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區小販發展平台 

要求完善小販及墟市政策意見書 

 
  政府自開埠以來，從未有過正式的墟市政策，而現時所謂小販政策，皆「驅

趕」一途，名為管理，實為打壓。在 2013 年 6 月正式展開「固定小販排檔區小

販推行的資助計劃」後，利用各種手段打壓小販的生存空間，包括退牌計劃「利

誘」小販交還牌照。小販社群漸見萎縮，而舊日存在於新界各處的墟市亦日趨式

微，今日名見經傳的元朗新舊墟、上水石湖墟、粉嶺聯和墟、大埔墟等，早已失

去往昔農民鄉里開檔趁墟的熱鬧景象。但城市發展並未因此令街坊不再趁墟不再

光顧小販，原因實在於政府打壓社區經濟，致使墟市、小販買少見少。職是之故，

我們平台強調政府斷不可再打壓街頭小販及須放寬籌辦墟市的門檻，明確

訂立小販及墟市政策，不再以「由下而上」借詞塞責。 
 
發展小販及墟市政策，兩者須兼得 
  政府於 2015 年 3月發出有關小販管理建議的文件，當中提及政府應要以「發

展」為原則，而非過往的「管理及管制」角度，從而制訂長遠的小販政策。但觀

乎內文，政府依舊用「街頭擺賣活動可能造成阻塞、環境滋擾、甚或衞生和火警

的風險。鄰近售賣類似或可替代產品的商業處所的商戶也可能認為不用支付租金

的街頭擺賣活動對他們構成不公平競爭。」的角度，將小販定性為阻礙城市和經

濟發展的「因素」之一。一方面繼續污名化小販，而由小販組成的墟市卻說要「由

下而上」容許興辦，然而「下」是誰？又如何「上」？兩年以來，含混其詞，言

語閃爍，將區議會意見僭越地區居民及團體直接參與；將食環署黑箱作業當成統

籌墟市的官方角色。前者縱有民意授權，不代表可以越俎代庖，以為無需公眾諮

詢，街坊與團體有權直接問責；後者作為執法者，規管發牌，協調部門，責無旁

貸。惟經年以降，不獲批准的團體死因不明，得以獲批的團體又難持續，全因政

府缺乏整全小販及墟市政策的配合，由場地、基建、申請程序等軟硬件支援統統

欠奉。結果，每次猶如特事特辦，連基本程序都不清不楚，更遑論一套完善的小

販墟市政策。 

 

場地問題多籮籮，唔知政府搞邊科 

  我們平台現時有與其他團體合作籌辦墟市，但單是查找合適場地，已耗費大

量人力物力資源時間。然後再要過五關斬六將，知道究竟是屬於哪一部門？如何

向該部門申請？手續如何？時間多久？若然拒批，原因為何？如果成功，下次仍

要重新申請？這幾條問題只涉及場地問題，一些地區較小型團體，缺乏資源，很

多時連申請的門檻都過不了，所謂「由下而上」根本空談，政策毫無寸進。以我

們平台有份參與的「北區墟市節」為例，本來希望以上水天光墟為試點，再擴及

立法會 CB(1)481/16-17(03)號文件 



其他可行用地。但花費大半年時間，即便區議會亦通過支持「北區墟市節」計劃

書，除來函指正在處理外，音信杳然，究竟為何花費良久？又正在處理何種程序？

由計劃書原來 2016 年 10 月開始延宕至今未果，實在令人費解。舉辦地區墟市困

難重重，政府不能只公佈原則性方針，而沒有實質執行細節，使地區團體無所適

從。 
 
墟市應由民間主導，保存本土文化特色 
  墟市及小販不單是基層市民自主營生的途徑，也是草根階層的多元消費選擇，

政府文件更將部份小販排檔區視為墟市/ 夜市，例如中環嘉咸街、廟街等，已然

發展成熟，甚至中外聞名。而事實上，民間要求增設墟市的訴求仍然殷切，上一

次我們就政府「排檔收牌政策」的意見書 (見立法會 CB(2)1451/12-13(04)號文件) 
已經提出天水圍天秀墟的例子作說明，政府必須重視墟和市小販的價值與重要性。

香港實在要建立不同類型的墟市/ 夜市，民間自發墟市由上水、粉嶺、天水圍、

東涌、深水埗、觀塘、西營盤……多不勝數，各有特色，政府官員可曾親自到訪

一二，體察民情？有關當局不得不認真考慮，令各區居民都可以在當區有多元消

費選擇。 
 
故而，我們有以下訴求： 
1) 現時當局的建議並不全面，政府實需要全面檢討現行的小販/ 墟市政策，並

進行全港諮詢及可行性研究； 
2) 在考慮批准墟市與否時，應該將既定程序公開、透明，使有興趣人士或團體

得以申請及有機制上訴； 
3) 應該向公眾開放更多閒置土地，也要開拓公佈香港可用作墟市土地之列表，

包括設立乾濕貨、熟食墟市； 
4) 在重新檢討現行小販/ 墟市政策的同時，不應否定新發展區預留土地予小販

市集/ 墟市，宜接納不同市民及地區組織的建議。 
5) 確保墟市以基層為本，不應為入埸設高門檻。 
 
聯絡：陳朝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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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