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有機生活社對新農業政策諮詢的建議 

 

香港有機生活社是一個發展本地有機農業的平台，它結合了周邊不同的板塊，組成的群組

包括:有機農夫/農場、有機店舖/菜檔、廚師/食肆、老師/教育團體、環保組織及各個農業單

位。 

 

生活社期望提升農夫的收入及社會上的專業資格，令更多有志之士及年輕人投身農業，推

動香港的農業發展。生活社目標令香港的蔬菜自給率由目前的 2%提升至 10%;並把農夫的

工作身份確立為專業人士。 

 

引言:  

希望新農業政策不單關注生產方面例如農產品的產量和質數的支援，更考慮到農業如何與

社會配合，例如農場能夠配合教育團體或機構去發展農業、環保方面的教育，亦通過社會

服務單位與農場之間的互動和配合去推行社會服務。 

 

對有機蔬菜的市場推廣和銷售方面的建議 

 

1. 協助連結生產者及消費者 - 現時農友各自營運自己的農場，無法整合起來，導致客戶

未能買到有機蔬菜，而農友種的有機蔬菜亦賣不到好價錢。單靠菜統處難以解決農友

銷售問題，而菜統處亦需檢討其市場推廣手法和策略。提議設立一個有農友、農場、

廚師、餐廳、環保團體、教育團體、社會服務單位參與的多方面和有效率的平台，協

助農產品銷售。 

 

2. 推動手機應用程式去直銷有機蔬菜 - 直銷可減低中界人收費以增加農友收入，從而增

加本地有機蔬菜的銷售價格及提升本地有機蔬菜於的市場佔有率。建議可與私人市場

推廣公司合作，以受惠於其敏銳市場觸覺及靈活運作。 

 

3. 增加農墟地點及日數 - 建議政府可與私人地產商和發展商溝通，於商場、私人會所、

屋苑、公司等地方開設更多固定的有機農墟，並收取農友便宜的租金。有機農墟營運

日可由每星期一天增至每星期三天，以解決農友在週中的銷售問題。另外建議政府於

不同地區開設流動農墟，亦可以手機應用程式結合流動車，以增加有機蔬菜銷售點的

覆蓋地區及宣傳。 

 

4. 設立學校與農友配對平台 - 現時有一些學校會聘請農友到學校裡建立一個小農場或

教導學生種植，建議提供平台予學校與農友聯繫。這不單可以令學校可輕易找到適合

的農友幫忙，而農友亦可通過活動賺取另類收入。 

 

對農業園的構思及營運上的討論、管理與監察方面的建議 

 

1. 由於農友已投入資本於自身農場，而且本地農友平均年齡較高，未必會放棄原有農場

投身農業園。雖然農業園對現時農友幫助不大，但希望在農業園的規劃、管理與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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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業界人士提供構思及意見，避免外行的投資者主導農業園的計劃。 

 

2. 民間農業園的構思 – 現時本港尚有不少農業活動活躍的地區，如錦田大江埔村。建

議政府將這些地區規劃成為民間農業園，向各界公告有關規劃，並拒絕園內所有的農

業地改變用途申請，以消除地主發展的期望。政府只投入少量資源改善村內基本設

施，如修橋補路、加設街燈等，即可令區內農友即時受惠。政府亦可加強執法及還原

被非法改變用途的農地，並在適當地方如無法還原的已破壞農地建設農業教育中心、

廚餘回收或堆肥廠、農墟等用途，並引入非牟利機構協助管理。 

 

3. 民間農業園有助農業支援服務– 由於農友集中，園區可令政府更有效向農友提供支

援，如設立技術支援中心及提供農機借用等 

 

4. 民間農業園有助休閒農業發展 – 由於區內集合不同專長的休閒農場，農友可互相合

作配合，讓參加活動人士能於一日內能參觀多個農場，而不同的農場可以展示自己農

場的專長，令參加者可於短時間內與多個農夫溝通、參與獨特的親身體驗、工作坊、

講座等等，以豐富參觀體驗。 

 

對農業用途土地規劃的建議 

 

1. 新農業政策要照顧農業園以外的農友，建議政府於政策上能積極鼓勵或引導農地業主

釋放田地予農友耕種。現時很多農友都面對耕地不足的問題，如無法擴充農場、被地

主收回耕地等。政府不能以積極不干預為藉口逃避農友面對耕地不足的訴求。 

 

2. 加強農地管理、設立賞罰制度 -政府如能加強農地非法改變用途的執法，不輕易批准

農地改變為其他用途，將對香港農地的保護及農業發展有重大幫助，建議政府加強巡

查、對破壞農田的行為加大監管和罰則。另一方面，政府應獎勵田地管理得宜的地主，

如給予豁免地租等。 

 

對人力資源的建議 

 

1. 新人入行及勞動力不足 - 建議政府或非牟利機構在再培訓計劃當中加入農業培訓課

程。課程除農耕理論外，可加入到本地農場實習。政府提供再培訓津貼予參加者，而

參加者到農場實習時，農場亦可提供津貼，以吸引本地人士投身農業，培養新血入行。 

 

2. 農友資歷提升 - 現時署方舉辦的課程大多屬於入門或基本程度級別。建議署方可以提

供多一點新技術及中/高級程度級別或更專業的農業課程給已有相當經驗的現職農

友，亦可舉辦多一些海外考察，用以提升本地農友的質素。長遠可考慮引入資歷架構，

提升農夫的專業資格及社會地位。 

 

對農業持續發展基金方面的建議 

 

1. 簡化申請 –提供適切協助，要照顧一般的農友需要，方便他們申請。 



 

2. 降低申請門檻 - 現時一般農友資金並不充裕，沒有可能一次投入太高的金額去投資，

建議一元對一元的資助基金的申請門檻不要定太高，給予一般農友能成功申請的機

會。  

 

對署方支援農友方面的建議 

 

1. 現時借用農機服務輪候時間太長，建議增加農機的數目，以縮短輪候時間。 

 

2. 現時大龍農場的借用農機服務需要農友自行安排運輸，增加農友成本，建議署方將借

用的農機直接運送到農友的農場，提供更便利的服務。 

 

3. 建議署方為農友自行購買的農機提供上門維修保養服務。 

 

4. 現時大龍農場及菜聯社的提供菜苗服務只送到村口或路口，建議菜苗能直接送到農友

的農場。 

 

5. 建議署方與農友舉辦定期的大型交流會或咨詢會(如兩個月一次)，以收集本地農友遇

到的困難和意見及加強署方與農友之間的交流。 

 

                                     ~完~ 
 
聯絡: 
 
歐羅有機農場 黃如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