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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本人就墟市的經濟效益和社會角色，提交的書面補充意見： 
 
1. 城市空間與經濟機遇 
 
在傳統市區舊區，存在密集街巷網絡、開放城市空間和緊密社區關係，令基層市民能善用城

市空間尋找謀生機會；相反在新發展區或市區重建區，商業及銷售設施卻高度集中在封閉空

間，包括公屋區的領展商場及私樓區的私人商場之內，在此之外的公共及休憩空間，則完全

無助市民謀生及改善生計。重新設立多元化及開放性的墟市，有助促進社區經濟更均衡的發

展，並讓各階層市民重拾謀生空間和機會。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的 Hendrik Tieben 等人，於 2013 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1曾就將天水

圍北和西營盤兩個面積相約的社區並列，從經濟機遇和生活質素進行系統的比較，結果發現

舊區的密集街巷網絡、綜合土地利用和傳統社區設計，街坊只要「落街」就可滿足各項社區

生活所需，令西營盤仍能充滿社區經濟活力。而這些傳統鬧市舊區擁有的社區經濟元素，在

天水圍這類自上而下規劃的新市鎮，則是徹徹底底地欠奉。  
 
2. 各個部門與土地管理 
 
由此可見，在不同城市空間及社區環境下，經濟機遇的分佈亦極為懸殊。例如天水圍的社區

經濟發展嚴重滯後，亦與不同部門的土地管理模式息息相關。如何能取得相關部門的認同和

合作，對制定墟市政策的成效將至為關鍵： 
 
～房屋署：在公屋區和領展商場的周邊範圍內，公共及休憩空間皆屬房署管理。似乎受到房

委會早年與領滙簽訂的契諾限制，房署對墟市及其他商業、銷售設施的管制特別嚴格；但亦

有眾多例子顯示，房署曾批准於領展商場的周邊範圍舉辦各類墟市。特別是在領展壟斷的新

發展區，公屋居民的經濟機遇尤其欠缺，房署對墟市發展的支持十分關鍵。2 
 
～地政署：在私樓區和私人商場的周邊範圍內，尚存在不少由地政署或路政署、屋宇署等部

門管轄的閒置空間及樓宇，其中以地政署管理的臨時空置用地最為普遍，不少則以短期租約

方式出租；但批租的程序、透明度和社會經濟效益，皆廣為人所咎病。3如何善用此等空置

用地，為墟市提供較長期和穩定的土地資源，對促進墟市發展同樣關鍵。 
 
～食環署：一方面作為墟市政策的統籌部門，另一方面亦直接管理逾百個公共街市及市場。

但其中不少皆由於管理不善和衛生情況惡劣，而導致使用率偏低及空置率上升。2015 年 3 月

2 日當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中，亦曾建議「考慮把現有出租率偏低的公眾街市改建為離街熟

食中心」。食環署本身其實已具備充分條件，善用街市及市場推動熟食及其他墟市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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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署：現時不少臨時露天市集，皆租借康文署管轄的公園或球場舉行。惟由於這些場所

具有其他體育、休閒及文娛功能，因此只能臨時租借極短的時間，無法為墟市長遠發展提供

更有利的條件。但康文署亦有其他不少使用率偏低的空間，可以更具創意及靈活的方式，嘗

試用作舉辦較恒常的墟市。 
 
3. 區議會的角色 
 
在現時「自下而上，地區主導」的墟市政策下，區議會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食物衛生

局 、食環署及區議會的緊密合作，對重新推動墟市發展不可或缺。但與此同時，當局亦應

設立更廣泛的諮詢渠道及溝通機制，令地區上的各方持份者皆有機會參與，毋須完全依賴區

議會的中介角色。 
 
與此同時，現時當局傾向將舉辦墟市的審批責任，交託予各區區議會，這亦並非區議會應有

的職責。區議員與申辦墟市的團體關係密切，在審批過程中是否存在利益衝突，亦是值得進

一步審視的問題。 
 
區議會其實可更主動扮演的角色推動墟市發展，包括通過區議員在各自選區，物色適合舉辦

各類墟市的場地，訂立清單，並就潛在的困難及限制，及早提供資料，以供有意申辦墟市的

團體參考，讓它們能通過公開、公平、公正的途徑申辦。 
 
 
鄒崇銘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