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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 14日的立法會會議  
 

就劉小麗議員 “訂立全港性的長遠墟市政策”議案  
提出的修正案  

 
  繼於2016年12月9日發出立法會CB(3) 223/16-17號文件後，
謹請議員注意，立法會主席已批准許智峯議員提出經修改的

修正案。為方便議員參閱，原議案及議案在不同情況下經修正後的

措辭載於附錄 (只備中文本 )。  
 
2.  許智峯議員經修改的修正案，以及何俊賢議員在有關情況

下撤回其修正案的詳情載於以下列表︰  
 
 動議修正案的  

議員  
經修改 

修正案載於 

在以下情況會 

撤回修正案 

 

(a) 何俊賢議員  
(動議第二項修正案 ) 
 

-- 若邵家輝議員的

修正案獲得通過  

 
(b) 許智峯議員  

(動議第三項修正案 ) 
 

附錄  
第 5 及 6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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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任何議員希望參閱附錄內任何措辭的英譯本，請致電

3919 3328與高級議會秘書 (3)3 魏娜女士聯絡，以便秘書處準備所需
措辭的英譯本，供有關議員參閱。  
 
4.  為節省用紙，秘書處只會透過電郵發放該共有 6個情況的
附錄。然而，在有關立法會會議舉行的整段期間，該附錄連同相關

通告的複本會分別放置在會議廳前廳內面向主要入口的長木桌上，

以及會議廳內梁耀忠議員及柯創盛議員座位後的桌上。如議員希望

索取複本自用，請致電3919 3311與議會事務部3聯絡。  
 
5.  此外，就這項議案發出的通告 (包括此通告及附錄 )已上載
立法會網站，供議員參閱。  
 
 
 立法會秘書  

 
 
 
 
 

(衛碧瑤代行 ) 
 
連附件 (附錄只透過電郵發放 ) 



附錄  
Appendix 

 
2016年 12月 14日的立法會會議  

“訂立全港性的長遠墟市政策 ”議案辯論  
 
1. 劉小麗議員的原議案  
 
墟市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亦是為基層市民提供就業機會及價廉物

美的消費場所；然而，多年來，政府在管理主義思維及 ‘地產霸權 ’
影響下，不斷打壓維繫社區生態的小販、扼殺基層市民的維生空間

及其使用公共空間的自由；縱使過去政府曾就小販及墟市的事宜作

討論，但所推出的相關政策並不全面，亦欠缺方向；油尖旺區議會

反對政府於 2017年農曆新年營辦 ‘麥花臣遊樂場熟食墟市 ’的建議，
便是一個例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  
 
(一 ) 訂立全港性的長遠墟市政策，以保留現存的墟市及發展各

類墟市，包括基層生活墟市、自家製食品墟市、農墟、熟

食夜市及文化藝術墟市等；  
 
(二 ) 設立墟市發展署，統籌各政府部門及與區議會協調，以訂

立一套清晰劃一的申辦墟市流程，協助民間組織及基層市

民申請營辦墟市；  
 
(三 ) 設立諮詢渠道，收集市民及區議會建議舉辦墟市的地點，

並訂立及公開全港墟市用地列表 (包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地政總署、房屋署及路政署管轄的用地 )，讓社福機構及慈
善團體可借用有關場地定期舉辦墟市活動；  

 
(四 ) 檢討現行食物生產監管制度，容許營辦熟食檔的基層市民

合法地在家生產或加工食物；並檢討現行的小型熟食檔的

牌照規定，讓營辦熟食檔的基層市民能即場加熱食物；  
 
(五 ) 與地區團體合作提供場地作 ‘社區廚房 ’，讓在墟市營辦熟食

檔的基層市民在有關場地生產或加工食物；  
 
(六 ) 研究於農曆新年、勞動節、復活節、中秋節及聖誕節等假

期舉辦臨時假日墟市；並於農曆新年期間推行試驗計劃，

於全港五大選區內各選一個年宵市場及劃出一個行人專用

區營辦墟市，讓每區市民重新體會地道的夜市文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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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在未有具體的墟市政策前，停止於農曆新年期間對墟市小

販採取取締行動。  
 
2. 經邵家輝議員修正的議案  
 
墟市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亦是為基層市民提供就業機會及具有香
港文化特色的墟市不僅可為旅遊業提升吸引力，亦可為市民提供價
廉物美的消費場所；然而，多年來，政府在管理主義思維及 ‘地產霸
權 ’影響下，不斷打壓維繫社區生態的小販、扼殺基層市民的維生空
間及其使用公共空間的自由；縱使選擇和嘗試創業的場所，但過去
政府曾就小販及墟市的事宜作討論，但所推出的相關政策並不全面，

