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西區區議會文件第 8 /2014 號附件  

 

保育中西區小販攤檔  

食物及衞生局及食物環境衞生署的綜合回覆：  

背景  
 

旺角花園街的排檔分別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及二零一一年十一

月發生兩次嚴重火災，其中二零一一年十一月發生的火災造成毗鄰的樓

宇內多人傷亡。為減低排檔區的小販擺賣活動所構成的火警風險，食環

署加強其於 43 個固定小販排檔區（ “排檔區 ”）的管理工作，引入小販牌

照違例處分制，按該制度暫時吊銷或取消小販牌照，以懲處多次違規的

小販。同時，食環署成立由食環署署長擔任主席的小販管理督導委員

會，負責制訂及監督落實具體措施，以改善各排檔區的管理及減低火警

風險。此外，食環署亦成立涵蓋所有排檔區的小販管理諮詢委員會，建

立溝通平台，與販商加強聯繫。  
 
為了盡量減低排檔對附近樓宇造成火警風險，政府當局認為，除

改善固定攤位小販區的管理措施外，亦須考慮其他改善小販區環境的措

施。當局研究了不同的中、長期方案，以期盡量把排檔對毗鄰樓宇的潛

在消防威脅減至最低，以及在提高排檔的消防安全成效的  
 

  同時，亦顧及對小販區的整體環境及販商的長遠經營環境的影

響。  
 
相關的諮詢工作  

  
 政府於二零一二年曾就建議的中、長期方案進行為期三個月  
的公眾諮詢，方案之一是逃生樓梯出口（無論是單梯樓或多梯樓）對開

六米的半徑範圍內不應設置攤檔。這方案對某些排檔區的影響重大，除

在覓地遷置攤檔有困難外，大量遷走攤檔亦會影響排檔區的整體經營環

境。調查結果顯示，雖然有很多被訪者支持這方案，但各界亦有意見認

為，每個街頭小販區都有各自的實際情況和營業特色，政府必須採取因

地制宜的方針解決問題。經全盤考慮後，當局認為現階段應以務實角

度，在全港 43 個涉及較高火警風險的小販排檔區，處理位於樓宇逃生

樓梯出口對出或是阻礙消防車通過或雲梯操作的約 550 個攤檔的搬遷工

作，以減低風險及便利居民在一旦發生火警時逃生。  
 

為減低街頭小販擺賣活動在排檔區所構成的火警風險而設的「小

販資助計劃」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開展以來，食環署已與各小販排檔

區販商代表及檔主舉行超過百次會議，細心聆聽販商對搬遷攤檔建議的

意見，共同探討各種務實可行，在原街、甚至原段的調遷方案。資料顯



示，截至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超過 130 名位於不同小販排檔區須搬遷

的販商已就調遷方案與署方達成共識，其中四成的搬遷安排都是配合販

商的意願，在不妨礙毗鄰樓宇逃生樓梯出口，或緊急車輛通過或進行救

援工作及可行的情況下，特別處理。這包括：讓個別攤檔或攤檔群組向

旁移位、微調攤檔面積以保留原址等。此外，現時亦已有 145 名販商提

交搬遷重建及原址重建攤檔申請。  
 
 當局在執行遷置攤檔工作具堅定決心。我們希望可與地區一同

為改善排檔區防火安全而努力，當局會在不增加火警風險的大前提下盡

可能配合販商的建議，務求達至雙贏局面。從上文可見，在販商的配合

下，多個排檔區就搬遷攤檔安排已陸續找到可行方案或取得階段性進

展。  
 
回應提問  
 
 現就文件的提問部分回覆如下：  
 
1. 就保育中西區小販攤檔政策立場爲何，及有否推行措施以保育小販

攤檔  
 
 政府十分認同小販行業在香港有悠久歷史。排檔區多數位處便

捷地點，為普羅大眾購物提供更多選擇。街頭小販和小販市場亦別具特

色，是不少香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一些排檔區更成為旅遊景點。 
 
 政府理解本港的街頭擺賣活動情況獨特，並已因時制宜，調整

小販政策。於二零零八 /零九年度，政府就小販發牌政策進行了檢討。政

府因應公眾對保育和活化小販行業的訴求，實行了一系列措施，包括：  
 
 

