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文件  

立法會  

 
《 2020 年遊樂場地 (修訂 )規例》小組委員會  

 
 
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會 簡 介 修 訂 《 遊 樂 場 地 規 例 》 (第 1 3 2 B C

章 ) (《 規 例 》 )的 背 景 和 建 議 ， 以 加強 規 管 康 樂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康

文署）  轄下公園內的噪音滋擾。  

 
 
背景  

 
2 .  康 文 署根 據 《 規 例 》管理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 如情 況 可 行 ，康 文署

一 向 都會 在 有 關 活動 不 會 造成安 全 或 衞 生 問 題 、 或 引起 令 人 難 以 接

受 的 滋擾 的 大 前 提下 ， 酌 情彈性 處 理 ， 讓 使 用 者 各 適其 適 享 用 公 眾

遊 樂 場地 。 在 過 程中 ， 我 們須在 使 用 者 不 同 且 互 相 抵觸 的 需 要 之 間

取 得 平衡 。  

 
3 .  然 而 ， 市 民 經 常 於 康 文 署 轄 下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進 行 活 動 (音 樂 活

動 )， 包 括 操 作 或 彈 奏 任 何 樂 器 或 其 他 器 具 ， 或 利 用 該 等 樂 器 或 其

他 器 具發 出 任 何 聲響 ， 或 唱歌。 一 些 曲 藝 團 體 會 使 用揚 聲 器 或 擴 音

器 發 出過 量 噪 音 ，對 附 近 居民造 成 滋 擾 。 雖 然 康 文 署已 採 取 多 項 噪

音 管 制措 施 ， 例 如懸 掛 和 張貼橫 額 和 告 示 ， 提 醒 市 民注 意 在 進 行 活

動 時 發出 的 音 量 ，與 警 方 採取聯 合 行 動 ， 增 加 人 手 監察 音 樂 活 動 ，

但 少 數公 眾 遊 樂 場地 仍 有 噪音問 題 。 康 文 署 不 時 接 獲市 民 就 公 眾 遊

樂 場 地的 音 樂 活 動造 成 噪 音滋擾 的 投 訴 ， 並 且 十 分 關注 這 情 況 ， 認

為 有 需要 修 訂 《 規例 》 的 相關條 文 ， 使 能 有 效 處 理 公眾 遊 樂 場 地 內

的 噪 音滋 擾 。  

 
4 .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作 為 《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 (《 條 例 》 ) (第

1 3 2 章 )第 1 0 9 條 訂 明 的 主 管 當 局 ， 可 訂 立 有 關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的 規

例 ， 以訂 明 或 訂 定條 文 ， 保 持秩 序 良 好 ， 並 防 止 發 生濫 用 情 況 及 出

現 妨 擾事 故 。 我 們建 議 就 《規 例 》 作 出 修 訂 ， 以 加 強 規 管 在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進 行 音 樂 或 唱 歌 活 動 及 其 他 相 關 行 為 。 有 關 修 訂 規 例 ， 即

《 2 0 2 0 年 遊 樂 場 地 (修 訂 )規 例 》 (《 修 訂 規 例 》 )載 於 本 資 料 文 件  

附 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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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我們就建 議的 修 訂於二零 二零 年 五月十一 日諮 詢 了立法會 民政

事 務 委 員 會 (事 務 委 員 會 )， 並 獲 得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支 持 ， 有 關 諮 詢 文

件載 於附件 B。  

 
 
修訂法例的理據  

 
6 .   現時康 文 署 依 據 《規例 》第 2 5 條針對 轄下公 眾 遊樂場 地 內 的

噪音 滋 擾 採 取 執 法行動。 然而， 如 要 引 用 該條文 執法，康 文署須 證

實 有 「 任 何 其 他 使 用 遊 樂 場 地 的 人 」 (使 用 場 地 的 人 )受 到 煩 擾 ， 而

該名 使 用 場 地 的 人一般須 擔任控 方 證 人 。 由於康 文署人員 及附近 居

民並 不 被 視 為 使 用場地的 人，因 此 除 非 有 使用場 地人士願 意和能 夠

挺身 擔 任 控 方 證 人，否則 康文署 不 能 單 憑 屬下員 工的觀察 或接獲 的

投 訴 (多 數 由 附 近 居 民 提 出 )， 而 展 開 或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 為 回 應 公 眾

