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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花園街大火後，政府一直以「藉消火為名，取締小販為實」的方向施政，推行各重政策打壓

小販生存空間，更於本年 2 月推出還牌計劃「利誘」牌主交牌。我們曾在多個排檔區（包括中環市

集、永隆街、花園街、廣東道）接觸前線小販，並與他們進行會議討論，均認為政府推出的政策會

令小販數目銳減，扼殺助手生存空間。在此，我們強烈要求政府承諾確保小販數目整體不

變，將收牌計劃下收回來的牌照，重新發出，讓同區助手優先申請；並立

刻檢討小販政策，讓全港每區都發展可持續的小販市集。 

 

12 萬利誘交牌  小販數目銳減 

政府推出的搬檔收牌計劃，內容涉及以 12 萬「利誘」牌主交還牌照，並於 6 月正式實施[1]。

透過我們接觸不同街道的前線小販，發見每條街道也有不止五檔牌主選擇還牌。由於前市政自 1970

年起便停止發放小販牌照，我們可以推算，現時大部分持牌人已是六、七十多歲，年紀老邁，無法

獨力經營檔口，未來更會有牌主陸續交還牌照。加上是次計劃為期 5 年，我們相信小販數目將會進

一步銳減。（註） 

 

牌照只許繼承  助手身份不被承認 

現時的小販政策，自 50、60 年代訂定，少有檢討，內容多不合時宜。例如牌照制度規定只

有持牌人的直系親屬才可繼承牌照。若持牌人沒有子女，或子女不再當小販，該牌照和攤檔便不能

由他人承接。加上在沒有發牌的政策下，小販只會愈來愈減少，直至被取締。雖然，即使沒有子女

繼承，大部分檔口也是由助手打理，可惜，因政策不容助手繼承牌照，這些做了二、三十年不止的

前線小販即使想繼續經營，也沒機會。 

 

重發牌照設立墟市 市民申請超標 

事實上，小販數目逐年減少，並非是自然萎縮，市場對小販仍有很大需求。2009 年，政府曾

經重發少量擦鞋及工匠牌照，也把空置多年的排檔重新發牌，當時超額申請數十倍。另外，本年天

水圍天秀墟 180 多個檔位，竟超額收到 3000 多個申請。而我們在深水埗、天水圍、官塘等都見到

天光墟／午夜墟的縱跡，但因小販不再發牌，亦沒有設立小販區，令市民只能挺而走險，證明許多

市民有意加入小販行業。實在，在地產霸權肆虐的社會下，小販行業正正是市民消費甚至是就業的

另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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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區有墟市  保留本土排檔文化 

小販均認為排檔是他們的謀生工具，幫助就業。同時排檔亦為市民提供更多、更廉價的貨物

選擇。有些排檔區，如花園街、中環嘉咸街、鴨寮街，更公認是本土文化特色及旅遊景點之一，而

香港常稱許的砵仔糕、雞旦仔、絲襪奶茶等本土文化的象徵，都是靠街頭小販而生的，我們應該飲

水思源，肯定小販價值。可是，資助計劃中收牌的建議，與發展小販市集有所矛盾。小販需要的是

良好的發展環境，而非只進行收牌賠償。我們認為與其收牌，更希望政府可確認小販的重要性，讓

排檔、流動小販、天光墟／午夜墟，或類似天秀墟的模式可以在各區多元發展，以達至區區有墟

市。香港人需要的是有規劃的小販市集，而非扼殺所有小販的存在。 

 

因此，我們具體有以下訴求： 

 

1. 小販數目整體不變：已收回的牌照，應仿傚 2009 年政策，重新推出空置檔口，讓

同區助手優先申請，然後開放予公眾申請； 

2. 確認助手身份，給予助手合理安排：把已收回的牌照及空置攤檔重新推出, 供同街

同區助手優先申請； 

3. 檢討小販政策，進行公開諮詢； 

4. 發展小販行業，讓區區有不同形式的墟市，保留本土排檔文化，如成立墟市發展

基金。 

 

聯絡：葉寶琳         、范沛縈  

 

【聯區小販發展平台】介紹： 

花園街大火後，政府推出排檔管理諮詢文件，在諮詢期結束後，我們聯結灣仔區及花園街小販，加

上幾個關注小販的民間團體，包括灣仔市集關注組及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等，共同成立【聯

區小販發展平台】，目標是關注全港小販政策及發展，捍衛各類小販權益，提倡香港小販的本土文

化、政策倡議和生存空間。 

 

註：  
 

1. 為固定小販排檔區小販推行的資助計劃: 
http://www.fehd.gov.hk/tc_chi/pleasant_environment/hawker/assistance_schem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