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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選舉工作小組召集人及副召集人 

 

  小組通過由鄧家彪議員及曾秀好議員分別擔任工作小組的召

集人及副召集人。 

 

 

II. 工作小組職權範圍及組成 

 

2.  召集人表示，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是 “跟進討論在離島區推

動墟市的事宜”，而“推動”一詞涵蓋範圍較廣，讓小組可考慮自

行籌辦或支持團體在離島區舉辦墟市，或與部門合作。 

 

3.  小組成員認同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具靈活性。在組成方面，小

組成員認為墟市運作必須保持通道暢順，建議邀請熟悉相關法例的政

府部門(包括香港警務處及消防處)派代表列席日後的小組會議，就這

方面提供意見。 

 

4.  經討論後，小組同意除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離島地政處、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和離島民政事務處(離島民政處)外，邀請

香港警務處及消防處派代表列席日後的小組會議。 

 

 

III. 離島區現有墟市的舉辦情況及申請機制 

 

5.  離島民政處代表表示，民政處沒有土地可供舉辦墟市，並簡述

離島區現有墟市的舉辦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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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東涌方面，東涌發展陣線曾於週六和週日在東涌不同地

方(例如東涌鄉郊地區和 頭) 舉辦“東涌墟市節”，形式類

似嘉年華會。 

 

(b) 在南丫島及坪洲，亦有地區人士因應地區需要舉辦墟市，

希望便利居民和推動地區經濟。 

 

(c) 在長洲，曾有私人機構在東灣舉行墟市，其模式與東涌和

南丫島不同。 

 

6.  食環署代表表示，現時大澳及南丫島的魚販市場以墟市形式運

作，小販並無領取牌照，該署的角色是確保小販於指定範圍內擺賣。 

 

申請機制 

7.  離島地政處代表簡述有關申請土地舉辦墟市的處理程序如下： 

 

(a) 如舉辦墟市地點屬私人土地，處方在接獲申請後會審視申

請用途是否合符該土地契約所批准的用途和條款。若有關

用途不乎合該土地契約所批准的用途和條款，該土地業權

人可向處方提出申請豁免，處方會按既定的機制及程序處

理； 

 

(b) 若擬租用未批租政府土地，有關申請必須獲得相關政策局

的支持，地政處會按既定的機制及程序處理。例如若申請

團體為非牟利機構，作非牟利用途，只在一週內幾天使

用，又沒有長期擺放物品，處方會按現行處理短期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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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考慮是否批出批准書或不反對通知書，而批准書一

般為期一個月。若屬長期佔用土地，而有關申請獲得相關

政策局的支持，地政處或會考慮以短期租約形式批出。 

 

(c) 若舉辦墟市地點有關土地已撥給其他政府部門，則由該部

門自行處理有關申請。 

 

8.  康文署代表表示會按其既定程序處理使用康文署場地作非指

定用途的申請，申請場地的使用率、其他持份者意見、考慮申請者的

背景及過往的租用記錄是否良好等因素，以及把申請抄送其他部門閱

覽，才考慮是否批准。若申請獲准，申辦團體須遵守使用條款，當中

包括購買公眾責任保險。 

 

9.  食環署代表表示，若以嘉年華會形式舉辦墟市，而當中並非只

售賣物品，亦涉及遊戲攤位等，申辦團體或須按照《公眾娛樂場所條

例》(第 172 章)申領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若售賣的食品不屬《食

物業條例》(第 132 章)限制的食品，一般不需要申領牌照。 

 

10.  召集人表示，大澳及南丫島的魚販市場有其歷史背景，其後才

受食環署規管。他詢問在康文署轄下場地(例如沙田公園)舉辦藝墟的

情況，是團體主動提出申請，或由該署推行並邀請民間參與。 

 

11.  康文署代表回覆，一般而言，舉辦「藝趣坊」的公園面積較大，

例如維多利亞公園佔地約 19 公頃，但離島區內的公園面積較小，在

假日的使用者較多，亦欠缺相應配套設施。就地理環境及設施而言，

康文署認為離島區的公園的設施未能配合舉辦「藝趣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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墟市營運模式及規管 

12.  就墟市的營運模式及規管，小組成員提出的意見如下： 

 

