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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與農曆新年墟市及熟食墟市有關的政策及事宜」提交的意見書 

 

民間社會一直以來積極推動墟市發展，透過舉辦墟市為基層市民提供就業機會、

扶助基層脫貧、重構社區關係、對抗大財團壟斷和領展霸權等。然而，政府一直

不願落實完善的墟市政策，只是重覆回應支持「由下而上」設立墟市，各政府部

門實際上卻未有作出配合及支援。 

 

尤其在申辦熟食墟市方面，現行申請程序模糊不清、食物牌照條例過時僵化，導

致民間團體用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成功申辦少量熟食墟市，例如深水埗通州街

的新年熟食墟及復活節熟食墟。這些熟食墟市皆獲得大量市民光顧及支持，證明

市民對於熟食墟市有極大的需求，故此，政府應積極回應民間社會的訴求，立即

推動農歷新年熟食墟的設立，並以此作為一個切入點，推動固定熟食墟市的長遠

發展及檢討相關的食物牌照制度。 

 

建議(一)：推行「五區十市」方案 

本團體建議政府推行「五區十市」方案，即是在立法會五個直選選區下，各選一

個年宵市場及行人專用區的場地，開放予民間團體申辦農曆新年熟食墟市。在行

人專用區設立熟食墟市較能吸引人流光顧，亦容易疏導人潮，又不會阻礙交通，

便利熟食墟的設立。另外，絕大部份舉辦年宵市場的場地均為康文署球場及遊樂

場，該些場地不但面積較大且空曠，而且能夠為申辦團體提供設立熟食墟市的基

本配套（如電力供應及水源），而在年宵市場完結後的新年假期舉辦熟食墟市，

不但相當適合，且便利市民趁墟。在「五區十市」方案下，政府應立即進行地區

諮詢，民政事務署亦應協助政府部門與地區居民及區議會進行溝通，盡早選取合

適的選址舉辦新年熟食墟市，並制訂簡易的審批準則以減省不必要的行政程序，

以便民間團體有充足的時間申辦及籌備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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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二)：改善食物牌照條例，准許攤檔製作食物「由生變熟」 

除了覓取合適的熟食墟市選址外，政府應試行修改現時食物牌照的不合理限制，

在符合儲藏食物規格下，豁免新年熟食墟的攤檔能即場製作「由生變熟」的食物，

如售賣雞蛋仔、生菜魚肉等本土美食，有助發揮熟食墟市的特色，不但能減少團

體營辦熟食墟市的困難，更有助吸引區外居民及遊客光顧，推動本土經濟。長遠

而言，食物環境衛生署應盡早研究及修訂臨時食物製造廠牌照的相關條例，令熟

食墟市出售「由生變熟」的食物能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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