要求 妥 善 和 有 效 管制公眾 遊樂場 地 噪 音 滋 擾一事 ，我們在 二零一 九

年四 月 二 十 九 日 的事務委 員會會 議 上 ， 提 出修訂 建議，以 「人」 取

代《 規 例 》 第 2 5 條中的「使用遊樂場地的人」。根據該修訂建議，

如 使 用 場 地 的 人 、 康 文 署 人 員 及 任 何 其 他 人 士 (包 括 附 近 居 民 )受 到

噪音 煩 擾 ， 均 可 擔任控方證人，令執法和檢控行動更具主動性。  

 
7 .  事 務 委 員 會 通 過 載 於 附 件 C 的 動 議 ， 要 求 政 府 全 面 檢 視 《 規

例 》， 並 研 究 採 取 更 多 措 施 加 強 管 制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的 噪 音 問 題 ， 包

括 提 高 觸 犯 《 規 例 》 第 2 5 條 罪 行 最 高 罰 則 、 打 擊 給 予 表 演 者 打

賞， 以 及 設 立 「 黑名單」 制度， 禁 止 多 次 觸犯《 規例》的 人在一 定

時 期 內 進 入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 民 政 事 務 局 給 予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回 覆 見  

附件 D。  

 
8 .  我們十分 重視 事 務委員會 提出 的 意見，並 與律 政 司緊密合 作，

多管 齊 下 從 加 強 執法成效 、加強 管 制 音 樂 活動， 以及提高 阻嚇力 等

方面 研 究 不 同 的 建議修訂 方案。 經 全 面 檢 視《規 例》相關 條文及 就

各 項 建 議 修 訂 方 案 徵 詢 法 律 意 見 後 ， 我 們 就 下 列 三 方 面 提 出 《 規

例》 修 訂 建 議 :   

 
(一 )  加強執法 成效  

 
( a )  擴闊受影 響對象的範圍  

 
根據 《 規 例 》 第 2 5 條，任何人除非 已 獲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署

長 )書 面 准 許 進 行 某 項 音 樂 活 動 ， 否 則 不 得 進 行 任 何 音 樂 活 動 而 對

某 些 人 (受 影 響 人 士 )  造 成 煩 擾 。 現 時 受 影 響 人 士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局

限 於 「 任 何 其 他 使 用 遊 樂 場 地 的 人 」 (即 任 何 其 他 使 用 場 地 的 人 )。

鑑於 第 6 段所述原因，我們建議擴闊受影響人 士 的 範 圍 ， 以 「 人 」

 C  

 D  

 B  



 3 

取 代 「 使 用 遊 樂 場 地 的 人 」， 使 能 針 對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內 音 樂 活 動 造

成的 噪 音 滋 擾 ， 加強執法成效。  

 
(二 )  加強管制 音樂活動  

 
( b )  禁止就音 樂活動或相關活 動索取、接受或 同意收受酬賞  

 
在公 眾 遊 樂 場 地 進行音樂 活動的 人 經 常 獲 得酬賞 ，是部分 公眾遊 樂

場地 出 現 噪 音 滋 擾的問題 根源。 現 時 《 規 例》並 無禁止這 些人憑 藉

音樂 活 動 接 受 酬 賞。因此 ，他們 可 以 在 公 眾遊樂 場地進行 音樂活 動

和 接 受 酬 賞 ， 而 不 觸 犯 《 規 例 》。 為 針 對 有 關 情 況 ， 我 們 建 議 在 第

2 5 條 加 入 新 條 文 ， 規 定 除 非 已 獲 署 長 書 面 准 許 ， 否 則 任 何 人 不 得

憑 藉 在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進 行 音 樂 活 動 或 相 關 活 動 (例 如 設 置 音 樂 活 動