亦欠缺方向；油尖旺區議會反對政府於2017年農曆新年營辦 ‘麥花臣
遊樂場熟食墟市 ’的建議，便是一個例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  
 
(一 ) 訂立全港性的長遠墟市政策，以包括保留並活化現存的墟

市及發展各類墟市，包括基層，以及在平衡商戶持份者利
益、生管理、交通配套、消防安全等方面的前提下，發
展假日墟市，例如市民生活墟市、自家製食品墟市、農墟、
熟食夜市及文化藝術墟市等；  

 
(二 ) 設立墟市發展署，加強民政事務總署的職能，使其統籌各

政府部門及與區議會協調，以訂立一套清晰劃一的申辦假
日墟市流程，協助民間組織及基層市民申請營辦假日墟市； 

 
(三 ) 設立諮詢渠道，收集市民及區議會建議舉辦假日墟市的地

點，並訂立及公開全港假日墟市用地列表 (包括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地政總署、房屋署及路政署管轄的用地 )，讓社福
機構及慈善團體民間團體和市民可借用有關場地定期舉辦
假日墟市活動；  

 
(四 ) 檢討現行食物生產監管制度，容許營辦熟食檔的基層市民

合法地在家生產或加工食物；並檢討現行的小型熟食檔的

牌照規定，讓營辦熟食檔的基層市民能在符合安全及生
要求等前提下，協助熟食檔營辦者申請相關牌照，以便利
他們即場加熱食物；及  

 
(五 ) 與地區團體合作提供場地作 ‘社區廚房 ’，讓在墟市營辦熟食

檔的基層市民在有關場地生產或加工食物；  
 
(六 ) 研究於農曆新年、勞動節、復活節、中秋節及聖誕節等假

期舉辦臨時假日墟市；並於農曆新年期間推行試驗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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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港五大選區內各選一個年宵市場及劃出一個行人專用

區營辦墟市，讓每區市民重新體會地道的夜市文化；及  
 
(七 ) 在未有具體的墟市政策前，停止於農曆新年期間對墟市小

販採取取締行動。  
 
註： 邵家輝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3. 經何俊賢議員修正的議案  
 
墟市是本土世界各地的墟市及小販行業已有長久歷史，它們不但是
當地文化的一部分，亦是為基層市民提供就業機會及；墟市是價廉
物美的消費場所，而部份富有特色的墟市更發展成旅遊熱點；然而，
多年來，政府在管理主義思維及 ‘地產霸權 ’影響下，不斷打壓維繫
社區生態的小販、扼殺基層市民的維生空間及其使用公共空間的自

由；縱使過去政府曾就小販及墟市的事宜作討論，但所推出的相關

政策並不全面，亦欠缺方向；油尖旺區議會反對政府於2017年農曆
新年營辦 ‘麥花臣遊樂場熟食墟市 ’的建議，便是一個例證主要以管
理及管制的角度制定墟市及小販政策，未有顧及有關行業的整體發
展和充分發揮其社會功能，使有關行業難以符合社會需要；就此，
本會促請政府：  
 
(一 ) 訂立全港性的長遠墟市及小販政策，以地區主導的方式，

在區議會的支持下支援墟市及小販活動，以保留現存的墟
市及發展各類墟市，包括基層生活墟市、自家製食品墟市、

農墟、熟食夜市及文化藝術墟市等；  
 
(二 ) 設立墟市發展署，統籌各政府部門及與區議會協調，以訂

立一套清晰、劃一及簡易的申辦墟市流程，並協調各政府
部門及區議會為申請者提供一站式服務，以協助民間組織
及基層市民申請營辦墟市；  

 
(三 ) 設立諮詢渠道，收集市民及區議會建議舉辦墟市的地點，

並訂立及公開全港墟市用地列表 (包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地政總署、房屋署及路政署管轄的用地 )，讓社福機構及慈
善團體可借用有關場地定期舉辦墟市活動；  

 
(四 ) 檢討現行食物生產監管制度，容許營辦熟食檔的基層市民

合法地在家生產或加工食物；並檢討現行的小型熟食檔的

牌照規定，讓營辦熟食檔的基層市民能即場加熱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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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與地區團體合作提供場地作 ‘社區廚房 ’，讓在墟市營辦熟食
檔的基層市民在符合法例要求下於有關場地生產或加工食
物；  

