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就  

《重新編配空置小販攤位建議安排的相關事宜》  

提交的意見書  

 

小販作為發展社區經濟的重要一環，不但可讓基層市民小本經營，

亦可傳承本地傳統文化。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計劃重新編配

空置小販攤位，平均分配予四類申請者（即持牌報販、持牌流動小

販、擁有五年或以上年資的登記助手及公眾人士）。公民黨認為，

政府未有制訂全面小販政策，單靠重新編配攤位只是小修小補，根

本無助振興地區經濟。  

 

小販攤位僧多粥少   政府須訂立墟市政策  

根據政府估計， 2017 年全港有近 1474 位無牌小販，反映民間對社

區經濟活動有龐大的需求 1。而目前提供重新編配的空置小販攤位

只有 423 個，但政府計劃平均分配予四類申請者，亦即只有約一百

個「公眾人士」名額予無牌小販申請，明顯僧多粥少。食環署亦訪

問了  3600 名曾於 2010 申請重新編配小販攤位計劃的人士，當中

超過七成有興趣再提出申請 2。公民黨認為，政府應與不同區議會

及地區人士商討設立更多小販認可區的可行性，增加更多合法的小

販攤位。  

 

同時，特首曾於競選政綱表明會研究增設特色墟市，但至今音訊全

無。政府應訂立墟市政策，簡化申請程序，以食物環境衛生署作為

墟市統籌，公開、公平的方式處理各個墟市的申請。政府亦應考慮

設立「墟市牌照」，有別於以往的小販牌照，徹底解決目前的牌照

限制。「墟市牌照」可研究限制擺賣地點及時間，容許檔販用明火

煮熟食物。一方面可以避免政府所擔心的環境衛生問題，另一方面

可以發展墟市，讓墟市可重現於香港的社區經濟，實踐真正的基層

經濟。  

 

民間手藝漸成遺產  政府應重發流動小販牌  

2015 年，政府就小販發展政策訂立原則，稱傳統手工藝不應無視市

場力量，認為「小販應找出可持續發展相關小販業務的經營模式和

市場定位」。面對管理主義及公共空間不斷私有化，加上領展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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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行，小販的營運空間愈縮愈小，根本談不上「市場定位」。舉例

說，民間吹糖手藝日漸式微，但政府不但未有扶持技藝師傅，反是

票控她們無牌擺賣 3。在政府的定位下，小販根本無以為繼，社區

經濟最終只會被地產霸權瓦解。  

 

因此，公民黨認為政府應重發「流動小販牌」，以協助小販可持續

發展，讓我們的民間手藝得以在民間承傳，而非靠商界和財團來承

傳。  

 

總括而言，小販絕對是社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更同時帶動旅

遊業、文化保育等多方面發展。公民黨不反對政府重新編配空置小

販攤位，但對於政府未有制訂整全的小販政策表示失望。公民黨重

申，政府應採取以下措施：  

 

1 .  制訂全面及長遠的小販政策；  

2 .  與不同區議會及地區人士商討設立更多小販認可區的可行性，

增加更多合法的小販攤位；  

3 .  應訂立墟市政策，簡化申請程序，以食物環境衛生署作為墟市

統籌；  

4 .  研究設立「墟市牌照」，限制檔販擺賣地點及時間，容許用明火

煮熟食物；  

5 .  重發「流動小販牌」，以協助小販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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