所用 的 器 具 、 為 音樂活動 擔任主 持 、 或 為 音樂活 動伴舞或 作出任 何

其 他 類 似 行 為 )索 取 或 接 受 或 同 意 收 取 任 何 酬 賞 。 我 們 建 議 把 違 反

此條 文 的 行 為 定 為觸犯 《規例 》 第 3 0 條的刑 事 罪 行 。 我們相 信 這

項新 條 文 可 解 決 有人在公 眾遊樂 場 地 內 進 行上述 活動而獲 得酬賞 的

問 題 。 至 於 在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內 進 行 音 樂 活 動 或 相 關 活 動 而 沒 有 索

取 、 接 受 或 同 意 收 取 酬 賞 的 人 (例 如 純 為 自 娛 )， 則 不 會 受 到 這 項 新

條文 影 響 。  

 
(c) 張 貼 告 示 以 訂 明 關 乎 在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內 進 行 音 樂 活 動 的 規

定 ， 以 及 禁 止任何人在該 處進行不符合有 關規定的音樂活 動  

 
康文 署 察 覺 到 部 分公眾遊 樂場地 內 的 音 樂 活動經 常使用樂 器及揚 聲

器， 產 生 過 量 聲 音影響其 他使用 公 眾 遊 樂 場地的 人，有時 甚至影 響

附 近 居 民 。 針 對 這 情 況 ， 我 們 建 議 在 《 規 例 》 第 2 5 條 加 入 新 條

文， 賦 予 署 長 權 力，於有 噪音問 題 的 公 眾 遊樂場 地內張貼 告示， 訂

明關 乎 在 該 處 進 行任何音樂活動的規定。   

 
我 們 明 白 社 會 期 望 政 府 在 處 理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噪 音 問 題 上 更 積 極 主

動， 故 特 別 引 入 這項預防 噪音滋 擾 的 條 文 ，以便 可因應不 同公眾 遊

樂場 地 的 情 況 制 訂迅速及 更具彈 性 的 措 施 。例如 某公眾遊 樂場地 晚

上經 常 有 音 樂 活 動進行而 對附近 居 民 造 成 滋擾， 康文署可 在該公 眾

遊 樂 場 地 張 貼 告 示 ， 限 制 任 何 人 於 晚 上 把 大 型 揚 聲 器 帶 進 該 處 使

用 ;又 如 有 音 樂 活 動 經 常 於 某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內 的 特 定 位 置 進 行 而 對

附近 居 民 造 成 滋 擾，康文 署可在 該 公 眾 遊 樂場地 張貼告示 ，禁止 任

何人 於 該 處 的 特 定位置進行該類活動。  

 
為有 效 應 對 公 眾 遊樂場地 的音樂 活 動 模 式 的轉變 ，在該處 張貼的 告

示內 指 明 的 規 定 可因應需 要而作 出 針 對 性 的修改 。有關規 定會因 應

各公 眾 遊 樂 場 地 的實際情況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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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我 們 建 議 在《規 例》第 2 5 條加入 新條文 ， 規 定 任何人 不 得

在公 眾 遊 樂 場 地 進行任何 不符合 在 該 處 所 展示告 示上指明 規定的 音

樂活 動 ， 除 非 已 獲署長書 面准許 某 項 音 樂 活動。 我們建議 把違反 此

條文 的 行 為 定 為 觸犯《規例》第 3 0 條的刑事罪行。  

 
(三 )  提高阻嚇 力  

 
( d )  提高罰款  

 
現時 《 規 例 》 第 3 0 條規定，任何人觸犯《規例 》 第 2 5 條，一經法

庭定 罪 ， 可 處 第 1 級罰款 (即 最 高 2 , 0 0 0 元 )及監禁 1 4 天。就事務委

員會 要 求 政 府 研 究提高 觸犯第 2 5 條訂明 的罪行 的 最 高 罰則， 康 文

署檢 視 了 有 關 安 排。現時香港法例第 4 0 0 章《 噪 音管制條例》第 4

及 5 條對 公 眾 地 方發出噪音作出規管，有關條文的最高罰款金額為

港幣 1 0 , 0 0 0 元，即觸犯《規例》第 2 5 條罪行的最高罰款金額的 5

倍。 此 外 ， 康 文 署檢視了 自二零 一 零 年 至 今有關 罪行的定 罪個案 ，

察覺 判 罰 金 額 由 3 0 0 至 1 , 2 0 0 元不 等，平均罰款金額為 7 0 0 元。綜

觀以 上 資 料 ， 似 乎現時罪 行的罰 款 偏 低 及 阻嚇力 不足，故 此我們 建

議將 罪 行 的 罰 款 提高至第 3 級 (即 最高 1 0 , 0 0 0 元 )。 至 於 監 禁 罰 則 ，

我們 建 議 維 持 1 4 天不變。  

 
 