 
(六 )(五 ) 在區議會的支持下，研究於農曆新年、勞動節、復活節、

中秋節及聖誕節等假期舉辦臨時假日墟市；，並於農曆新
年期間推行試驗計劃，於全港五大選區內各選一個年宵市

場及劃出一個行人專用區營辦墟市，讓每區市民重新體會

地道的夜市文化；及  
 
(七 ) 在未有具體的墟市政策前，停止於農曆新年期間對墟市小

販採取取締行動；  
 
(六 ) 盡快改善現有墟市及小販區的營運環境，包括簽發新的固

定攤位小販牌照，容許已登記的小販助手優先申請，以維
持小販區內有足夠攤檔營運，以及加強向市民和旅客宣
傳，從而增加墟市及小販區的吸引力；及  

 
(七 ) 在區議會支持下，盡快將空置率高的街市改建成熟食中

心，以及重新簽發大牌檔牌照。  
 
註： 何俊賢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4. 經許智峯議員修正的議案  
 
墟市是作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亦是墟市為基層市民提供就業機會
及價廉物美的消費場所；然而，多年來，政府在管理主義思維及 ‘地
產霸權 ’影響下，不斷打壓維繫社區生態的小販、扼殺基層市民的維
生空間及其使用公共空間的自由；縱使過去政府曾就小販及墟市的

事宜作討論，但所推出的相關政策並不全面，亦欠缺方向；油尖旺

區議會反對政府於 2017年農曆新年營辦 ‘麥花臣遊樂場熟食墟市 ’的
建議，便是一個例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  
 
(一 ) 廣泛諮詢公眾意見以訂立全港性的長遠墟市政策，以保留

現存的墟市及發展各類墟市，包括基層生活墟市、自家製

食品墟市、農墟、熟食夜市及文化藝術墟市等，以及當零
散擺賣活動自然發展成為墟市後，在便利經營者營運、顧
及環境生和市民作息的同時，彈性執法和調解當中持份
者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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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設立墟市發展署，統籌各政府部門及與區議會協調，以訂

立一套清晰劃一的申辦墟市流程，協助民間組織及基層市

民申請營辦墟市；  
 
(三 ) 設立諮詢渠道，收集市民及區議會建議舉辦墟市的地點，

並訂立及公開全港墟市用地列表 (包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地政總署、房屋署及路政署管轄的用地 )，讓社福機構及慈
善團體可借用有關場地定期舉辦墟市活動；  

 
(四 ) 檢討現行食物生產監管制度，並在符合墟市實際營運的情

況下，修訂相關的食物安全法例，容許營辦熟食檔的基層
市民合法地在家生產或加工食物；並檢討現行的小型熟食

檔的牌照規定，讓營辦熟食檔的基層市民能即場加熱食物； 
 
(五 ) 與地區團體合作提供場地作 ‘社區廚房 ’，並在符合墟市實際

營運的情況下，修訂相關的食物安全法例，讓在墟市營辦
熟食檔的基層市民在有關場地生產或加工食物；及  

 
(六 ) 研究於農曆新年、勞動節、復活節、中秋節及聖誕節等公

眾假期舉辦臨時假日墟市；並於農曆新年期間推行試驗計
劃，於全港五大選區內各選一個年宵市場及劃出一個行人

專用區營辦墟市，讓每區市民重新體會地道的夜市文化；

及  
 
(七 ) 在未有具體的墟市政策前，停止於農曆新年期間對墟市小

販採取取締行動。  
 
註： 許智峯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5. 經邵家輝議員及許智峯議員修正的議案  
 
墟市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亦是為基層市民提供就業機會及具有香
港文化特色的墟市不僅可為旅遊業提升吸引力，亦可為市民提供價
廉物美的消費場所；然而，多年來，政府在管理主義思維及 ‘地產霸
權 ’影響下，不斷打壓維繫社區生態的小販、扼殺基層市民的維生空
間及其使用公共空間的自由；縱使選擇和嘗試創業的場所，但過去
政府曾就小販及墟市的事宜作討論，但所推出的相關政策並不全面，

亦欠缺方向；油尖旺區議會反對政府於2017年農曆新年營辦 ‘麥花臣
遊樂場熟食墟市 ’的建議，便是一個例證；就此，本會促請政府：  
 
(一 ) 訂立全港性的長遠墟市政策，以包括保留並活化現存的墟

市及發展各類墟市，包括基層，以及在平衡商戶持份者利
益、生管理、交通配套、消防安全等方面的前提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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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假日墟市，例如市民生活墟市、自家製食品墟市、農墟、
熟食夜市及文化藝術墟市等；  

 
(二 ) 設立墟市發展署，加強民政事務總署的職能，使其統籌各

政府部門及與區議會協調，以訂立一套清晰劃一的申辦假
日墟市流程，協助民間組織及基層市民申請營辦假日墟市； 

 
(三 ) 設立諮詢渠道，收集市民及區議會建議舉辦假日墟市的地

點，並訂立及公開全港假日墟市用地列表 (包括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地政總署、房屋署及路政署管轄的用地 )，讓社福
機構及慈善團體民間團體和市民可借用有關場地定期舉辦
假日墟市活動；  

