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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政府就簽發酒牌服務檢討收費及改善措施香港葡萄酒商會意見書 

香港政府正計畫增加酒牌各種費用。其中簽發新酒吧以及新的食肆酒牌，費用增幅是 400%; 而酒

吧牌照轉讓收費增幅更達到 7600%。 

這次提高收費的建議，食環署的理據是認為一向處理酒牌的行政操作成本相當之高，尤如補貼酒

吧或相關食肆每年達到 2400 萬港幣，每年花於處理酒牌的行政成本相等於 3800 萬港幣。這樣龐大的行

政開支，實在需要探討是否合情合理。 

我們了解到整個新申領酒牌的程序需經過複雜的審批流程，文件遞交移送牽涉多個部門：警務處、

民政事務處、屋宇署、消防處等等，若當中遇到爭議的個案更需聆訊、重複審核。所以我們都經常聽

到有業界朋友吐槽，開酒吧新申領酒牌經歷了冗長的過程。 

這裡可能牽涉到複雜而重複的行政工作，當中甚至有部份是不必要的程序，這些人力資源的浪費

其實相當於浪費公帑。食環署提出，把所浪費了的公帑視為對企業的補貼，這種說法實在有欠公道。 

我們注意到去年新發酒吧酒牌的個案數目只有 75 個，而新發食肆酒牌數目是 1107 個，新成立持

有酒牌的酒吧及食肆數目並不多，我們需要看清楚是否現行審批的標準過於苛刻，以致成功領牌個案

的數字偏低，最終沒有足夠的個案來分攤行政的成本。所以即使大幅加價相信也未必能達到成本的效

益。  

曾聽到行業人士對於領酒牌的事情吐槽，尤其是樓上餐廳及酒吧，當中遇到不少困難以及不合理

的情況，例如遭到鄰里的反對，當中也有惡意投訴的個案。明白到香港環境寸金尺土，有志創業的人

士都會考慮把餐廳及酒吧開設於樓上鋪以負擔較低的租金。可是確有真實個案，經歷了多月仍未成功

獲得酒牌，而原因卻非消防或衛生的問題。而問題是現行的發牌有關條審批的條件實在過於保守。  

一家小小的樓上餐館，以特色主題經營，小本創業，創新的菜式與葡萄酒的搭配，締造別樹一格

的經營模式，可惜終告結業。這種案例，對於餐飲界、葡萄酒界、以及普羅大眾市民，實在非常可惜。  

多年前，曾經有議員對於酒牌的審批提出多方面調整的建議，以配合酒吧餐飲行業實際操作以及

社會的效益，從而提升處理酒牌的效率。政府的回復往往都是打著「保障公共安全、預防罪惡、減低

對公眾的滋擾」等等各種理由，維持 50 年不變。  

其實這些理由，也往往是申領酒牌各種個案爭議的論點。而該等爭議也直接影響審批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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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安全、對公眾造成滋擾這些觀念，政府在這方面的立場有點不合時宜。現代的酒精飲品已經

是多元化的產業，提供不同飲料的選擇，服務不同的消費階層。例如，葡萄酒的飲用，一向被視為高

尚的社交活動，葡萄酒與食物的配搭更成為了世界的生活文化潮流。  

由於酒精的飲用多年來被標籤化，被視為不健康的活動。酒吧亦被標籤為不良場所，很多人仍存

在古老的思想，聯想到到「脫衣舞」或是「水兵鬧事」的情景，市民亦常常在電影或劇集中看到「警

察查牌」的場景：『男嘅一邊，女嘅一邊，攞身份證出來，唔准出聲』。查牌，無形中成為警察執法的

手段。而這些畫像，往往讓公眾對酒精飲用產生負面的觀念。  

其實香港跟其他國際大都會一樣，酒類有效促進本地的餐飲業、休閒業、旅遊業以及娛樂業發展。

香港政府在 2008 年實施了葡萄酒零關稅，至今政策實施多年，對於推動香港餐飲業、旅遊業的發展，

成績大家有目共睹。以每年旅發局舉辦的「美酒佳餚巡禮」為例，活動已成為了國際的焦點，當推廣

美酒美食高端文化的同時，也讓全世界深切體會到香港這個國際大都市的魅力。  

我藉此希望政府除了認真注視發牌審批的流程，並且全面檢討目前申領酒牌的條件，是否過於保

守，與社會現況脫節。  

這次政府建議收費調整的幅度，實在是過於急進。我們建議減低收費調整的幅度至現時通漲的水

平，並考慮分期進行，與此同時檢視現有行政程序以提高效率，並研究各種有效降低成本的措施。  

香港的酒類行業，是酒吧及餐飲行業的上游供應者，由於我們擁有持份的角色，對於業界的經營

環境特別關注，酒吧及餐飲行業的興衰直接影響的我們酒類行業的存亡。所以我們一向爭取當局降低

申領酒牌的門檻，希望能夠有利於小型創新餐飲模式的誕生，相信這樣是更乎合社會的期望。例如，

讓葡萄酒的零售商能合法地在店舖內提供客人試酒，這些模式其實在國際其他先進城市早已流行，零

售與餐飲的融合方式也可借為監。  

因此，香港葡萄酒商會重申要求政府減低酒牌收費的幅度，並且檢討目前發酒牌的各種條件，以

免打擊我們一起攜手多年建設「香港魅力之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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