《修訂規例》  

 
9 .  現時《規例》第 2 5 及 3 0 條的內容如下：  

 
 「 2 5 .  音 樂 及唱 歌  

 
 除非署長 已以 書 面准許操 作或 彈 奏某種樂 器， 或 利用某種 樂器

發出任何 聲響 ， 或唱歌， 否則 任 何人不得 在對 任 何其他使 用遊

樂場地的 人造 成 煩擾的情 況下 ， 在遊樂場 地內 操 作或彈奏 任何

樂 器 或 其 他 器 具 (包 括 唱 機 或 無 線 電 器 具 )， 或 利 用 該 等 樂 器 或

其他器具發出任何聲響，或唱歌。」  

 
 「 3 0 .  罪 行 及罰 則  

 
 任何人  —  

 
( a )  違 反 第 6、 7、 8、 9、 1 0、 1 1、 1 2、 1 3、 1 4 ( 1 )或 ( 3 )、 1 5、

1 6、 1 8 ( 1 )或 ( 2 )、 1 9、 2 0、 2 1、 2 2、 2 3、 2 3 A、 2 5、 2 6、

2 7 或 2 9 條的任何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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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在 遊 樂 場地內 駕 駛車輛 時，遇 到 正在執 行職責 的 管理人員

或 其 他 公職人 員 以訊號 或其他 方 法指示 其停車 ， 而拒絕或

故 意 不 停車；或  

 
( c )  沒 有 遵 從根據第 1 7 或 2 4 條條文展示的告示所載的任何規

定 ，  

 
 即屬犯 罪 ， 一經 循簡易 程序 定 罪 ，可處第 1 級罰 款及監禁 1 4

天。」  

 
1 0 .  為配合第 8 段所載的修訂建議，《修訂規例》會取代第 2 5 條，

以及 修 訂 第 3 0 條，以作出以下修訂事項：  

 
( a )  署 長 可 藉在遊 樂 場地顯 眼地展 示 的告示 ，指明 關 乎在該處

進 行 任 何音樂活動的規定 (新訂的第 2 5 ( 1 )條 ) ;  

 
( b )  任 何 人 除非已 獲 署長書 面准許 ， 否則不 得在遊 樂 場地，進

行 不 符 合根據第 2 5  ( 1 )條指明的規 定的音樂活動 (新訂的第

2 5 ( 2 )條 )。  

 
( c )  任 何 人 除非已 獲 署長書 面准許 ， 在遊樂 場地進 行 某項音樂

活 動 ， 否則不 得 在該處 進行該 項 活動而 令「任 何 其他人」

煩 擾 。 (而現時第 2 5 條則訂明為「 任何其他使用遊樂場地

的人 」 )  (新訂的 第 2 5 ( 3 )條 ) ;   

 
( d )  任 何 人 除非已 獲 署長書 面准許 ， 否則不 得在遊 樂 場地，就

於 該 處 進行的 音 樂活動 或相關 活 動索取 或接受 酬 賞，或在

該 處 同 意就該等活動收取酬賞 (新訂的第 2 5 ( 4 )條 ) ;以及  

 
( e )   觸 犯 第 2 5 條的最高罰款為第 3  級 (即 1 0 , 0 0 0 元 )  (而 現 時

第 3 0 條則訂明為第 1 級罰款 2 , 0 0 0  元 ) (新訂的第 3 0 ( 2 )

條 )。  

 
 
立法程序時間表  

 
11 .  有關《修 訂規 例 》已於二 零二 零 年五月二 十二 日 在憲報刊 登，

並於 二 零 二 零 年 五月二十 七日提 交 立 法 會 ，以進 行先訂立 後審議 的

程序 。 該 《 修 訂 規例》的生效日期定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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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的影響  