 
(四 ) 檢討現行食物生產監管制度，容許營辦熟食檔的基層市民

合法地在家生產或加工食物；並檢討現行的小型熟食檔的

牌照規定，讓營辦熟食檔的基層市民能在符合安全及生
要求等前提下，協助熟食檔營辦者申請相關牌照，以便利
他們即場加熱食物；及  

 
(五 ) 與地區團體合作提供場地作 ‘社區廚房 ’，讓在墟市營辦熟食

檔的基層市民在有關場地生產或加工食物；  
 
(六 ) 研究於農曆新年、勞動節、復活節、中秋節及聖誕節等假

期舉辦臨時假日墟市；並於農曆新年期間推行試驗計劃，

於全港五大選區內各選一個年宵市場及劃出一個行人專用

區營辦墟市，讓每區市民重新體會地道的夜市文化；及  
 
(七 ) 在未有具體的墟市政策前，停止於農曆新年期間對墟市小

販採取取締行動；及  
 
(六 ) 當零散擺賣活動自然發展成為墟市後，在便利經營者營

運、顧及環境生和市民作息的同時，彈性執法和調解當

中持份者的矛盾。  
 
註： 邵家輝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許智峯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6. 經何俊賢議員及許智峯議員修正的議案  
 
墟市是本土世界各地的墟市及小販行業已有長久歷史，它們不但是
當地文化的一部分，亦是為基層市民提供就業機會及；墟市是價廉
物美的消費場所，而部份富有特色的墟市更發展成旅遊熱點；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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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政府在管理主義思維及 ‘地產霸權 ’影響下，不斷打壓維繫
社區生態的小販、扼殺基層市民的維生空間及其使用公共空間的自

由；縱使過去政府曾就小販及墟市的事宜作討論，但所推出的相關

政策並不全面，亦欠缺方向；油尖旺區議會反對政府於2017年農曆
新年營辦 ‘麥花臣遊樂場熟食墟市 ’的建議，便是一個例證主要以管
理及管制的角度制定墟市及小販政策，未有顧及有關行業的整體發
展和充分發揮其社會功能，使有關行業難以符合社會需要；就此，
本會促請政府：  
 
(一 ) 訂立全港性的長遠墟市及小販政策，以地區主導的方式，

在區議會的支持下支援墟市及小販活動，以保留現存的墟
市及發展各類墟市，包括基層生活墟市、自家製食品墟市、

農墟、熟食夜市及文化藝術墟市等；  
 
(二 ) 設立墟市發展署，統籌各政府部門及與區議會協調，以訂

立一套清晰、劃一及簡易的申辦墟市流程，並協調各政府
部門及區議會為申請者提供一站式服務，以協助民間組織
及基層市民申請營辦墟市；  

 
(三 ) 設立諮詢渠道，收集市民及區議會建議舉辦墟市的地點，

並訂立及公開全港墟市用地列表 (包括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地政總署、房屋署及路政署管轄的用地 )，讓社福機構及慈
善團體可借用有關場地定期舉辦墟市活動；  

 
(四 ) 檢討現行食物生產監管制度，容許營辦熟食檔的基層市民

合法地在家生產或加工食物；並檢討現行的小型熟食檔的

牌照規定，讓營辦熟食檔的基層市民能即場加熱食物；  
 
(五 ) 與地區團體合作提供場地作 ‘社區廚房 ’，讓在墟市營辦熟食

檔的基層市民在符合法例要求下於有關場地生產或加工食
物；  

 
(六 )(五 ) 在區議會的支持下，研究於農曆新年、勞動節、復活節、

中秋節及聖誕節等假期舉辦臨時假日墟市；，並於農曆新
年期間推行試驗計劃，於全港五大選區內各選一個年宵市

場及劃出一個行人專用區營辦墟市，讓每區市民重新體會

地道的夜市文化；及  
 
(七 ) 在未有具體的墟市政策前，停止於農曆新年期間對墟市小

販採取取締行動；  
 
(六 ) 盡快改善現有墟市及小販區的營運環境，包括簽發新的固

定攤位小販牌照，容許已登記的小販助手優先申請，以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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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小販區內有足夠攤檔營運，以及加強向市民和旅客宣
傳，從而增加墟市及小販區的吸引力；及  

 
(七 ) 在區議會支持下，盡快將空置率高的街市改建成熟食中

心，以及重新簽發大牌檔牌照；及  
 
(八 ) 當零散擺賣活動自然發展成為墟市後，在便利經營者營

運、顧及環境生和市民作息的同時，彈性執法和調解當

中持份者的矛盾。  
 
註： 何俊賢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許智峯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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