 應審慎甄選和審核申請者，建議制訂申請要求及門檻、售賣

貨品的規則及罰則等。 

 

 建議以短期合約形式，將墟市交予某些團體/機構營運，而

求營運者必須遵守有關批核的條款及條件。 

 

 政府須監管墟市的運作，建議參考長沙灣及深水埗天光墟的

做法，由政府劃出某個地點用作墟市，限時經營，並避免與

區內原有商戶出售的貨品及經營時間重疊。 

 

 舉辦墟市有助推動地區經濟及吸引遊客，但土地資源有限，

若長期佔用土地，擔心會妨礙其他居民和團體使用。建議在

假日推行短期墟市試驗計劃，以測試市場需求，才考慮是否

需要擴展至平日。 

 

 不同島嶼有不同需要和考慮因素，建議因應各區情況考慮試

行在假日或特定日子在指定地點舉辦墟市。 

 

 希望東涌的墟市具有地區特色及可持續舉行。由於晚間東涌

的食肆較少，導致出現小販擺賣情況，建議由政府監管，以

“大笪地”形式在區內舉辦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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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由工作小組負責規劃和場地設計，並向有興趣參加墟市

的居民徵詢意見，包括少數族裔居民。 

 

 不論是否有區議會支持，地區團體可透過不同形式舉辦墟

市。 

 

售賣食品 

13.  小組成員就售賣食物提出的意見及詢問如下： 

 

 建議墟市以售賣乾貨為主，若售賣食品，須符合食環署的規。 

 

 若檔戶根據《食物業條例》申領食物牌照，可否在墟市出售

食品？若營運墟市的團體已申領食物牌照，參與的檔戶可否

出售食品？ 

 

 在墟市售賣自家製造的食品會否牴觸法例規定及是否須領

取牌照？可否利用公屋單位作為食物製造工場？ 

 

 申請臨時食物工場牌照有甚麼規定？  

 

 普通食肆牌照及小食食肆牌照可出售的食物有何區別？法

例是否容許小販透過明火煮食，例如石油氣爐？ 

 

 食環署是否在發生食物中毒事件後，才會追查食物來源？ 

 

 尖沙咀碼頭的農墟，除售賣有機農產品外，亦有出售花生糖

等食品，認為不論藝墟或農墟，都可能會售賣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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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租用土地 

14. 小組成員就租用土地事宜提出的意見如下： 

 

 據悉，非政府機構可向地政總署申請以短期租約形式租用土

地。署方審批申請時，會考慮有關土地的未來發展；若租約

屆滿但該土地仍未有發展計劃，便可獲續租。 

 

 向地政處申請租用土地，是否須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 

 

 希望有關部門提供其他墟市的資料，例如花市、西貢海濱長

廊的墟市，以及上水石湖墟街市附近的農墟。 

 

15.  離島地政處代表表示，若某幅政府土地在一段時間內未有發展

計劃，並在符合某些條件下，該處會透過招標形式出租有關土地。除

非有政策局支持，否則不會直接批出租約。此外，地政處負責批出土

地，並未要求申請者須購買第三者責任保險，但若有關活動涉及申領

其他牌照，而該等牌照另有要求，則申請者須自行跟進。 

 

16. 食環署代表綜合回覆如下： 

 

 以2015年在康文署場地(東涌道足球場)舉辦花市為例，食環

署在獲康文署批准後，便可與檔戶簽訂租約。若檔戶有意售

賣熟食或《食物業條例》中列明的受限制食品，須領取相關

牌照。有關食物清單可參考上述條例的附表二。若所售賣的

食品不涉及即場烹煮，或不須申領牌照；但若出現食物中毒

情況，食環署會追查食物來源，若發現在居所製造，或會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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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非法食物工場，署方會考慮採取相應的執法行動。 

 

 食環署不容許小販在街上翻熱食物，但不會干涉在墟市出售

已包裝的食品。若墟市檔戶使用電爐翻熱食物，須由消防處

考慮會否有火警風險。 

 

 公屋單位不可用作食物製造工場。 

 

 現時食物牌照只接受以公司、團體或個人名義申請。臨時食

物工場設有最小面積限制，申請者須向食環署提交平面圖，

顯示檔口位置和檔內擺設，以及其他資料，以便審批。 

 