 
1 2 .  有關修訂 符合 《 基本法》 規定 ， 包括有關 人權 的 條文，對 公務

員、 經 濟 、 生 產 力、可持續發展、家庭或性別議題均沒有影響。  

 
1 3 .  有 關 修 訂 會 對 財 政 和 環 境 造 成 影 響 。 由 於 財 政 影 響 可 能 不 顯

著 ， 康 文 署 會 就 實 施 《 修 訂 規 例 》 提 供 所 需 的 額 外 財 政 資 源 。 此

外， 我 們 預 期 有 關修訂對 環境有 正 面 影 響 ，因為 透過多管 齊下的 策

略推 行 規 管 音 樂 活動的改 善措施 ， 可 有 助 避免社 區出現鄰 里噪音 問

題。  

 
14.  康文署現正就上述修訂規例的實施進行預備工作， 包 括 加 強 員 工培

訓 、 制 定 執 法 指 引 、 檢視有噪音問題公園的現有人手等。 康 文 署 亦 正

檢視 有 噪 音 問 題 的公眾遊 樂場地 的 情 況 ， 並會徵 詢法律意 見，制 訂

告示 訂 明 在 該 些 場地進行音樂活動需遵守的規定。  

 
 
  
 
民政事務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二零二零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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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三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修訂《遊樂場地規例》以加強管制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公園內的噪音滋擾  

 
 
目的  
 

本文件旨在闡述政府進一步修訂《遊樂場地規例》（第
132BC章）（下稱 “《規例》 ”）的建議，以加強管制康樂及文化
事務署（康文署）轄下公園內的噪音滋擾，並就《規例》修訂
建議，徵詢委員的意見。  
 
 
背景  
 
2. 康文署根據《規例》管理公眾遊樂場地，以確保場地內

進行的活動安全有序。如情況可行和合理，康文署一向都會在

有關活動不會造成安全或衞生問題、或引起令人難以接受的滋

擾的大前提下，酌情彈性處理，讓不同人士各適其適享用公眾

休憩用地。  
 
3. 然而，康文署不時於轄下一些公眾遊樂場地發現有人進

行歌唱活動。一些曲藝團體在進行歌唱活動時會使用揚聲器或

擴音器發出過量噪音，對附近居民造成噪音滋擾。雖然康文署

已採取多項噪音管制措施，但少數場地仍有噪音問題。康文署

因此不時接獲市民就公園演奏或唱歌活動造成噪音滋擾的投

訴。我們十分關注這情況，認為有需要修訂《規例》的相關條

文，使能有效管制公園內的噪音滋擾。  
 
 
修訂規例的原定建議  
 
4. 現時康文署依據《規例》第 25 條（相關條文摘錄於  

附件一）針對轄下公園內的噪音滋擾採取行動。然而，如要引

用第 25 條執法，康文署須證實有「使用場地的人」受到煩擾，

而該名使用場地的人一般須擔任控方證人。由於康文署的公園

管理員（作為公園的管理人）及附近居民並不被視為使用場地

的人，因此除非有使用場地人士願意和能夠挺身擔任控方證

立法會 CB(2)724/19-20(05)號文件   

附件 B 



人，否則康文署不能單憑員工的觀察或接獲的投訴（多數由附

近居民提出），而展開或採取執法行動。為回應公眾對妥善和有

效管制公園噪音滋擾的要求，我們在 2019 年 4 月 29 日的立法

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下稱 “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建議修訂以

「人」取代條例中的「使用遊樂場地的人」。根據該修訂建議，

如場地使用者、康文署場地人員及任何其他人士（包括附近居

民）受到噪音煩擾，均可為康文署的執法行動擔任控方證人，

令檢控行動更具主動性。  
 
5. 事務委員會通過載於附件二的議案，要求康文署全面檢

視《規例》，採取更多措施加強管制公園的噪音問題，包括研究

提高《規例》第 25 條的最高罰則、增加檢控方式、打擊金錢打

賞，以及設立 “黑名單 ”制度，禁止多次觸犯《規例》的人士在

一定時期內進入相關場地等措施。民政事務局給予事務委員會

的回覆見附件三。  
 
 
《規例》修訂的最新建議  
 
6. 我們十分重視事務委員會提出的意見，並與律政司緊密

合作，多管齊下從加強執法成效、加強管制演奏及歌唱活動，

以及提高阻嚇力等方面研究不同的建議修訂方案。經全面檢視

《規例》相關條文及就各項建議修訂方案徵詢法律意見後，我

們就下列三方面提出《規例》修訂建議 :   
 