(a)  把超過 600 個後排空置攤位與前排攤位合併，為持牌人提供更

大的經營範圍；  
 
(b)  向 200 多人簽發新的固定攤位小販牌照，讓他們在空置攤位經

營，當中有 10 個牌照在中西區內發出；  
 
(c)  簽發超過 60 個新的流動小販 (冰凍甜點 )牌照 (又稱「雪糕仔」牌

照 )；  
 
(d)  向於中西區經營已久的擦鞋匠和香煙小販簽發新牌照，以保存

地區特色；以及  
 
(e)  為了保育「大牌檔」，當局同意於處理中西區大牌檔牌照轉讓

時給予更大彈性，准許持牌人把牌照轉讓給家人，同時與持牌

人展開改善工程項目，改善大牌檔鄰近地方的環境衞生，例如



供應煤氣、加強排水和疏導煮食油煙，以及搭建新簷篷等。  
 
 政府相信，保存小販行業傳統的最佳方法，是維持靈活及低成

本的環境，讓排檔區可自然地營運及發展。  
 
2. 於中西區，小販政策內固有的固定小販攤檔數目爲何，及現時正在

經營（扣除空置攤檔及已申請交還牌照之攤檔）的小販攤檔數目爲

何  
 
 詳情請參閱 附件 。  
 
3. 就被建議調遷的小販攤檔中，並非所有攤檔均獲調遷資助，原因爲

何。  
 
 具體來說，「小販資助計劃」下有關搬遷及重建攤檔的資助包

含以下特點：  
 
(a) 因火警安全理由而被食環署要求搬遷至新攤位的小販，可申請

一項一次性實報實銷的搬遷資助；考慮到遷置攤檔對小販的影

響相對原址重建攤檔可能較大，合資格申請人可獲發放一筆一

萬元非實報實銷的資助。  
 

(b) 不須就 (a)而搬遷的小販，他們可申請一項一次性的重建資助，

以在原址重建部分或整個攤檔，以減低火警風險。  
 
 食環署與各小販排檔區販商代表及檔主商討遷置攤檔的過程

中，販商提出不同建議調遷方案，其中一個建議是把必須調遷者與毗鄰

攤檔檔主（非必須遷置的攤檔）順序移位離開樓宇逃生樓梯出口，目的

是方便他們繼續協作經營。考慮到這建議能達至減低火警風險的目的及

無礙排檔區整體布局，食環署認為可行，但前提是配合遷置攤檔而需移

位者將不會獲發放搬遷資助，而配合順序將攤檔移位純屬自願。  
 
回應動議  
 
 就動議的部分，當局回應如下：  
 
動議：本會呼籲政府保育中西區內小販攤檔，避免推行打擊攤檔經營的

措施，並建議政府採取下列措施：每出現空置固定小販排檔時，

盡快進行編配，向新經營者發出固定小販牌照，及對所有被建議

（非主動申請）調遷的小販攤檔發放均等的調遷資助，以鼓勵及

保障小販攤檔的持續經營。  
 
 「小販資助計劃」的其中一項安排，是向選擇自願交回其小販

牌照的合資格小販發放一次性的特惠金，旨在鼓勵小販參與，從而加快



騰出攤位，盡快落實遷置現時火警風險較高的攤檔，以保障公眾安全。

故此，我們必先將交牌後所騰出的空位用作遷置火警風險較高的攤檔。

動議中建議政府每出現空置固定小販排檔時，盡快進行編配，向新經營

者發出固定小販牌照，將令「小販資助計劃」  
 
 
有關自願交回小販牌照部分失去原意。  
 
 政府留意到有意見提出如自願交回牌照安排的反應熱烈，交回

牌照數目遠超出須搬遷攤檔的數目，至使個別排檔區有大量的攤位空置

而影響其可持續性，當局應考慮重新簽發小販牌照，以填補該些空置的

攤位。政府備悉有關建議。事實上，為期五年的「小販資助計劃」剛推

行數月，由於有關交回牌照安排是自願的，當局現時仍未能準確估算交

牌的總數。當局會在該計劃推行一段時間後視乎各排檔區的情況，包括

消防安全和環境衞生因素、營商環境、區議會及區內居民意見等，檢視

有關的建議。  
 

 至於調遷的小販攤檔發放均等的調遷資助的建議，我們重申，

非必須調遷者配合必須調遷者以群組方式順序移位純屬後者的自願安

排，前者並非「小販資助計劃」下合資格獲發放一萬元非實報實銷的資

助的人士。  
 
出席人員  
 

食物環境衞生署統籌主管 (小販資助計劃 )勞月儀女士將代表當

局出席題述的區議會會議。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收到 ) 

 
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附件  
 

中西區小販排檔區固定小販攤檔遷置情況 (截至 2013 年 11 月 29 日 ) 
 

固定小販

排檔區  

小販資助

計劃開展

前固定小

販攤檔  

牌照數目  

現時固定小

販攤檔牌照

數目
註 1  

小販資助計

劃開展後騰

出攤位  

數目
註 2  

供遷置用現

有空置攤位

數目
註 3  

因妨礙樓宇

逃生樓梯出

口而須遷置  

攤檔數目  

遷進現有

空置攤位

的攤檔  

數目  

可使用空置  

攤位數目
註 4  

結志街  

 

15 13 2  2  0  0  0  

摩羅上街  

 

13 12 1  2  0  0  1  

卑利街  

 

43 36 7  9  2  1  0  

文華里  

 

32 32 0  1  2  1  0  

永吉街  

 

34 33 1  7  6  3  0  

砵典乍街  

 

47 44 3  3  1  1  2  

嘉咸街  

 

55 48 7  11 6  4  1  

利源東街  

 

63 60 3  5  13 5  0  

利源西街  

 

58 53 5  3  20 3  0  

總數  360 331 31 43 50 18 4  

 
註 1： 數字不包括 10 個熟食或小食攤檔、 7 個擦鞋攤檔、 88 個工匠攤檔、 29 個靠牆攤檔、 72 個報紙攤檔、 2

個理髮攤檔及 73 個其他類別小販攤檔。 

註 2： 數字包括所有騰出的攤位 (位於樓宇逃生梯出口對出位置及非梯口位置 )。  

註 3：數字剔除位於樓宇逃生梯出口對出位置的攤位，但包括原有適用的空置攤位。  

註 4：數字剔除位於樓宇逃生樓梯出口 6 米半徑範圍內的攤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