 領有普通食肆牌照的商戶可售賣任何種類的食物，而領有小

食食肆牌照的商戶，只可烹製及售賣三文治、包點、雲吞麵

等六種小吃。 

 

 政府關注經營“大笪地”涉及消防安全及食物安全等問題。若

相關政策局支持舉辦 “大笪地”，食環署會盡量配合。 

 

 根據現行政策，政府重發熟食小販牌照的機會不高。 

 

17.  離島民政處代表回覆，西貢假日攤位是由幾個地區團體(包括

西貢鄉事委員會)主導和合辦，以綜合模式運作，由此可見各區墟市

有所不同。 

 

18.  召集人要求康文署提供在較受歡迎及大型公園舉辦藝墟的詳

細資料及租用轄下場地的保險要求；同時請食環署提供《食物業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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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得無牌售賣的食物資料、申領臨時食物工場牌照、以及由部門主

導的農墟等資料，以便工作小組進一步討論。 

 

其他 

19.  關於 2015 年 8 月舉行的深水埗墟市的情況，小組成員希望了

解深水埗墟市的相關資料，例如舉辦模式及成效等。 

 

20.  離島民政處代表回覆如下： 

 

 深水埗區議會與食環署詳細討論及考慮交通、附近人口和緊

急逃生通道等因素後，決定在區內一條較寬闊的行人路舉辦

墟市。 

 

 墟市由 “深水埗見光墟關注組”及 “基層撐墟市聯盟”主

辦，共有 30 個攤檔，以售賣乾貨為主，在四個週日舉行，

開放時間由早上至黃昏。 

 

 主辦團體向食環署申請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並以賣物會

/嘉年華會的模式推行墟市。 

 

 深水埗墟市以扶貧為目的，設有嚴謹的甄選機制，檔販為低

收入或領取綜援的當區基層市民。 

 

 在成效方面，深水埗區議會邀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進

行實地調查，居民、遊客及檔戶對墟市的反應普遍正面，認

為墟市提供一個售賣手工藝或二手貨的機會，檔戶雖未必能

賺大錢，但可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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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水埗區議會只是在行政上提供支持，未有提供財政資助。

在區議會支持下，舉辦墟市的非政府組織更容易與相關部門

溝通。民政處亦協助進行地區諮詢，經區議會及食環署多次

解釋後，受影響人士的態度轉為較支持，而社聯的調查亦顯

示，居民支持度上升，認為經實踐後，並未有造成太多嘈音

及環境衞生的問題。 

 

21.  召集人表示備悉深水埗墟市是由慈善性質的非政府機構主

導，區議會或政府部門沒有提供財政資助。 

 

 

IV. 推動墟市工作的定位 

 

22.  經討論後，小組同意先在區內試點推行短期墟市試行計劃，由

工作小組邀請區內團體(例如鄉事委員會、社福機構、業主立案法團

及互助委員會等)提交意見書，供工作小組考慮及討論。在檢討試行

計劃的成效後，工作小組會再探討出售食品、舉辦夜市和持續舉辦墟

市的事宜。  

 

23.  小組成員建議離島區墟市應以扶貧及及推動旅遊為目的建議

收集在夜市售賣小食的意見，然後向食物及衞生局(食衞局)反映。 

 

 

V. 其他事項 

 

食物及衞生局本年三月就「小販政策及露天市集和夜市」致離島區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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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席的信函 

 

24.  召集人表示，現時離島區墟市的模式百花齊放。根據食衞局的

來函，若公眾有意在地區舉辦墟市，只要區議會不反對墟市的形式及

地點，政府便會給予政策支持。信中提到墟市須顧及環境衞生、食物

安全及保持公共通道暢通無阻，而這些不單針對露天市集，亦包括夜

市。因此，他認為局方並無否定在夜市出售食物的可能。 

 

25.  小組備悉，食衞局轉交由東涌社區發展陣線提交的 “東涌墟市

計劃”建議書，並同意在下次會議與地區團體所提交的意見書一併討

論。 

 

26.  召集人希望在收集地區意見後，可訂立初步目標及工作時間

表，然後向區議會報告。如有需要，會向食衞局反映意見。 

 

 

VI. 下次會議日期 

 

27.  議事完畢，會議在上午11時30分結束。下次會議日期將另行通

知。 

 

-完- 

 