(一 ) 加強執法成效  
 
(a)  擴闊受煩擾對象的範圍  

 
我們建議將第 25 條中的受煩擾對象由「任何其他使用遊樂場地

的人」擴闊至「任何人」，讓康文署人員可更有效引用該條款進

行執法。現時康文署依據第 25 條針對轄下公園內的噪音滋擾採

取行動。然而，如要引用第 25 條執法，康文署須證實有「使用

遊樂場地的人」受到煩擾，而該名使用場地的人一般須擔任控

方證人。由於康文署的公園管理員（作為公園的管理人）及附

近居民並不被視為使用遊樂場地的人，因此除非有使用場地人

士願意和能夠挺身擔任控方證人，否則康文署不能單憑員工的

觀察或接獲的投訴（多數由附近居民提出），而展開或採取執法

行動。基於上述情況，康文署難以引用第 25 條有效管理噪音滋

擾問題。根據該修訂建議，如康文署公園管理員及任何其他人

士（特別是附近居民）受到噪音煩擾，均可為康文署的執法行

動擔任控方證人，可以更有效管制公眾遊樂場地的噪音滋擾。   



 
 
(二 ) 加強管制演奏及歌唱活動  
 
(b)  禁止收取金錢報酬  
 
演奏音樂及唱歌收取金錢報酬，是部分公園出現噪音滋擾的問

題根源。現時《規例》並無禁止市民以利是的形式，在公園內

打賞他人。因此，演奏音樂、唱歌或表演人士在公園內接受市

民的利是打賞，並無觸犯相關規例。為針對有關情況，康文署

建議在第 25 條加入新規定，禁止未經批准人士，在公園演奏音

樂、唱歌或進行其他與音樂有關的活動（包括有背景音樂的舞

蹈），並收取任何金錢或報酬（例如「利是」）。不論演奏音樂、

唱歌或進行其他與音樂有關活動的人士是否主動索取金錢或報

酬，均會被視為違反該項新規定，因而觸犯《規例》。有關新規

定相信可打擊旨在透過在公園進行上述活動，收取金錢或報酬

的人士。至於公園內演奏音樂或唱歌自娛而沒有收取金錢或報

酬的人士，如沒有對其他人士造成滋擾，將不會受到新規定的

影響。  
  
(c) 張貼告示以訂立場地規定  
 
康文署察覺到部分公園內的演奏及歌唱活動會使用樂器及揚聲

器，產生過量聲音影響其他公園使用者、有關活動鄰近住宅，

更會造成噪音滋擾。針對這情況，康文署建議在第 25 條加入新

條文，賦予康文署署長權力，於有噪音問題的公園張貼告示，

列明演奏及歌唱活動須遵守的規定。   
 
康文署明白公眾期望政府在處理公園噪音問題上可以更積極主

動，故特別引入這項預防噪音滋擾的條文，以便因應不同場地

的情況，迅速及靈活地應對。例如某公園晚上經常有歌唱活動

進行而對附近居民造成滋擾，康文署可限制市民於該時段把大

體積的揚聲器帶進公園使用 ;又如有歌唱活動於某公園內鄰近民

居位置進行而對居民造成滋擾，康文署可張貼告示訂立守則，

禁止市民於該公園指定範圍進行有關活動。當條文生效後，任

何人士如違反告示列明的規定，不論是否造成噪音滋擾，均會

被視為違反該條文，康文署人員可因應有關情況，檢控違規人

士。為有效應對公園演奏及歌唱活動模式的轉變，告示內的規

定可因應需要而作出針對性的修改。康文署會根據各公園的實

際情況，訂立告示內預防噪音滋擾的相關規定。  
 
 
 



