排檔區的管理及減低各排檔區的火警風險，以及監察措施的推

行情況。為與各持份者建立伙伴合作關係，當局已就所有排檔區

成立小販管理諮詢委員會，成員包括持牌小販代表、消防處代表、

相關的區議員和地區防火委員會成員。小販管理諮詢委員會提供

雙向的溝通平台，讓食環署的地區人員可與上述人士討論排檔區

的日常管理、規管和安全事宜，同時鼓勵檔販自律，採取良好的

作業方式。此外，針對一再違規的小販，當局已於二零一二年十

一月實施暫時吊銷或取消小販牌照的違例處分制度，以加強阻嚇

作用。  

 

資助計劃  

 

10. 為減低小販在街上擺賣活動所構成的火警風險，食環署

已採取多項措施，包括要求檔販遵守在營業及非營業時間攤檔範

                                                 
2  詳 情 見 二 零 一 二 年 六 月 十 二 日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席 上 討 論 的 文 件 ( 檔 號 ： 立 法 會

CB(2)2285/11-12(04)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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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的規定、打擊以易燃物料蓋搭攤檔的簷篷，以及於攤檔核准範

圍外存貨過夜的情況。  

 

11. 為進一步改善攤檔的消防安全及設計，我們已在二零一

三年二月五日徴詢本事務委員會的意見 3，並於三月十五日獲財務

委員會批准撥款 4，推行一項為期五年的資助計劃。資助計劃旨在

為 43 個固定小販排檔區內的小販在重建或搬遷攤檔時提供財政

資助。此外，資助計劃亦會為自願交回小販牌照的小販提供特惠

金，以助加快騰出攤檔空位，方便遷置有較高火警風險的攤檔。  

 

12. 食環署一直主動接觸各區議會、小販管理諮詢委員會及

有關小販，向他們解釋計劃詳情，並聽取他們的意見。當局已於

二零一三年六月三日推出資助計劃，而食環署將繼續與所有持份

者保持密切聯繫。  

 

徵詢意見  
 

13. 請委員閱悉本文件的內容。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二零一三年六月  

 

                                                 
3  詳 情 見 二 零 一 三 年 二 月 五 日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席 上 討 論 的 文 件 ( 檔 號 ： 立 法 會

CB(2)572/12-13(03)號文件 )。  
 
4  資助計劃詳情見二零一三年三月十五日的財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討論的文件 (檔號：

FCR(2012-13)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