(三 )提高阻嚇力  
 
(d)提高罰則  
 
現時，違反《規例》第 25 條，一經法庭定罪，可處第 1 級罰款

（最高 $2,000）及監禁 14 天。就委員會要求提高罰則，康文署

檢視了有關安排。現時香港法例第 400 章《噪音管制條例》第

4 及 5 條對公眾地方發出噪音作出規管，有關條文的最高罰款

金額為 $10,000，即《規例》第 25 條的 5 倍。此外，康文署檢

視了自 2010 年至今《規例》第 25 條的定罪個案，察覺判罰金

額由 $300 至 $1,200 不等，平均罰款金額約 $700。綜觀以上資

料，康文署同意現時第 25 條的罰款偏低，對於干犯規例人士的

阻嚇力不足，故建議將該條文（包括上文提及建議加入第 25 條

的各項修訂）的罰款提高至第 3 級（最高 $10,000）。至於監禁

罰則，我們建議維持 14 天不變。  
 
 
其他管制措施  
 
7. 除了上述《規例》修訂工作外，康文署亦會透過優化場

地管理指引，輔助員工監察公園的歌唱活動。例如康文署在處

理租用康文署戶外康樂場地舉行非指定用途活動的申請時，會

參考環境保護署的「音樂、曲藝或歌唱表演活動的噪音管制指

引」，制訂了噪音管制指引。如有關活動涉及使用擴音器（例如

舞台表演活動），主辦團體需遵守有關噪音管制指引，並確保有

關活動（包括綵排和主體活動）發出的音量，不得超過背景音

量 10 分貝。主辦團體亦須安排人員監察活動音量，並於活動音

量過高或接獲投訴時，即時將活動音量調低。  
 
8. 至於經常有市民進行歌唱活動的公園，場地員工已配備

量度分貝的儀器，不時量度有關活動的聲量。當活動音量過高

時，會即時勸諭有關人士調低音量。就部分公園不時接獲市民

對噪音滋擾的投訴，康文署參考了過往投訴資料，以及附近居

民和相關區議會的意見，為有噪音問題的公園，按個別情況訂

立了適合該場地的活動音量指標，供員工進行勸諭工作時作參

考。公園內的職員會密切監察活動的情況，適時採取跟進行

動。當他們發現歌唱活動發出的音量超過背景音量至某一分貝

水平時，便會即時作出勸諭。  
 
9. 在宣傳教育方面，康文署在公園內已懸掛橫額，以及在

當眼處張貼告示，提醒市民進行活動時要注意其活動發出的聲

浪，以免對其他人士造成滋擾。此外，康文署會密切監察公園



噪音滋擾的情況，不時與警方於有噪音問題的公園進行聯合行

動，打擊違規行為。另一方面，《規例》第 32 條賦予獲授權的

康文署人員將違反《規例》條文的人士驅逐離開相關場地的權

力。康文署人員於執法時會評估現場情況，適當運用該條文跟

進噪音滋擾投訴，並在有需要時引用第 32 條賦予的權力驅逐觸

犯《規例》的人士離開場地。  
 

未來路向  
 
10. 我們正與律政司為建議修訂的條文定稿，以期於本年 5
月在立法會會議上就該《規例》提交修訂建議，以進行先訂立

後審議的程序，讓經修訂的《規例》早日生效。  
 
 
徵詢意見  
 
11. 請委員備悉條例修訂建議及提出意見。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二零二零年三月  



附件一 

 

《遊樂場地規例》（第 132BC 章 ）第 25 條 

 
25. 
音樂及唱歌 
除非署長已以書面准許操作或彈奏某種樂器，或利用某種樂器發出任

何聲響，或唱歌，否則任何人不得在對任何其他使用遊樂場地的人造

成煩擾的情況下，在遊樂場地內操作或彈奏任何樂器或其他器具(包
括唱機或無線電器具)，或利用該等樂器或其他器具發出任何聲響，

或唱歌。 
(1999 年第 78 號第 7 條) 
 

 
Section 25 of Pleasure Grounds Regulation (Cap. 132BC) 

 
25. 
Music and singing 
Save where the Director has, in writing, permitted the operation or 
playing of, or the making of any sounds by means of, any such instrument 
or the singing of any song, no person shall, in any pleasure ground, to the 
annoyance of any other user thereof operate or play, or make any sounds 
on, any musical or other instrument, including any gramophone or radio 
apparatus or sing any song. 
 
(78 of 1999 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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